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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交通设施布局与城市发展的协调探索 

 

 

莫宣艳 

 

 

【摘要】本文以市郊铁路渝合线规划、选线为例，探索重大交通设施布局与城市发展的协调实践原则。

研究认为重大交通设施布局应满足区域发展需求；要与区域规划或城市发展相协调，在满足城市发展需求

的同时，要引导城市功能和空间的合理布局；要严格遵循历史文化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协调不可再生资源

的保护与开发利用；需分析其经济可行性，实现投资效益的最大化。 

【关键词】重大交通设施；城市发展；协调；市郊铁路；历史文化保护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

展极大地促进了人、物和信息的交流，交通运输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同

时，重大交通设施的布局建设对城市及区域的发展也形成了长远的影响，成为推动一个城市

或区域快速发展的关键。重大交通设施的布局对城市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在加强城市对内

对外交流的同时，还将引导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和土地开发利用方式，进而影响城市未来的

发展方向。因此，研究重大交通设施布局与城市发展的协调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然而，重大交通设施的规划布局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需要立足

区域发展战略，尊重客观事实规律，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用长远发展的眼光来研究解

决问题。本文以重庆主城区至合川区市郊铁路规划、选线为例，分析其合理性与必要性，研

究其与城市发展的协调关系，并试图总结重大交通设施布局与城市发展协调相关原则，以供

城市规划人员参考。 

2 市郊铁路渝合线规划战略背景 

2.1 新常态下重庆划定五大功能区，谋划全市科学协调发展，而合川区毗邻重

庆主城区，具有承接主城区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的巨大优势 

2013 年 9 月，中共重庆市委四届三次全会研究部署了重庆市五大功能区，将重庆划分

为都市功能核心区、都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和渝东南生态

保护发展区五个功能区域。五大功能区继承并细化了原重庆市“一圈两翼”空间格局，进一

步明确了各区县功能定位，制定了差异化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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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发展新区将共同承载重庆国家中心城市职能，其中都市功能核心

区集中展现重庆历史文化名城、美丽山水城市、智慧城市和现代大都市风貌；都市功能拓展

区将集中体现国家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力和服务影响力。城市发展新区为全市未来工业化、

城镇化的主战场，将成为集聚新增产业和人口的重要区域，是全市重要的制造业基地。渝东

北生态涵养区和渝东南生态保护区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将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走特

色化发展道路。 

 

       

图 1 重庆市五大功能区划分图             图 2 重庆市合川区区位图 

图片来源：图 1《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2014 年深化》；图 2 由图 1修改 

合川区位于重庆城市发展新区，是重庆的北大门、紧邻主城区，与主城区仅一小时的通

勤距离，具有较好的区位优势。重庆市五大功能区发展战略确定了主城区工业及部分交通功

能将逐步向城市发展新区转移和疏解，合川区作为主城区的传统腹地已具备承接产业及功能

转移的条件和优势。未来合川区与主城区的社会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 

2.2 合川区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部分区域与主城区呈连绵成片态势，与主

城区客货交流也日趋紧密 

近年来，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合川区城市规模得以拓展、工业发展迅速，大型企业纷

纷落户合川。同时，重庆主城区城市功能以向北、向西拓展为重心，客运联系呈现以西向为

主的特征，主城区与合川区之间人员往来也日趋密切。据相关资料[1]表明，重庆主城与区县

交通联系呈现明显的向心型特征，越接近主城，向心活跃度越高，联系越紧密：合川区与主

城每日跨区交换量为 3.5 万人，占区县与主城区跨区交换量的 7%，位居第四；主城区发往

合川区的客货交换量也分别超过 3000 辆/日和 1300 辆/日，明显高于其他区县。日趋紧密的

客货交通给现有交通通道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亟须获得大运量交通方式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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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重庆主城区与区县每日人员交换量分布   图 4  重庆主城区与区县货运 OD 分布 

图片来源：图 3、图 4专题研究报告《重庆市大都市区空间范围划定研究》 

 

2.3 合川区积极构建“美丽合川”，打造国家级、世界级旅游精品，促进历史文

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协调发展 

合川区青山环绕、坐拥三江，历史悠久、旅游资源丰富，是巴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境内

有钓鱼城古战场遗址、八角亭、文峰塔、陶行知纪念馆、育才学校旧址和涞滩古镇等历史文

化遗址。其中，钓鱼城古战场遗址被欧洲人誉为“东方麦加城”、“上帝折鞭处”，是迄今中

国境内保存最完好的古代军事城塞，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三

级博物馆，具有极高的旅游经济价值。结合“美丽合川”目标，政府认识到“要在保护中发

展、在发展中保护，书写城镇化与历史文物共同发展的画卷”的重要性，积极开发和保护钓

鱼城古战场遗址等历史文化资源，带动合川区文化休闲产业的发展，支撑打造富有文化特色

的全国知名旅游目的地。 

市郊铁路渝合线主要服务于主城区与合川区之间的交通运输需求，客货兼营，将极大地

推动现代制造业向合川区的转移，促进合川与主城的深度融合，加快合川社会经济的发展，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3 市郊铁路渝合线方案 

