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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轨道交通快速发展背景下的地面公交向提升服务转变

截至2014年末，北京市

公交车辆共有26667辆

自然车。运营公交线路

1214条，线路总长度

31795公里，日均客运

量约为1429.9万人次。

全市公交场站764处，

面积551公顷。

所属公司
运营车辆数

（辆）

所辖线路

（条）

日均客运量

（万人次）

线路总长度

（公里）

公交集团
客运分公司 16641 646 1029.6 11163

八方达 5989 203 221.3 8401

祥龙公司 1017 28 56.4 689

郊区县 3020 337 122.6 11541

全市合计 26667 1214 1429.9 31795

现状全市公交情况表

公交集团所辖线路数



用地

路权

背景 路权和用地问题是导致公交服务水平低的主要原因

效率低、速度慢、准点差、水平低

白石桥公交场站左家庄公交场站金台路公交场站夜间路边驻车

西三环 建国路



症结

规划

重布局，轻用地

重规划，轻实施

国土

土地供地制度制约

场站引入社会资本

发改

资金难以满足场站

建设需求

建设

场站验收无法保证

与居住区同步

问题

临时场站与客流需求不匹配 规划场站实现率低

背景 公交场站用地无法保障制约公交系统的良性发展

根源 用计划的思维去解决市场的问题，如何破题？



要求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是我国城市和交通发展的核心战略

《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
交通意见的通知》

《关于开展国家公交都市建
设示范工程有关事项的通知》

《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
交通的指导意见》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2005年9月
国务院

2011年11月
交通部

2012年12月
国务院

2016年2月
国务院

将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上升到影响城市发展的高度，
而不仅仅停留在缓解城市交通拥堵

2012年，北京成为首批15个“公交都市”试点城
市之一

再次强调“将公共交通发展放在城市交通发展的首
要位置”，并提出了包括强化规划调控、加快基
础设施建设、加强公共交通用地综合开发等在内的
八项重点任务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以提高公共交通分担率为突
破口，缓解城市交通压力。



要求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04-2020年）》

《关于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意
见的通知》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05年1月
国务院批复

2006年12月
北京市

2015年
北京市

2020年中心城公共交通方式应承担不小于50%的
客运出行量”的目标

明确指出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总体思路就是“两定
四优先”。“两定”即确定发展公共交通在城市可持
续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确定公共交通的社会公益性
定位；“四优先”即公共交通设施用地优先、投资
安排优先、路权分配优先、财税扶持优先。

构建面向区域的一体化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
快建成公交都市，着力打造步行友好城市，全面
保障与首都城市功能战略定位相匹配的交通支撑，
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加快形成
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体系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是北京交通发展的核心战略

未来中心城内地面公交是基础保障，中心城外地面公交是主体

中心城 中心城外

轨道：50%

公交：50%



要求 “互联网+”改变了资源配置方式

 2015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

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

“互联网+”行动计划。

 2015年7月4日，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

日前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

指导意见》

“互联网+”促进了公共交通服务的多样化



要求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开启了完善城市公共服务的序章

在《意见》中提出：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改革公交公司管

理体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公共交通设施建设和运营，

增强公共交通运力。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公交服

务体制的改革



要求 TOD引导大城市向集约高效方向发展

80年代-
2000年

四惠：交通枢纽与城市的初步结合 苹果园：枢纽与城市功能相融合

2000年-
2010年

北京西站北广场：单纯的交通场站

2010年-
今天

公交场站由传统的交通功能向城市服务功能转变

二者如何平衡



思考

市场手段公益性质

完善城市公共服务

场运分离、政府购买

硬件
保障

软件
服务

空间规划



规划层面：持续关注对策

2004

《总规》

2005

新
城
规
划

2006

中心城
控规研
究

中心城
《街区
控规》

1-18片区
专项规划

枢纽专
项研究

公路客运
枢纽专项
规划

市域场站
专项规划

2008 2010 2012 2013 2015

保养场专
项规划

20161992

《总规》

1992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公交场站规划图 2004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公交场站规划图



