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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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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运输能力、速度、造价等方面界定各类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并结合我国目前城市化水平

的实际情况，阐述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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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规模和经济建设飞

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城市人口急剧增

加，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已有34个，其中300万

以上的有8个。这些大城市一天的客运高峰期间，

旅客高度集中，流向大致相同，低运量的交通工具

已远远不能满足民众出行的需要。而采取城市轨

道交通系统，发展多层次、立体化、智能化的交通

体系，是从根本上改善交通需求的重要战略措施

之一。

2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发展的目标

现代化城市的交通体系，应该在满足广大人

民群众生活需要的基础上，与城市发展布局高度

协调，把长远规划目标同近期调整改善结合起来。

在我国，近期应做好与城市交通量基本相适应的

道路网络系统，逐步改善常规公共交通的服务管

理质量，有机地结合好综合交通规划，拓展空间利

用条件，重点发展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公共交通

网络，积极引入具有大、中客运量的地铁和轻轨交

通方式，适应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需要。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应

该以统筹兼顾，优化格局，合理分配资源，净化环

境，方便快捷，因地制宜，造价适中为目标。

3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选型原则

当今世界，地铁、轻轨、中心或侧导式橡胶轮

新交通系统、全部悬索的空中列车、线性电机车、

跨座式单轨系统、磁悬浮列车，无论是成熟的还是

尚处试验阶段的轨道交通系统五彩纷呈。图1为目

前世界上正在运营、研制的主要城市轨道交通系

统；表1为各类轨道交通系统性能指标。我国目前

正在运营、规划、筹建的轨道交通系统大致包括有

轨电车、轻轨、地铁、独轨、城市快速路等几种形

式。

表1　轨道交通系统输送能力及旅行速度参考表

交通类型 最大输送能力
／万人次燈h－1

旅行速度
／km ／燈h－1

新型有轨电车 0．4～0．5 20～25

轻轨铁路 1．8～2．5 30～35

地下铁道 6．4～8．0 35～40

独轨铁路 0．6～1．0 30～45

直线电机地铁 2．4～3．2 35～40

城市常导磁
悬浮铁路 1．0～1．5 40～50

城市快速铁路 3．2～4．0 市内40～45
市外50～65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选型，应根据路网规划

参考图1、表1的数据，从输送能力、旅行速度、造价

等方面，选择适宜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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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类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适应性

4．1　有轨电车

有轨电车输送能力为2 000～1 500人／h，运

送速度一般为15～20 km ／h，与其他交通方式混

合行驶，能力较为有限。只在大连等少数城市作为

风景保留，不宜推广。

4．2　轻轨交通

根据我国城市情况分析，通常认为人口在100

万～200万人的大城市，高峰小时形成2万～3万人

客流，配备轻轨交通系统已能满足公交客运的需

要。轻 轨 交 通 可 以 有 专 用 车 道，也 可 以 在 地

面与其他交通方式混合行驶，多与城市道路

网平建，仅在交通繁忙道口或路段转入地下或

高架。相对于地铁而言，造价低，容易建设，建设

周期短，见效快。我国的中小城市适宜修建轻轨交

通系统。

4．3　地下铁道

人口在200万以上，高峰小时常形成4万人客

流以上的特大城市，其客运交通需要采用大运量

的地铁来承担，同时还要修建轻轨交通加以辅助

联网。市区内，地铁大部分在地下隧道中行驶，车

站也建在地下，在接近市郊区而环境条件又允许

时，可尽量采用地面或高架线路，以节约投资；地

铁系统必须有专用车道，采用全封闭形式。它的缺

陷是投资昂贵，施工难度大，运行周期长，见效慢。

只有当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时，方

可考虑修建地铁。我国目前只有北京、上海、天津、

广州等城市拥有地铁。

4．4　橡胶轮轨

橡胶轮轨系统是一种全线高架的轨道交通系

统，运行在专用轨道上，不占用地面道路面积，具

有振动小，噪声低，爬坡能力大，转弯半径小，投资

省（1 km 地铁资金可修建3 km 以上高架铁路），

建造速度也比地铁快许多。当前的独轨、新铁路交

通系统和 V A L 系统均属橡胶轮系统。独轨运输

能力为6 000～20 000人次／h，重庆市的独轨线

正在从日本引进。新交通系统是在铁路和公

路两大交通系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客运

能 力 为 5 000～150 000 人 次 ／h ，目 前 在 我 国

还是空白。

城市快速铁路是城市与远郊或卫星城市间的

理想交通系统，输送能力大，速度高，旅行时间一

般不超过30～45 m in。在市区外全部建于地面，市

区内有与地面隔离的专用车道或部分高架部分地

下运行，较地铁造价低。

5　建设标准及技术装备国产化

现代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体现了当今高新技术

的应用水平。我国的经济条件还不是很富裕，以高

昂的代价来获取高标准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是不

可取的。当前，应着重在技术成熟、便于实施国产

化、适应于大众化的客运条件，并满足安全、经济

快速和适当舒适的前提下来发展我国的轨道交通

事业。

我国的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都已有轨道交

通运行线，地下铁道的技术进步及其装备的国产

化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大量的技术设备还是

从少数发达国家全盘引进，常常是引用某国的贷

款，就必须购买某国的设备，造成设备标准不一

一个城市一个样的局面，很难统一管理；并且价格

居高不下（为同样国产设备的9～10倍），有的在整

个轨道交通建设中占的比例高达60％以上，超

过以往任何土建项目，严重制约了我国轨道

交通事业的全面发展。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应

坚持“技贸结合”的方针，有计划、有组织地消化

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努力开拓轨道交通技术设备

国产化，不断扩大产品国产化率，把外贷影响降到

最低限度，使我国的轨道交通事业驶上快速发展

的轨道。

6　结语

大力发展轨道交通事业是我国目前的一项基

本国策，是我国各大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

策略。“十五”期间，国家计划城市轨道交通的投资

达8 000亿元人民币。显然，这是在为了迎接 W T O

的挑战，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大

背景下，为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提供的历史性机

遇。可以预见，城市轨道交通在我国大城市走向国

际化过程中必将扮演重要的、不可取代的角色。如

何适宜地发展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有很多政

策性和技术性的课题需要研究。只有在充分研究

论证的基础上，统筹规划、精心设计、合理引进消

化，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才能

避免日后因现在的粗放发展而付出惨痛的成倍的

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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