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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综合交通枢纽的不断建设、完善，有力支撑

深圳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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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概况 

第一代枢纽：罗湖枢纽 

• 城市发展带动枢纽建设，依托原国铁、口岸，

占地37.5公顷，未新增占地 

• 国内首个集“国铁+地铁+口岸+长途+公交、

出租”为一体的综合交通枢纽 

• 国铁发送量突破10万人次/日，口岸出入境达

30万人次/日，地铁集散量达17万人次/日 



下客区 

一、发展概况 

 以人为本、人车分流、管道化 

• 地面+地下双广场：串联国铁、地铁、口岸、公交、长途巴士，实现人车分流 

• 人行管道化：地铁一岛两侧站台布局，实现大客流上下分离 

• 车行管道化：公交、出租、长途巴士、小汽车各行其道 

第一代枢纽：罗湖枢纽 

人行管道化：利用内部十字换
乘走廊换乘 

车行管道化：利用枢纽外围道路集散 “一岛两侧”，中间上客，两侧下客，
便于大客流集散 

口岸 

铁路 
公交、的士 

大巴 

地铁 

上客区 

下客区 



口岸 
管理部门 铁路公司 

地铁公司 

B1交通层、出租场站：枢纽物业管理处 
地面层：城管局 地面公交：枢纽物业管理处 

一、发展概况 

第一代枢纽：罗湖枢纽 
• 枢纽物业管理处统一管理枢纽交通层 

• 初步尝试枢纽物业与铁路、口岸的管理协调及联动机制 

口岸 

公交 
出租 

广深铁路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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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概况 

第二代枢纽：深圳北站枢纽 

• 枢纽先行，枢纽带动城市发展 

• 2011年6月开通运营、占地约26公顷 

• 京广深港客专+厦深客专+赣深客专+深茂铁路+平南铁路

+地铁4、5、6号线+长途巴士+公交+出租 

• 高铁：9岛2侧，20股道，远期到发能力316对 

• 枢纽客运量突破60万人次/日，其中高铁单向达13万人次/

日、地铁换乘集散量达33万人次/日 

高铁 新区大道 4、6号线 5号线 
平南
铁路 

长途 
客运 停车场 

35m 水平换乘距离： 
100m 

285m 
350m 

4、6号线 

5号线 

平南铁路改善线位 

平南铁路原线位 



一、发展概况 

第二代枢纽：深圳北站枢纽 
• “十字”总体布局结构：国铁居中、地铁竖向接驳，

实现紧凑布局 

• 国铁“上进上出” 

• 人车彻底分离、室内公交候车环境、人车流线组织

管道化 

• 加强铁路两侧城市的联系，合理布设人行通道 
的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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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概况 

第二代枢纽：深圳北站枢纽 

• 一体化规划设计建设+共同协商管控：整合不同投资主体、不同建设主体、不同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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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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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铁 地铁 
长途 
客运 

公交 
出租 

平南 
铁路 

其他 
设施 

港铁 
运营 

地铁 
运营 

大巴 
运营 

公交 
运营 

出租 
运营 

商业 
运营 

委托国铁建设 



一、发展概况 

第二代枢纽：深圳北站枢纽 

• 枢纽开发带动周边城市开发建设 

• 枢纽规划建设有效提升片区城市定位 

• 深圳北站片区升级为城市副中心地区 
• 深圳北站片区定位为龙华商务核心区 



一、发展概况 

第三代枢纽：前海枢纽 

• 城市与枢纽同步推进 

• 城市核心区，2016年6月一期工程开通运营、

占地约20公顷 

• 港深西快+穗莞深+口岸+地铁1、5、11号线

+大巴+公交+出租+地上、地下道路 

• 设计客运量达75万人次/日，出入境客流达42

万人次/日 

港深西部
快轨 穗莞深城际线 11号线 5号线 1号线 

旅游大巴 

西侧出租 
出境口岸 
入境口岸 

换乘大厅 

小汽车停车场 

常规公交 东侧出租 

上盖开发 



一、发展概况 

第三代枢纽：前海枢纽 

• 紧凑型枢纽布局：枢纽设施围绕换乘大厅布置 

• 管道化交通组织：人行管道化+车行管道化 

出
租
场
站

旅游
大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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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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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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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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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概况 

第三代枢纽：前海枢纽 

• 站城一体化：枢纽紧密结合城市开发，与城市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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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在问题 

