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信 息 
第 3 期（总第 30 期）    2021 年 4 月 9 日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2020 年度统计和分析报告 

中
国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协
会



中
国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协
会



声      明 

《城市轨道交通年度统计分析报告》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

会经国家统计局批准发布，是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政策和规划、行

业相关单位和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分析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未经

同意，任何单位、机构和个人不得出售、翻印、过分解读、再发

布《城市轨道交通年度统计分析报告》中的信息、数据、分析图

表、资料等，引用或转载时请注明信息来源。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拥有本报告的所有权和最终解释权。 

特此声明。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九日

中
国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协
会



中
国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协
会



 

 

目     录 

一、 概    述 ......................................................................................... １ 

二、 运营情况 ........................................................................................... 3 

1  运营规模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3 

1.1  运营线路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3 

1.2  运营站场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5 

1.3  运营线路制式结构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6 

1.4  “十三五”期间，新增运营线路超 4000 公里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8 

2  客运量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4 

2.1  客运量、进站量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4 

2.2  客运强度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19 

2.3  线路高峰小时最高断面客流量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21 

2.4  “十三五”期间，累计完成客运量近 1000 亿人次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24 

3  运营服务和安全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27 

3.1  车辆配置、运营里程和平均旅行速度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27 

3.2  高峰小时最小发车间隔和线网运营服务时长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30 

3.3  运营安全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32 

4  运营经济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32 

4.1  运营收入、成本和收支情况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32 

4.2  能耗情况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36 

三、 建设情况 ......................................................................................... 39 

1  在建规模持续增长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39 

2  5 种制式在建，地铁占比下降，市域快轨占比增加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39 

3  全年完成建设投资达 6286 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42 

中
国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协
会



 

 

4  “十三五”期间累计完成建设投资超 26000 亿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44 

四、 规划情况 ......................................................................................... 48 

1  在实施获批建设规划超 7000 公里，多地进入网络化阶段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48 

2  地铁制式为主，多种系统制式共同发展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48 

3  可研批复总投资稳步增长，新兴城市呈快速发力势头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49 

4  8 市新一轮建设规划或规划调整获批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52 

5  “十三五”期间，多地新一轮建设规划获批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53 

五、 思考与建议 ..................................................................................... 61 

1  科学谋划，开创“十四五”发展新局面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61 

2  发展市域快轨，推进多网融合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63 

3  乘势而上，持续推动智慧城轨建设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64 

4  多措并举，保障城轨交通财务可持续发展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66 

 

 

中
国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协
会



１

一、 概    述 

截至 2020 年底，中国大陆地区（以下文中涉及全国数据均指中国大陆地

区，不含港澳台）共有 45 个城市开通城市轨道交通（以下简称城轨交通）运

营线路 244 条，运营线路总长度 7969.7 公里。其中，地铁运营线路

6280.8 公里，占比 78.8%；其他制式城轨交通运营线路 1688.9 公里，

占比 21.2%。当年新增运营线路长度 1233.5 公里。 

拥有 4条及以上运营线路，且换乘站 3座及以上的城市 22 个，占

已开通城轨交通运营城市总数的 49%。2020 年全年累计完成客运量

175.9 亿人次，同比下降 25.8%，总进站量为 109.5 亿人次，同比下降

26.8%，总客运周转量为 1486.4 亿人公里，同比下降 25.8%，受新冠

疫情影响，一季度运营规模断崖式下降，后期逐渐恢复，与上年同期

相比全年整体下降。 

2020 年中心城市城轨交通客运量占公共交通客运总量出行比率

38.7%，比上年提升 4.1 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广州、南京、深圳、北

京、成都 6个城市城轨交通客运量占公共交通出行比率超过 50%。 

2020 年全年共完成建设投资 6286 亿元，同比增长 5.5%，在建项

目的可研批复投资累计 45289.3 亿元，在建线路总长 6797.5 公里，在

建线路规模与上年接近，年度完成建设投资创历史新高。 

截至 2020 年底，共有 67 个城市的城轨交通线网规划获批（含地方

政府批复的 21 个城市），其中，城轨交通线网建设规划在实施的城市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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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61 个，在实施的建设规划线路总长 7085.5 公里（不含已开通运营线路）。

2020 年当年，共有 8个城市新一轮城轨交通建设规划或规划调整获国

家发改委批复并公布，获批项目中涉及新增线路长度 587.95 公里，新

增计划投资 4709.86 亿元。 

“十三五”期间，累计新增运营线路长度为 4351.7 公里，年均新

增运营线路长度 870.3 公里，年均增长率 17.1%，创历史新高，比“十

二五”年均投入运营线路长度 403.8 公里翻了一番还多，五年新增运

营线路长度超过“十三五”前的累计总和；累计完成建设投资 26278.7

亿元，年均完成建设投资 5255.7 亿元，比“十二五”翻了一番还多；

累计共有 35 个城市的新一轮城轨交通建设规划或规划调整获国家发

改委批复并公布，获批项目中涉及新增规划线路长度总计 4001.74 公

里，新增计划投资合计约 29781.91 亿元。运营、建设、规划线路规模

和投资跨越式增长，城轨交通持续保持快速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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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运营情况 

1 运营规模 

1.1 运营线路 

截至 2020 年底，共有 45 个城市开通城轨交通运营线路 244 条，

运营线路总长度达 7969.7 公里。新增天水、三亚、太原 3市，其中，

天水、三亚为有轨电车。另依据 2020 年 11 月 1 日生效的团体标准

《城市轨道交通分类》（T/CAMET 00001-2020）相关规定，将 2018

年开通运营的株洲 A1 线和 2019 年开通运营的宜宾 T1 线(均为电子导

向胶轮系统)纳入统计，城轨交通运营城市累计达 45 个。 

按线路敷设方式来分，地下线 5422.3 公里，占比 68.1%；地面

线 990.5 公里，占比 12.4%；高架线 1556.9 公里，占比 19.5%。各

城市运营线路基础数据见表 1和表 2。 

从新增运营线路长度看，2020 年新增运营线路 36 条，新增运

营线路长度 1233.5 公里，当年新增运营线路和累计运营线路长度创

历史新高。其中，成都新增 216.3 公里，居全国首位，杭州 169.7

公里、深圳 107 公里分列二、三位。西安、青岛、长沙、宁波、昆

明增量超过 50 公里；增长率超过 100%的有杭州、呼和浩特、徐州，

分别增长 129.7%、125.7%、110.7%，宁波、长沙、昆明、石家庄、

西安、成都，增长率均超过 50%。 

各城市城轨交通运营线路长度及增长幅度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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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年运营线路长度

线网规模

线路长度
（公里）

增幅
（%）

 

注：1.广佛线按地理区域划分，佛山境内线路长度 21.5 公里，车站 15 个，此后涉及广佛线线路长度 

和车站的图示和说明均遵循此原则； 

    2.有轨电车运营长度含上海松江、沈阳浑南、武汉光谷和长春有轨电车 4家共计 50.1 公里共线 

运营线路长度。 

图 1  2020 年各城市城轨交通运营线路长度及增长幅度 

从运营线网规模看，共计 22 个城市的线网规模达到 100 公里或

以上。其中，上海 834.2 公里，北京 799.1 公里，2 市运营规模在

全国遥遥领先，已逐步形成超大线网规模；成都、广州运营线路长

度超过 500 公里；深圳超过 400 公里；南京、武汉、重庆、杭州 4

市均超过 300 公里；青岛、郑州、西安、天津、沈阳、苏州 6 市均

超过 200 公里。 

从行政区划来看，共有 28 个省（含直辖市）开通城轨交通运营，

其中，江苏省内开通城轨交通运营的城市最多，为 6 市，6 市城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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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线路长度合计791.8公里；广东省有5市，线路长度合计1028.9

公里；浙江省有 3 市，线路长度合计 508.4 公里。另有辽宁、福建、

山东、湖南、四川、甘肃 6 省各有 2 市，其余 19 省（含直辖市）各

有 1市开通城轨交通运营。总体来看，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地区的

城轨交通发展已走在全国的前列。 

从城市群拥有城轨交通运营线网规模在全国总运营线网规模中

的占有率看，长三角城市群 11 市开通运营线路 64 条，运营线路长

度 2247 公里，全线网总长度占有率 28.2%，长三角城市群开通运营

城市和运营线网分布最为密集；京津冀城市群 3市开通运营线路 35

条，运营线路长度 1097 公里，占有率 13.8%；珠三角 5市开通运营

线路 31 条，运营线路长度 1029 公里，占有率 12.9%；成渝城市群 2

城开通运营线路 23 条，运营线路长度 995 公里，占有率 12.5%。随

着城市群、都市圈经济的快速发展，高铁、城际、市域（郊）、地

铁四网融合的推进，带动区域一体化、站城融合、多层次立体交通

网络逐步形成。 

1.2 运营站场 

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城轨交通累计投运车站总计 4681 座（线网

车站每个车站只计一次，换乘站不重复计算），其中换乘车站 472 座。拥有

换乘站的城市达到 30 个，占已开通城轨交通城市的 67%。据不完全

统计，累计投运车辆段和停车场共计 384 座。各城市城轨交通投运

站场情况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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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 4条及以上运营线路，且换乘站 3座及以上的城市共计 22

个，占已开通城轨交通运营城市总数的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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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各城市城轨交通投运站场

车站数

车辆段或停车场数

车站

（座）

停车场/车辆段
（座）

 

注：线网车站数量含换乘站，每车站只计一次。 

图 2  2020 年各城市城轨交通投运站场 

1.3 运营线路制式结构 

根据团标《城市轨道交通分类》（T/CAMET 00001-2020）将城

轨交通系统制式分为 10 类，分别为地铁系统、轻轨系统、市域快轨

系统、磁浮交通系统、跨座式单轨系统、悬挂式单轨系统、自导向

轨道系统、有轨电车系统、导轨式胶轮系统、电子导向胶轮系统。 

截至2020年底，城轨交通运营线路中共有8种制式同时在运营。

其中，地铁 6280.8 公里，占比 78.81%；轻轨 217.6 公里，占比 2.73%；

跨座式单轨 98.5 公里，占比 1.24%；市域快轨 819.6 公里，占比

中
国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协
会



 

7 

10.28%;有轨电车 464.6 公里，占比 5.83%；磁浮交通 57.7 公里，

占比 0.72%；自导向轨道系统 10.2 公里，占比 0.13%，电子导向胶

轮系统 20.7 公里，占比 0.26%。无悬挂式单轨和导轨式胶轮系统。

2020 年各城市城轨交通运营线路制式结构见图 3。 

78.81%

2.73%
1.24%

10.28%

5.83%

0.72%

0.13%

0.26%

2020城轨交通运营线路制式结构

地铁

轻轨

跨座式单轨

市域快轨

有轨电车

磁浮交通

自导向轨道系统

电子导向胶轮系统

 

图 3  2020 年城轨交通运营线路制式结构 

2020年新增运营线路1233.5公里，其中新增地铁1100.2公里，

占比 89.2%；新增市域快轨 65 公里，占比 5.3%；新增有轨电车 47.6

公里，占比 3.9%。与上年同期相比，地铁同比增幅最大，主要是新

开通城市和新开通线路条数增多。市域快轨、有轨电车增量低于上

年同期。 

拥有 2种及以上制式投运的城市有 19 个，占已开通城轨交通运

营城市的 42.2%。其中，上海有 5 种制式在运营，北京有 4 种制式

在运营，天津、广州、南京、长春、大连、成都、青岛 7 市各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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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制式在运营，重庆、深圳、武汉、沈阳、苏州、郑州、佛山、长

