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研究显示，轨道交通每投入1亿元，就可以拉动2亿—2.6亿元相关产业发

展。在重庆，光电园的数字经济、龙洲湾的繁华商圈、璧山的云巴产业，一次次生动演

绎着轨道交通如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源源不断地聚集人才、企业、资金等各种产

业要素，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条条轨道已成为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繁荣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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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如何助力区域发展走上繁荣之路？

【他山之石】

利用轨道交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其他城市
是怎么做的

放眼国内外知名大都市，轨道沿线即是
黄金经济线。轨道的单词metro，也有大都市
的含义。可以说，条条轨道，织就了城市的繁
华。那么，其他城市是如何利用轨道促进发
展的？其做法对重庆有哪些启示？

启示一：

利用密集人流打造商圈

南京新街口站，两条地铁线和24个出入
口带来大量人流，周围0.275平方公里范围内，
商业面积达140多万平方米，云集了1600余户
商家，被誉为“中华第一商圈”。重庆许多枢
纽站点周边的业态和布局，可以进一步优化。

启示二：

采用“TOD+SOD”避免新城变“睡城”

在轨道交通通达的新城和城郊，要加快
基础设施完善和产业发展，促进其与核心区
的协调发展，否则新城将成为“睡城”。为此，
巴黎采用了“TOD+SOD（公共交通和公共服
务共同驱动发展）”的方式，通过规划将城市
核心区部分功能进行空间迁移，使新开发地
区的交通、市政、服务、产业等设施同步形成，
在实现城市功能优化调整的同时，通过新开
发地区的土地出让回收项目投资。

启示三：

引入多元资本参与轨道建设

轨道交通的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为
解决资金问题，香港的做法是引入多元资本
参与开发，利用站点周边区域和上盖物业的
租金、广告、服务等收益平衡项目支出。目
前，重庆璧铜线的建设也正通过“PPP（公共
私营合作）+TOD（轨道交通融合物业发展）”
模式引入社会资本加快建设进度，未来重庆
轨道交通建设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借鉴这一模
式。

记者 王天翊

9月15日的巴南区龙洲湾。自轨道3号线开通
后，龙洲湾便成了热闹的大商圈。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王天翊

78.96万，这是重庆轨道交通6号线日均进出站
人次。

在这条拥有多达28个站点的线路上，有一个颇
为特殊的站：它既不是换乘站，周边也没有集中居住
区和大型商场、景点，但日均进出站人数却多达4.6
万人次，在两江新区现有的102个轨道交通站点中
排名第5。它就是光电园站。

为什么这个站如此“热闹”？
答案就藏在该站点每日客流量的“潮汐”变化

里。
早高峰时段，光电园站的进出站人次比达到

1:30，到了晚高峰，这一比例又变成20:1，早晚高峰时
段如此悬殊的进出站人次比例，在全市也绝无仅有。

这说明，光电园站集散了大量的上班族，反映出
周边产业的繁荣。

客流“潮汐”变化背后
轨道交通为数字经济发展加速聚集人才

光电园站周边的产业，数字经济占据主导地位。
在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数字经济企业累计注

册量已超过6000家，今年前8个月，规模以上数字
经济产业产值达1293.04亿元。

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成立至今，不过短短几年
时间，是什么让它发展如此迅速？

“轨道交通发挥了重要作用。”两江数字经济产
业园相关负责人道出了其中的缘由。

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大
量人才。这些人才对生活品质有较高的要求，通勤
舒适度往往是他们择业时重点考量的因素之一。
便捷的轨道交通，加速了数字经济人才的聚集。

胡馨予是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某企业员工，住
在蔡家，虽然与光电园相隔20多公里，但乘坐轨道
交通6号线，她每天上下班单程不到半个小时。

在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像胡馨予这种上下班
的空间距离远但“时间距离”近的情况并不少见。经
大数据测算，每天乘坐轨道交通来光电园上班的人
中，有一半以上来自半径5公里的“通勤舒适区”之
外，南坪、杨家坪、蔡家、两路等更远的区域也占了较
大比例。

企业和人才总是相向而行。轨道交通在加速光
电园数字经济人才聚集的同时，还吸引越来越多的
数字经济企业在此扎根发展。

在同样位于光电园的腾讯众创空间，其1.8万余
平方米的办公面积在近年来保持着9成左右的入驻
率。该众创空间负责人说，这一数字在西南地区相
当难得，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便捷的轨道交通。

“荒坡坡”变身城市副中心
轨道交通为巴南龙洲湾片区带来腾飞

10月3日，巴南区龙洲湾商圈游人如织，万达广
场内人头攒动，不少餐厅门口排起长队，酒店更是一
房难求。

国庆期间，巴南区实体消费市场实现销售额5.6
亿元，同比增长18.3%。其中，仅占巴南区面积约
2%的龙洲湾，贡献了全区8%的销售额。

从昔日原住民口中的“荒坡坡”，到如今成为重
庆城市副中心之一，龙洲湾的发展，离不开轨道交通
建设带来的“加速度”。

轨道交通3号线二塘至鱼洞段建成通车后，在
龙洲湾片区经过大山村、学堂湾、鱼胡路3个站点。
之后的5年时间里，龙洲湾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
均增速达16%。

轨道交通是如何促成龙洲湾“腾飞”的？从一个
商业广场、一个交通枢纽、一个“超级社区”的故事中
可以得到些许启示。

2016年初，李婷在巴南新开业不久的万达广场
租下一个店铺经营服装。从一开始，她就做好了亏
钱的准备。多年的经商经验告诉她，新开业的商场
一般要经过两三年的培育，大多数商户才能实现盈
亏平衡。

