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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中国重庆市出台 TOD 综合开发系列政策，

其主要目的是将轨道站点周边用地承担的城市核心服务功

能，围绕站点划分为商服型、枢纽型、公服（公共服务）

型、产业型、居住型五种类型，形成轨道 TOD 综合开发分

类体系。重庆市政府坚持以轨道交通引领城市发展格局，

加快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力争 2022 年实现运营和在建里程

“850+”。中国政府正倡导建立以交通强国为建设纲要，

根据纲要要求，各地政府正建立以人为本的出行需求。同时，

习近平主席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

奋斗目标。”该目标主要体现在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更

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

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环境、更舒适的居住条件、

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更好成长、工作得更好、

生活得更好 [1]。

2 生态城建设机制

2.1 建立基础建设核心

坚决落实习近平主席对重庆的“两高两地”要求，并积

极建立“轨道交通引领城市发展格局，加快城市轨道交通建设”

作为重庆市基础建设核心，将重庆市建设成为以“社会、经济、

自然”创新发展体系，最终将重庆市建设成可持续性发展的

轨道创新生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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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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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发展的新型社会关系，是有效的利用环境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狭义地讲，就是按照生态学原理
进行城市设计，建立高效、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聚居环境。

关键词

城市规划；生态城；TOD；轨道产业链；轨道经济

【作者简介】王振华（1984-），男，中国重庆人，本科，

从事轨道交通商业地产（TOD）规划、大数据、轨道产业链

布局研究。



79

财经与管理·第 05卷·第 6期·2021 年 6月 DOI: https://doi.org/10.12345/cjygl.v5i6.7666

2.2 建立城、线、站的城市发展革新机制

建立“建轨道就是建城市”的创新管理机制，轨道交通

建设应强化“以持续性发展的创新生态城为主，以运营服务

为标准规范”的创新服务模式，从而将轨道企业从公共交通

服务运营商转变为综合城市运营服务商。使得轨道交通在构

建以人为本可持续性发展模式下，逐步建立商服型、枢纽型、

公服型、产业型、居住型五类站点 TOD 综合开发圈层，结合

城市空间形态、功能定位、土地规划等策略，构建以市民为

中心服务体系的轨道创新生态链（主要包括：“轨道+物业”“轨

道 + 制造业”“轨道 + 商业”“轨道 + 广告”“轨道 + 智慧

服务”“轨道 + 大数据分析”的综合服务形态）[2]。

2.3 建立中国重庆市土地的法定政策与非法定政策供应

规则

2.3.1 土地非法定供给原则

主导城市未来 50 年的城市功能规划、土地供给规模、

交通路网规划。建议每 10 年修编一次，主要含括城市规划、

概念规划与空间规划逻辑关系，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和城市业

态关系，梳理交通为主产服类型，最终形成交通规划为主的

主导策略。

2.3.2 土地法定供给原则

法定的土地供给原则，主导城市未来 10~15 年的中期土

地利用策略，细化概念性规划的总体框架，建议每 5 年修编

一次。

形成城市综合发展规划指导意见，利用公共交通发展策

略延伸区域规划指标数据和容量控制

2.3.3 城市建设专项规划

管控城市内容差异化、管控深度详细到建筑细节的城市

设计导则进行“设计控制”来指导城市三维的建成环境开发。

包括公共交通、市政道路、公园水体、高度控制、临街公共

活力激发、拥地住宅、街区、城市设计区、历史保护区规划。

2.3.4 城市设计导则。

建立可更改的法规合计，根据城市发展需求编制，主要

包括功能与建筑形式、慢行系统、公共空间与活力、城市夜

间照明和其他控制类型等。

2.4 建立以大渡口区先驱示范标准的未来生态城

当前，大渡口区在中心城区人口居住密度低，土地资源

丰富，但发展前景不为乐观。为促进带动大渡口区经济发展，