3.1 方案介绍 

结合以上战略背景，初步拟定了市郊铁路渝合线三个比选方案，铁路等级为 I级，设计

列车时速 160 公里/小时，客货兼营。三个方案最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合川区中心城区的走

向不同，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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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市郊铁路渝合线比选方案 

图片来源：由《合川区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 年）》实施评估（2014 年）图片改绘 

方案一：南线方案，经沙溪三次跨江。中心城区段线路布局于城市现状边缘，靠近城市

近期建设区域，三次跨越嘉陵江，线路长度最短，避开了钓鱼城核心保护区。线路长度 42

公里，具体走向：古圣寺—沙溪—东渡—花滩—合川西—渭沱北—黄泥坝—小安溪。 

方案二：中线方案，穿越钓鱼城。线路布局城市近期发展区域，带动作用强，但下穿国

家级风景名胜区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钓鱼城，其环境风险较大。线路长度 44 公里，具体

走向：古圣寺—草街工业园—钓鱼城—虎头寨—渭沱北—黄泥坝—小安溪。 

方案三：北线方案，走云门两次跨江。线路布局着眼合川远景发展区域，可带动城市向

北和跨江发展，但线路沿线地形较为复杂、绕行远。线路长度 50 公里，具体走向：古圣寺

—草街工业园—云门—五尊—大学城—小安溪。 

3.2 方案解读 

从三个比选方案走线可以看出其不同的规划理念。方案一，紧邻城市现状边缘和近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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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开发建设区域，且避开了“双国宝”钓鱼城，可带动东渡半岛等区域城市开发建设、保护

历史文化遗址；方案二，直穿钓鱼城，连接了重要工业园区和重要交通枢纽，意在带动钓鱼

城旅游开发，利于工业园区承接主城产业转移；方案三，远离城市现状建成区，布局城市发

展远景区域，意在拉动城市向北、跨江拓展，促进形成大城市的骨架布局。 

4 市郊铁路方案比选 

市郊铁路是影响城市发展的重大交通设施，涉及未来城市开发建设、历史文化保护和工

程投资效益等，对未来合川中心城区的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应从规划发展、历史文化保护、

工程经济视角进行深入论证，选出适宜方案。 

4.1 规划发展视角：与城市规划发展及客货需求分布相协调 

市郊铁路渝合线是客货兼营线，具有通勤和货运的双重功能，建成后将承担运输合川区

与重庆主城区之间大量的通勤客流和货流。城市功能布局影响着市郊铁路未来的客货需求分

布；反之，市郊铁路的布局也将进一步引导城市功能和空间布局的完善。 

分析合川区中心城区空间结构，其总体规划确定的“一心五片”的城市空间格局已初步

形成，“一心”为核心区，“五片”为大学城片区、南溪—沙溪片区、草街—滩子片区、五尊

—大石片区、思居—云门片区[2]。核心区人口高度集聚，社会经济发展已十分成熟，与大学

城紧邻，是合川区与重庆主城区往来最为密切的区域。南溪—沙溪片区是合川工业建设和发

展较快的区域，未来货运需求较大，且规划确定沙溪石盘沱为港区码头重点建设区域，市郊

铁路的引入有利于公铁水联运枢纽的打造，将极大地提升南溪—沙溪片区的区位优势和价

值，并有助于该区域承接主城区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草街—滩子片区布局较为分散，为组

团布局，恰好位于市郊铁路线路沿线，便于串联布局。五尊—大石片区、思居—云门片区为

北部组团，距核心区较远，客货需求相对较小。 

综合以上分析，可对未来合川区中心城区与重庆主城区客货运需求分布进行初步判断：

核心区与重庆主城区通勤需求最大，南溪—沙溪片区、草街—滩子片区货运需求较强，五尊

—大石片区为北部重要组团，客货需求潜力也较大；云门片区近远期均不是发展重点，且由

于生态保护关系，城市不宜跨江发展，未来客货需求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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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现状中心城区“一心五片”空间结构       图 7  合川中心城区用地规划 

图片来源：图 6、图 7《合川区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 年）》实施评估（2014 年） 

因此，从规划发展视角来看，方案一与城市规划协调性较强，与“一心五片”空间结构

关系紧密，可满足合川城市核心区、工业园区与重庆主城区的客货需求，并引导城市空间稳

步向北拓展，使城市空间布局更加紧凑。 

4.2 历史文化保护视角：与历史文化遗址的开发和保护相协调 

历史文化遗址具有唯一性，是人类共同的财产，具有不可再生性。市郊铁路渝合线方案

一、方案二经过东渡半岛，均将对历史文物保护和开发带来影响。方案一跨东渡半岛鱼嘴，

并设东渡站，区内历史文物基本已勘察整理完毕，对历史文物的影响较小；方案二下穿钓鱼

城，并设置钓鱼城站，将促进钓鱼城历史文化遗址的旅游开发，与此同时也会对遗址的保护

带来巨大的压力。 

1982 年，“缙云山‐北温泉‐钓鱼城”被列入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钓鱼城历史文化遗址

