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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社会发展与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相辅相成。正是由于

轨道交通的迅速、良好发展在一方面带动了社会的发展。

由于城市轨道交通站点与周边城市综合体一体化空间设

计具备对周边地块进行系统整合、有效的节省城市用地

面积、改善交通枢纽等一系列优点，所以在城市交通发

展中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城市轨道交通的重要性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已经经历了很多次交通方

式的变革。城市轨道交通距今已发展了近160年，轨道交

通由于其具有的速度快、载客量大、污染小、能耗晓等优

点，既有效地缓解了交通拥堵问题，又能与其他交通方式

无缝衔接，完善了人们的出行方式，因此得到了飞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城市化发展迅速的同时

也加大了城镇人口压力。尤其是经济发展较迅速的城市

的空间结构性矛盾越来越大，空间结构问题不仅带来了

明显的交通问题，更影响了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

我国仍旧处于城市化发展迅速时期，巨大的人口压

力迫使我国对于城市轨道交通站点与周边城市综合体一

体化空间设计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从而实现交通方式的

转型。自 1965 年北京修建了我国第一条城市轨道交通线

路以来，我国的近 30 个城市都已经建设或是正在建设了

符合城市需求的交通轨道。不仅改善了城市交通压力，

更优化了空间结构。

公共交通的最大特点就是换乘，换乘指的是在乘坐

轨道交通工具过程中进行交通工具和线路的转换。因此

城市轨道交通的站点设计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

二、城市轨道交通站点与周边城市综合体一体化空

间设计的优点

1、促进了城市经济的更好更快发展

通过众多的研究和数据表明交通畅通对该地经济会

有重要影响。通过合理地设置交通站点、优化利用周边

物质和土地资源，能够有效地提高城市的运转效率，帮

助构建出新的城市交通运行结构，从而使站点周边的空

间达到一种更好的平衡。

2、优化了周围的景观和环境

通过对站点周围的区域进行景色和建筑进行修缮和

改进，能够有效地改善当地的交通风貌，侧面改善了人

居环境，同时还能带动交通运输行业的经济发展。

3、使出行方式更加多元化

城市轨道交通方式经历了多年来的更新和进步，将

不同类型的城市空间形态和城市人群串联在了一起，成

为了城市多元秩序的承载者，为城市多元化发展提供了

一个新的方向。

4、改善了城市生态环境

公共交通能够有效地减少私家车的出行次数，从而

减少了污染气体的排放，降低了城市的环境污染。同时

又能促使城市空间实现跨越式发展，保护了地面的自然

景观。

三、城市轨道交通站点与周边城市综合体一体化空

间设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的城市轨道交通站点与周边城市综合体一

体化空间设计发展时间较短，各方面设计和意识还不够

完善，因此会出现很多设计和施工等方面的问题：

1、人车混行，秩序混乱

良好的步行环境能够很好地展示城市形象。轨道交

通站点与周围人居环境、商业环境、步行环境进行有效

融合，能够很好地提升公共环境的趣味性，从而建立一

个好的公共交通环境形象。

然而经过调查分析发现，轨道交通换乘站点与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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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融合还存在一定问题。比如人行道与车行道混合