规划层面：保障用地对策

2004

《总规》

2005

新
城
规
划

2006

中心城
控规研
究

中心城
《街区
控规》

1-18片区
专项规划

枢纽专
项研究

公路客运
枢纽专项
规划

市域场站
专项规划

2008 2010 2012 2013 2015

保养场专
项规划

20161992

《总规》

2010年北京市中心城公交场站布局规划（获市政府批复）



规划层面：保障用地对策

2004

《总规》

2005

新
城
规
划

2006

中心城
控规研
究

中心城
《街区
控规》

1-18片区
专项规划

枢纽专
项研究

公路客运
枢纽专项
规划

市域场站
专项规划

2008 2010 2012 2013 2015

保养场专
项规划

20161992

《总规》

2013年北京市公路客运枢纽布局规划（获市政府批复）



规划层面：保障用地对策

2004

《总规》

2005

新
城
规
划

2006

中心城
控规研
究

中心城
《街区
控规》

1-18片区
专项规划

枢纽专
项研究

公路客运
枢纽专项
规划

市域场站
专项规划

2008 2010 2012 2013 2015

保养场专
项规划

20161992

《总规》

2015年北京市域公交场站布局规划



实现公交场站规划的空间全覆盖

覆盖中心城、新城、镇、重点村

961处场站 1080公顷用地 0.48平米人均更集约

规划层面：全面覆盖对策



实现公交场站规划的类型全覆盖，强化枢纽用地保障
枢纽 首末站 保养场中心站

枢纽 首末站 保养场中心站

四类场站（中心城）面积比：1：0.87：1.22：0.32

四类场站（市域）面积比：1：0.95：1.95：0.31

41个（137公顷）

68个（146公顷）

类型全覆盖

62个（139公顷） 418个（284公顷） 14个（45公顷）

53个（118公顷） 294个（167公顷） 11个（43公顷）

规划层面：全面覆盖对策



对策 规划层面：平台作用

规划

设计

实施

评估

其他 北京

规划

设计

实施

评估

平
台
：
北
京
规
划
院

规
划
院

设
计
院

公
交
企
业

第
三
方



对策

涵盖公交场站的规划、设计、实施、评估全系统

 本次工作不仅局限于规划层面，从宏观的布局规划到微观指导设计的规划条件，从公交场站规划实施对策建议

的研究至公交场站功能要求的科学评估，涵盖了公交场站建设的全流程。

规划层面：路径规划



建设层面：组建专业公司对策

北京公联交通枢纽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于2007年10月9日正式注册
成立，负责综合交通枢纽及P+R停车场的统一规划、建设及管理
工作。然而近几年由于场站建设成本增加，导致枢纽建设缓慢

枢纽名
称 建设时间 征地面积

（公顷）
枢纽面积
（公顷）

总投资
(亿元)

土地成本
（亿元）

土地成
本占比

每亩土地
成本

（万元）

西苑 2007年 13.25 8.21 7.19 5.25 73% 264

宋家庄 2010年 4.71 3.13 8.12 1.98 24% 280

四惠 2011年 16.68 9.78 15.18 8.54 56% 341



建设层面：拓宽投资渠道对策

北京市规划委组织研究《北京市综合客运枢纽综合开发利用建设导则》



投资

供地

建设层面：拓宽投资渠道对策

北京市规划委组织研究《北京市综合客运枢纽综合开发利用建设导则》

政府全额投资

• 政府一次性全额投
资

• 引入社会投资，政
府分期偿还

开发商代建

• 竞得人代建交通枢
纽，建成后向政府
移交

政府投资与招拍
挂相结合

• 枢纽和开发相对独
立或枢纽与开发建
筑分割较容易的项
目

一体化建设

• 枢纽和开发互相交
错、很难进行建筑
分割的项目

划拨

•用于纯交通枢纽建设部分的土
地

•枢纽与开发部分相对独立的项
目，其枢纽部分可采取划拨方
式供地

协议出让

•交通枢纽基地范围内，用于综
合利用开发的土地，若由交通
枢纽业主单位开发，封闭运行，
收益全部用于反哺交通枢纽的
建设与运营，可以协议出让方
式出让给交通枢纽业主单位

招拍挂

•枢纽规模较小的项目，可引入
社会投资主体参与开发

•枢纽与开发部分相对独立的项
目，其开发部分可通过招拍挂
方式（附带枢纽条件）公开出
让



谢 谢！



 征地拆迁推进困难
 由于公交企业缺少有效手段，谈判能力不足，导致公交场站征地拆迁成本高涨，且推进困难。征地拆迁推进不

力成为影响场站建设的重要因素。

 地价上涨导致操作程序无法推进
 由于土地成本计入总投资，场站建设项目进入审批程序前，建设单位需签署用地协议，但无法立即支付，只能

待项目立项审批后支付（一般周期2年）。由于目前北京市处于城市快速发展期，土地成本增长较快，经常出
现立项审批后供地方不同意原协议约定的土地价格的情况，导致项目建设中断，或者需要重新履行审批程序。

公交场站建设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