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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

踏上“十四五”新征程，推
进落实交通强国及新型城镇化
建设等国家发展战略进入关键
阶段，交通与国土空间规划转
型迎来大发展机遇；同时，交通
与城市、区域的可持续协同发
展也面临着新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以

公共交通为导向带动城市发展

（Transit Oriented Develop-

ment，以下简称TOD）的模式
正成为热门话题，交通、建筑、
规划等行业对TOD的探索及
建设提出大量诉求。

TODTOD模式满足多群体需求模式满足多群体需求

回顾我国城市与交通协同
发展历程，无论是对城市空间
和用地规划的思考，还是对公
共交通站点周边设施布局和空
间设计指引的探索，我国多地
都在与时俱进探索新模式。

北京交通大学副校长、
TOD研究院院长闫学东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TOD概念是
指围绕各类公共交通枢纽周边
空间进行高密度、混合型开发，
打造集工作、商业、文化、教育、
居住等为一体的生活中心。在
各群体对TOD的关注中，专家
学者主要集中于研究土地利用
与交通系统深度融合；政府管
理者更关注土地利用效率，发
挥土地综合价值，借助对城轨
建设的巨额投资，为城市注入
新活力、新动能，提升城市品质
和服务效率；城轨企业则希望
通过落实站城一体化理念，改
善企业财务效益，扩大企业服
务范围，使其成为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抓手；而城市居民
大多期望通过TOD开发，将单
纯出行转化为更优质的生活服
务体验。

“由于TOD是综合性开发
建设项目，因此实现以上愿景
的关键因素是各地政府部门的
支持和正确引导，必须形成一
套自上而下的政策体系、流程
方法和利益共享模式。”闫学东
说，“城轨企业也应改变以往轨

道交通建设和城市发展不同步
的格局，做到轨道交通与城市
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土地综合
开发效益最大化和对轨道交通
建设运营的反哺，让轨道交通
的规划、建设和运营形成健康
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体系，让每
一座车站成为生产、生活、生态
多元复合的城市活力中心。”

助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助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是推动新型城镇
化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
期，国家已陆续提出建立20个
中心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并
相继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等国家战略。

此外，中心城市、都市圈、
城市群等城市空间形式将成为
发展新趋势。如何进一步适应
新的发展要求，实现国土空间与
交通协同发展？成为政府、学界
和企业共同面临的新课题。

对此，中国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院长王凯分析建议，城

轨交通在众多
交通形式中具
有较强的城市
空间属性，是重
要的城市基础
设施。

“TOD能更
新城市开发理
念，重构城市经
营方式，是解决
大型城市发展
规划和完善都
市圈、城市群发
展 的 首 选 模
式。”王凯认为，
TOD 将成为推
动我国城市高
质量发展的重
要 着 力 点 之
一。“目前，我国
有超过 17 个城
市出台政策，从
明确地铁物业
开发方向、缓解
融资困境到推

动综合开发等多角度切入，
盘活公共交通资源，推动城市
发展。”

查阅我国地市发展史可
见，交通布局与城市建设既紧
密相连又相互作用。做好两者
协同发展大文章，能大幅提高
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与
建设质量。

在推动落实交通强国及新
型城镇化建设等国家发展战略
背景下，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情
况已成为衡量区域公共交通服
务水平和城市建设现代化水平
的重要指标。

值得注意的是，以公共交
通基础设施和沿线土地一体化
开发为基础的TOD模式，能够
整合沿线站点土地、商业、产业
等资源，形成多元化的综合商业
体，带动人流、物流、商业流、资
金流及信息的高度汇集，从而实
现从单纯交通动线到区域经济
综合体的转变，促进沿线地区商
业繁荣、土地增值、物业升值。

“可见，TOD模式能有效
提升城市规划效率、缝合城市
空间碎片、缓解资源压力、助力
区域增值，真正落实推动城市
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的理念。”王凯说。

应结合本土特色规划建设应结合本土特色规划建设

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资源经营专委会的年报统计，
我国TOD的综合开发已经从
2010年 5座城市发展到2020
年的29座城市；TOD土地储备
总规模从2019年的1162万平
方米增加到2020年的近5000
万平方米；城轨交通TOD综合
开发的收益从2019年的 14.3
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170亿元
……数据的变化见证了中国城
市轨道交通TOD综合开发的兴
起与成熟，为交通强国和城市
持续高质量发展指引了新的方
向，是城轨交通企业产业经营
发展的有效路径和战略选择。

另据北京交通大学提供的
研究资料显示，“十三五”期间，

我国TOD发展模式较以往有
了较大变化：从单站独立开发
向片区统筹、站城一体化转变，
从空间规划向功能策划、空间
规划一体化设计转变，从站点
周边空间设计向服务于人民生
活出行工作需求特色场景营造
转变，从开发建设向综合运营
转变。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TOD
研究院副院长夏海山告诉记者，
TOD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在我
国城市当前发展阶段，交通领域