沙、兰州、宁波 10 市各有 2种制式在运营。 

截至 2020 年底，有上海、广州、北京、成都、太原 5个城市 8

条运营线路采用 GOA4 级别的全自动运行系统（FAO），运营线路长

度 167 公里。其中 2020 年新增为上海地铁 10 号线二期、上海地铁

18 号线一期南段、成都地铁 9号线一期、太原地铁 2 号线，4条运

营线路长度 70 公里。 

2020 年 3 月，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交通强国建设决策部署，组织编

制了《中国城市轨道交通智慧城轨发展纲要》，统筹谋划了 1张智

慧城轨的发展蓝图，8大关键核心业务建设体系，1个承载全部智慧

城轨业务的云平台和 1套智慧城轨技术标准体系。随着智慧城轨的

深入开展，推动北京燕房线全自动运行项目，重庆 CBTC 互联互通项

目，上海智能运维项目，广州地铁、深圳地铁和上海地铁的智慧车

站，呼和浩特和太原的城轨云平台等示范工程的推广应用，新技术

为城轨交通行业带来了新的活力。 

1.4 “十三五”期间，新增运营线路超 4000 公里 

“十三五”期间，累计新增运营线路长度为 4351.7 公里，年均

新增运营线路长度 870.3 公里，年均增长率 17.1%，创历史新高，

比“十二五”期间年均新投运线路长度 403.8 公里翻了一番还多，

“十三五”五年间新增运营线路长度超过“十三五”前的累计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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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新增和累计城轨交通运营线路长度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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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十三五”期间新增和累计城轨交通运营线路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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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0 年各城市城轨交通运营线路制式规模统计汇总表 

序
号 

城市 
线路长度 
（公里） 

各系统制式线路长度（公里） 

地铁 轻轨 
跨座式 
单轨 

市域快轨 有轨电车 磁浮交通 
自导向 
轨道系统 

电子导向
胶轮系统 

导轨式 
胶轮系统 

悬挂式 
单轨 

1 北京 799.1 653.0 / / 115.3 20.8 10.0 / / / / 

2 上海 834.2 693.8 / / 56.0 49.0 29.1 6.3 / / / 

3 天津 238.8 178.6 52.3 / / 7.9 / / / / / 

4 重庆 343.3 244.8 / 98.5 / / / / / / / 

5 广州 531.6 505.7 / / / 22.0 / 3.9 / / / 

6 深圳 422.6 410.9 / / / 11.7 / / / / / 

7 武汉 387.5 338.4 / / / 49.1 / / / / / 

8 南京 394.3 176.8 / / 200.8 16.7 / / / / / 

9 沈阳 211.5 114.1 / / / 97.4 / / / / / 

10 长春 117.7 38.7 61.5 / / 17.5 / / / / / 

11 大连 181.3 54.1 103.8 / / 23.4 / / / / / 

12 成都 652.0 518.5 / / 94.2 39.3 / / / / / 

13 西安 239.0 239.0 / / / / / / / / / 

14 哈尔滨 30.3 30.3 / / / / / / / / / 

15 苏州 210.1 165.9 / / / 44.2 / / / / / 

16 郑州 244.0 201.0 / / 43.0 / / / / / / 

17 昆明 139.4 139.4 / / / / / / / / / 

18 杭州 300.6 300.6 / / / / / / / / / 

19 佛山 28.1 21.5 / / / 6.6 / / / / / 

20 长沙 157.9 139.3 / / / / 18.6 / / / / 

21 宁波 154.3 132.8 / / 21.5 / / / / / / 

22 无锡 87.1 87.1 / / / / / / / / / 

23 南昌 88.9 88.9 / / / / / / / / / 

24 兰州 86.9 25.9 / / 61.0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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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城市 
线路长度 
（公里） 

各系统制式线路长度（公里） 

地铁 轻轨 
跨座式 
单轨 

市域快轨 有轨电车 磁浮交通 
自导向轨
道系统 

电子导向
胶轮系统 

导轨式 
胶轮系统 

悬挂式 
单轨 

25 青岛 255.0 71.9 / / 174.3 8.8 / / / / / 

26 淮安 20.1 / / / / 20.1 / / / / / 

27 福州 58.5 58.5 / / / / / / / / / 

28 东莞 37.8 37.8 / / / / / / / / / 

29 南宁 108.0 108.0 / / / / / / / / / 

30 合肥 112.5 112.5 / / / / / / / / / 

31 石家庄 59.0 59.0 / / / / / / / / / 

32 贵阳 34.8 34.8 / / / / / / / / / 

33 厦门 71.9 71.9 / / / / / / / / / 

34 珠海 8.8 / / / / 8.8 / / / / / 

35 乌鲁木齐 26.8 26.8 / / / / / / / / / 

36 温州 53.5 / / / 53.5 / / / / / / 

37 济南 47.7 47.7 / / / / / / / / / 

38 常州 34.2 34.2 / / / / / / / / / 

39 徐州 46.0 46.0 / / / / / / / / / 

40 呼和浩特 49.0 49.0 / / / / / / / / / 

41 天水 12.9 / / / / 12.9 / / / / / 

42 三亚 8.4 / / / / 8.4 / / / / / 

43 太原 23.6 23.6 / / / / / / / / / 

44 株洲 3.0 / / / / / / / 3.0 / / 

45 宜宾 17.7 / / / / / / / 17.7 / / 

2020 合计 7969.7 6280.8 217.6 98.5 819.6 464.6 57.7 10.2 20.7 / / 
注：1.表中经国家发改委审批的线路 7047 公里，占比 89%；地方政府审批的线路 592 公里，占比 7%；原铁道部审批的线路总规模 331 公里，占比 4%； 

2.所有线网，车站数量含换乘站，每车站只计数一次； 

3.按地理区域划分，广佛线在佛山境内 21.5 公里，车站 15 个计入佛山市； 

4.有轨电车运营长度含上海松江、沈阳浑南、武汉光谷和长春有轨电车 4家共计 50.1 公里共线运营线路长度。 中
国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协
会



 

12 

表 2  2020 年各城市城轨交通运营线路敷设方式和站场统计汇总表 

序

号 
城市 

线路长度 

（公里） 

各敷设方式线路长度（公里） 场站（座） 

地下线 地面线 高架线 车站数 
其中：换

乘站数 

车辆段/停

车场数 

1 北京 799.1 490.4 147.4 161.3 382 62 35 

2 上海 834.2 448.8 121.4 264.0 432 65 38 

3 天津 238.8 163.0 15.8 60.0 157 15 13 

4 重庆 343.3 204.1 2.6 136.6 178 20 17 

5 广州 531.6 416.8 25.7 89.1 277 35 22 

6 深圳 422.6 352.8 18.1 51.7 263 48 21 

7 武汉 387.5 263.5 42.6 81.4 254 29 25 

8 南京 394.3 198.2 29.1 167.0 187 13 15 

9 沈阳 211.5 114.1 97.4 / 157 13 7 

10 长春 117.7 42.9 55.0 19.8 119 8 7 

11 大连 181.3 55.2 55.3 70.8 106 3 7 

12 成都 652.0 455.5 138.4 58.1 327 46 27 

13 西安 239.0 193.9 2.9 42.2 154 13 14 

14 哈尔滨 30.3 30.3 / / 26 1 1 

15 苏州 210.1 161.2 35.3 13.6 151 9 10 

16 郑州 244.0 183.7 44.3 16.0 133 17 12 

17 昆明 139.4 117.5 / 21.9 83 9 9 

18 杭州 300.6 279.2 0.4 21.0 169 20 11 

19 佛山 28.1 21.5 6.6 / 25 / 2 

20 长沙 157.9 138.4 1.1 18.4 95 12 7 

21 宁波 154.3 83.5 / 70.8 97 6 9 

22 无锡 87.1 72.9 0.3 13.9 66 3 6 

23 南昌 88.9 88.9 / / 70 4 5 

24 兰州 86.9 25.9 61.0 / 26 / 3 

25 青岛 255.0 139.9 10.9 104.2 119 4 13 

26 淮安 20.1 / 20.1 / 23 / 1 

27 福州 58.5 58.5 / / 45 1 4 

28 东莞 37.8 33.7 0.4 3.7 15 / 1 

29 南宁 108.0 108.0 / / 80 7 6 

30 合肥 112.5 108.3 / 4.2 80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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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城市 

线路长度 

（公里） 

各敷设方式线路长度（公里） 场站（座） 

地下线 地面线 高架线 车站数 
其中：换

乘站数 

车辆段/停

车场数 

31 石家庄 59.0 59.0 / / 48 3 4 

32 贵阳 34.8 29.7 1.8 3.3 25 / 2 

33 厦门 71.9 67.2 1.9 2.8 55 1 4 

34 珠海 8.8 / 8.8 / 14 / 1 

35 乌鲁木齐 26.8 26.8 / / 21 / 2 

36 温州 53.5 11.4 3.0 39.1 18 / 1 

37 济南 47.7 31.3 0.2 16.2 24 / 3 

38 常州 34.2 31.6 0.4 2.2 29 / 2 

39 徐州 46.0 45.3 0.1 0.6 37 1 4 

40 呼和浩特 49.0 45.8 0.3 2.9 43 1 4 

41 天水 12.9 / 12.9 / 11 / 1 

42 三亚 8.4 / 8.4 / 15 / 1 

43 太原 23.6 23.6 / / 22 / 1 

44 株洲 3.0 / 3.0 / 4 / / 

45 宜宾 17.7 / 17.7 / 19 / / 

2020 合计 7969.7 5422.3 990.5 1556.9 4681 472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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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客运量 

2.1 客运量、进站量 

2020 年初，受新冠疫情影响，部分行业停工停产，客流大

幅度下降，一季度有 11 个城市全部或部分线路停运，其中武汉

停运时间最长，从 1 月 23 日武汉封城至 3 月 28 日恢复运营，

共停运 6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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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19年全国中心城市城轨交通月度客运总量对比

2020年 2019年

注：数据来源于交通部官网公布的中心城市月度客运量统计。 

图 5  2020、2019 年中心城市城轨交通月度客运总量对比 

从 2020 年全国中心城市城轨交通月度客运量可以看出，2

月份城轨交通客运量断崖式下跌，其后各月减幅收窄并逐渐有

所恢复。2020、2019 年中心城市城轨交通月度客运总量情况见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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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与上年同期相比城轨交通客运量下降。但随着城轨交

通运营线路长度的快速增长，线网的织密，中心城市城轨交通

客运量占公共交通客运总量的出行比率也在逐年提高。 

2020 年，城轨交通客运量占公共交通客运总量出行比率

38.7%，比上年提升 4.1 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广州、南京、

深圳、北京、成都 6 个城市城轨交通客运量占公共交通出行比

率超过 50%。上海最高 62.34%，成都跨入 50%行列，达到了

50.17%。6 市 2020 年、2019 年城轨交通占公共交通客运总量出

行比率见图 6。 

53.41

62.34

57.61

54.06 56.5

50.17
53.4

59.48

53.8

51.01 52.87

44.61

30

40

50

60

70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南京 成都

2020、2019年中心城市城轨交通占公共交通出行比率

2020年 2019年

(%)

