
·106·

路桥工程

山地城市轨道交通TOD模式探究

范俊玮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 400000]

摘要：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国家政策的积极引导，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建设轨道交通体系，以促

进城市内部各个城区之间的串联，在提高城市交通能力的同时带动沿线经济发展，以促进基础资源的优化配

置，提升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山地城市来说，由于地势条件复杂，在进行轨道交通建设时面临着更大的

阻力，通过依托于TOD模式应用，实现对轨道交通的合理规划，能形成多元化的发展商圈，基于公交枢纽

实现土地空间的科学规划与利用，更好地满足城市发展需求。本文通过对TOD模式进行分析，探讨山地城

市轨道交通规划的特点，提出山地城市的TOD模式规划原则和策略，以期更好地满足山地城市的经济发展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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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因此越

来越多的人们转移到城市中寻求发展机会，这对

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同时也会给

城市各方面的基础设施应用带来沉重压力，尤其

是在交通出行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如何实现科学

的轨道交通规划，加强站点配套物业建设，促进

沿线经济发展是当前山地城市面临的重要问题。 

TOD（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公共交通为导向

的开发）模式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所推广，而且优

势明显，例如人口高度密集的区域，应用此种模式都

大大推动轨道交通的建设，提升站点商圈经济发展水

平。因此，此种模式在山地城市的应用也必然起到良

好的促进作用。

1 TOD模式分析
TOD模式主要是指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

在城市发展中科学规划土地利用，建立轨道交通体

系，同时配套建设各项城市功能，以形成新的发展商

圈，在保障人们绿色便捷出行的同时，促进土地空间

的高效利用，并达到缓解城市交通出行及土地利用压

力的目的。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使城市化发展水平

不断提升，城市发展空间也在不断拓展，而主城区的

交通压力也越来越大，科学规划轨道交通，在交通站

点开发配套物业，打造办公圈、商业圈、居住圈、生

活圈等，这样便能形成出行方便、办公方便、生活方

便的优势，能吸引更多的企业和人才转移到新的发展

商圈，从而缓解主城区发展压力，也为城市的扩张发

展提供有利条件。可以说，轨道交通建设已经成为城

市升级转型发展的催化剂，TOD模式在城市发展中的

应用也是必然趋势。结合山地城市的发展特点，开展

交通引导规划，也必然能对山地城市发展起到有效的

促进作用。

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中应用TOD模式，首先，能

对城市发展产生引导作用，其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重

要规划方式，不仅能促进旧城改造，还能促进新城发

展[1]。借助旧城改造，可以进一步完善旧城区的各项

城市功能，并且形成多功能、高密度的空间布局，在

满足人们交通出行的基础上实现商业配套完善，促进

站点周边经济发展。新城开发是城市经济发展新的增

长点，其不仅能疏散城市中心区企业及居民，同时也

能促进城市的产业及空间布局优化配置，通过轨道交

通实现新城与主城区连接，不仅可以解决人们出行问

题，还能实现城市空间的进一步拓展。其次，基于

TOD模式的发展理念，对轨道交通进行建设，可以促

进沿线经济发展，这样便能形成点状空间布局，轨道

线便是城市空间轴线，依托于交通站点在周围配套建

设物业，可以形成带状发展，建立特色化组团，并且

建设功能化多样的社区，以解决站点周边社区人们的

出行、生活及就业问题。最后，轨道交通的发展必然

会给城市空间布局带来新的机会，通过优化站点附近

的物业配置，依据服务范围建立起不同密度层级的服



·107·

路桥工程

务体系，能实现土地空间的高效化、集约化利用，从

而为城市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

2 山地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的特点
2.1 地势起伏大

山地城市最显著的特点便是地势起伏较大，以重

庆市为例，其地貌呈现出多山多河的特点，而且地势

沿着山脉与河流起伏，南北方向高，中间区域低，形