令李婷没想到的是，第一年的账目出来，店铺居
然就实现了盈利。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轨道交通3号线带来了
大量消费者。”李婷说，她明显感觉到，这个新开业商
场的客流量“更像一个成熟的商业广场”。

巴南区商务委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巴南
区万达广场大多数商户都至少实现了盈亏平衡。如
今，这个商场是全国数百个万达广场中，唯一实现满
铺运营的商场，日均客流量近6万人，利润也在万达
集团内名列前茅。

交通和商圈的发展，加速了龙洲湾片区的人口
聚集。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龙洲湾街
道常住人口达13.58万人，是2010年的4倍。

人员集散的需求，又在龙洲湾催生了全区唯一
的一级客运站。2016年，位于鱼胡路站的龙洲湾交
通换乘枢纽建成投用，公交、长途、单轨实现无缝换
乘，结束了巴南区无客运站的历史。

交通枢纽的形成，为该区域承接域外消费需求
创造了条件。

在龙洲湾街道龙锦社区，约2000家服务业市场
主体在这里聚集，占据了街道市场主体总量的
70%。对一个社区而言，这样的数量级的确不多见。

龙锦社区的各种业态中，食宿酒店、餐饮占了相
当大的比例，配合辖区内的万达广场、轨道学堂湾站
等，形成了一个满足吃、住、行、娱、购的游客集散地。

有了轨道交通1号线还不够
璧山自己投资18亿元建云巴

2019年，轨道交通1号线尖璧段将于当年通车，

27号线、璧（山）铜（梁）线也在紧锣密鼓地规划中，
但发展时不我待。

璧山决定：不等了！
于是，2019年春节刚过，一条长15.4公里的云

巴轨道就开工建设。到今年4月开通运营，璧山为
它投入了近18亿元。

这是全球首条云巴示范线，贯穿璧山重要的发
展轴线，将城区交通与轨道1号线璧山站、成渝高铁
站相连。从此，璧山城区可以半小时通达大学城、西
永微电园等地，这也大大缩短了璧山至中心城区的
出行时间，加速了璧山与中心城区同城化发展，助力
璧山打造“主城都市区迎客厅”。

今年来，一场“近郊游热”在璧山悄然兴起。每
到周末或节假日，璧山秀湖汽车露营公园、枫香湖儿
童公园、东岳体育公园、六旗乐园等主题公园游客络
绎不绝，这些公园无一例外，都分布在轨道交通1号
线璧山站和云巴沿线。

云巴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数据显示，目前云巴
日均客流量超过1万人次，周末和节假日达1.5万人
次，48%的客流来自璧山区外。在轨道和云巴助力
下，璧山迅速成为承接重庆中心城区市民近郊游的
重要目的地。

同样实现增长的，还有招商引资。轨道和云巴，
成为备受投资者关注的交通要素。今年来，璧山高新
区已签约工业项目60个，数量较去年全年实现翻倍。

与此同时，云巴本身也正在成为璧山的特色产
业。云巴从设计、修建到顺利开通的过程中，牵引、
供电、制动、控制系统等核心技术在实践场景中得到
验证、迭代，进一步成熟，形成推动行业发展的璧山

“云巴”标准，璧山也正推动相关标准上升为地方乃
至国家标准。

目前，璧山相关企业正依托上述核心技术建设
云巴研究总院和智能制造基地，集云巴车辆、道岔、
轨道梁、通讯信号的研发、生产、销售、运营为一体，
建成后将形成完整的云巴产业链，在未来成长为千
亿级云巴产业集群。

5号线延伸段江跳线还未开通
江津区就行动起来积极拥抱轨道交通

5号线延伸段—市域（郊）铁路江跳线还未开
通，江津区就将双福国际农贸城和轨道双福站之间
接驳的公交线路纳入规划中。

在轨道双福站周边五大专业市场的8000余家
经营户，大部分安家在中心城区。公交和轨道同步
开通后，他们可以在1小时内到达解放碑、观音桥、
杨家坪、石桥铺、光电园等多个区域。

在江跳线圣泉寺站、江津高铁站、享堂站、双福
站4个轨道站点下方，公交站、出租车临停区、停车
场等占地约4千平方米设施已经竣工投用。江津
区创造性地在轨道站点下方设置停车场，满足了市
民“开车来坐地铁，下地铁开车回家”的需求。

该区居民李华介绍，从江津到重庆中心城区的
商圈，目前要先坐短途客车到龙头寺，然后换乘地
铁，单程需要约3个小时，车费约30元。“听说轨道开
通后可以节约一半时间，车费才几块钱，我已经迫不
及待要去逛街了！”李华说。

“轨道开通后，去中心城区逛街”成为江津人的
新期盼。因此，轨道开通后如何把江津市民留在本
地消费，如何吸引重庆中心城区居民到江津消费，成
了江津的“必答题”。

于是，围绕轨道站点，一批特色商圈正在紧锣密
鼓地打造。在圣泉寺站的南北两侧，分别是江津区
重点打造的中央金融商务消费聚集区和临江文化旅
游消费聚集区。前者规划占地343亩，已建成和正
在建设的项目面积达43万平方米，将聚集万达广
场、金科美邻汇等综合商业体和一批新兴金融服务、
总部办公、现代商务服务企业；后者规划面积26万
平方米，将依托临江区位优势，丰富文化旅游配套消
费空间。

与小汽车、常规公交相比，轨道交通缓解
城市交通拥堵的作用更加明显。

（市住房城乡建委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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