注：数据由交通部官网公布的中心城市月度客运量统计数据计算所得。 

图 6  2020、2019 年中心城市城轨交通占公共交通出行比率 

据不完全统计，城轨交通 2020 年累计完成客运量 175.9 亿

人次，比上年减少 61.1 亿人次，下降 25.8%。2020 年各城市城

轨交通客运量、进站量、客运周转量情况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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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各城市轨道交通客运量、进站量、客运周转量

客运量

进站量

客运周转量

客运量
（亿人次）

客运周转量
（亿人公里）

注：1.不含 5条市域快轨 331.2 公里、12 条有轨电车 140.2 公里，共 471.4 公里运营线路的客运 

情况； 

2.广佛线全线客流数据计入广州，此后涉及客流指标的图示和说明均遵循此原则。 

图 7  2020 年各城市城轨交通客运完成情况 

北京全年累计完成客运量 22.9 亿人次，同比下降 42.11 %，

降幅较大；上海累计完成客运量28.4亿人次，同比下降26.98 %；

广州累计完成客运量 24.2 亿人次，同比下降 27.02%；深圳累计

完成客运量 16.3 亿人次，同比下降 9.19 %；成都累计完成客运

量 12.2 亿人次，同比下降 12.89%。成都和深圳由于新建线路投

入运营，降幅较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 5 市客运

量占全国总客运量的 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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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19年各城市城轨交通日均客运量

2020年日均客运量 2019年日均客运量

（万人次）

图 8  2020、2019 年各城市城轨交通日均客运量 

2020 年，全国城轨交通日均客运总量达到 5131.7 万人次，

较上年减少 1505.4 万人次，下降 22.7%。日均客运总量排名领

先的分别是上海 779 万人次，广州以较少的线路长度超越北京

的日均客流达到 660.2 万人次，北京 626.9 万人次，深圳 479.4

万人次，成都 399.2 万人次。西安、重庆、南京、武汉 4 市日

均客运量突破 200 万人次；杭州、郑州、长沙 3 市日均客运量

均突破 100 万人次。2020 年、2019 年各城市城轨交通日均客运

量情况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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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19年各城市城轨交通客运进站量

2020年进站量 2019年进站量

（亿人次）

图 9  2020、2019 年各城市城轨交通客运进站量 

2020 年，城轨交通完成客运进站量 109.5 亿人次，比上年

减少 40 亿人次，下降 26.8%。上海进站量达 16 亿人次，居全国

首位，广州完成进站量 13.4 亿人次，北京完成进站量 12.2 亿

人次，深圳完成进站量 10.4 亿人次，成都完成进站量 7.4 亿人

次。上海、广州、北京、深圳、成都 5市完成进站量分别比上

年减少 27.7%、28.1%、42%、13%、16%，北京降幅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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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19年各城市城轨交通客运周转量

2020客运周转量 2019客运周转量

（亿人公里）

图 10  2020、2019 年各城市城轨交通客运周转量 

2020 年，城轨交通完成客运周转量 1486.4 亿人公里，比上

年下降 25.8%。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成都 5市完成客运周

转量903.2亿人公里，占总量比60.8%，5市合计同比下降27.1%。

2020 年、2019 年各城市城轨交通客运周转量见图 10。 

2.2 客运强度 

2020 年，全国城轨交通平均客运强度为 0.45 万人次/公里

日，客运强度同比下降 0.27 万人次/公里日，降幅 36.9%。一方

面是疫情影响下客流减少，如哈尔滨降幅 50.5%、北京降幅

49.7%。另一方面是新线路投运多，网络化运营城市增多，运营

线路长度不断增长，客运强度总体水平呈逐年下降趋势，如成

都、杭州、西安、昆明、青岛、石家庄、南宁等城市客运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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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均有所下降。仅厦门地铁略有增长，增幅为 3.36%，主要是

厦门市推出 4 月 11 日-6 月 30 日法定节假日和休息日免费乘坐

地铁、公交政策，带动了客流增长。2020 年、2019 年各城市城

轨交通客运强度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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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19年各城市城轨交通客运强度

2020年客运强度

2019年客运强度

同比变化率%

客运强度
（万人次/公里日）

同比变化率
（%）

注：1.佛山为高明有轨电车数据，广佛线计入广州； 

2.图中客运强度变化率曲线仅作平滑连接，无指示意义。 

图 11  2020、2019 年各城市城轨交通客运强度 

从线网来看，全制式综合线网平均客运强度超过 1万人次/

公里日的有 4 个城市，依次为广州 1.19 万人次/公里日、深圳

1.13 万人次/公里日、上海 1.07 万人次/公里日、西安 1.04 万

人次/公里日。 

从单线来看，线路客运强度最高的是广州地铁 1 号线 3.6

万人次/公里日，其后依次是广州地铁 2号线 2.92 万人次/公里

日、广州地铁 5号线 2.69 万人次/公里日、西安地铁 2号线 2.51

中
国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协
会



 

21 

万人次/公里日、广州地铁 3号线 2.28 万人次/公里日、上海地

铁 1号线 2.27 万人次/公里日。客运强度超过 1万人次/公里日

的线路 44 条，同比减少 29 条。分别有上海 9 条、广州 7 条、

北京 6条、深圳 6条、成都 5条、南京 3条、西安 3条、杭州 2

条、长沙 2条、沈阳 1条。 

2020 年各城市城轨交通客运情况详见表 3。 

2.3 线路高峰小时最高断面客流量 

2020 年，受疫情影响，客流量总体下降，但部分城市随着

新线的开通，网络化运营集聚更多的通勤客流，线路高峰小时

最高断面客流仍有增长的城市有：广州、深圳、成都、西安、

苏州、杭州、郑州、长沙、宁波、昆明、南昌、青岛、福州、

南宁、合肥、石家庄、厦门、兰州、徐州等。 

从线路来看，高峰小时断面客流最高的 10 条线路依次是：

北京地铁 6 号线 5.99 万人次、上海地铁 9 号线 5.75 万人次、

上海地铁 11 号线 5.67 万人次、北京地铁 4号线 5.54 万人次、

上海地铁 1 号线 5.40 万人次、上海地铁 7 号线 5.36 万人次、

深圳地铁 1 号线 5.16 万人次、广州地铁 3 号线 5.09 万人次、

成都地铁 1号线 4.95 万人次、北京地铁 10 号线 4.95 万人次。

同比基本维持以上热门线路，只是峰值略有下降。 

2020 年各城市城轨交通高峰小时最高断面客流量情况见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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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19年各城市轨道交通高峰小时断面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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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十三五”期间，累计完成客运量近 1000 亿人次 

“十三五”期间，城轨交通累计完成客运量 969.4 亿人次，

年平均客运量 194 亿人次/年，比“十二五”期间年平均客运量

106 亿人次/年增长 83%。 

“十三五”期间，城轨交通客运量、进站量、客运周转量

完成情况见图 13。 

160.9

184.8

210.7

237.1

175.9

102.2
116.9

133.2

149.4

109.5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0

50

100

150

200

250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十三五”期间城轨交通客运完成情况

全年累计完成客运量 全年累计完成进站量 全国累计完成客运周转量

客运量
进站量

（亿人次）

客运周转量
（亿人公里）

图 13“十三五”期间城轨交通客运完成情况 

 

中
国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协
会



 

25 

表 3  2020 年各城市城轨交通客运情况统计汇总表 

序

号 
城市 

客运量 

（万人次） 

日均客运量 

（万人次） 

进站量 

（万人次） 

客运周转量 

（万人公里） 

客运强度 

（万人次/日公里） 

线路最高 

日客运量 

（万人次） 

车站最高日客运量 

最高日客运量 

（万人次） 
发生车站 发生日期 

1 北京 229398.4  626.9  121615.2  2116377.7  0.78  193.8  42.27  西直门 2020/01/10 

2 上海 283649.0  779.0  160365.3  2618093.1  1.07  170.4  67.23  人民广场 2020/01/17 

3 天津 33895.0  92.6 22242.4  269379.6  0.39  44.8  22.38  天津站 2020/01/10 

4 重庆 83975.1  229.4  56475.8  733223.3  0.67  108.2  33.03  小什字 2020/08/19 

5 广州 241560.2  660.2  134256.2  1930266.9  1.19  262.7  81.10  体育西路 2020/12/31 

6 深圳 162672.9  479.4  104219.0  1383327.6  1.13  131.1  49.39  深圳北 2020/12/31 

7 武汉 62808.9 207.8 41335.6 511333.3 0.56 121.2 38.59  江汉路 2020/12/31 

8 南京 79784.6  218.0  45886.2  668116.9  0.58  125.3  67.79  新街口 2020/12/31 

9 沈阳 31627.6  90.9  22153.8  222262.1  0.43  55.5  25.81  青年大街 2020/01/10 

10 长春 15503.5  43.3  10774.7  91774.9  0.43  30.0  2.58  长春站北 2020/01/10 

11 大连 12467.6  34.1  10203.5  135265.7  0.22  24.1  14.06  西安路 2020/03/08 

12 成都 121962.0  399.2  73536.8  983458.5  0.72  108.5  46.79  春熙路 2020/10/01 

13 西安 73099.5  247.6  50807.6  573944.2  1.04  119.1  51.27  小寨 2020/05/02 

14 哈尔滨 5135.5  14.0  4321.5  35475.8  0.46  28.4  8.41  博物馆 2020/01/20 

15 苏州 30918.4  84.5  20177.5  231435.9  0.40  49.3  4.96  察院场 2020/01/01 

16 郑州 34100.6  111.9  23083.0  287102.6  0.56  68.9  7.82  郑州东站 2020/12/31 

17 昆明 15926.3  51.2  12251.8  154686.9  0.37  45.9  17.01  东风广场 2020/01/10 

18 杭州 58241.4  179.4  39908.3  495696.8  0.60  105.9  32.55  火车东站 2020/09/30 

19 佛山 27.5  0.1  27.5  / 0.01  1.0  / / / 

20 长沙 38576.4  122.0  23714.5  250118.7  0.77  93.5  51.19  五一广场 2020/12/31 中
国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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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城市 