在了一起，交通混乱，很容易出现交通安全问题。由于

换乘站点与周围的居住区、商业街等建筑设施融合的不

合理，很容易在早晚高峰期出现拥堵问题。降低了城市

的空间活动质量。减少了人们的活动和出行区域的同时

将城市道路和景观分离开来，没有达到交通换乘站点与

城市环境的有效融合。

2、城市轨道交通站点规划不够合理

城市轨道交通的综合规划考虑的不够全面，只是着

重强调了建设时的领域感二忽视了与城市空间的衔接度。

与周围城市环境无法达到有效融合，因此缺乏其它交通

形式的支持，因此可能会引发其它类型的交通矛盾。

3、资源利用不够全面，存在浪费问题

由于城市交通轨道交通系统没有与其他交通运行体

系进行系统的整合和相互适应，因此各种交通工具之间

的换乘缺乏有效的关联，城市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地利用，

降低了城市轨道交通站点与周边城市一体化联系的同时

影响了对周边物质和环境资源的有效利用。

4、交通站点设计不合理，影响使用舒适度

虽然有的城市与轨道交通站点建立了有效的连接，

但是忽视了使用舒适度，站点的封闭性太强、导向不清

楚、设计不合理等原因都影响了乘客的使用感。

四、城市轨道交通站点与周边城市综合体一体化空

间设计指导建议

1、城市轨道交通站点与周边城市环境的功能衔接设

计

通过站点自身的设计和运作，把进入设计范围内的

交通流动在一定方向上进行系统合理的分配是功能衔接

空间的具体设计功能的核心。和周边的地理、建筑、人

文环境等关联性越高，其运作能力和流畅性就会越好。

（1）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将土地资源与城市交通的

设计规划合理结合在一起，实现轨道交通站点的功能集

合和内容优化。

（2）综合体的公共空间和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功能进

行整合与优化。其中包括地面、地下、地上三种不同层

面的交通运行空间，从而创造出更加多元化、设计更优

越、舒适度更高、群众满意度更高的城市轨道交通站点。

比如点式衔接空间城市综合体的空间接触面较小，

不适用建设特别复杂的交通站点，可以加强衔接处的标

识性，弱化节点的停留处理，既节约了空间，又提升了

居民乘车换乘舒适度，还避免了人流量过大时产生人员

拥挤情况。

2、土地利用优化

以城市轨道交通站点为圆心，以一定半径向外划分

一定区域，在与站点距离相近的土地和资源进行划分和

控制，不仅能够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合理地分配了土

地资源，还能对周边的商户和开发商起到一定的促进和

引导作用。因为零售地距离交通网络中心越近，其土地

价值与经济价值就会越高。

比如日本著名的“土地重整”就是使用了这一类开

发策略。轨道交通公司对站点周围的一系列盈利性场所

进行综合经营，与交通站点的设计进行配套设计，出售

部分土地粗长配套资金。通过这一方式不仅带动了周围

土地的开发，培养了大量客源，还进一步提升了城市轨

道交通站点的经济收益。

3、城市轨道交通站点一体化发展

由于城市轨道交通站点的设计和建设需要设计多个

部门介入且建设周期较长。所以必须要协调好所有建设

主体负责团队，统一进行规划、设计和建设。从顶层明

确轨道交通站点一体化发展目标、实施路线、近期建设

计划，必须坚持依托轨道站点进行高强度开发的发展理

念，并出台相关政策法规保障其落地可实施。

4、完善城市轨道交通站点与周边城市综合体一体化

的法律政策

没有相关政策和法规的支持，很容易对站点及其周

边区域的一体化的设计和建造产生一定不利影响。为了

弥补在设计建设过程中审批立项等多个环节中存在的欠

缺部分，轨道交通一体化发展需要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

明确审批流程、监督工程质量等，创造出一个积极健康

的建设环境。

5、开创轨道交通站点混合模式

轨道交通站点的建立不仅可以带动其附近地区的经

济和文化的提升与发展，更能够带动其交通线路上的多

元化发展。混合发展模式能够有效地增加交通运载能力

和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同时还能提升周边城市的

土地价值，增加了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活力，提升了交通

设施的服务效率，提升了轨道交通站点的土地利用率和

其经济价值。可以树立起好的城市交通形象。使城市具

有更高的活力。

6、重视公共空间的利用

轨道站点的人流量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可以围

绕站点设计专门的高水平、高品质的公共服务空间，可

以增加公共空间的吸引力，提升城市轨道交通站点的活

力。



228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工程技术与发展(6)2021,3
ISSN:2661-3506 (Online) 2661-3492(Print)

五、结束语

本文主要探究城市轨道交通站点与周边城市综合体

一体化空间设计，基于现实情况，提出问题并介绍解决

方案，希望从多方面考量设计出更加人性化的轨道交通

站点。在节省资金的同时，提升土地和资源利用率，方

便乘客出行的同时提高他们的出行舒适度，从而进一步

带动城市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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