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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铁路集团简介
重庆交通开投铁路集团（以

下简称“重庆市铁路集团”）作为
重庆市市域（郊）铁路及城轨快
线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
的专业化公司，于2013年底经
市政府批准成立，为重庆交通开
投集团所属骨干子企业。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重庆市铁路集团紧
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交通
强市建设等战略部署，全力推进
城轨快线+市域（郊）铁路的一体
化都市快线网络体系建设。

目前，重庆市铁路集团承担
全市6个都市快线项目，即3个
城轨快线项目——城轨快线15
号线一期、城轨快线15号线二
期、城轨快线27号线，3个市域
（郊）铁路项目——江跳线、璧铜
线、渝合线一期，总建设里程约
194公里，投资规模约1014亿
元。

都市快线加速成网 助力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区”

“好期待15号线开通，到时从大学城到欢
乐谷约30分钟，不堵车，巴适得很！”日前，家
住大学城重庆富力城时光里小区的陈俊龙带
小孩去欢乐谷游玩时，听说15号线正在加快
推进建设时兴奋地说。

对市民来说，期待的不只是15号线。未
来随着城轨快线27号线和市域（郊）铁路江跳
线、璧铜线、渝合线等都市快线项目投运，中
心城区将实现30分钟相互通达、主城新区1
小时全覆盖。

届时，都市快线将成为主城都市区民生
服务线、技术创新示范线、产业发展线、靓丽
风景线，极大地提升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要
素聚集和辐射效应，为推动重庆实现高质量
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提供强有力支撑。

都市快线应运而生
发挥“四网融合”桥梁纽带作用

轨道交通是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现
代流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增强城市
承载能力、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治理交通拥
堵“大城市病”的重要支撑。“建轨道就是建城
市”成为各方共识。

然而，随着城市群内部间和都市圈范围
内的联系不断加强，既有“干线铁路+城市轨
道”的体系已难以满足高强度、多样化和高频
次、高时效的交通需求，“两头重、中间轻”的
问题开始逐步显现，迫切需要建设通勤化、快
速度、大运量的都市快线。“四网融合”已经成
为高度城市化的内在要求。

2020年1月3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
第六次会议上明确强调，要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增长极。

2020 年 12 月，《关于推动都市圈市域
（郊）铁路加快发展的意见》发布，指出要加强
市域（郊）铁路规划与国土空间、城市群和都
市圈、多层次轨道交通、城市综合交通体系、
铁路枢纽等规划衔接，优化大城市功能布局、
引领现代化都市圈发展。

2021年10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规划纲要》印发，明确指出“共建轨道上的
双城经济圈”。

为推动“一区两群”协调发展，推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互联互通，我市积极谋
划轨道交通建设，推动“四网融合”，着力打造

“轨道上的都市区”。
2021年10月，全市交通强市建设工作推

进会提出，提速构建“米”字型高铁网、城市轨
道交通网、城际铁路网、市域铁路网，完善多

层次轨道交通网络体系，加快推进干线铁路、
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轨快线）、城市轨
道“四网融合”，着力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区”。

事实上，为完善多层次轨道交通体系，
2013年，重庆谋划成立了市铁路集团，着手开
展都市快线技术研究和项目前期准备工作，
提前规划和布局了市域（郊）铁路+城轨快线
的一体化都市快线网络体系。

搭建联通重庆中心城区“两纵两横”4条
城轨快线。目前已批复15号线、27号线长度
共计线路124公里，规划140公里，总长264
公里。

铺设直达重庆主城新区“一环10射”11
条市域（郊）铁路。目前包括江跳线、璧铜线、
渝合线等在建、规划线路，长度共计1061公
里。

同时，市铁路集团积极联合各方力量潜
心研究，结合推进重庆市轨道交通第五期建
设规划和都市快线建设规划，着力打造一个

“四网融合”的协同运输平台，破解不同层级、
不同制式间的轨道交通互联互通的技术难
题。

肩负新使命
助力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区”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