客运量 

（万人次） 

日均客运量 

（万人次） 

进站量 

（万人次） 

客运周转量 

（万人公里） 

客运强度 

（万人次/日公里） 

线路最高 

日客运量 

（万人次） 

车站最高日客运量 

最高日客运量 

（万人次） 
发生车站 发生日期 

21 宁波 15986.0  59.9  10018.3  100707.8  0.39  36.7  16.94  鼓楼 2020/10/01 

22 无锡 8722.0  29.7  7205.1  66326.7  0.34  25.8  12.00  三阳广场 2020/11/07 

23 南昌 13593.1  50.8  13567.4  93050.5  0.57  74.5  23.38  地铁大厦 2020/12/31 

24 兰州 5248.1  14.3  5248.1  48536.1  0.55  30.1  9.14  西站什字 2020/10/01 

25 青岛 13976.1  44.6  11078.8  119515.2  0.18  35.2  12.42  五四广场 2020/12/31 

26 淮安 620.7  1.9  620.66 / 0.10  4.5  0.39  体育馆 2020/12/30 

27 福州 9475.4  25.9  8020.4  67835.2  0.44  31.1  12.64  南门兜 2020/12/31 

28 东莞 3505.6  9.6  3505.6  44819.0  0.25  25.7  8.71  鸿福路 2020/12/31 

29 南宁 20841.0  61.2  14720.0  226407.8  0.57  73.6  11.75  朝阳广场 2020/12/31 

30 合肥 19507.4  56.1  14767.3  152456.1  0.50  44.1  20.19  大东门 2020/12/31 

31 石家庄 7171.2  23.0  5514.2  38722.7  0.39  29.0  10.22  新百广场 2020/01/20 

32 贵阳 3698.3  10.1  3698.3  39380.6  0.29  17.1  2.59  贵阳北站 2020/10/08 

33 厦门 11396.6  31.1  9410.2  91249.6  0.43  34.0  12.53  吕厝 2020/11/21 

34 珠海 81.6  0.3  81.6  391.6  0.03  0.5  0.12  水拥坑 2020/10/02 

35 乌鲁木齐 1911.4  7.3  1911.4 17144.9 0.22  11.6  2.49  南门站 2020/01/15 

36 温州 701.2  2.1  701.2  11608.7  0.04  4.5  1.01  奥体中心 2020/01/01 

37 济南 867.6  2.4  867.6  6819.7  0.05  3.6  1.71  济南西 2020/10/08 

38 常州 2282.0  6.2  2282.0  18803.7  0.18  6.5  1.66  常州火车站 2020/01/01 

39 徐州 2093.9  12.1  2014.0  16251.8  0.26  15.2  2.17  徐州东站 2020/12/31 

40 呼和浩特 2130.2  11.3  1887.5  12741.2  0.23  12.0  2.33  新华广场 2020/12/31 

41 三亚 22.2  0.3  22.2  77.6  0.03  0.6  / / / 

42 太原 88.5  14.8  88.5  292.5  0.62  21.0  21.26  长风街 2020/12/27 

合计/平均 1759250.5  5146.7 1094586.5  14864479.4  0.45  / / / / 

注：广佛线全线客流数据计入广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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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营服务和安全 

3.1 车辆配置、运营里程和平均旅行速度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城轨交通累计配属车

辆 8342 列，比上年增加 1347 列，增长 19.3%。全年完成运营里

程 45.5 亿车公里，比上年增长 11.1%。北京、上海 2 市运营里

程均超 6 亿车公里，广州运营里程超过 4 亿车公里，深圳运营

里程超过 3.5 亿车公里，成都运营里程超过 2.9 亿车公里，5

市合计占全国运营总里程的 52%。重庆、南京 2市运营里程均超

过 2 亿车公里，武汉、西安、杭州 3 市运营里程均超过 1.5 亿

车公里。 

2020 年，全国城轨交通日均计划开行列次总计为 78135 列

次，日均实际开行列次总计为 78284 列次，实际开行列次比上

年增加 8569 列次，增长 12.3%。成都、杭州、长沙、南昌、石

家庄、西安、昆明、深圳等由于新线的开通，实际开行列次增

幅较大，上年新开通城轨交通运营的徐州、呼和浩特 2 市连续

两年有新线开通，同比也有大幅增长。2020 年共有 37 个城市的

计划兑现率均达到 100%或以上。 

2020 年，城轨交通平均旅行速度 35.1 公里/小时，单条线

路平均旅行速度以成都地铁 18 号线 91.03 公里/小时、南京市

域快轨 S9 线 87.4 公里/小时、青岛市域快轨 13 号线 66 公里/

小时位列前三位（上海磁浮线、北京大兴机场线未计入）。地铁的平均

旅行速度 36 公里/小时，其中，东莞 53.8 公里/小时、成都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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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小时和济南 41.8 公里/小时，分列城市地铁平均旅行速度

的第一、二、三位。2020 年各城市地铁线路的运营情况见表 4。

中
国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协
会



 

29 

表 4 2020 年各城市地铁运营情况统计汇总表 

序号 城市 
条数 

（条） 

线路长度 

（公里） 

平均旅行速度

（公里/小时） 

配属列

车（列） 

客运总量 

（万人次） 

客运周转量 

（万人公里） 

客运强度（万

人次/日公里） 

1 北京 20 653.0 37.6  1037 227394.9  2086951.2  0.95  

2 上海 16 693.8 38.8  1023 282487.8  2608529.2  1.12  

3 天津 5 178.6 33.5  178 30279.5  210213.6 0.46  

4 重庆 7 244.8 41.5  201 51425.5  467078.6  0.57  

5 广州 13 505.7 40.0  533 240145.1  1926806.7  1.24  

6 深圳 11 410.9 36.7  517 161960.9  1379154.6  1.16  

7 武汉 9 338.4 36.1 435 62160.1 511333.3 0.61 

8 南京 5 176.8 38.5  203 71676.1  525726.4  1.11  

9 沈阳 4 114.1 32.4  120 31006.8  217821.4  0.78  

10 长春 2 38.7 33.7  44 9232.7  49186.4  0.68  

11 大连 2 54.1 33.1  58 8350.7  69698.4  0.42  

12 成都 12 518.5 44.4  636 121264.9  983458.5  0.77  

13 西安 8 239.0 36.7  321 73099.5  573944.2  1.04  

14 哈尔滨 2 30.3 31.6  31 5135.5  35475.8  0.46  

15 苏州 4 165.9 33.7  176 30456.3  220558.4  0.50  

16 郑州 6 201.0 35.1  175 34100.6  287102.6  0.56  

17 昆明 4 139.4 37.6  122 15926.3  154686.9  0.37  

18 杭州 7 300.6 37.9  325 58241.4  495696.8  0.60  

19 佛山 / 21.5 / / / / / 

20 长沙 5 139.3 32.6  145 38249.2  244116.5  0.87  

21 宁波 4 132.8 38.3  132 15648.2  98436.7  0.44  

22 无锡 3 87.1 34.8  75 8722.0  66326.7  0.34  

23 南昌 3 88.9 33.0  105 13593.1  93050.5  0.57  

24 兰州 1 25.9 33.8  26 5248.1  48536.14 0.55  

25 青岛 3 71.9 33.9  102 11673.3  83348.6  0.51  

26 福州 2 58.5 33.0  59 9475.4  67835.2  0.44  

27 东莞 1 37.8 53.8  20 3505.6  44819.0  0.25  

28 南宁 4 108.0 34.7  103 20841.0  226407.8  0.57  

29 合肥 4 112.5 32.4  122 19507.4  152456.1  0.50  

30 石家庄 3 59.0 32.6  68 7171.2  38722.7  0.39  

31 贵阳 1 34.8 33.9  34 3698.3  39380.6  0.29  

32 厦门 2 71.9 37.0  86 11396.6  91249.6  0.43  

33 乌鲁木齐 1 26.8 33.0  27 1911.4 17144.9  0.22  

34 济南 2 47.7 41.8  42 867.6  6819.7  0.05  

35 常州 1 34.2 34.653 28 2282.0  18803.7  0.18  

36 徐州 2 46.0 32.6  47 2093.9  16251.8 0.26  

37 呼和浩特 2 49.0 31.6  52 2130.2  12741.2  0.23  

38 太原 1 23.6 31.9  16 88.5  292.5  0.62  

2020 总计/平均 182 6280.8 36  7424 1692448 14170163 0.57  

注：广佛线线路长度数据按照地理区域划分，其他数据全线计入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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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高峰小时最小发车间隔和线网运营服务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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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19年各城市城轨交通高峰小时最小发车间隔（秒）

2020年 2019年

 

图 14  2020、2019 年各城市城轨交通高峰小时最小发车间隔 

2020 年，全国城轨交通高峰小时最小发车间隔平均为 287

秒。进入 120 秒及以内的线路共有 16 条，同比增加 4 条。其中，

北京地铁 10 条、上海地铁 4条、广州地铁 1条、成都地铁 1条。

北京地铁为应对疫情，控制满载率，缩小发车间隔，增加车辆

投放，采取超常超强运营图期间，1 号线、10 号线高峰小时最

小发车间隔达到 105 秒，2、4、5、6、8、9、八通线、房山线 8

条线路跑进 120 秒。上海地铁 9 号线达到 110 秒，6、7、11 号

线为 120 秒，广州地铁 3 号线 118 秒，成都地铁 1 号线为 120

秒。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南京、杭州、天

津、西安、武汉、苏州、郑州、宁波、青岛共 15 个城市的 60

条城轨交通线路高峰小时最小发车间隔进入 180 秒以内，占总

线路条数的 25%。各城市城轨交通高峰小时发车间隔见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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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19年各城市线网平均服务时间（小时/日）

2020年 2019年

 

图 15  2020、2019 年各城市城轨交通线网平均运营服务时间 

2020 年，城轨交通平均运营服务时长 16.8 小时/日，比上

年略有增长。各城市城轨交通 2020 年、2019 年城轨交通线网平

均服务时间见图 15。城市平均运营服务时长以北京 18.7 小时/

日为最长。城市平均运营服务时长超过 18 小时/日的有 5 市，

分别为北京、上海、重庆、西安、贵阳。 

从线路看，据不完全统计，共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重庆、武汉、成都、西安、南京、沈阳、大连、苏州、杭州、

青岛、昆明、郑州、贵阳 17 市的 99 条城轨交通线路运营服务

时长超过 18 个小时，其中，北京 20 条、上海 12 条、广州 10

条、深圳 9 条、重庆 8 条。与上年同期相比，城轨交通线路运

营服务时长超过 18 个小时的线路增加 27 条。北京地铁 14 号线

和上海地铁 1号线线路运营服务时间达到 20 个小时。 

2020 年各城市城轨交通运营服务情况详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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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运营安全 

2020 年，据不完全统计（部分线路数据填报不完整，且不包含部分

有轨电车相应数据），共发生 5 分钟及以上延误事件 1023 次，平均

5 分钟及以上延误率 0.248 次/百万车公里，同比下降 35%，列

车退出正线故障共计 7405 次，平均退出正线运营故障率 0.016

次/万车公里，同比下降 25.6%。 

4 运营经济 

4.1 运营收入、成本和收支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本次计入 35 个城市数据，不含部分市域快轨和有轨电

车数据和数据填报不完整城市），2020 年，全国城轨交通平均单位车

公里运营成本 24.6 元，同比增长 1.2 元。平均单位人公里运营

成本 0.74 元，同比增长 0.05 元。总成本中人工成本占比 52.3%，

同比增加 3.5 个百分点，电费占比 10.2%，同比持平。 

全国城轨交通平均单位车公里运营收入 15.9 元，同比下降

0.8 元。平均单位人公里运营收入 0.48 元，同比增长 0.01 元。

单位车公里运营收入和单位人公里运营收入均超过全国平均水

平的有深圳、贵阳、徐州、温州、厦门、北京 6 市，均为资源

经营收入较高的城市。平均单位票款收入 0.26 元/人公里，同

比减少 0.02 元。呼和浩特、贵阳、兰州、石家庄、常州、东莞、

深圳、长春 8市单位票款收入超过 0.3 元/人公里。资源经营收

入占总收入比超过 50%的城市有温州、徐州、深圳、厦门、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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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 6市。 

