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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

市域铁路网建设尚存短板

记者了解到，目前，京津冀
城际铁路投资公司已完成股权
结构调整，随着京津冀交通一
体化深入发展，轨道上的京津
冀骨架、一体化的机场群、一体
化的道路交通和水路交通、快
递网络体系正在形成，京津冀
城市群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建设
初见成效。

作为“十四五”规划开局之
年，2021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
的重要一年，“城市要发展、交
通须先行”。推动京津冀协同
发展取得新突破和更大成效，
在不少交通领域学者看来，提
升和完善轨道交通设施的软硬
件服务势在必行。

“面向未来，我们应该吸收
世界先进城市群的交通发展成
功经验，在京津冀率先打造国

际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形成全
国示范性城市群。”北京交通大
学教授博导、轨道交通控制与
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通信方向
首席专家钟章队接受中国城市
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在京津冀
协同发展大背景下，部署整体
推进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和市
域铁路建设与完善，对加强城
市群、都市圈的经济文化交流
有至关重要作用。

谈到京津冀综合交通目前
还存在哪些短板？是否还有发展
不充分、不平衡之处？钟章队分
析认为，市域铁路发展不足是城
乡交通一体化、城市中心与卫星
城大容量交通衔接的薄弱环节。

“空铁、空空、港铁等多种
交通方式融合、协调、协同还存
在许多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
服务站城融合、产城融合、供应
链、产业链等方面需要提高。”
钟章队说，城市快行交通与慢
行交通衔接不畅、换乘困难、存

在堵点、造成出行效率不高；国
际化服务水平较为落后，影响国
际活动效率等问题，都影响了京
津冀综合交通一体化发展。

建成后可带动城市发展

2020年12月，国务院办公
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单位
《关于推动都市圈市域（郊）铁
路加快发展的意见》，要求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贯
彻落实加快推动都市圈市域
（郊）铁路加快发展。

对此，业内人士分析，国家
之所以重视市域（郊）铁路发
展，主要在于其对优化城市功
能布局、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
城镇协调发展、扩大有效投资
等方面具有一举多得之效。

“此前，北京、天津已经出
台市域铁路网络发展规划，北
京通过改造普速铁路建设了多
条市郊铁路。”钟章队介绍说，

“十四五”要加快建设市域铁
路，做好雄安、石家庄、唐山等
城市市域铁路网络的规划，形
成衔接有序的城市群一体化市
域铁路网络。

在北京五环与六环之间建
设市域铁路大环线，把多条高
速铁路或城际铁路辐射线环接
起来，能有效缩短旅客换乘时

间、提升乘坐体验，对运输效率
也有显著提升。钟章队认为，
如果该构思能成型，届时，去往
市效或卫星城的旅客可直接在
大环线换乘。

“同时，市域铁路一旦与城
市轨道交通环线、已规划的城
际铁路环线共同构建首都综合
轨道交通3层环线。市域铁路
将全面实现公交化运营，为旅客
提供通勤、通学的快速便捷大通
道、大走廊。”钟章队说。

此外，在多种交通工具交
换站设计上，钟章队认为可形
成九层综合立体交通线网。“完
善九层架构的安全、便捷、高
效、绿色、经济的综合立体交通
线网，可实现充分衔接、互相协
调、无缝转换和完整通畅的运
输目的。”钟章队说。

“数字大脑”加速构建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钟章
队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提出
自己的构思和提案，他建议相
关部门围绕4个航站中心打造
京津冀高效联通、应急互补的
机场网线，机场之间通过多条
高铁、城际铁路、市域铁路形成
大容量联络。

此外，还要完善京津冀地

区城际铁路网络，加快构建首都
城际铁路大环，与高铁干线网络
高效衔接；打破行政地域限制，
围绕北京、天津、雄安、石家庄
等4个都市圈建设，大力发展
市域铁路；围绕中心城区，进一
步加密城市轨道交通网络，消
灭“洼地”，形成主体大容量交
通出行供给体系；实现村村通
高速公路或快速公路，打造弹
性的高速线网；围绕大容量交
通节点，优化调整公共汽车网
络；积极推进绿色出行，构建末
端自行车或电单车线网，有条
件地段铺设独立自行车道，打
造末端自行车、共享单车、助力
车等便捷交通网络；围绕健康
城市建设，建立发达的步行网
络，提高全民健康素质；建设和
维护好残疾人专用通道和设施。