新发展格局，为早日建成一张崭新的、高质量
的都市快线网络，助力打造“轨道上的都市
区”，市铁路集团积极行动起来。

2021年，可以说是市铁路集团全面承接
都市快线项目建设的开局之年。

3月2日，包括15号线一期工程在内的重
庆轨道交通第四期4个项目集中开工，标志着
重庆都市快线项目从“开工倒计时”变为“建
设进行时”。之后，城轨快线15号线二期以及
27号线一期相继吹响开工号角。

面对项目建设时间紧、施工技术难度大、
组织协调范围广等卡点难点问题，市铁路集
团超前谋划、主动加压。如每周星期一晚上，
市铁路集团领导班子和相关部门人员都要参
加都市快线建设工作调度会，共同分析研究
和部署推进都市快线项目建设工作。

同时，从加强组织调度、优化设计方案、
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抢抓施工进度等方面
入手，全力以赴推动都市快线项目建设开好
局、起好步。

如位于渝北区双龙大道的15号线一期绣
湖路站，周边楼房密集、居民抱怨施工噪音扰
民，且大量的地下管线需迁改，交通转换对居
民出行影响大。在市、区多方力量的帮助下，
市铁路集团尝试以建设绣湖路车站文化长廊
为着力点，将都市快线文化品牌打造融入项
目建设全过程，从而获得了市民的理解和支
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2021年7月25日，绣湖路站D426长输
燃气管道迁改完成，创造了重庆长输燃气管
道迁改最短时间记录；11月8日，最后一根围
护桩施工完成，建设进入新阶段……

塑造新品牌
聚焦“四化”凸显四个特色
今年10月，由市铁路集团、重庆轨道江跳

线建设运营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申报的《重
庆市（轨道交通延长线）跳磴至江津线BIM技
术综合应用》项目，获得第三届“联盟杯”铁路
工程BIM（建筑信息模型）大赛BIM应用施工
组一等奖。

“‘联盟杯’铁路工程BIM大赛作为铁路
行业领域BIM应用水平最高的展示与交流平
台，此次获奖表明市铁路集团在都市快线建
设上探索推行数字化建管得到了行业内的充
分认可与肯定，也进一步坚定集团全面推进
都市快线技术创新的信心和决心。”市铁路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官波表示。

对BIM等新技术进行攻关，只是市铁路
集团打造“智慧快轨”的内容之一。

官波表示，在都市快线建设中，集团将牢
牢把握现代化进程中主城都市区建设发展的
目标定位，聚焦国际化、绿色化、智能化、人文
化“四化”要求，着力打造品质快轨、智慧快
轨、绿色快轨、文化快轨。

在“智慧快轨”方面，2018年起，市铁路集
团就提出了打造“智慧快轨”的目标，开展技
术创新相关课题研究超14项；制定了以运营
为目标、基于BIM的快线网络全生命周期数
字化建管规划，编制并发布BIM技术应用标
准和设备支撑标准，建立了都市快线BIM+建
管应用协同中心，致力于探寻项目全生命周
期BIM应用+企业信息化+GIS（地理信息系
统）的应用路径；编制了《重庆城轨快线标准
体系》《双流制轨道交通技术标准体系》等标
准，统筹协调开展互联互通、换乘体系、网络
化资源共享等课题研究，建立和完善“双流
制”、城轨快线、智慧快轨等技术体系与服务
标准，填补了重庆相关领域的技术标准空
白。根据规划，将建设智能车站、全自动运行
系统、网络化调度等技术体系，构建智慧乘客
服务体系和快线网络控制中心，实现协同高
效的网络化调度。

打造品质快轨，借鉴国内外先进的设计
理念，重点打造功能复合、站城一体、国际品
质的轨道交通服务空间，提升项目运营服务、
车辆服务、车站景观、站城融合等方面的品
质，提供一流的乘客服务，提高快线网络的综
合品质。

