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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大容量快速公交系统（BRT）线网规划

1 项目背景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北京市机动车拥有量增长迅速，北京已经进入机动化

的膨胀发展期，同时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环境保护为城市发展提出更高的

要求，城市交通面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要求。

在北京目前的发展中，如何加快提高公共交通系统的服务水平，需要在轨道

建设的同时，对地面公交系统进行整合，发展多元化的分区分级模式的公交网络，

快速公交系统（BRT）无疑将是采用新技术改进传统公交的选择之一。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受北京交通研究中心的委托，进行北京市大容量快

速公交系统线网规划的研究。

2 研究范围与年限

研究范围：北京市行政辖区及其周围地区。

规划范围：北京市市域地区，包括远郊卫星城镇、重要中心镇及风景名胜旅

游区，面积 16800 平方公里。

重点规划范围：北京市区，包括城市中心地区及中心地区周围的边缘集团地

区，面积 1040 平方公里（规划调整后为 1090 平方公里）以及联系市区与卫星城

的交通走廊。

规划年限：规划近期 2008 年，规划远期 2020 年。

3 主要内容

3.1 研究目标

创造多元化的高质量服务水平的公共交通系统，为市民提供快速、安全、舒

适、经济的客运交通服务。

（1）明确快速公交系统的服务标准、功能地位、发展规模。

（2）制定快速公交线网规划方案。

（3）确定近期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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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出政策和技术方面的保障措施。

3.2 主要技术内容

3.2.1 快速公交系统在北京市整个公共交通系统的功能地位和发展目标

（1）快速公交系统特征分析

（2）与轨道网络、与地面公交、与其它方式、与道路网络关系分析

（3）城市客流需求分析

（4）快速公交系统功能服务定位分析

（5）发展规模分析

3.2.2 快速公交系统线网网络布局规划

（1）线网网络构架结构分析

（2）客运换乘枢纽功能布局分析

（3）快速公交线路分析

（4）快速公交系统设施研究

（5）快速公交线网方案评价

3.2.3 快速公交线网近期实施计划

（1）客运换乘枢纽的实施计划

（2）快速公交线路的实施计划

（3）轨道网络协调计划

（4）道路网络实施协调计划

（5）普通线路的调整计划

（6）近期实施投资计划

3.2.3 相关的政策和技术保障措施

（1）政策保障措施，包括用地保障、票制票价、投融资、政府管理等。

（2）技术保障措施，包括收费系统、运营模式、智能化管理、信息服务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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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快速公交系统发展的目标

3.3.1 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整体发展目标

为实现以上提出的服务目标，城市快速公共交通系统（包括轨道交通和快速

公交两种系统）必然要提供足够的和有效率的服务。

（1）城市公共交通的整体发展规模

市区地域范围内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总运力达到 5.6 亿人公里以上，承担全

市日总出行量的 50％以上。

（2）轨道交通发展规模

到 2020 年轨道交通的运力达到 2.0 亿人公里/日以上。

（3）快速公交的发展规模

作为轨道交通的有力补充，发展多种形式的快速公交系统，发展目标为实现

总运力 1.2 亿人公里/日。

（4）普通公交的发展规模

普线线网总运力达到 1.8 亿人公里/日。

（5）支线公交的发展规模

支线的总运力达到 0.6 亿人公里/日。

3.3.2 快速公交发展目标

（1）快速性目标

快速的公共交通系统（包括轨道交通、快速公交）重要作用在于可以提供快

速的服务，缩短城市内部的时空距离。

中心城区内部一次出行的最大出行时间小于 50 分钟，中心城区和边缘集团

之间的一次出行时间小于 70 分钟。

（2）覆盖率目标

中心城区内部快速公交站点 1.5 公里范围内的覆盖率达到 85％，500 米服务

半径内覆盖人口达到 50％以上。

覆盖边缘集团，边缘集团快速公交站点的 500 米服务半径内覆盖人口达到

30％以上，保障边缘集团和市区之间的快速联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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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城市各卫星城镇，卫星城镇和市区之间具有快速公共交通服务，每个卫

