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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铁路站场开发与城市融合发展研究-以海宁观潮站
为例

章耀明

海宁市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心　浙江海宁　314400

摘　要：以铁路杭州萧山机场站枢纽及接线工程海宁观潮站为例，谋划海宁观潮站与周边区域开发建设，实现站城

一体化发展开展系统研究。通过对铁路站场与城市发展历史演变的分析，结合运用TOD理念，把车站及毗邻区域作

为一个整体，提出高铁站开发与城市发展实现立体布局、站城深度融合、合理有序渐进式综合开发的站城融合发展

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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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古交通要冲之地皆为繁华城市之所在，古有北宋

都城东京（又称汴京，今河南开封），当时汴河是北宋时

期最重要的漕运枢纽，商业交汇要冲，画家张择端的清

明上河图生动描绘了北宋的繁华；近有新加坡，毗邻马

六甲海峡，凭借着地理优势，成为亚洲重要的金融、服

务和航运中心之一。

古代的城市交通多依赖于水路，发达的城镇多建设

于有利航运的水道附近。近现代以来，随着铁路，特别

是高速铁路的兴起，火车站尤其是高铁站日益成为一座

城市的中心区域，一座城市的对外形象窗口。如何推进

高铁站周边区域合理开发，实现站城一体化发展，最大

化发挥铁路便捷人民出行、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功能就

摆在我们面前。

二、背景和目的

1.政策影响

2018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委联合发布了《关

于推进高铁站周边区域合理开发建设的指导意见》（发

改基础〔2018〕514号），提出了促进站城一体融合发展

的基本原则，要求提升综合配套保障能力，合理把握开

发建设规模和时序（单个站场平均规模不超过50公顷控

制，少数站场综合开发用地规模不超过100公顷），防范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创新开发建设体制机制，明确责任

主体，严格监督管理，强化协同联动，加强宣传引导等

方面推进高铁站周边区域合理开发。

2.项目概况

图1：海宁观潮站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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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海宁观潮站断面图

铁路杭州萧山机场站枢纽及接线工程列入国家发展

改革委《长江三角洲地区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发改

基础〔2021〕811号），项目北起嘉兴市桐乡市，经海宁

市、钱塘新区至绍兴柯桥区，正线为桐乡至绍兴北站段，

线路全长72.572km，其中，新建工程长度71.24km，利

用在建及规划线路长度1.332km，速度目标值为250km/

h及以上；新建杭州南站至萧山机场联络线，线路全长

13.65km，速度目标值为160km/h，均位于杭州市内。全

线共设桐乡站、海宁观潮站、江东站、萧山机场站、绍

兴北站5座车站，本项目投资估算287.56亿元，其中海

宁境内约10公里，设海宁观潮站（2台4线），估算总投

资约30.8亿元。

海宁观潮站设在周王庙镇区域，东临在建苏绍高速，

北跨在建杭海城际，南接S101省道。观潮站站房形式为

线正下式，建筑面积约8200平方米（含楼梯2000平方

米）,可满足年均100万人次旅客发送量。

3.研究目的

为谋划海宁观潮站与周边区域开发建设，实现站城

一体化发展，破除铁路车站与城市建设“桥归桥、路归

路”的藩篱，借鉴杭州东站、海宁站等开发建设经验教

训，以车站为核心，运用TOD理念，谋划好海宁观潮站

站城一体化开发，调整完善区域产业布局，促进交通、

产业、城镇融合发展，把海宁中部地区打造成为新的增

长极，实现海宁中部崛起。

4.TOD概念

TOD模式是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TOD），是规划一个居民区或者商

业区时，使公共交通的使用最大化的一种规划设计方式。

以公交站点为中心，集工作、商业、文化、教育、居住

等为一身，尤其在站点周边土地高强度开发，公共使用

优先。

三、铁路站场与城市发展历史演变

火车站与城市关系经历了有站无城，站城分置，依

站建城，站城融合等发展阶段，两者关系越来越复杂，

也越来越不可分割。对各阶段站城之间的关系，不能简

单的判定对与错，只能从历史的维度进行分析站城之间

演化发展。

1.第一代		有站无城	

早期的火车站，基本都是“铁路+站房+广场”的

组合。重要特征是一侧是城市对外的铁路，一侧是城市

对内衔接的站前广场。客站作为当地最重要的公共建筑

之一，在功能上虽不复杂，却担负着代表城市形象的重

任，所以比较强调站房本体的独立性和存在感，并以宽

阔的站前广场加以烘托。

这一阶段的站城关系，主要是“站”相对独立，缺

乏城市功能，所以称之“有站无城”。

	

图3：沪昆铁路斜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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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海宁站

图5：海宁西站

2.第二代		站城分置	

改革开放后出现了第二代火车站，如上海站、北

京西站等，主要特征是站房设置在铁路上方，旅客可以

从铁路的两侧进入，在缩短旅行流线、节约集约用地的

同时，把被铁路分隔的城市连接起来，加强了“站”与

“城”的衔接。

图6：上海站

3.第三代依站建城

我国进入高铁时代以后出现了第三代火车站，如北

京南站、上海虹桥站等。其最重要的特征是把高速铁路

与城际铁路、公路客运、航空客运等其他交通运输方式

集合起来，同时引入地铁、公交等城市交通，建成综合

交通枢纽，“站”与“城”做到了交通方面的初步融合。

图7：上海虹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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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四代站城融合