1、规划欠合理 

• 城市化快速发展，导致枢纽数量持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内部交通联系愈加复杂 

规模 占地面积 

北京南站 50公顷 24股道 

上海虹桥高铁站 43公顷 32股道 

广州南站 37公顷 28股道 

深圳北站 26公顷 20股道 

南京南站 70公顷 28股道 

杭州东站 40公顷 30股道 

机场
枢纽

前海枢纽

深圳北站
枢纽

深圳东站
枢纽

坪山站
枢纽

福田
枢纽

罗湖
枢纽

停车场 

国铁站台 

地铁站台 

地铁站台 

地面步行系统 

地下步行系统 

公交停靠站 

中心区地面建筑 

接落客车位 

公交场站 

道路系统 

不同枢纽功能分工有待明确 枢纽内部联系复杂 

枢纽设施高度集中：集合海陆空各种交通设施 枢纽规模较大 



二、存在问题 

1、规划欠合理 

• 城市化快速发展，导致枢纽、轨道建设时序与城市发展不匹配 

深圳轨道远景网规划 

东京现状轨道网 



二、存在问题 

2、投资主体多，权责不明晰 

• 产权划分、共享空间切分、治安卫生责权、消防人防设计、运营费用分摊等问题无法

回避，且难以有效解决 

商业
开发 

国铁
公司 

地铁
公司 

机场 

出租
公司 

长途
客运 

港口 边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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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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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卫生
管理 

消防 人防 
运营
费用
分摊 



二、存在问题 

2、投资主体多，权责不明晰 

• 各投资主体意愿难统一，标准不一致，要求有差异，建设时序难以匹配，不利于枢纽

建设工作推进 

国家投资 地方投资 社会投资 社会融资 

国铁部门 地铁部门 
市政设施 

部门 
商业开发 

部门 

国铁公司 地铁公司 枢纽公司 商业公司 

投资 

建设 

运营 

全体使用者统一检验 检验 



二、存在问题 

• 不同交通方式运能不匹配、服务时间不协调 

设施能力难以应对大规模集中客流 不同交通工具设计能力不匹配 

3、设计不精细，建设不合拍 

周边道路能力不匹配：无法承载大规模车流 国铁、地铁、公交服务时间不一致 

国铁：6:30~23:55 

地铁：6:40~23:35 

公交：6:30~23:20 

深圳
北站
服务
时间 



二、存在问题 

• 未全方位考虑乘客需求、安保需求、商业需求、管理需求 

特殊人群需求：无障碍设施有待于进一步优化 

乘客服务需要：商业业态、布局与枢纽客流特
征、动线不融合 

安保需求：不同设施重复检查 

运营管理需求：管理设施布局、规模有待优化 

3、设计不精细，建设不合拍 



二、存在问题 

• 标识系统识别度较低：风格不统一、信息不规范、设计不简洁 

标识信息不规范 

标识信息过于复杂，无法快速识别 

地铁车站 

高铁车站 

长途车站 

标识系统不统一，乘客识别不便 

3、设计不精细，建设不合拍 



二、存在问题 

4、管理部门多，协调成本高 

• 不同管理主体标准、制度及利益诉求均不同，管理区域难以准确分隔，不同主体

之间协调成本高 

消防局 人防办 公安局 

铁道公司 地铁公司 公交公司 
长途客运

公司 
出租公司 开发公司 

枢纽管理
部门 

国铁运营 地铁运营 公交运营 
长途大巴

运营 
出租运营 

枢纽公共
区域运营 

商业运营 

市交委 
社会 
企业 

铁道总
公司 

市交委 
（轨道办） 

枢纽整体治安 枢纽区域消防 枢纽片区人防 



二、存在问题 

• 验收审计结算移交问题多、责权划分难、应急协调慢 

4、管理部门多，协调成本高 

不同部门存在分歧而影响移交 

产权交织，分摊机制不明确 

不同运营主体管理模式差异大，沟通协调时间成本高 

枢纽公司 
国铁公司 

地铁公司 

公交公司 
商业公司 

附属机构 

枢纽应急
流程 

国铁应急
流程 

地铁应急
流程 

公交应急
流程 

商业应急
流程 其他应急

流程 

紧急
情况 

沟通协调时间成本高，
影响应急效率 



二、存在问题 

5、城市难融合，发展受制约 

• 建设时序不融合：影响城市发展的整体效益和效率 

罗湖枢纽：先有城市，后有枢纽，枢纽建设困难重重 

深圳北站枢纽：先有枢纽，后有城市，城市建设相对滞后 



二、存在问题 

5、城市难融合，发展受制约 

• 物理衔接不融合：枢纽对城市仍造成一定割裂，尚未完全融入城市 

紧邻快速路，车行便捷，人行不便 城市尽端，交通孤岛 

宽阔的站前广场，大幅增加步行距离 传统铁路站房设计，难以融入城市空间 



• 文化产业不融合：枢纽仍以单一集散功能为主，缺乏商务元素、文化元素的注入 

香港站-国金中心 九龙站-Union Square 西九龙客运总站及上盖 

二、存在问题 

5、城市难融合，发展受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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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决途径 