“实现这些目标，除了政府
等管理部门制定政策和规划方
案外，还需要众多单位给予数字
技术的配合和支持。”钟章队认
为，只有打造综合立体交通“大
脑”，才能加速构建京津冀国际
化综合交通极和枢纽集群。

在北京交通大学科技大厦
的一间实验室内，记者见到多
种先进数字设施，包括数字机
器人、电子中控平台和计算机
集群，“通过5G、AI、数据中心、
区块链等新IT技术，构建新一
代综合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将
打造互联互通的‘信息高速公
路’和‘信息高速铁路’。”钟章
队认为，把这些技术运用到轨
道交通设备中，可实现综合交
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
强多种交通方式全网调度指挥
和应急处置系统的协调和协
同，实时掌握城市群内部的交
通流动状态和京津冀城市群进
出交通流量，提高交通应急处
置和调度能力。

同时，基于 5G 数字的移
动、无感、智能检验检查技术一
旦运用到车站等交换平台中，还
可减少城市群内部交通关卡，提
高出行体验和效率，能有效统一
城市群内部的交通服务标准，包
括交通标识、指示、定位和导航
服务，与城市其他服务协同，形
成京津冀统一的一卡通服务，实
现交通服务智能化、国际化。

■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日前，在国家发展改革委、
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关于
做好2020年国家物流枢纽建
设工作的通知》中，记者发现，
共有22个物流枢纽入选2020
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其
中，仅有北京和深圳两座城市
为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这
些入选城市物流枢纽均具有
设施区位优势突出，空间布
局、建设运行等基础条件较好

的特征。
面对良好的政策环境，全

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渭南市副
市长高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她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
提交提案，建议国家发展改革
委将西安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
列入重点建设名单，加大对空
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的资金
支持力度。

陕西省政府高度重视物流
业发展，先后制定了《西安临空
经济示范区发展规划（2019—

2035）》等系列文件，西安市也制
定出台了《大西安现代物流业发
展规划（2018—2021年）》等政
策措施，物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
不断完善。

高洁建议，通过多方合
作，加大力度推进西安市西咸
新区空港新城建设空港型国
家物流枢纽，以此形成以西安
市牵头的西部地区城市群经
济发展主体。

谈到建设空港型国家物流
枢纽将给地区带来哪些新机遇

时，高洁表示，建设西安国际航
空枢纽，有利于构建通达全球
的航线网络，形成航空带动、陆
空互动、多式联动的国际运输
走廊，提升陕西的国际互联互
通水平。

“此外，建设空港型国家物
流枢纽还有利于打造‘一带一
路’交通商贸物流、国际产能合
作、科技教育、国际文化旅游、
丝绸之路金融等五大中心，深
度融入和服务‘一带一路’倡
议，形成陆空内外联动、东西双

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高
洁分析称。

值得注意的是，西安空港
型国家物流枢纽已入选2019
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未
来，如果西安市西咸新区空港
型国家物流枢纽入选名单，将
对构建陆空内外联动、东西双
向互济的陕西对外开放新格局
奠定坚实基础。”高洁分析说，

“同时也将带动包括渭南市在
内的周边各市经济腾飞、民生
改善等巨变。”

京津冀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建设如何继续推进交通一体化建设如何继续推进

西安市：建设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 构建陕西省开放新格局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自2015年发布以来,取

得了累累硕果。其中，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有序推进，

城市经济结构和人口规模得到调整优化，北京两翼的雄

安新区和北京副中心的建设已全面启动；天津、河北地

区在产业、文化、民生方面也持续发力和不断完善。在

此背景下，如何加快京津冀区域互联互通、推进京津冀

交通一体化建设，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浙江温州：首条越江
隧道火热建设中

3月 16日，浙江省温
州市轨道交通 S2线一期
工程，SG5标温州瓯江北
口越江隧道盾构工程自去
年 3 月启动以来进展顺
利，隧道内的施工现场一
派繁忙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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