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强市续写新篇章

重庆首条市域（郊）铁路即将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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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钧 杨永芹

江跳线开通，标志着我市首条市域（郊）铁路
投入运营。

乘坐江跳线，从江津区圣泉站到重庆中心城区

跳磴站，全程只需28分钟，乘客还可在跳磴站与轨
道交通5号线同站台换乘。由此，江跳线沿线居民
去中心城区上班、办事、购物，甚至要去机场或火车
站出远门，都可通过这条线，进入重庆中心城区四通
八达的城市轨道交通网，实现卡点出行，心中有数。

除了方便居民出行，江跳线还丰富了重庆轨
道交通的制式，促进了城市轨道交通网、市域
（郊）铁路网、城际铁路网、干线铁路网“四网融
合”，为重庆交通强市，打造“轨道上的都市
区”， 构建“1小时通勤圈”续写了新篇章。

为何要建设市域（郊）铁路
在江跳线开通之前，重庆中心城区市民出行，一

般乘坐三种轨道交通：
一是在中心城区内部出行，人们乘坐城市轨道

交通。它是人们每天上下班、在城内往来最常乘坐
的交通工具。目前，重庆城市轨道交通已建成11条
线路，连通机场、高铁站、综合枢纽、商圈等重要功能
节点，最高日出行量超过400万人次。

二是出远门，去其他省市，人们乘坐高速铁路
和普速铁路。如今，重庆正加速建设“米”字型高铁
网和“两环十干线多联线”普速铁路网，它们一起组
成重庆的干线铁路网，是重庆连接其他省市的大通
道。

三是在成渝地区“串门”，人们乘坐城际铁路。
城际铁路实现了重庆与成都之间，以及沿途县级以
上城市的快速联系。

但在重庆主城都市区内部、中心城区与主城新
区之间，交通往来主要依靠公路。

然而，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深入，
做大重庆主城都市区“极核”势在必行，要加强中心
城区与主城新区间的联系，仅靠公路已然不能满足
需求。

有关数据显示，从重庆中心城区的渝中区到西
北边的潼南、东边的涪陵、南边的綦江，距离均超过
70公里。连接重庆中心城区和主城新区的高速公
路，早已不堪重负。目前，重庆中心城区对外射线高
速公路中，日均最大断面流量超过两万辆的就有5
条，均基本饱和或者严重饱和。

“发展轨道交通，是提升中心城区与主城新区
之间联系的唯一解决方案。”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
人士说，目前重庆轨道网建设存在“两头重、中间
轻”的问题。“重”的两头是中心城区内和出省的轨
道交通；“轻”的正是中心城区与主城新区之间。

“轻的这片区域，需要市域（郊）铁路来填补。”该人
士说。

城市轨道交通设计速度一般在100公里/小时
以内，服务范围在50公里以内；干线铁路和城际铁
路设计速度分别为300公里/小时以上、200-300公
里/小时，适合乘客中长途旅行；相比于前面三种，市
域（郊）铁路的设计时速为140-160公里/小时，服务
范围一般为50-100公里，更适合中心城区与主城新
区之间的交通连接。

放眼全球，现代化大都市圈都以市域（郊）铁路
来支撑。如东京、巴黎、伦敦等世界知名都市圈，都
建有数倍于城市轨道交通的市域（郊）铁路网，形成
了从核心城市（城区）到周边的轨道“1小时通勤
圈”。

因此，重庆亟需发展市域（郊）铁路，并以城市轨
道交通网、市域（郊）铁路网、城际铁路网、干线铁路
网的“四网融合”发展来构建“1小时通勤圈”，最终实
现“轨道上的都市区”愿景。

2016年，江跳线全面动工建设。

江跳线的开通，吹响了我市建设市域（郊）铁路
的“冲锋号”。这也是重庆加速建设“轨道上的都市
区”、推进交通强市的重要举措。

以江津为例，当前正加紧推动市域（郊）铁路跳
磴至江津线（圣泉寺站至鼎山段）项目前期工作，争
取早日开工建设。该项目全长4.6公里，总投资约

35亿元。
此外，中心城区至合川，璧山至铜梁的
市域（郊）铁路正提速建设；中心城区至

永川、中心城区至南川、中心城区至
綦江（万盛）、璧山至大足的市

域（郊）铁路正加紧

规划。
与此同时，我市还计划利用既有成渝、渝贵铁路

等富余能力开行市域（郊）列车。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未来，重庆

将构建起“七射线两环线”的市域（郊）铁路网，11条
市域(郊)铁路网共约1061公里。其中，放射线7条约
426公里，实现主城新区12个区与中心城区直联；环
状线2条约635公里，弥补纵向联系不足，实现主城
新区各区之间网络联通。

“未来，市域（郊）铁路将成为重庆主城都市区
‘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镇空间的‘主
动脉’。”重庆交通开投铁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官

波说。
预计到2035年，“轨道上的都市区”全面建成后，

市域（郊）铁路不仅可独立运行，还可根据需求与干线
铁路、城际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跨线运行，实现内外贯
通，彻底改变重庆轨道网“两头重、中间轻”的现状。