2020 年受疫情影响客流减少，全国平均运营收支比为 65%，

同比下降 7.7 个百分点。总收入同比下降 10.5%，其中，票款收

入下降 26.1%，资源经营收入下降 7.2%，总支出增长 31.5%。 

作为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交通骨干，城轨交通在疫

情期间承受了很大压力。践行“人民城轨为人民”的服务理念，

城轨交通运营企业主动采取降低满载率、延长运营时间，加强

通风、消毒、保障防疫物资等措施，在票务收入、资源经营收

入下降，运营成本提升的情况下，保障了城市人民出行的安全

可控，提高疫情期间城轨交通的总体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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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20 年各城市城轨交通运营服务情况统计汇总表 

序号 城市 
运营里程 

（万车公里） 

平均旅行速度

（公里/小时） 

配属列车 

（列） 

日均计划开行 

列次（列次） 

日均实际开行 

列次（列次） 

线路高峰小时 

最小发车间隔 

（秒） 

线网平均运营 

服务时间 

（小时/日） 

1 北京 67257.0  35.8  1108 10362  10367  105 18.7  

2 上海 64317.1  38.8  1038  8306  8337  110  18.3  

3 天津 13669.0  36.0  224  1817  1817  180  16.4  

4 重庆 23469.9  39.7  328  3426  3427  150  18.1  

5 广州 41422.4  36.4  558  7069  7073  118  17.5  

6 深圳 34584.8  35.2  532  4633  4677  135  17.8  

7 武汉 18687.5 32.2 493 3749 3751 150 17.4 

8 南京 21207.0  48.9  291  3143  3140  140  17.7  

9 沈阳 8125.0  26.2  180  1698  1700  240  16.2  

10 长春 3621.7  31.0  134  1422  1425  300  15.6  

11 大连 5379.1  44.1  114  1156  1162  210  16.4  

12 成都 29226.5  42.8  672  5057  5062  120  17.8  

13 西安 15631.6  36.7  321  3435  3437  135  18.0  

14 哈尔滨 1603.0  31.6  31  485  485  270  16.0  

15 苏州 12100.5  33.4  221  2197  2198  164  17.8  

16 郑州 8217.6  35.1  175  1558  1547  170  16.3  

17 昆明 5523.4  37.6  122  1165  1166  240  17.3  

18 杭州 15506.3  37.9  325  2846  2862  135  17.6  

19 佛山 37.6  20.4  5  75  75  480  13.0  

20 长沙 8305.7  36.5  152  1734  1736  209  16.4  

21 宁波 6183.1  38.8  150  1525  1523  135  17.0  

22 无锡 3318.5  34.8  75  778  780  360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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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城市 
运营里程 

（万车公里） 

平均旅行速度

(公里/小时) 

配属列车 

（列） 

日均计划开行 

列次（列次） 

日均实际开行 

列次（列次） 

线路高峰小时 

最小发车间隔 

（秒） 

线网平均运营 

服务时间 

（小时/日） 

23 南昌 3883.7  33.0  105  919  920  312  17.4  

24 兰州 1320.2  33.8  26  269  270  290  16.0  

25 青岛 7340.3  48.0  191  1727  1728  150  17.2  

26 淮安 565.4  24.0  26  203  203  420  17.5  

27 福州 2937.8  33.0  59  482  482  345  17.0  

28 东莞 2040.7  53.8  20  259  259  400  17.0  

29 南宁 5595.3  34.7  103  1181  1181  260  17.3  

30 合肥 6739.1  32.4  122  1254  1255  290  17.3  

31 石家庄 2394.5  32.6  68  696  696  390  16.3  

32 贵阳 1888.4  33.9  34  239  276  380  18.0  

33 厦门 4691.1  37.0  86  689  687  198  16.0  

34 珠海 24.2  17.2  12  94  93  840  15.0  

35 乌鲁木齐 869.8  33.0  27  244  244  375  16.0  

36 温州 1219.3  53.0  18  189  189  570  16.0  

37 济南 2001.2  41.8  42  486  486  420  15.5  

38 常州 1694.6  34.7  28  228  228  410  17.0  

39 徐州 1126.4  32.6  47  491  491  400  16.0  

40 呼和浩特 1348.9  31.6  52  435  435  360  16.0  

41 三亚 11.0  14.4  11  157  157  535  17.0  

42 太原 22.8  31.9  16  258  258  450  16.0  

2020 合计/平均 455108.6  35.1  8342  78135 78284  287  16.8  

注：广佛线全线数据计入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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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能耗情况 

2020 年，城轨交通总电能耗 172.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9%。其中，牵引能耗 8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3%。随着新

建线路的增加，总体能耗指标不断增长。具体见图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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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19年各城市城轨交通总电能耗（亿千瓦时/年）

2020总电能耗 2019总电能耗

 
图 16  2020、2019 年各城市城轨交通总电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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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19年各城市城轨交通牵引能耗（亿千瓦时/年）

2020牵引能耗 2019牵引能耗

 
图 17  2020、2019 年各城市城轨交通总牵引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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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各城市城轨交通单位平均人公里总电能耗 0.116

千瓦时，同比增长 52.2%。各城市城轨交通单位平均人公里牵引

能耗 0.057 千瓦时，同比增长 43.2%。由于疫情防控加大空调通

风，同时新开通运营线路较多，总电能耗上升，客流量减少，导

致单位能耗指标较高。（部分新开通运营城市客流少，指标较高，为更加

准确反映行业总体水平，2020 年调整了单位能耗的平均值算法）各城市城轨

交通单位人公里牵引能耗见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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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19各城市城轨交通单位人公里牵引能耗（千万时/人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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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2020、2019 年各城市城轨交通单位人公里牵引能耗 

2020 年，平均车公里总电能耗 4.52 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7.8%，平均车公里牵引能耗 1.9 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4.7%。各

城市城轨交通单位车公里牵引能耗见图 19。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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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19年各城市城轨交通车公里牵引能耗（千万时/车公里）

2020车公里牵引能耗 2019车公里牵引能耗

图 19  2020、2019 年各城市城轨交通单位车公里牵引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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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设情况 

1 在建规模持续增长 

截至 2020 年底，中国大陆地区有 57 个城市（个别由地方政府批

复项目未纳入统计）在建线路总规模 6797.5 公里（含个别 2020 年当年仍有

建设进展和投资发生的已运营项目和 2020 当年新投运的项目），在建线路 297

条（段），共有 31 个城市在建线路为 3条及以上，如再合并已

运营线路，共有 34 个城市在建和运营线路超过 3条。 

23 个城市的在建线路长度超过 100 公里。其中，成都市建

设规模超过 400 公里；北京、青岛、天津、深圳、杭州、广州 6

市建设规模超过 300 公里；郑州、西安、合肥、武汉、南京 5

市建设规模超 200 公里；建设规模在 150-200 公里之间的有沈

阳、苏州、长沙、上海、厦门 5 个城市，建设规模在 100-150

公里之间的有福州、佛山、宁波、温州、贵阳、重庆 6 个城市。 

在 6797.5 公里的在建线路中，地下线 5481.9 公里，占比

80.6%，地面线 469.2 公里，占比 6.9%，高架线 846.4 公里，占

比 12.5%。 

各城市城轨交通在建线路规模情况见表 6和图 21。 

2 5 种制式在建，地铁占比下降，市域快轨占比增加 

在 6797.5 公里的在建线路中，地铁 5662.2 公里，占比

83.30%，同比下降 2.8 个百分点；轻轨 5.4 公里，占比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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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座式单轨 46.8 公里，占比 0.69%；市域快轨 652.7 公里，占

比 9.60%，同比增加 2.5 个百分点；有轨电车 430.4 公里，占比

6.33%，同比增加 0.4 个百分点；2020 年当年无磁浮交通、自导

向轨道系统、悬挂式单轨、导轨式胶轮系统、电子导向胶轮系

统在建。2020 年在建线路整体制式结构情况见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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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城轨交通在建线路制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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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2020 年城轨交通在建线路制式结构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在建线路车站共计 4298 座（按线路累计

计算），其中换乘站 1357 座（按线路累计计算），换乘站占比为 31.6%，

同比增加 1.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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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年完成建设投资达 6286 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据不完全统计（不含部分地方政府批复项目和个别数据填报不完整的项

目的资金情况），截至 2020 年底，中国内地在建线路可研批复投资

累计 45289.3 亿元，初设批复投资累计 39365.5 亿元。一季度因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城轨交通建设进度有所放缓，部分在建项目

出现暂时停工状态，二季度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快速推进复工

复产，城轨交通行业上下游产业链也逐步正常化，从全年整体来

看，各地克服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建设项目稳步推进，基本按

照原定计划完成了当年建设任务。 

2020 当年共完成建设投资 6286 亿元，同比增长 5.5%，再创

历史新高，其中车辆购置完成投资（不完全统计）426.9 亿元，占

年度完成建设投资总额的 6.8%。2020 年当年完成建设投资约占

可研批复总投资的 13.9%。 

共有 11 个城市全年完成建设投资超过 200 亿元，11 市完成

建设投资合计 3587 亿元，占全国完成建设投资总额的 57.1%。

其中，杭州市全年完成建设投资超 650 亿元，成都市全年完成建

设投资近 490 亿元，杭州、成都 2 市合计共完成投资约 1140 亿

元，约占全国完成建设投资总额的 18.1%；深圳市完成建设投资

均超过 300 亿元；北京、西安、郑州、武汉、广州、天津、青岛、

南京 8市全年完成建设投资均超过 200 亿元。另有苏州、上海、

长沙、昆明、合肥、福州、贵阳、厦门、宁波 9市全年完成建设

投资均超过 100 亿元。各地全年完成建设投资情况见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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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各城市城轨交通全年完成建设投资

图 22  2020 年各城市全年完成城轨交通建设投资 

中
国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协
会



 

44 

4 “十三五”期间累计完成建设投资超 26000 亿 

“十三五”期间，全国累计完成建设投资 26278.7 亿元，相

比“十二五”期间所完成建设投资总额的 12289 亿元翻了一番还

多。年均完成建设投资 5255.7 亿元。2016 年—2020 年历年在建

规模和年度完成建设投资情况见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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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在建线路规模和年度完成建设投资情况

全年完成投资（亿元） 在建线路长度（公里)

图 23 2016-2020 历年在建线路规模及完成建设投资情况 

“十三五”是我国城轨交通建设快速推进的时期，五年间，

累计超过 60 座城市有城轨交通项目在建或建成投运。城轨交通

的蓬勃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投融资方式也逐渐多元化，

有政府投资、专项债发行、社会资本参与等多种形式。预计进入

“十四五”后，我国城轨交通的建设规模和投资还将维持较高的

水平，多种资本的参与也将为城轨交通的持续快速发展带来新的

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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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20 年各城市城轨交通在建线路规模统计汇总表 