1、多业主协同合作、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施工 

• 以使用者为导向，尽早明确不同投资主体，成立统筹机构，全过程解决枢纽问题 

乘客使用方便、运营管理可靠、 
社会投资满意 

明确投资主体 

国家投资 地方投资 社会投资 

成立统筹机构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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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铁 

机
场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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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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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安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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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规划设计 

建设 

运营 

纵向全过
程统筹 

横向多部门统筹 

枢纽建设指挥部 

枢纽建设指挥部
办公室 

枢纽建设监督 
检查组 

发
改 

国
土 

建
设 

规
划 

交
通 

环
保 

各
区
政
府 

机场 港口 国铁 地铁 其他 



三、解决途径 

• 同步、同深度、一体化推进枢纽内铁路、地铁、公交出租等设施及周边区域规划 

规划建设 
同步推进 

国铁规划建设 地铁规划建设 

市政配套设施规划建设 商业开发规划建设 

1、多业主协同合作、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施工 



三、解决途径 

• 各业主全过程参与枢纽设计及建设 

枢纽规划与周边城市设计同步开展 

明确各方业主，确定各方职责 

确定各分项三维坐标、定范围、定产权 

参照分项，确定总概算及分项概算 

委托总业主统一招标施工 

各业主共同参与验收、审计、决算 

共同移交运营 

规划部门 

发改部门 

设计部门 

施工业主 

国土部门 

场站业主 

总业主（地铁集团） 

道路业主 长途业主 商业业主 其他业主 

规划阶段 

设计阶段 

施工阶段 

1、多业主协同合作、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施工 



三、解决途径 

2、加强产权设计、制度设计、精细设计 

• 以运营管理为导向，实现产权、投资、管理界面划分的清晰化和制度化 

产权设计 

以运营管理为导向 

投资设计 制度设计 

划分产权 
• 产权明晰 

• 便于分隔 

• 易于管理 

细分投资 
• 分项核定 

• 科学公平 

• 便于移交清算 

科学设计保障可靠运营 

完善制度 
• 统筹不同主体 

• 制定运营规则 

• 完善协调机制 

责权明晰 沟通顺畅 分摊合理 



三、解决途径 

2、加强产权设计、制度设计、精细设计 
• 积极引入交通仿真、大数据分析等先进手段，强化枢纽设计的科学合理性 

• 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加强人性化、精细化设计 

科学仿真指导运营方案 

大数据分析指导枢纽科学设计 
人本设计 
精细设计 

城市信息检索 

车站母婴室 

自助照相机 
义工服务站 

车站工作站 



三、解决途径 

3、一体管理、人本管理、绿色管理 
• 成立枢纽管理统筹机构，建立不同运营主体的协调管理机制 

• 实现日常运营管理一体化、应急处置无缝化、管理界面划分合理化 

加强一体化应急演练工作 

枢纽一体化综合管理 构建协调管理机制 



• 强化“以人为本”管理，统一培训、统一管理 

• 设置统一的监控中心、能源中心，加强安全管理、效率管理及成本管理 

三、解决途径 

3、一体管理、人本管理、绿色管理 

设置统一的枢纽监控中心 

设置统一的能源中心，智能化能源管控 

管理人员集成培训 



• 枢纽与城市加强融合，枢纽打造为城市交通中心+城市商务中心+城市活力中心 

内容与城市互动 

 打造城市名片、城市窗口 交通与城市连通 

三、解决途径 

4、深度推进站城一体化 



三、解决途径 

4、深度推进站城一体化 

• 枢纽与周边城市同步规划、一体设计、协调开发、共同发展 

一体化开发，加强枢纽与片区融合 市场导向，充分挖掘枢纽核心区商业文化价值 



• 探索PPP模式，利用社会资本扩大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提高公共服务运营效率 

市场准入 

政策支持 

权益保障 

合理回报 

市场化运营
亏损风险 

政策性亏损
补贴 

社会经济效
益最大化 

成熟的PPP 

操作机制 

拓展投资领域 

承担社会责任 

专业化建设运营 

三、解决途径 

5、创新投融资模式 

利益
共享 

风险
共担 



三、解决途径 

5、创新投融资模式 

• 探索枢纽与上盖一体开发模式，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同一主体设计、建设 

枢纽设计 枢纽 
土地 

地块开发
收益 

同一 
主体 

上盖设计 

枢纽建设 

上盖建设 

政府 

特殊条
件竞拍 负责 

负责 

一体化
设计 

相互 
协作 

监管 移交 规划 



总结 

以需求为导向，以产权设计为核心，以责权明晰的管

理体制为保障，各部门紧密协作，共同推进枢纽一体化

规划、设计、建设及运营管理，加强枢纽与城市的融合，

将枢纽打造为宜行、宜业、宜居的城市中心。 

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应坚持： 



介绍完毕，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