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这四张网，共同组成了重庆主城都

市区的轨道线网。2019年，重庆在全国率先提出推动“四网融合”，打造“1小时通勤圈”。

今年4月，市规划自然资源局按照“四网融合”理念组织编制的《主城都市区轨道线网

规划》获批。根据相关规划，到2035年，通过“四网融合”，“1小时通勤圈”将正式建成。

下一步，市住房城乡建委将坚持以轨道交通引领城市发展格局，持续实施轨道交通成

网计划，提速建设续建线路，全力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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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中区牛角沱，嘉陵江大桥附近，公交车和轨道
交通构筑的立体交通网初具规模。本报资料图片

记者 崔力 摄

四张轨道网如何支撑重庆“1小时通勤圈”？

□本报记者 申晓佳

时间，是衡量城市发展的“尺子”。其中，1小时是
关键刻度。

纵观全球，以美国纽约为中心的都市圈、涉及美
国和加拿大的五大湖都市圈、日本太平洋沿岸都市圈
等，均形成了从核心城市（城区）到周边，交通仅需1小
时的“1小时经济圈”。

今年3月发布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
提出，到2035年，基本建成便捷顺畅、经济高效、绿色
集约、智能先进、安全可靠的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
立体交通网，支撑“全国123出行交通圈”，也就是都
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
小时覆盖。

而早在2019年，重庆就在全国率先明确提出以
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四
网融合”，打造主城都市区“1小时通勤圈”。

对重庆而言，“四网融合”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
如何“融”出“1小时通勤圈”？

从“三铁融合”到“四网融合”
市域(郊)铁路填补主城都市区交通空白

“‘四网融合’是因为重庆主城都市区空间尺度很
大。”

接受本报采访时，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
一语道破关键：重庆主城都市区面积大，其中还分布
有山地、河流等。仅靠城市轨道不足以支撑，必须通
过“四网融合”才能有效覆盖。

数据显示，主城都市区约有2.87万平方公里。而国
际上轨道交通发达的大城市如法国巴黎都市圈，面积
1.2万平方公里；日本东京都市圈，面积1.6万平方公里。

2.87万平方公里，如果以最高速度为每小时100
公里左右的城市轨道来覆盖，无疑很难实现“1小时通
勤圈”。

那么靠铁路和城市轨道“联动”行不行？
市交通规划研究院副院长高志刚介绍，连接市域

外的有成渝高铁、渝万高铁、渝昆高铁（在建）等高速
铁路和老成渝铁路、渝怀铁路等普速铁路，可以接入
全国铁路网；市域内，中心城区有城市轨道网。在中
心城区与主城都市区之间，却缺乏可以高效连接和沟
通的市域（郊）铁路网，形成了一片“空白区”。

但在这片“空白区”中，又出现了大量人流。根据
交通大数据分析，2019年至2020年，中心城区与江
津、璧山的联系均增长22%以上，达到43.1万和23.7
万。其中上下班的通勤交通量更是增长30%以上。
其中，每天在中心城区与上述两地之间通勤较为密切
的就有约10万人次。

显然，过去的一张铁路网、一张轨道网，已无法满
足需求。从2013年起，重庆就着手规划布局联系中
心城区和主城新区的市域（郊）铁路。2018年，又着手
研究包括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
轨道的“三铁融合”。

2019年起，结合重庆新一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
制工作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新发展要求，市
规划自然资源局提出推动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四网融合”，打造“轨道上的
都市区”。

高志刚介绍，城际铁路设计速度为每小时200公
里，是区域客运通道，承担城市与周边地区县级及以
上城市间的快速联系。市域（郊）铁路设计速度可达
每小时100至160公里，一般单程通行时间不超过1
小时，可以联通城区与郊区及周边城镇组团。

根据市交通规划院针对“四网融合”所做的测算，
“四网融合”实现后，市域(郊)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连
通，从南川到解放碑，列车仅需行驶40分钟。比当前
的自驾方式，节约了50分钟以上。

而“1小时通勤圈”的意义，还远不止节约通勤时
间。

“一区两群”协调发展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的载体。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四
网融合”是为了适应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一
区两群”发展战略的要求，引领大尺度的主城都市区
发展。它也将真正使主城都市区的各项要素实现高
效流动、有效集聚。

乘客只会体验到“一张网”
今后乘坐轨道可以“多点换乘”

四张轨道网，托起一个重庆主城都市区。市民在
四张网之间换乘，如何更快更方便，关键在于枢纽融
合。毕竟，换乘动线越长，换乘环节越多，乘客体验就
会越差。

所谓枢纽融合，是指各轨道方式通过立体换乘、
贯通运营，实现无缝换乘，并加强站点与周边慢行交
通系统（如人行步道等）、公共交通系统的有机衔接。

“换乘便利度对乘客的出行体验影响很大。”市规
划自然资源局负责人介绍，总的来看，铁路和城市轨
道存在着从“各走各”到“一起走”的发展趋势。

例如，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东京都市圈的地铁
和铁路之间相互连接，并且能直接换乘，称为“直通运
转”。此举可以满足不同的列车线路之间产生的大量
换乘需求，并减轻车站压力。

而在重庆，今后，高速铁路、城际铁路通过铁路客
运站与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立体换乘，市域（郊）铁
路通过线路共享、贯通运营与城市轨道多点、网络换
乘。一条线路上，可能存在多个换乘站，能够有效减轻
换乘站压力，乘客也不用担心“错过一站，耽误全程”。