序号 城市 

线路 

长度 

（公里） 

各系统制式线路长度（公里） 各敷设方式线路长度（公里） 车站（座） 

地铁 轻轨 
跨座式 

单轨 
市域快轨 有轨电车 地下线 地面线 高架线 车站 

其中： 

换乘站 

1 北京 397.8 364.7 / / / 33.1 321.8 41.0 35.0 237 102 

2 上海 150.4 128.2 / / 22.2 / 144.0 / 6.4 98 39 

3 天津 321.7 321.7 / / / / 285.0 4.3 32.4 238 93 

4 重庆 100.0 72.0 / / 28.0 / 61.1 3.1 35.8 54 14 

5 广州 306.1 291.7 / / / 14.4 291.7 13.0 1.4 166 5 

6 深圳 316.2 316.2 / / / / 285.7 2.1 28.4 196 89 

7 武汉 211.4 118.5 / / 92.9 / 165.1 2.9 43.4 95 52 

8 南京 205.9 160.2 / / 45.7 / 178.4 2.0 25.5 132 58 

9 沈阳 196.6 196.6 / / / / 171.8 0.5 24.3 62 27 

10 长春 97.3 91.9 5.4 / / / 92.8 / 4.5 77 29 

11 大连 79.2 36.2 / / 43.0 / 36.4 18.2 24.6 36 9 

12 成都 459.1 391.4 / / 38.7 29.0 372.3 33.4 53.4 279 96 

13 西安 264.2 264.2 / / / / 223.8 1.2 39.2 178 59 

14 哈尔滨 60.9 60.9 / / / / 60.9 / / 49 16 

15 苏州 186.6 186.6 / / / / 186.0 0.6 / 146 49 

16 郑州 296.9 265.6 / / 31.3 / 288.9 0.4 7.6 199 90 

17 昆明 99.0 99.0 / / / / 97.9 / 1.1 73 31 

18 杭州 312.3 288.8 / / 23.5 / 300.2 / 12.1 197 66 

19 佛山 124.9 101.8 / / / 23.1 86.5 14.2 24.2 80 31 

20 长沙 164.4 164.4 / / / / 160.2 0.2 4.0 118 36 

21 宁波 124.7 103.1 / / 21.6 / 87.2 / 37.5 83 25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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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城市 

线路 

长度 

（公里） 

各系统制式线路长度（公里）  各敷设方式线路长度（公里）  车站（座） 

地铁 轻轨 
跨座式 

单轨 
市域快轨 有轨电车 地下线 地面线 高架线 车站 

其中： 

换乘站 

22 无锡 88.6 88.6 / / / / 68.7 0.2 19.7 51 8 

23 南昌 99.9 99.9 / / / / 62.3 0.2 37.4 70 16 

24 兰州 9.1 9.1 / / / / 9.1 / / 20 / 

25 青岛 339.1 150.4 / / 188.7 / 234.3 2.7 102.1 174 57 

26 福州 149.9 149.9 / / / / 126.9 / 23.0 74 29 

27 东莞 58.0 58.0 / / / / 35.4 2.3 20.3 21 5 

28 南宁 51.3 51.3 / / / / 51.3 / / 41 11 

29 合肥 224.4 224.4 / / / / 212.8 0.3 11.3 170 53 

30 石家庄 79.5 79.5 / / / / 79.5 / / / / 

31 济南 58.0 58.0 / / / / 56.4 / 1.6 24 9 

32 太原 52.2 52.2 / / / / 52.2 / / 47 14 

33 贵阳 114.0 114.0 / / / / 101.8 / 12.2 74 19 

34 乌鲁木齐 88.7 88.7 / / / / 88.7 / / 72 20 

35 厦门 150.0 150.0 / / / / 120.3 2.1 27.6 88 31 

36 徐州 71.7 71.7 / / / / 71.7 / / 76 27 

37 常州 28.0 19.8 / / / 8.2 18.2 8.6 1.2 23 2 

38 温州 117.1 / / / 117.1 / 19.6 5.9 91.6 37 4 

39 呼和浩特 27.3 27.3 / / / / 27.3 / / 24 1 

40 洛阳 40.8 40.8 / / / / 40.8 / / 33 6 

41 南通 60.0 60.0 / / / / 60.0 / / 45 12 

42 绍兴 44.9 44.9 / / / / 44.9 / / 33 5 

43 芜湖 46.8 / / 46.8 / / 1.4 / 45.4 36 2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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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城市 

线路 

长度 

（公里） 

各系统制式线路长度（公里） 各敷设方式线路长度（公里） 车站（座） 

地铁 轻轨 
跨座式 

单轨 
市域快轨 有轨电车 地下线 地面线 高架线 车站 换乘站 

44 三亚 8.4 / / / / 8.4 / 8.4 / 15 / 

45 南平 26.2 / / / / 26.2 / 26.2 / 9 / 

46 红河州 32.1 / / / / 32.1 / 29.4 2.7 34 3 

47 文山 21.1 / / / / 21.1 / 21.1 / 19 1 

48 德宏州 20.5 / / / / 20.5 / 20.5 / 5 / 

49 台州 32.4 / / / / 32.4 / 32.4 / 32 1 

50 德令哈 15.0 / / / / 15.0 / 15.0 / 20 / 

51 天水 21.6 / / / / 21.6 / 18.0 3.6 19 / 

52 安顺 26.9 / / / / 26.9 / 25.3 1.6 31 1 

53 黔南州 22.0 / / / / 22.0 / 22.0 / 18 / 

54 保山 21.0 / / / / 21.0 0.6 16.1 4.3 23 4 

55 张掖 15.6 / / / / 15.6 / 15.6 / 6 / 

56 泸州 44.2 / / / / 44.2 / 44.2 / 21 / 

57 嘉兴 15.6 / / / / 15.6 / 15.6 / 20 / 

总计 6797.5 5662.2 5.4 46.8 652.7 430.4 5481.9 469.2 846.4 4298 1357 

注：1.表中 1-43 项中的地铁、轻轨、跨座式单轨、市域快轨项目为国家发改委审批项目，1-43 项中的有轨电车、磁浮交通线路和 43 项以后项目均为地方政府审 

批项目。经国家发改委审批的在建项目规模总计 6367.1 公里，占比 93.7%，由地方政府审批的在建项目规模总计 430.4 公里，占比 6.3%； 

2.含部分 2020 年当年仍有建设进展和投资发生的当年新投运项目和既有运营项目； 

3.景区内旅游观光线、工业园区内仅供员工使用的通勤线路、科研试验线等不承担城市公共交通职能的线路不计入;  

4.所有建设规划项目均在 2020 年前已完成的城市如淮安、珠海等不再列入，2020 年当年工程暂停无进展的项目不计入； 

5.红河州建设项目在蒙自和弥勒 2市，德宏州建设项目在瑞丽市； 

6.2020 年无磁浮交通、自导向轨道系统、悬挂式单轨、导轨式胶轮系统、电子导向胶轮系统 5种制式在建。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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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规划情况 

1 在实施获批建设规划超 7000 公里，多地进入网络化阶段 

截至 2020 年底，据不完全统计，共有 67 个城市的城轨交通

线网规划获批（含地方政府批复的 23 个城市），扣除已获批建设规划

线路全部完成建设并投运的呼和浩特、淮安、珠海、三亚、株洲、

宜宾 6 市，2020 年仍有城轨交通线网建设规划在实施的城市共

计 61 个，建设规划获批城市汇总表见表 7。在实施的建设规划线

路总长达 7085.5 公里（不含已开通运营线路），各城市的城轨交通

规划线路情况具体见表 8和图 25。 

扣除已运营线路后，35 个城市有 3 条及以上的线路建设规

划在实施；27 个城市建设规划在实施的规模超 100 公里，其中，

上海、广州、北京、重庆、南京 5个城市在实施建设规划规模均

超 300 公里；成都、天津、深圳、武汉、济南、西安、杭州、合

肥 8市在实施建设规划规模均超 200 公里。另有郑州、苏州、青

岛等 14 个城市在实施建设规划规模均超 100 公里。 

据不完全统计，规划车站总计 4439 座（按线路累计计算），其

中换乘站 1211 座（按线路累计计算），换乘站占比约为 27.3%。 

2 地铁制式为主，多种系统制式共同发展 

7085.5 公里规划线路包含地铁、轻轨、跨座式单轨、市域

快轨、有轨电车 5 种制式。其中，地铁 5426.8 公里，占比 76.58%；

轻轨28.8公里，占比0.41%；跨座式单轨101.9公里，占比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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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快轨 796.1 公里，占比 11.24%；有轨电车 731.9 公里，占

比 10.33%；无磁浮交通、自导向轨道系统、悬挂式单轨、导轨

式胶轮系统、电子导向胶轮系统线路规划。2020 年度城轨交通

已获批在实施规划的线路制式结构见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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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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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城轨交通已获批在实施规划线路制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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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快轨

有轨电车

 

图 24  2020 年城轨交通在实施规划线路制式结构 

3 可研批复总投资稳步增长，新兴城市呈快速发力势头 

截至 2020 年底，国家发改委批复的 44 个城市建设规划在实

施的项目可研批复总投资达 41614.5 亿元。其中，上海、广州 2

市在实施建设规划的投资计划均超过 3000 亿元；北京在实施建

设规划的投资计划超过 2000 亿元，3 市建设规划在实施线路可

研批复投资总额达 9099.1 亿元，占全国建设规划在实施项目可

研批复投资总额的 21.8%；杭州、天津、深圳、南京、西安、成

都 6 市在实施建设规划的投资计划均超过 1500 亿元，6 市合计

投资总额 10673.3 亿元，占全国建设规划在实施项目可研批复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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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总额的 25.6%；苏州、郑州、重庆、长沙、合肥、武汉、青岛、

福州 8 市建设规划在实施线路可研批复投资总额均在 1000 亿元

以上；另有贵阳、长春、沈阳、济南、厦门、乌鲁木齐、佛山、

南昌 8市建设规划在实施线路可研批复投资总额超过 5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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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2020 年各城市城轨交通规划线路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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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8 市新一轮建设规划或规划调整获批 

2020 年，新一轮城轨交通建设规划获国家发改委批复并已

公布的有徐州、合肥、济南、宁波 4 市。获批建设规划分别为徐

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二期建设规划（2019-2024 年）、合肥市城

市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规划（2020-2025 年）、济南市城市轨道

交通第二期建设规划（2020-2025 年）和宁波市城市轨道交通第

三期建设规划（2021-2026 年）。4 市新获批建设规划线路长度

共计 455.36 公里，总投资共计 3364.23 亿元。 

另有 4 市城轨交通建设规划调整方案获国家发改委批并公

布，分别为厦门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二期建设规划调整方案

（2016-2022 年）、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第四期建设规划调整方

案、福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二期建设规划（2015-2021 年）调整

方案和南昌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二期建设规划调整方案。4市获批

调整方案涉及项目新增线路长度共计 132.59 公里，新增总计划

投资 1345.63 亿元。 

2020 年已公布的获国家发改委批复的城轨交通建设规划批

项目涉及新增线路长度共 587.95 公里，新增计划投资共 4709.86

亿元。新增项目所涉及的城轨交通线路系统制式均为地铁。2020

年当年获批城轨交通建设规划（含规划调整）情况具体见表 9-1 和

表 9-2。 

2020 年，城轨交通计划总投资持续保持平稳，各城市建设

规划获批在实施的规模进一步扩大，部分城市启动新一轮建设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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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继一线城市后，绝大部分省会城市和部分发展较快的新兴城