打造绿色快轨，让“绿色循环低碳”贯穿
都市快线的设计、施工建设、运维全过程，广
泛采用新材料、新工艺，特别是机械化、装配
式施工手段。

打造文化快轨，通过对重庆人文特色的
挖掘和提炼，运用到轨道人性化设计、装饰装
修、便民服务设施、导向标识、交通衔接设计、
景观设计、运营文化设计当中，使都市快线成
为承载重庆人文特色的重要载体。同时，推
动TOD综合开发与都市快线网络同步规划、
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实现整体效益最大化。

新期待
全力构建“1小时通勤圈”

“江跳线已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开通后
从江津到中心城区只需30分钟，我们出行将
更加便捷。”日前，家住江津区圣泉寺站附近
的居民李红表示。

不仅如此，江跳线列车还将实现与5号线
贯通运营，乘客从江津搭乘江跳线列车到中
心城区无需再下车换乘5号线列车，全线实现
一车直达。

江跳线只是我市全力构建“1小时通勤
圈”、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区”骨干线和“主动
脉”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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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缝衔接其他公
共交通出行方式，实现与中心城区直通直达，
快速直接连通中心城区门户型枢纽、重大商
圈、城市副中心以及城市重要功能节点。同
时，还可满足重庆市域中长距离的通勤、通
学、商务、旅游需求，能够辐射带动主城新区5
万人及以上城镇组团和主要旅游景点。

同时，预留延伸至泸州、广安、遂宁等周
边毗邻城市的空间，这对支撑打造渝永荣智
创产业延伸带、南川旅游聚集产业带、綦万对
外经贸与物流发展带等重要产业轴带和遂潼
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先行区等建设，进
一步助推重庆主城新区品质提升和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互联互通具有重要意义。

时序更替，追梦前行。市铁路集团将对
标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用心用情用力建设
人民满意的都市快线网络体系，为打造“轨道
上的都市区”，构建综合、绿色、安全、智能的
立体化现代化城市交通系统，推动重庆高质
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作出新贡献，实现新
作为。

王静 谭诗赏 图片由重庆市铁路集团提供城轨快线15号线一期工程西南政法大学站施工现场

城轨快线控制运营中心效果图

双流制轨道车辆

“四网”功能层次划分

干线铁路（高铁）：设计速度300公里/小
时以上，覆盖全国、重要节点设站、多种停站
方案、乘客中长途旅行出行。

定位：重庆到各省会城市，承担重庆对外
交通骨干功能（服务范围为300公里以上）。

城际铁路：设计速度200-300公里/小时，
覆盖全国、重要节点设站、多种停站方案、乘
客中长途旅行出行。

定位：重庆主城都市区外周边城市之间
（服务范围为100-300公里）。

市域（郊）铁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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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交化、多种停站方案、早晚高峰明显、快速
乘降。

定位：贯通重庆中心城区、辐射全市域，
实现主城新区城市间、主城新区与中心城区
间直联直通（服务范围为50-100公里）。

城市轨道交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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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速乘降、乘客集散。

定位：重庆中心城区（服务范围在50公里
以内）。

市铁路集团
在建6个都市快线项目

城轨快线15号线一期

起于九曲河东站，全长38.73公里。目
前，28个开工点已全面进入主体工程施工，九
曲河东站、西南政法大学站施工通道已完成，
提前进入车站主体施工。

城轨快线15号线二期

起于曾家站，终点为15号线一期的九曲
河东站，全长约32.8公里。全线控制性工程
主要有中梁山隧道及廖家溪大桥。

城轨快线27号线

西起璧山站，终点为重庆东站。线路全
长51.789公里，控制中心位于15号线九曲河
控制中心。截至11月底，首批9个开工点已
进场，其他工点正全力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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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1月
底，节点工程土建完成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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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域（郊）铁路江跳线

线路起于轨道交通五号线跳磴站，止于
江津区圣泉寺站。全长28.22公里，共新设石
林寺站、九龙园站、双福东站、享堂站、江津高
铁站、圣泉寺站6座车站，与5号线贯通运
营。预计12月底实现轨通，系统设备安装完
成90％，双流制车辆已生产15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