换乘过程也将得到优化。该负责人介绍，与过去
“摊大饼”式的站点规划不同，今后重庆的铁路客运
站、城市轨道站、公交车站等不会“平摊”在地面上，而
是“层叠”地分布在地面上下，形式类似“楼上楼下”。
乘客通过电梯或扶梯即可方便省力地到达不同站台，
而不必像过去那样拖着行李步行较长距离。

“通俗地说，虽然‘四网融合’，但乘客的体验还是
‘一张网’。”

该负责人坦言，要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还有
许多难题等待解决。例如，不同线路上的列车，控制
信号不同；铁路和城市轨道都需要安检，乘客可能面
临重复安检；不同线路的运营方不同，换乘可能需要
重新购票……

怎么办？该负责人透露，重庆将充分利用互联
网、大数据等“智能化”信息技术手段，促进信息互通、
资源共享、安检互信和票务一体。各种轨道交通之间
互通运力、班次等信息，共享设备、维修、管理等资源，
逐步统一运营标准和票务系统。

一体化规划、一盘棋建设、同城化运营
形成既有骨骼、又有经络的网络化轨

道交通体系

“四网融合”，将形成怎样的未来图景？

答案就存在于“四网融合”的“功能融合”中。这
一概念指充分发挥轨道线网各自交通优势，形成功能
清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网络体系。

其中，高速铁路是国家客运通道，承担重庆与其
他省会城市、地级市之间的高速联系。城际铁路是区
域内通道，承担重庆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周边地
区县级及以上城市间的快速联系。高速铁路和城际
铁路提高轨道服务效率。市域（郊）铁路是主城都市
区客运通道，承担各区重要功能节点、重点乡镇、旅游
景区、产业园区等之间的客流联系，增强主城都市区
轨道服务能力和覆盖率。城市轨道承担中心城区通
勤、高频率的日常出行需求。

也就是说，今后，重庆市民可以早上乘高铁去成
都开会，中午乘高铁返程到荣昌吃卤白鹅、黄凉粉，再
乘市域（郊）铁路上的列车去解放碑喝个下午茶，之后
搭乘城市轨道去江北国际机场，乘班机去别的城市。
其中每段旅途的用时大约是1小时。在此期间，他
（她）网购的包裹也正通过城际铁路，送往重庆的物流
枢纽。

“四网融合”的生活令人神往，那么，填补空白的
市域（郊）铁路网和城际铁路网采用了怎样的规划设
计，今后会呈现什么样的走向？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这名负责人介绍，市域（郊）铁
路网的规划，主要结合城市功能、人口、产业布局、用
地，包括城镇体系布局、产业园区、旅游景区和重点镇
布局，基于大数据分析和客流预测模型等。城际铁路
网的规划则结合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相关
需求。

具体来说，重庆将构建“七射线两环线”市域（郊）
铁路网，11条市域（郊）铁路网共11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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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郊）铁路与
城市轨道快线贯通运营，实现主城都市区各区之间1
小时通达、相邻地区之间半小时通达。

同时，还要构建“七干线二联线”城际铁路网，总
长约840公里。规划新增渝广（重庆至广安）、渝自
（重庆至自贡）等6条城际铁路，实现主城都市区与毗
邻地级市之间全覆盖及1小时通达。

为此，重庆还将推进“四网融合”的资源融合，
做好轨道线网规划廊道与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
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的协调与控制，保护好自然
资源。

下一步，重庆将通过“四网融合”，把主城都市区
各区都串起来、联起来、融起来，一体化规划、一盘棋
建设、同城化运营，形成纲举目张、合纵连横，既有骨
骼、又有经络的网络化轨道交通体系，更好地打造“轨
道上的都市区”。

高速铁路 普速铁路
轨道
线网

250（km/h）及以上 30-50（km/h）
设计
速度

国家客运
通道，承担重庆
对外与其他省
会城市、地级市
之间的点对点
高速联系

120（km）及以下 5-15（km）站距

客货共用
通道，主要承担
货运联系，兼顾
部分客运联系

干线铁路

功能
定位

一图看懂
“四网融合”的四张网

200（km/h）

设计速度
15-30（km）

站距

城际铁路

功能定位

承担重庆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和周边地区县级及以上城市间的快速
联系

100-160（km/h）

设计速度
≥3（km）

站距

市域（郊）铁路

功能定位

承担各区重要功能节点、重点乡
镇、旅游景区、产业园区等之间的客流
联系，增强主城都市区轨道服务能力和
覆盖率

城轨快线 城轨普线
轨道
线网

120-160（km/h） 80-120（km/h）
设计
速度

承担中心
城区中长距离
商务、通勤的快
速联系需求

3-5（km） 1-3（km）站距

承担中心
城区高频率、高
强度的日常出
行需求

城市轨道

功能
定位

②特 别
报 道

CHONGQING DAILY

20212021年年 1111月月2222日日 星期一星期一
策划策划：：张永才张永才 李波李波
主编主编：：曾立曾立 陈钧陈钧 吴刚吴刚 编辑编辑：：倪训强倪训强
插画设计插画设计：：乔宇乔宇 王艺军王艺军 曹启斌曹启斌
美编美编：：郑典郑典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