成了以山地、丘陵为主的地表结构。当地的地形高低

非常悬殊，显著的地势起伏也就导致在进行轨道交通

规划时面临着诸多难题。

2.2 城市组团式发展

由于地势地貌的影响，很多山地城市都呈现出组

团式发展特点，在进行城区规划时也表现出多组团的

空间布局，这主要是由于需要充分考虑城市空间布局

特点，并基于此进行空间规划，以达到因地制宜、优

化资源配置的目的[2]。但也正是由于多组团发展，每个

组团较为封闭，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发展布局，在建设

轨道交通时需要充分考虑这一点，以确保站点选址规

划的合理性。

2.3 生态多样性

与平原地区的城市相比，山地城市的地理条件更

为复杂，自然环境也更加多样化，这对城市发展空间

的科学布局与统一规划都产生不利影响。但与此同

时，多山多水的特点也就构成特色化的山水景观，在

进行轨道交通规划时依托于这些特色景观能建设特色

化的商圈，从而更好地进行配套物业开发，提高交通

枢纽周边发展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2.4 生活包容性

山地城市的空间具有立体化、多维性特点，因此

对步行系统的需求也更大，即便是在同一个场所也可

能存在不同高度的空间分布，由此形成多层次、多样

化的步行空间体系[3]。这些多样化的空间架构能融合商

业、社交、娱乐等多种城市功能，因此形成显著的空

间包容性特点，尤其是在轨道交通附近的空间规划体

现明显，不仅包含浓郁的生活气息，也充分体现出山

地城市独有的文化特色。

3 山地城市的TOD模式规划原则
3.1 空间布局一体化

进行轨道交通建设的最主要目的在于实现城市各

个区域之间的相互连接，并且缓解人们的出行压力，

形成更多特色化的发展片区，从而提高城市整体的经

济发展水平。因此，在进行轨道交通建设时，必须

保证实现空间布局的一体化，最大限度地发挥空间 

效能[4]。在整体的交通线路上，要先做好对核心片区的

规划与布局，并且紧密结合站点发展情况进行交通及

商业开发，根据站点距离进行开发递减，同时要注重

对公共服务设施包括停车场、公共卫生间、绿化等进

行建设并完善，而且通过促进空间一体化设计，还能

形成更高效的立体空间形态，这样便能实现对客流量

的立体转乘引导，以从根本上解决人流量大、交通出

行难的问题。以外，建立完善的步行网络系统，能实

现站点周边交通流的整合发展，从而促进交通网络高

效运行，最终提升城市发展品质。

3.2 实现站城一体化

基于公共交通促进城市发展，实现站城一体化对

更好地提升TOD模式应用效果具有重要意义[5]。在轨道

交通站点附近区域针对城市功能进行整体且合理的规

划设计，以满足人们的交通出行，同时依托于强大的

交通客流量，完善商业及会展配套建设，优化各项商

业服务，以促进站点附近城市功能的多元化实现，从

而建立起新的城市核心发展地带，推动片区经济发展

水平的提升。对站城一体化的实现，要促进土地空间

的混合利用与布局，并且构建立体的交通组织，以获

取更大的发展空间，通过将不同的城市功能协调结合

起来，能使单一的交通功能转变为多用途的混合性发

展空间，这样交通线路也不再是单一的线路，而是一

个完善的城市公共空间，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也

会产生巨大便利性。

4 山地城市的TOD模式规划策略
4.1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基于TOD模式为核心的轨道交通发展，应推动产

业的转型升级，实现特色化产业建设，这样对站点周

边物业发展有更大的吸引力。对此，以山地城市重庆

的唐家沱片区为例进行分析，在本片区内，各种产业

发展聚集，但并未形成特色化产业链条，因此本身发

展水平并不高。对此，在进行本区域的轨道交通建设

时，人们充分分析了区域内的优势与劣势，认为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非常重要，可以将片区内的加工业逐步

转变为服务业，形成以服务性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发

展圈。在片区内设置轨道交通站点，并在站点附近进

行土地空间规划与布局，建立配套的服务性企业与商

业，同时加强住宅建设，形成完善的生活圈并依托当

地的特色小镇建立具有特色性的地域化文化产业，以

促进区域内的产业转型发展。积极推动零售行业、娱

乐产业、循环产业的发展，实现不同产业之间的相互

补给，从而推动站点周边的经济繁荣发展[6]。

4.2 建立以TOD模式为核心的交通体系

山地城市大多都是以组团片区为主，因此在规划

轨道交通的过程中就要充分考虑组团片区的实际情

况，建立起以TOD模式为核心的交通发展体系，形成

一体化的规划布局，才能充分发挥交通站点的优势作

用。针对组团片区内的交通网规划，要确保一体化设

计，基于公共交通与社区公交站点相连接，将其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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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形成轨道与车辆交通相互结合的多元化公交发