市的城轨交通相继成网，城轨交通网络化程度逐步提高。 

5 “十三五”期间，多地新一轮建设规划获批 

“十三五”五年间，共有 35 个城市的新一轮城轨交通建设

规划或规划调整方案获国家发改委批复并已公布。获批项目中涉

及新增规划线路长度总计 4001.74 公里，新增计划投资总计

29781.91 亿元，总计划投资略高于“十二五”期间批复项目的

总计划投资。“十三五”五年来城轨交通建设规划获批情况见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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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仅含国家发改委批复并公布的城轨交通建设规划及规划方案调整情况。 

图 26  “十三五”期间城轨交通建设规划获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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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城轨交通建设规划批复城市汇总表 

（一）国家发改委批复（44 个） 

序号 省份 地/市 备注 序号 省份 地/市 备注 

1 北京   24 
福建 

福州  

2 天津   25 厦门  

3 河北 石家庄  26 江西 南昌  

4 山西 太原  27 
山东 

济南  

5 
内蒙古 

呼和浩特 已建成投运 28 青岛  

6 包头  29 
河南 

郑州  

7 
辽宁 

沈阳  30 洛阳  

8 大连  31 湖北 武汉  

9 吉林 长春  32 湖南 长沙  

10 黑龙江 哈尔滨  33 

广东 

广州  

11 上海   34 深圳  

12 

江苏 

南京  35 佛山  

13 无锡  36 东莞  

14 徐州  37 广西 南宁  

15 常州  38 重庆   

16 苏州  39 四川 成都  

17 南通  40 贵州 贵阳  

18 

浙江 

杭州  41 云南 昆明  

19 宁波  42 陕西 西安  

20 温州  43 甘肃 兰州  

21 绍兴  44 新疆 乌鲁木齐  

22 
安徽 

合肥      

23 芜湖      

（二）地方政府批复（23 个） 

序号 省份 地/市 备注 序号 省份 地/市 备注 

1 江苏 淮安 已建成投运 12 

贵州 

安顺  

2 
浙江 

嘉兴  13 毕节  

3 台州  14 黔南州  

4 
福建 

泉州  15 

云南 

保山  

5 南平  16 丽江  

6 湖北 黄石  17 红河州 
蒙自、弥勒两

市均有规划 

7 湖南 株洲 已建成投运 18 文山  

8 广东 珠海 已建成投运 19 德宏州 瑞丽市 

9 海南 三亚 已建成投运 20 陕西 渭南  

10 
四川 

泸州  21 
甘肃 

天水  

11 宜宾 已建成投运 22 张掖  

    23 青海 德令哈  

注：表中城市排序按照行政区划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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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2020 年各城市城轨交通规划线路规模统计汇总表 

序号 城市 
线路长度

（公里） 

各系统制式线路长度（公里） 车站数（座） 

地铁 轻轨 
跨座式

单轨 

市域 

快轨 

有轨 

电车 
车站 

其中： 

换乘站 

1 北京 339.1  236.0  /  /  82.1  21.0  126  52  

2 上海 380.2  249.4  /  /  130.8  /  208  80  

3 天津 265.5  265.5  /  /  /  /  187  13  

4 重庆 305.9  277.9  /  /  28.0  /  126  39  

5 广州 366.4  352.0  /  /  /  14.4  193  /  

6 深圳 237.9  237.9  /  /  /  /  128  65  

7 武汉 234.3  117.6  /  /  116.7  /  82  33  

8 南京 300.5  190.2  /  /  110.3  /  134  58  

9 沈阳 140.4  140.4  /  /  /  /  62  27  

10 长春 162.6  105.6  28.8  /  28.2  /  121  35  

11 大连 127.8  85.0  /  /  42.8  /  64  20  

12 成都 269.1  201.1  /  /  /  68.0  179  58  

13 西安 214.9  214.9  /  /  /  /  147  55  

14 哈尔滨 64.1  64.1  /  /  /  /  48  16  

15 苏州 186.6  186.6  /  /  /  /  146  49  

16 郑州 199.9  168.6  /  /  31.3  /  120 53 

17 昆明 41.1  41.1  /  /  /  /  39  15  

18 杭州 214.6  214.6  /  /  /  /  300  106  

19 佛山 126.6  102.5  /  /  /  24.1  80  15  

20 长沙 121.3  121.3  /  /  /  /  154  51  

21 宁波 152.2  152.2  /  /  /  /  32  13  

22 无锡 60.2  60.2  /  /  /  /  30  5  

23 合肥 202.4  202.4  /  /  /  /  137  46  

24 南昌 70.0  70.0  /  /  /  /  48  10  

25 青岛 181.7  121.0  /  /  60.7  /  97  40  

26 福州 169.5  169.5  /  /  /  /  78  29  

27 南宁 45.0  45.0  /  /  /  /  36  10  

28 石家庄 40.1  40.1  /  /  /  /  30  8  

29 济南 231.5  196.0  /  /  /  35.5  151  51  

30 太原 24.1  24.1  /  /  /  /  24  7  

31 兰州 9.4  9.4  /  /  /  /  9  5  

32 贵阳 140.9  80.3  /  /  60.6  /  90  24  

33 乌鲁木齐 89.7  89.7  /  /  /  /  7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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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城市 
线路长度

（公里） 

各系统制式线路长度（公里） 车站数（座） 

地铁 轻轨 
跨座式

单轨 

市域 

快轨 

有轨 

电车 
车站 

其中： 

换乘站 

34 厦门 162.7  162.7  /  /  /  /  56  21  

35 徐州 96.7  96.7  /  /  /  /  76  27  

36 常州 27.1  19.8  /  /  /  7.3  25  2  

37 东莞 127.5  127.5  /  /  /  /  47  7  

38 南通 59.6  59.6  /  /  /  /  45  10  

39 温州 104.6  /  /  /  104.6  /  31  4  

40 芜湖 46.9  /  /  46.9  /  /  36  2  

41 包头 42.1  42.1  /  /  /  /  32  1  

42 洛阳 41.3  41.3  /  /  /  /  33  6  

43 绍兴 44.9  44.9  /  /  /  /  33  5  

44 南平 26.2  / / / / 26.2  9  /  

45 泉州 53.7  /  /  /  /  53.7  56  /  

46 台州 70.5  /  /  /  /  70.5  73  /  

47 黄石 26.9  / / / / 26.9  30  /  

48 渭南 55.0  / / 55.0  / / 5  /  

49 安顺 26.9  /  /  /  /  26.9  32  /  

50 红河州 81.2  /  /  /  /  81.2  102  18  

51 文山 17.2  / / / / 17.2  18  /  

52 德令哈 14.8  / / / / 14.8  20  /  

53 天水 21.6  / / / / 21.6  19  /  

54 毕节 28.1  / / / / 28.1  18  /  

55 泸州 44.2  / / / / 44.2  21  /  

56 黔南州 22.0  / / / / 22.0  18  /  

57 德宏州 35.5  / / / / 35.5  39  /  

58 保山 21.0  / / / / 21.0  23  /  

59 嘉兴 35.7  / / / / 35.7  53  /  

60 张掖 15.6  / / / / 15.6  6  /  

61 丽江 20.5 / / / / 20.5 5 / 

总计 7085.5  5426.8  28.8  101.9  796.1  731.9  4439  1211  

注：1.表中 1-44 项中地铁、轻轨、跨座式单轨、市域快轨线路为国家发改委批复项目，1-44 项中的

有轨电车线路和44项以后项目均为地方政府批复项目。国家发改委审批项目总计6298.6公里，

占比 88.9%，地方政府审批项目总计 786.9 公里，占比 11.1%； 

2.截至统计期末，已开通运营的线路不再计入此统计表内； 

3.截至统计期末，获批情况未公示的项目不计入此统计表内； 

4.景区内旅游线路、工业园区内仅供员工使用的通勤线路、科研项目或试验线等不承担城市公 

共交通职能的线路不计入在内； 

5.红河州规划项目在蒙自和弥勒 2市，德宏州规划项目在瑞丽市； 

6.截至 2020 年无磁浮交通、自导向轨道系统、悬挂式单轨、导轨式胶轮系统、电子导向胶轮系

统 5种制式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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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  2020 年新获批城轨交通建设规划汇总表 

序
号 

城市 批文 线路名称 起讫点 
线路长度（公里） 

总投资 
（亿元） 

建设期 
（年） 

备注 
总长度 

其中： 
地下段 

1 徐州 

发改基础

〔2020〕 

105 号 

3 号线二期 
后蟠桃村站-下淀站（不含） 

6.50  6.50  50.15  4 

关于江苏省徐州市城市轨

道交通第二期建设规划

（2019-2024 年）的批复 

南段增设麦楼站（高架站） 

4 号线一期 桥上村站-驮蓝山站 25.40  25.40  173.54  5 

5 号线一期 徐矿城站-奥体中心南站 24.60  24.60  168.30  5 

6 号线一期 黄山路站-徐州东站 22.80  22.80  143.92  5 

合计 79.30  79.30  535.90   / 

2 合肥 

发改基础

〔2020〕 

431 号 

2 号线东延 大众路站-泉香路站 14.50  14.50  101.07  4 

关于安徽省合肥市城市轨

道交通第三期建设规划

（2020-2025 年）的批复 

 

（注：6 号线一期其中 7.8

公里线路拆分于 4 号线，

新建线路 27.3 公里） 

3 号线南延 方兴大道站-馆驿路站 11.25  11.25  89.68  4 

4 号线南延 丰乐河站-华南城金刚台站 12.91  6.60  70.67 4 

6 号线一期 鸡鸣山路站-东风大道站 35.10  27.30  205.85  5 

7 号线一期 
繁华大道松林路站-紫云路巢湖南

路站 
21.00  21.00  168.81  5 

8 号线一期 北城高铁站-阜阳路站 23.00  23.00  162.01  5 

合计 109.96  103.65  798.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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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城市 批文 线路名称 起讫点 
线路长度（公里） 

总投资 
（亿元） 

建设期 
（年） 

备注 
总长度 

其中： 
地下段 

3 济南 

发改基础

〔2020〕

1535 号 

3 号线二期 滩头站-遥桥机场站 12.90  12.90  61.03  4 

关于山东省济南市城市轨

道交通第二期建设规划

（2020-2025 年）的批复 

4 号线一期 小高庄站-彭家庄站 40.20  40.20  311.78  8 

6 号线 位里庄站-梁王东站 39.10  39.10  317.84  7 

7 号线一期 凤凰南路站-济北站 30.00  25.20  240.22  6 

8 号线一期 邢村站-山东大学站 22.60  8.50  118.25  6 

9 号线一期 黄河南岸站-毛庄站 14.80  14.80  105.24  6 

合计 159.60  140.70  1154.36  / 

4 宁波 

发改基础

〔2020〕

1899 号 

6 号线一期 黄古路站-红联站 38.60  33.10  315.28  5 

关于宁波市城市轨道交通

第三期建设规划

（2021-2026 年）的批复 

7 号线 云龙站-俞范路站 38.80  38.80  338.85  5 

8 号线一期 姜村站-江北大道站 22.60  22.60  199.00  5 

1 号线西延 高桥西站-石路头站 1.50  0.00  5.23  3.5 

4 号线延伸 
慈城站-慈城西站 

5.00  
0.00  

17.53  3.5 
东钱湖站-国际会议中心站 2.50  

合计 106.50  97.00  875.89  / 

新一轮建设规划获批总计 455.36  420.65  3364.23  / / 

注：表中数据来自国家发改委公开批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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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  2020 年新获批城轨交通建设规划调整汇总表 