随着近年来“站城融合”发展政策的逐步完善，越

来越多的铁路客站项目与城市建设规划紧密地结合起来，

以“TOD”建设理念规划建设了一批创新的铁路客站方

案，“城”与“站”之间没有了明显的界限，一切以人为

中心，真正达到了“站城融合”。	

图8：杭州西站

以上四代铁路站场与城市历史发展演变，主要是从

车站的功能定位和站与城的关系上进行总结划分的，铁

路客站的演化过程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时代的进步

和人们观念体制的变化。但铁路客站是“地标”还是

“消隐”，是“依站建城”还是“站城一体”，并不是先

进与落后的技术迭代关系，也不会是后者完全取代前者

的关系，而是满足不同需求的类型，在较长时间内并行

发展，并行不悖，以适应我国幅员辽阔差异巨大的具体

情况。例如不同区域的不同经济状况、不同客流性质、

不同开发强度以及不同的建设定位。

展望未来，铁路客站枢纽将进一步与其周边城市相

融合，只保留其交通换乘中心的功能，而本身体量消隐，

有城无站，成为城市最富活力的生活中心。

四、海宁观潮站站城融合发展设想

海宁观潮站作为海宁市域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为

实现海宁交通发展目标，将定位为海宁西部门户综合枢

纽、铁路主枢纽之一，是杭州-上海、杭州-海宁十字铁

路通道的重要交汇点。海宁观潮站站城融合发展应以服

务人民群众为中心，坚持经济、绿色、环保、智能新发

展理念，践行“轨道海宁、枢纽海宁、通勤海宁”的目

标，高铁、轨道、智轨、公交等多形式的交通方式在枢

纽内部综合，一体化打造，做强做大枢纽，完善枢纽的

综合功能，满足多样化的交通枢纽出行需求。同时，结

合区域城市规划，打造枢纽型产业服务核心，建设“家

业、宜居的魅力新镇”，促进“站城融合”发展。

1.实施思路

运用TOD理念，把车站及毗邻区域作为一个整体，

按照“站城融合、交通综合、功能复合、绿色结合、智

能统合”原则，使高铁站开发与城市发展实现紧凑立体

布局、站城深度融合、合理有序渐进式综合开发。

2.实施设想

采用多圈层开发的理念。

一是枢纽综合体。以海宁观潮站站体为主体，杭海

城际周王庙东站（暂命名）为重要组成部分，共同构成

海宁中部区域枢纽，规划枢纽综合体占地面积约20公

顷，借鉴杭州西站理念，打造海宁城市客厅，布局商业、

商务、酒店、餐饮、学校、娱乐等功能，车站与城市相

融相伴，满足中高端商务客流的多种需求，杭海城际铁

路与高速铁路区间中转免检，无缝换乘，规划综合交通

融合分层接驳立体匝道系统，规划满足中长远期立体或

地下停车场，周边快速道路系统、公交系统相互融合，

交通、城市功能紧密结合。

二是枢纽核心区。以枢纽综合体为依托，与杭海城

际周王庙镇站实现城铁、高铁站三站联动，规划枢纽核

心区，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以交通枢纽+文旅服务

+特色商业深度融合，以三站换乘、公交首末站为依托，

推动TOD综合开发，打造枢纽型的交通门户。配足配强

多层次区域交通网络，建设快速路直达苏绍高速、杭浦

高速，做好与S101省道、硖许公路等地方快速路网的联

通，加密区域城市道路路网，有条件谋划实施地下快速

路，做好公共交通和最后1公里接驳。

三是枢纽辐射区。依托枢纽核心区，打造枢纽辐射

区，辐射面积约100平方公里，辐射周边长安、盐官镇

及景区、百里钱塘，与主城区、杭海新区实现联动发展，

承接钱塘新区外溢效应，打造环杭州轨道交通系统重要

结点。利用其未来联通上海浦东机场、萧山机场的契机，

高标准打造融杭接沪海宁发展新高地。

3.实施方法

一是明确一个建设开发主体，可以总结杭海城际铁

路建设开发经验；二是做好征、建、招，落实属地责任做

好征迁工作，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做好招商引致；三是按

照合理有序渐进式开发理念，做好周边区域规划留白。

五、结语

铁路综合客运枢纽站城一体开发，已经越来越成为

相关各方的共识，站城一体开发可以充分发挥带动区域

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作用，较大程度地解决城市发展过

程中产生的交通拥堵和用地不足的矛盾。

项目的规划设计是“站城融合”建设迈出的第一步，

但是每个城市甚至每个站点情况都不同，要结合海宁观

潮站的实际情况，结合海宁市实施的“全面融杭”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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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谋划连接杭州市余杭区、钱塘新区的多条通道，做

大做强观潮站枢纽，提倡公交优先，为海宁交通发展打

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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