届时，重庆“四网融合”将“融”出一个崭
新的“轨道上的都市区”。通过轨道交通，主
城都市区各区之间可1小时通达、相邻
地区之间半小时通达，真正实现“一小时
经济圈”“一小时通勤圈”和“一日生活
圈”，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将大大
提升。

为何重庆的首条市域（郊）铁路是江跳线？
市发展改革委有关人士阐述了三点原因：
其一，从区域位置上看，江津区和璧山、长寿、南

川一样，同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战略支点和
同城化发展先行区，无论是提升主城都市区发展能
级、做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极核”，江津都扮演着
极其重要的角色。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也明确提
出：在建设重庆都市圈方面，要畅通江津、璧山等地
联系中心城区通道，率先实现同城化；支持江津、自
贡等共建川南渝西融合发展试验区。

其二，从区县实力来看，江津区自身基础较好，
近年来发展速度较快，发展质量较高，深度融入主
城都市区，有利于快速壮大双城经济圈的重庆“极
核”。

数据显示，在重庆主城新区中，江津区的人口总

量、经济体量、产业完善度均位居前列。2021年，江
津区全区常住人口136.28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
83.35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61.16%。同年，全区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1601.4亿元，同比增长16.1%，全区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10%左右，主要经济指标均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其三，从与中心城区的关系度来看，江津区与中
心城区的往来密切。

根据2021年《重庆市中心城区交通发展年度报
告》，江津区是主城新区12个区中与中心城区交流
量最大的城市，至中心城区日均机动化出行量达
15.8万人次，占主城新区12个区至中心城区出行总
量（49.8万人次）的32%。

可见，首条市域（郊）铁路选择江跳线，意义非
凡。

江津区对推动江跳线建设也很积极。

2015年5月，江津区政府与市交通开投集团按
6:4的比例共出资1000万元、国开行以投资持股方
式注资6.5亿元，共同成立了重庆市江津轨道建设有
限公司作为项目业主，为江跳线如期开工建设提供
了保障。

“江跳线建成投用，江津在联系中心城区通道方
面，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同城化。”市住房城乡建委
相关负责人认为。

江津区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办公室相关负责
人表示，江跳线不但与轨道交通5号“无缝衔接”，
未来有望与轨道交通18号线在跳磴“牵手”，将其
影响力扩大到渝中区大坪、菜园坝、十八梯等地，
串联渝北、江北、渝中、沙坪坝、九龙坡、大渡口、巴
南、江津等9个区域，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南北交
通大动脉，极大缓解重庆中心城区衔接近郊的交
通压力。

为何首条市域（郊）铁路是江跳线

2035年全面建成“轨道上的都市区”

一小时经济圈
以主城为核心，在

交通一小时可通达的
范围内，形成一个具有
明显聚集效应、具备竞
争优势的地区。在重
庆主城都市区近 3 万平
方公里的土地上，依托
轨道交通组织产业功
能轴带，畅通主城都市
区产业链供应链，培育
壮大优势产业集群，形
成以轨促产、以产兴城、
产—城—轨良性互动的
发展格局。

一小时通勤圈
打造“门到门”的一

小时通勤体系——轨道
出行平均在途时间不超
过 40 分钟，实现主城都
市区“1 小时”轨道全覆
盖，轨道交通将成为主
城都市区居民出行的首
选。

一日生活圈
通过TOD（以公共

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发展
模式）开发，将轨道场站
打造为市民的交通中
心、生活中心、商业中心
和居住中心，让轨道交
通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
重要组成部分。

市域（郊）铁路璧铜
线：起于铜梁西站，终点
至璧山区璧山站，全长
37.35 公 里 ，采 用 PPP +
TOD模式实施。控制性
工程云雾山隧道正全力
推进，节点工程土建完成
九成。

市域（郊）铁路渝合
线一期：项目北端在兰渝
铁路渭沱站接轨，南端在
襄渝线磨心坡北交接场
接轨，正线长 40.657 公
里，相关联络线累计长约
18.334公里。全线共设8
座车站，改建兰（遂）渝线
渭沱接轨站，在襄渝线增
设磨心坡北场，缓建钓鱼
城站。项目“五桥两隧”
工程顺利推进，磨心坡隧
道顺利贯通，接轨方案已
取得国铁集团批复。

重庆在建
两条市域（郊）铁路

干线铁路（高铁）网
设计速度

300公里/小时以上

覆盖全国省会及主要城市，
可满足重庆到其他省会城市及大
城市需求

用“四网融合”发展
构建“一小时通勤圈”

城际铁路网
设计速度

200-300公里/小时

覆盖相邻重要城市或城市
群，可满足成渝地区间出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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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整合城市轨道交通网、
市域（郊）铁路网、城际铁路网、干
线铁路网，推动“四网融合”发展，
以此构建“1小时通勤圈”，最终
实现“轨道上的都市区”愿景

市域（郊）铁路网
（城轨快线/都市快线）
设计速度

100-160公里/小时

全面覆盖沿线城镇，采用公
交化、多种停站方案，可满足主城
新区城市间、主城新区与中心城
区间直联直通

（记者陈钧、杨永芹整理）

（记者陈钧、杨永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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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网
设计速度

100公里/小时以内

覆盖城区，高密度发车、高密
度设站，可满足重庆中心城区出
行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