展体系，从而形成更加紧密的空间布局。对轨道交通

站点的规划，应确保400 m范围内的商业辐射规划，

公交站点则以300 m范围作为辐射规划区域，从而建

立完善的交通规划网络体系，以满足人们的出行需

求。在近距离范围内布设站点及配套商业规划，能有

效减少人们对车辆出行的需求，从而提高道路通行

的通畅性，在减少污染的同时人们也能更加便捷地 

出行[7]。此外，轨道交通出行通常以步行人员为主，

因此必须在站点附近建立完善的步行道路体系，以方

便行人绿色环保出行。在站点周边可以进行高密度建

设，包括公共步行空间、休闲区域、各个站点之间的

联系通道等，并结合中心广场进行布置和连接，进一

步增强人们步行通行的可达性，从而增强人们的公共

交通出行意愿，保障轨道交通及站点附近商业发展。

4.3 依托地貌建立特色交通体系

山地城市最大的特点就是地貌复杂，多山多水，

因此形成特色化的山水景观，而且在进行轨道交通建

设时，对这些特殊的地形地貌无法达到有效的开发效

果[8]。因此，应考虑保留这些特殊区域，并依托当地的

特殊地形地貌建立起特色化的景观及文化资源体系，

形成具有当地特色的交通规划体系。例如对山水相连

的区域，可以通过以点带面的形式来打造出生态化的

休闲区域，在TOD模式的核心区域，可以按照辐射范

围进行合理规划，依次从高密度、中密度到低密度布

局规划，这样不仅能保证核心区域就近的高密度商业

建设，满足人们在出行过程中对商业及文化资源的需

求，同时还能开发低密度的社区公园，以满足当地居

住区人们对社交的需求。最后可以根据山水走向，建

立起生态化的步行系统，从而将各个组团通过显山露

水的方式连接到一起，这样既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

护，又促进对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保障轨道

交通建设的生态性与经济性。

4.4 构建完善的步行体系

在山地城市的发展过程中，轨道交通对其城市各

个片区的连接性功能不言而喻，基于TOD模式构建完

善的步行体系，能更好地突显交通站点配套物业建设

的重要性，尤其能解决各个组团之间联系薄弱的难

题。对此，可以针对各个组团之间的特点，建立其专

门的步行区域，并且基于轨道交通建设来加强各个组

团之间的联系。在组团区的内部，可以以交通站点作

为核心，并以此划分服务区域，建立专门的步行单

元。在步行区域内，可以设立公共服务区域、商业发

展区域，并结合山地的地形地貌，建立具有特色的步

行系统，这样既增加步行的趣味性，又能对人们的出

行产生吸引力，同时也就能对周边商业发展产生带动 

作用[9]。此外，对步行系统的建设要注重将不同功能的
建筑连接到一起，充分体现出TOD模式所倡导的混合
功能理念，实现土地资源的集约化利用，形成与轨道
交通连接的生态化、多元化交通体系。此外，由于山
地城市的地理环境具有特殊性，在进行步行体系建设
时也应充分考虑当地的地理环境及气候特点，例如青
山绿水、冬冷夏热等，可以结合自然环境建立起生态
化的社区公园，并结合自然合流走向营造特色化的城
市景观，从而形成生态化的步行系统，促使人们将出
行转变为一种美好享受。另外，基于山地城市的气候
特点以及当地居民的出行特点，对步行系统进行进一
步的完善，以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出行需求。

5 结语
TOD模式在山地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中的应用优势

显著，通过科学引导并对交通站点空间的布局合理规
划，能提升山地城市各个片区之间的连接紧密性，而
且还可以依托当地的特色地形地貌，建立起特色化的
空间发展体系，为人们的出行提供更多便捷性。同时
还能在站点附近建立完善的配套物业，并且依山傍水
建立特色化的步行体系，以满足人们生活、就业以及
居住需求，这对城市的多元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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