大渡口应主动梳理区内轨道站点及周边可开发土地资源，并

结合线、城、站三位一体关系梳理 TOD 开发站点完善城市功

能布局、区域定位，围绕人文之城、小球中心开展深度产业

资源策划，有效结合轨道资源开展轨道生态链布局的同时将

大渡口区建设成为社会、自然、经济的生态城市。

2.5 建立以人为本的幸福生活指数分析平台

通过建立大渡口区生态城市示范点，可有效帮助政府获

取居民幸福生活指数的同时，也可以为城市管理者、规划者、

建设者提供全域的数据依据，从而为城市管理者提供管理决

策依据。建立以交通强国为主体建设的统一规划，我们可为

市民提供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养老、居住、环

境等多项生活服务，从而解决民生幸福指数需求问题，最终

为人民提供美好的物质生活需要而努力 [3]。

3 轨道创新生态城生态应用示范应用场景

轨道创新生态城生态示范应用场景如表 1 所示。

表 1 生态示范应用场景

时间 事件 应用案例 应用商业模块

06:30 起床 窗帘自动打开、开水自动温热 智能家居

07:00 出门 轨道 APP 查询轨道列车到站时间 智慧乘车（App）

07:05 早餐 轨道 APP 购买早餐，B 站获取 轨道商业、电商

08:15 打卡 轨道 APP 打卡上班、考勤 个人大数据收集

11:00 午餐 轨道APP订购（第三方平台配送） 轨道广告、团购

12:30 约会 轨道 APP 购物券预定 轨道商业

18:00 晚餐 TOD 商业消费 轨道娱乐

20:00 回家
智能小区（视频监控、无线

WIFI、电商货物自提提醒）

轨道 APP、TOD、轨

道制造、轨道物业

4 轨道创新生态城解读

该模式均以轨道 APP 或者通卡、轨道单程票作为卡应用，

即使 APP 和卡不加入乘车功能，也可以作为独立商业应用。

该卡作为卡应用示例，阐述的是个人从早到晚对 APP 的使用

功能和需求，最终形成以对轨道房产、出行、教育、工作、

商业服务、轨道运营服务的生态模式，轨道企业通过建立以

市民为中心的轨道创新生态链模式。通过前期开发建设 TOD

的同时，努力为市民提供“生活在一条线、工作在一条线、



80

财经与管理·第 05卷·第 6期·2021 年 6月 DOI: https://doi.org/10.12345/cjygl.v5i6.7666

娱乐在一条线”的轨道创新生态城。

5 中国重庆轨道创新生态城论述

随着社会进程加速，轨道交通将在未来的城市化进程中

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只有坚持以交通强国为导向，

中国交通强国战略及交通运输现代化建设才有可能顺利推进。

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对数字中国建设要求，信息科技、人工智

能、新能源等为核心的技术革命及产业革命将在未来的发展

过程中进一步得到加强，轨道企业在原有的产业创新过程中

必然加速新的创新机制，用以谋求交通运输“网络化、智能化、

集成化”的创新举措，上述三化创新举措需要通过围绕以人

为本的运输组织，并结合轨道交通大容量、通道化的特点，

使得轨道交通可成为新的创新生态城载体。

轨道交通作为政府向市民提供的公共物品之一，各地政

府在购买建设的过程中还支付了较大的补贴费用。按照“十九

大城镇格局”报告要求，加快城际快速交通体系建设，完善

城市内部交通运输系统，轨道交通在建设过程中如需完成高

质量建设发展，需要完善以下几个方面：

建立轨道交通为主体的创新生态城，需要同步推动城市

间产业分工、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共同保护、环境协同治理，

为轨道交通行业开启轨道基础设施和上盖物业开发二者结合

的生态建设根源，才能确保轨道交通行业的创新生态城建设。

构建以轨道交通为核心的大数据应用服务平台，稳步推

进以轨道交通为主的“房地产、商业、广告、生产制造、社

群服务关系”城市综合服务体系，建立以人为本的衣食住行

轨道创新生态关系。我们可以通过改造和新建轨道交通发展

进程中所需求的网络化升级改造及智能化创新应用，将原有

的轨道生产要求从高风险转化为低风险模式。结合创新中国、

数字中国要求，轨道交通行业应在强化信息化、智能化、节能、

安全、环保等技术作为创新机制的同时，建立以轨道交通为

主的生态创新发展路径。

6 结语

交通强国成为了中国兴国之要、强国之基的重要战略，

其主旨思想为进一步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产业发展、空间结构

调整、技术装备更新、规则调整、业态创新的步伐。轨道交

通应进一步建立以推进城市进程发展，优化空间布局、产业

布局、功能不惧的同时，建立站城一体化的空间逻辑关系，

将原有及新建的轨道成为新的创新发展机制，并合理拓展城

市空间、产业高效布局、要素合理流动带来新的重要载体和

引导。最终建立以人为本的轨道生态、宜居、出行、消费、

生活、办公、商旅、共享的创新生态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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