是其重要组成部分。1996 年，钓鱼城历史文化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重

庆市唯一的“双国宝”单位。国家及重庆政府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明确的规定，认为

“文物不可再生，重大建设工程应已保护文物为前提条件”。《缙云山—钓鱼城风景名胜区钓

鱼城风景片区核心区详细规划》、《钓鱼城风景片区核心区规划成果》和《合川钓鱼城历史文

化遗产保护规划》均对钓鱼城历史文化遗址的保护做了具体规定。梳理国家及重庆历史文化

遗址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相关保护规划，重大交通设施或建筑工程应遵循以下基本规定：

应尽量避开不可移动文物，无法避开的，要实行原址保护或异地保护；不得在景观保护区内

设立车站、取弃土场、施工场地和施工营地；穿越地质公园或风景名胜区，只能采用深埋隧

道方式，对文物保护单位必须在振动安全距离以外或在建设控制地带采取深埋隧道的方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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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争取使交通和建筑工程项目建设和后期运营达到对保护区景观“零影响”的目标；涉及

到风景名胜区的重大交通设施方案，必须通过国务院的审批。 

 

       
图 8  东渡半岛保护控制区划                 图 9  东渡半岛历史遗迹分布 

图片来源：图 8、图 9《合川区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 年）》实施评估（2014 年） 

 

     

图 10  方案一、二局部走向（自绘）               图 11  钓鱼城主题公园选址 

图片来源：图 11《合川区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 年）》实施评估（2014 年） 

方案一：市郊铁路线路及站点远离钓鱼城历史文化遗址保护区，做到了对钓鱼城的最大

保护，并结合经过钓鱼城主题公园，可促进东渡半岛土地集约高效利用，直接促进钓鱼城历

史文化遗址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有利于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方案二：市郊铁路线路直接下穿钓鱼城历史文化遗址，必将对钓鱼城周边的地形地貌造

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市郊铁路站点将吸引较多的客流直接到达钓鱼城核心区；站点周边需建

设相应交通设施疏散人流，并不可避免地带来工程项目的建设，将给周边土地开发控制带来

较大困难；铁路工程建设及后期运营带来的较大的机械振动，也将危及钓鱼城城墙、悬崖危

岩等历史文物。可见，方案二不利于钓鱼城历史文化遗址的保护和可持续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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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建成通车的北京地铁 6 号线规划设计初期同样面临穿越紫禁城的问题。当时，

规划设计单位为保护历史文化遗址，避免地铁运行振动对文物建筑造成影响，建议做一个北

海、故宫段避绕紫禁城的比较方案，从北海下穿行或其他走向。避让方案最大限度地保护了

历史文化遗址。因此，从历史文化保护与利用的视角来看，方案一优于方案二。 

4.3 经济分析视角：工程项目投资应满足高性价比 

工程项目的投资性价比是重大交通设施建设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市郊铁路建设的工程

投资应纳入选线比较中。由于重庆地区地形复杂，市郊铁路各工程项目的单价采用较高值，

见表 1 所示。在不考虑文物保护、拆迁补偿等经费情况下，经初步测算，方案一投资额度最

小，约需 68亿元。 

表 1 市郊铁路渝合线采用的工程项目估算单价 

工程项目 单价 单位 

路基 1.5 亿元/km 

桥梁 1.0 亿元/km 

隧道 1.0 亿元/km 

站点 5000 万元/km 

表 2 市郊铁路渝合线三个方案投资初步测算 

序号 方案 线路投资 桥梁投资 隧道投资 站点投资 总投资 

1 方案一 
42km， 

63 亿元 

4 座， 

2.1 亿元 
无 

5 个， 

2.5 亿元 
68 亿元 

2 方案二 
44km， 

66 亿元 

2 座， 

0.87 亿元 

2 个， 

8 亿元 

5 个， 

2.5 亿元 
77 亿元 

3 方案三 
50km， 

75 亿元 

3 座， 

1.64 亿元 

1 个， 

3.37 亿元 

6 个， 

3 亿元 
83 亿元 

综合以上分析看来，方案一具有性价比最高，将促进城市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城市

总体规划布局相协调，可实现对钓鱼城历史文化遗址的持续开发利用和最大限度的保护。 

5 总结与启发 

市郊铁路是影响区域发展的重大交通设施，其规划布局应该服务于区域发展战略和需

求，用长远的、发展的眼光来研究解决问题，具体应遵循一些基本原则：一是，满足区域发

展需求，从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角度论证重大交通设施的必要性；二是，要与区域规划或城

市发展相协调，满足城市发展需求的同时引导城市功能和空间的合理布局；三是，要严格遵

循历史文化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历史文化遗址、风景名胜区等不可再生资源的同时，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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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其开发利用；四是，研究工程项目投资效益，分析其经济可行性，实现投资效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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