星城镇至少有一条快速公交服务。

（3）出行比例目标

中心城区内部出行总量的 35％以上，边缘集团和中心城区之间出行比例占

50％以上，卫星城和市区之间出行比例占 50％以上，边缘集团之间出行占 60％

以上，卫星城镇之间出行比例占 60％以上。

3.4 快速公交网络规划方案

3.4.1 快速公交与轨道交通关系模式

快速公交与轨道交通关系模式分概括为三种模式：

（1）“延伸”――外围轨道交通线路的延伸衔接。

（2）“补充”――轨道交通覆盖方向和运力的补充

（3）“联络”――轨道交通线路之间的联系

（4）“过渡”――远期向轨道交通形式过渡

3.4.2 快速公交与城市道路关系模式

快速公交系统可以依托高速公路、快速路、主干路和次干路，快速公交的服

务标准可以分为多种类型。结合北京的实际情况，本研究按照服务对象和服务标

准的不同，分为以下三种模式。

第一种：具有封闭路权的快速公交系统

第二种：利用高速路和快速路行驶，灵活设站布设模式

第三种：普通的公交专用道或大站快车模式

3.4.3 快速公交网络规划方案

（1）规划布局模式

快速公交网络布局结构和已经规划的轨道网络整体考虑，整体公共交通系统

的网络特征表现为：市域网络为外围轴向放射状、市区网络以枢纽为中心组织网

络状结构。

线网布局结构分为“三层枢纽、两级走廊”。

【枢纽布局】

枢纽衔接布局分为三个层次：



5

第一层次枢纽为边缘集团的枢纽，分布在规划绿化隔离地区的外部，将外部

城市放射的七个方向以及边缘集团的客流汇集在这几个枢纽，然后经过绿化隔离

地区进入中心城区。

第二层次的枢纽为二环和绿化隔离带之间的枢纽，主要承担二、四环之间城

市主要活动功能区的交通以及城市区域内线网交通的组织，以及市区放射性走廊

和联系走廊之间的换乘客流组织，具有比较强的换乘功能。

第三层次的枢纽为二环以及二环以内的枢纽，主要服务于城市旧城区域为

主，功能上主要承担城市进入环线内部客流的组织的功能。

【走廊布局】

走廊布局分为两极，即市域走廊和市区走廊。

市域走廊：连接市区和周围的卫星城镇，服务于卫星城镇、沿线大型居民区

和市区之间的长距离的联系。

市区走廊：连接市区内部组团之间以及市区内部走廊周围地区之间，提供快

速的交通联系。

（2）网络规划

【枢纽布局】

快速公交线网枢纽点有 75 个，枢纽中和轨道衔接的有 42 个，快速公交之间

换乘的枢纽有 33 个。其中：

第一层：边缘集团及以外的枢纽点共有 20 个；

第二层：二环和边缘集团之间的枢纽点共有 33 个；

第三层：二环及二环内的枢纽共有 22 个（其中二环内 13 个，二环上 9 个）。

大型枢纽共有十个，包括西直门、东直门、奥运公园、北京西站、六里桥、

四惠、宋家庄、动物园、一亩园、北京南站。

【市域走廊】

共有九条走廊，覆盖十四个卫星城镇，每个卫星城镇设置市域枢纽一个，联

系城区内枢纽七个。其中：

（1）以市区内枢纽（包括德胜门、永定门、北京西站、东直门、四惠、宋

家庄、苹果园）为中心向七个轴线方向放射布置；

（2）在城市东部和南部两条走廊分别为东部的南北走廊和南部的东西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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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放射线均和轨道交通有直接衔接关系；

（4）线路利用高速路和快速路直接和市区的重要枢纽相联系，保证的是区

域重要枢纽和外围联系的重要客流集散区，中间站点布设则比较灵活。

【市区走廊】

线路走廊共有 18 条，呈现“六五四三”结构。

（1）城区内骨干放射线路：6 条。包括南中轴线路走廊、朝阳路线路走廊、

安立路走廊、黄平西侧路走廊、阜石路走廊、两广路走廊。

（2）边缘集团的延伸放射性走廊：5 条。包括劲松－垡头走廊、东直门－

酒仙桥走廊、上地四号线延伸线、西外大街走廊、丰北路走廊。

（3）城区内的联络性走廊：4 条。包括清华东路－白云路走廊、蓝靛厂路

走廊、大屯路走廊、望京－CBD 走廊。

（4）旧城内保留走廊：3 条。包括朝阜走廊、平安里走廊、鼓楼－前门走

廊。

4 技术特点

1) 现状公共交通体系和快速公交的发展特征分析，确定快速公交在北京发
展的必要性；

2) 城市公共交通综合系统的研究，确定快速公交在公共交通系统的功能定
位，尤其是快速公交与轨道交通的关系确定；

3) 分区域、分层次确定快速公交系统规划，并根据合理的服务水平确定近
期建设计划。

5 特色及评价

本项目采用快速公交系统和轨道交通、地面普通公交一体化规划的模式，明

确快速公交系统的服务标准、功能地位、发展规模，制定快速公交线网规划方案，

确定近期实施计划，提出政策和技术方面的保障措施。涉及的内容为新兴的公共

交通系统，很多技术手段和方法均在摸索的过程中，项目的成功编制为我院今后

开展类似的交通规划项目奠定了基础。本项目无论从知识覆盖的范围还是规划设

计的深度，都得到了甲方的一致赞同，并且部分内容已经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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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图 1 北京市城市职能空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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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北京市快速公交线网远期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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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北京市快速公交线网近期规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