序
号 

城市 批文 线路名称 起讫点 
线路长度（公里） 

总投资 
（亿元） 

建设期 
（年） 

备注 
总长度 

其中： 
地下段 

1 厦门 

发改基础

〔2020〕 

136 号 

3 号线二期调整 厦门火车站——厦大南门 7.35  7.35  57.69  4 

终点从厦门火车站南延至

厦门大学南门，增设车站

4 座，增加线路 7.35 公里，

增加投资 57.69 亿元 

合计 7.35  7.35  57.69  / 

关于调整厦门市城市轨道

交通第二期建设规划

（2016-2022 年）的批复 

2 深圳 

发改基础

〔2020〕 

484 号  

3 号线四期 双龙-坪地六联 9.35  7.42  107.85  5 

关于调整深圳市城市轨道

交通第四期建设规划方案

的批复 

6 号线支线二期 翠湖（原荔枝站）-光明城 4.90  4.25  37.30  4 

7 号线二期 西丽湖-学府医院 2.45  2.45  28.06  4 

8 号线三期 小梅沙-溪涌 4.26  4.26  83.18  5 

11 号线二期 福田-红岭南 5.58  5.58  66.34  4 

12 号线二期 海上田园东-松岗 8.16  8.16  90.94  5 

13 号线二期 
北延：上屋-公明北 18.80  18.80  229.18  5 

南延：深圳湾口岸-东角头 4.47  4.47  49.62 5 

16 号线二期 大运-西坑 9.53  9.53  109.95  5 

20 号线一期 会议中心-机场北 8.43  8.43  112.06  5 

合计 75.93  73.35  914.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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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城市 批文 线路名称 起讫点 
线路长度（公里） 

总投资 
（亿元） 

建设期 
（年） 

备注 
总长度 

其中： 
地下段 

3 福州 

发改基础

〔2020〕

1050 号 

2 号线延伸段 鼓山站-马尾港站 16.88  16.88  126.21  4 
关于调整福州市城市轨道

交通第二期建设规划

（2015-2021 年）的批复 

6 号线东调段 万寿站-国际学校站 5.29  5.29  40.83  4 

合计 106.50  97.00  875.89  / 

4 南昌 

发改基础

〔2020〕

1776 号  

1 号线北延 双港站北(不含）-昌北国际机场 16.62  11.86  103.41  5 
关于调整南昌市城市轨道

交通第二期建设规划方案

的批复 

2 号线东延 辛家庵站（不含）-南昌东站 10.52  10.52  103.01  5 

合计 27.14  22.38  206.42  / 

建设规划调整项总计 132.59  125.25  1345.63  / / 

注：表中数据来自国家发改委公开批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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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思考与建议 

1 科学谋划，开创“十四五”发展新局面 

2021 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谋划好今后五年乃至 2035

年的发展十分关键。为此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开展了《中国

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战略与‘十四五’发展思路》研究。据此研

究，我们提出以下思考和建议。 

“十四五”期间城轨交通发展面临的形势与要求。习近平

总书记乘坐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线时对城轨交通发展发表了重要

讲话，指明了城轨交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途径。《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对城轨交通高质

量发展提出了要求。国际形势、产业革命、新型城镇化对城轨

交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和新需求；可持续发展的新举措和智慧

城轨建设的全面铺开将开创城轨交通发展的新局面。 

“十四五”期间城轨交通的发展战略。技术智能化是技术

发展的主方向。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城轨交通深度融合为主线，

推进城轨信息化，发展智能系统，建设智慧城轨是实现城轨交

通高质量发展的技术推动力。装备自主化是装备发展的根本立

足点。面对美国全面打压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唯有科技自立

自强，装备自主可控，产业安全可控，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建

设城轨强国。网络功能化是综合效能效益的集中体现。规划要

以网络功能为核心编制，建设要落实互联互通、全自动运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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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功能手段和保障措施，运营要实现网络化管理。发展持续

化，是城轨交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持。要落实城轨交通分

类分层指导管理，完善和拓展多元化投融资渠道，吸引社会资

本参与城轨交通建设发展与综合资源开发，提高城轨交通全生

命周期的财务平衡水平和抗财务风险能力。行业标准化是高质

量发展的保障条件。要加快标准制修订，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标

准体系与功能，助力新技术应用和新制式推广，为城轨交通高

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区域差异化是因地制宜发展的应有举措。

城轨交通具有鲜明的城市内涵和地方特色，各地的现实需求和

建设条件不同，要实施区域差异化发展。制式多样化是区域差

异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国地区发展的不均衡性和城

市群都市圈建设对城轨交通提出了制式多样化的要求。要因地

制宜，科学选择制式，统筹规划建设，促进多制式协调发展。

运输协同化是完善综合交通体系对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的客观要

求.要构建服务区域、城市发展的立体化交通，实现多种交通方

式衔接、转换顺畅有序和高效率，实现一站式出行，提升城轨

交通服务水平。运营精准化是城轨交通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具体

展现。要为城市运行脉动稳定有序、人民群众出行时间精准可

控提供可靠的保障。站城一体化是城轨交通引领城市发展和实

现财务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举措。要通过城轨交通站城一体化规

划建设，引导城市区域科学延伸和组团式发展。通过城轨交通

站城一体化建设推进沿线土地综合开发，发展上盖物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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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可持续发展。建运绿色化是城轨交通发展的方向与必然趋

势。作城轨交通规划、建设和运营中应进一步引进吸收和推广

先进节能新理念和新技术，支持国家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目标

实现。市场国际化是建设城轨强国引领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走

向。要不断推动城轨交通“走出去”走向深入，实现从勘测设

计到工程装备到投资运营的“一条龙”出海，加快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和完整中国标准的城轨交通深度参与国际竞争，进一步

开拓国际市场。 

2 发展市域快轨，推进多网融合 

国家已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和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发展规划，同时提出了其他一

批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设想，都市圈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

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这将大大提升市域快轨的重要性和需

求量，同时提出了既有市郊铁路通勤化的现实要求。2020 年国

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推动都市圈市域（郊）铁路加快发展

的意见》，要求积极有序推进都市圈市域（郊）铁路建设，这

为市域城轨交通的发展创造了机遇。2020 年我国城轨交通运营

线路 7969.7 公里中，市域快轨 819.6 公里，占比仅 10.28%，发

展空间巨大。一是推进多网融合。综合考虑铁路、公路水运、

民航、城市交通等关系，加强与国土空间规划、区域发展规划

的统筹衔接。着眼多网融合发展和站城一体化建设，建设高水

中
国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协
会



 

64 

平综合交通枢纽设施。统筹推进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城轨交

通多网融合、资源共享、支付兼容，积极推进安检互信，票制

互通，提升市域快轨的功能效用和服务水平。二是发挥城轨业

主单位作用。围绕群众的出行需求，确立城轨业主单位为市域

内乃至城际间通勤轨道交通建设运营的负责主体，发挥好市域

快轨在市域、城际中长距离大客流运输方面的特点和优势，从

而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舒适的都市圈城市群内的出行服务。三

是夯实发展基础。加快完善市域快轨标准规范，弥补市域快轨

发展的制约因素。积极推动技术装备创新，研制和应用双流制

市域快轨车辆装备，同时适应快速通勤和大运量高密度的客运

需求。与城市建设统一规划、统筹建设、协同管理，加强土地

综合开发。四是有效控制造价。强化技术经济比选，合理确定

建设标准，避免过度超前和重复建设，采用自主化技术装备。 

3 乘势而上，持续推动智慧城轨建设 

智能化时代即将来临，新冠疫情进一步加速了智能化发展

趋势。2020 年 3 月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了《中国城市轨

道交通智慧城轨发展纲要》，提出要“推进信息化，发展智能

系统，建设智慧城轨”。《纲要》发布以来，受到了各方的积

极响应，发展势头良好。城轨企业和装备供应商纷纷编制了智

慧城轨建设规划或方案，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在城轨

行业加快应用，北京燕房线 FAO、重庆 CBTC 互联互通等示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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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顺利实施，社会效益显现。政府部门也将建设智慧城轨的重

点工作纳入了相关规划和政策框架。 

要顺应发展潮流，乘势而上，持续推动智慧城轨建设。一

是统筹规划，分步实施。在《纲要》指导下，各地区、各单位

因地制宜、开拓创新，制定智慧城轨建设规划或实施方案等，

共同推进城轨交通智能化发展。二是网络布局，整体提升。着

眼区域网络布局，发挥线网规划、建设规划的引领和导向作用，

在规划编制阶段统筹谋划智能智慧建设。三是自主可控，创新

发展。立足创新发展，不断增强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和自主品牌

创优能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中国品牌，形成安全可控

的技术体系和产业链。四是先进可靠，经济适用。重视智慧城

轨建设的技术与投入、成本与效益的相互协调，发挥好新技术

新产品研发应用的波及效应和网络效应，不断提升先进性、安

全性；着眼项目全生命周期，需求导向，逐步提升不断提高智

慧城轨建设的经济性。五是示范引领，有序推进。遴选和建设

一批智慧城轨示范工程，形成创新工程梯队。积极稳妥扩大示

范工程推广应用范围，以点带面，逐步形成规模效益，促进智

慧城轨建设高质量健康发展。六是产学研用，协同发展。创新

“政、产、学、研、用、协”一体化工作机制，形成国家部委

政策指引，城市政府主管指导，业主单位主导发展，装备企业

主体引领，规划设计前导协同，院所院校主动促进，行业协会

组织协调的全行业、全领域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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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多措并举，保障城轨交通财务可持续发展 

全国城轨交通企业运营随着网络规模的不断扩张与投运时

间的不断推移，票务收入难以覆盖运营成本支出的问题会不断

加剧，而导致政府公共支出增加，服务水平大幅降低，安全隐

患日益恶化等问题。应采取多种措施保障城轨交通财务可持续

发展。一是科学合理规划建设。认真贯彻落实国办发〔2018〕

52 号文件精神，合理选择城轨交通线网规模和制式结构，规划

建设符合城市发展实际需求和自身实力的城轨交通。二是形成

政府、企业、社会合理分摊轨道交通成本的格局。城轨交通运

维支出远大于建设支出，要树立全寿命周期的发展理念。加大

财政扶持力度，将保障公共安全防范所需资金纳入公共财政体

系。建立与运营安全和服务质量挂钩的财政补贴机制；建立与

社会物价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挂钩的轨道交通票价调整机制。

三是鼓励拓展经营，用经营效益反哺运营。鼓励由城轨企业作

为主体，推进以停车场站为重点的地铁上盖物业开发，以及沿

线土地综合开发，通过物业开发积累运营资金。在设计阶段统

筹考虑交通功能和综合服务功能，充分挖掘城轨交通地下空间

的商业经营潜力。四是加强区域化合作，降低维修成本。依托

国家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

等重点区域设立共建共享的维护保障点，成立区域化产业链联

盟，发挥规模效应、共享维护资源、降低维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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