“双碳”目标的实现以及新型城
镇化建设都面临新的问题和挑
战。“在此背景下，政府、学界和
企业应该跨学科交叉创新，探索
属于中国自己的TOD模式。”

如今，TOD在我国北京、
上海等城市已取得良好成效。
未来，大城市应如何进一步做
好TOD？中国工程院院士吴
志强认为需要注意几大关键要
素，如地方政府领导战略创新
及全市重点空间战略布局，“家
园中心”（城市综合公共服务组
合包）组织地铁区域联动开发
相应资源等。

吴志强团队曾对北京不同
年龄段的市民作过调研，他认
为，了解市民的实际需求，才是
践行TOD模式的根本。

记者了解到，从城市级、区
域级、家园级、小区级等不同层
面精准定位与规划的区域即吴
志强提出的空间战略布局。同
时，吴志强表示，以“家园中心”
为基础，组织地铁区域联动再
开发，可促成社会生活和地铁
设施全面结合，为市民提供方
便快捷的生活圈。

此前，我国部分城市在践
行TOD模式时学习国外做法，
将空间规划为工业区、居住区、
商务区、休闲区等。吴志强认
为中国城市最有活力、最能引
发市民文化情感的，大多是独
具特色、古今交融的空间复合
地。“TOD不仅仅要向外学习，
更要找回自己的文化自信，探
索时间相位在同空间内的组合
规划建设。”

新模式新模式：：以公共交通聚城市活力以公共交通聚城市活力

■中国城市报记者 刘唤宇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发布《家用汽车产品修理
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以下简称
《汽车三包规定》），自2022年1
月1日起施行。该规定在2013
年施行的《家用汽车产品修理、
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的基础
上，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不断发
展，新版本《汽车三包规定》也
将其纳入其中。针对新能源汽
车，该规定除了将动力蓄电池、
行驶驱动电机作为与发动机、
变速器并列的家用汽车主要零
部件纳入免费更换总成的规定
范围，以及将反复发生的质量

问题纳入退换车条款之外，还
要求生产者将家用纯电动、插
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品的动力
蓄电池在包修期、三包有效期
内的容量衰减限值明示在三包
凭证上。

同时，新规在退换车条款
中补充了家用电动汽车动力蓄
电池起火故障的情况：自销售
者开具购车发票(或者交付产
品)之日起60日内或者行驶里
程3000公里之内(以先到者为
准)，如果出现动力蓄电池起火
的问题，销售者应当负责免费
更换或退货。

此外，新版《汽车三包规
定》明确，家用汽车产品的三包
有效期不得低于2年或者行驶

里程5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
准）；包修期不得低于3年或者
行驶里程60000公里（以先到
者为准）；三包有效期和包修期
自销售者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
计算，开具购车发票日期与交
付家用汽车产品日期不一致
的，自交付之日起计算。

相比旧版《汽车三包规
定》，此条款中从开具发票之日
改为交付日，这是对消费者权
益的一大保障。尤其是一些热
销车型，由于交车时间较长，提
早开发票导致交车晚于发票时
间，最多可达几个月，使消费者
产生一定的维权风险。新政策
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值得关注的是，在加强对

消费者权益保障的同时，新版
《汽车三包规定》也对生产者和
经营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
中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限制
消费者自主选择对家用汽车产
品进行维护、保养的企业，并将
其作为拒绝承担三包责任的理
由。因此，即便车主没有在其
买车的4S店做维修保养，经营
者也不能拒绝提供三包服务。

对于商家拒绝履行三包责
任的，新版《汽车三包规定》加大
了处罚力度。相比旧版《汽车三
包规定》里“处一万元以上三万
元以下罚款”，新版《汽车三包规
定》的罚款最高可达近50万元。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
会秘书长崔东树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家用汽车产品的新
版三包政策完善了原有三包规
定的争议焦点问题，有利于维
护消费者和企业的权益。日常
生活中，很多消费者其实并不
了解三包政策，加上部分零售
商爱钻政策空子，给广大消费
者的维权增加了难度。新政策
细化完善了相关条款，有利于
改善这一情况。

“新三包适应了新能源汽
车销量和保有量快速增长及私
人用户购买成为主力的趋势，
明确了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等
电动汽车核心零部件的三包规
范，是与时俱进保障相关消费
者合法权益的必要举措。”崔东
树说。

新版汽车三包政策将新能源汽车纳入售后保障新版汽车三包政策将新能源汽车纳入售后保障

北京大兴机场的商业区域达到52000平方米，300多家品牌店铺包含了国内、
国际的精品服饰、化妆品、电子产品、特色礼品和趣味玩具等。餐饮区面积近
18000平方米，涵盖了传统餐企、北京老字号、新兴网红、米其林餐厅等众多知名品
牌。在这里，等飞机对于消费者来说不再是一件闹心的事，还可以感受在机场“逛
吃逛吃”的奇妙体验。 中新社发 赵雅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