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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时代的盛宴

轨道交通实际上不是一个简单的交通问题，它是一座城市再发展、土地再

利用、商业恢复活力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轨道交通之于城市而言，素有“黄金

链”之称。

世联一向将自己视为一家市场公司，如果从市场的角度来审视轨道交通建

设，那么无论是在2001年世联第一次参与的天津地铁1号线延长线建成区的商

业区再定位和未建成区沿线的土地利用，还是后来又陆续参与的深圳地铁4号

线端头区域土地开发价值研究、远洋地产中山轻轨项目、武汉市轨道交通4号

线站点项目、无锡高铁站前国际商务区等17个轨道类项目，轨道交通所必然涉

及的轨道沿线物业开发、站点物业开发、地下物业开发、上盖物业开发等多个

领域，都可谓是一道道重新分配城市资源的饕餮之享。

当下的城市化正在策动着一场巨大的转型，我们将之喻为“城市化第三

波”。这是一股由轨道交通所驱动的城市化冲击波，它迥异于以住宅的商品化

带动城市的住宅产业发展，从而激活旧城区商品住宅开发的“城市化第一波”，

也完全不同于以城市区域功能化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第二波”，即城市被逐

步划分为工业园区、CBD区、综合商业区等功能区，城市空间通过拉骨架得以迅

速扩大，区域功能化以后所产生的大批土地供应，给投资者和开发者提供了无

限广阔的进入机会。同时配合政府土地公开招拍挂的出让政策使房地产企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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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春雨，迅速成长。这一波是中国房地产发展最快的一波，也是推动城市化发

展比较有效的一波。

但是即将到来的第三波能量可能更大，其主要特征是大区开发——上海浦

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成渝统筹城乡综合区、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广

西北部湾经济区、海西经济区，等等，“都市大区化”已然是国家战略。在大区

化进程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推动大区同城化，而同城化最有效且唯一的方式

就是轨道，这包含了城市内的地铁、城市之间的轻轨，以及大区之间的高铁。

通过轨道的连接迅速同城化，并依托轨道几乎可以盘活城市的全部资源。

日本从1950年开始，经过20年实现了城市间的轨道连接。如果将日本20世纪50

年代与70年代的城市配套、公共设施、人口流动进行对比，我们就会发现轨道

交通系统建成后出现了城市人口迁移和商业配套的转移，也就是城市资源围绕

轨道进行重新分配。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反观中国城市的资源分配，交通也是决定因素。

城市资源的分配可以是区（城市街区）、可以是环（城市环线）、可以是道（城市

街道），土地价值自然跟区、环、道息息相关。由于轨道在重新分配城市资源的

同时，也盘活了土地资源，使更多的投资者有动力在靠近建成区或靠近交通干

线以较低的开发成本，进行成块开发，这远胜于城市的分散开发。城市边缘带

的交通相对于市中心更加便利，可以最小的代价将城市居民与城市就业机会连

接起来，同时降低老城区的压力。回想当年日本激活房地产市场的动力，就是

重新盘整国家的土地资源，然后提供土地供应计划，使更多的投资者能够进入

参与，同时带来城市住宅的多样化。

当然，轨道交通建设未必都能让城市更加美好，享用这场盛宴，时刻考验

着我们在轨道选择、轨道运营、轨道空间、轨道人流上的理性计算能力和市场

经验。根据世联对全世界盈利状况最佳的香港特区地铁的研究，发现很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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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轨道城市的时代到了

城市兴衰的历史往往伴随着人类

交通方式的变革史。近代以来，随着现

代航运、铁路、公路等新式交通方式的

兴起，中国传统的交通地理发生了巨大变迁，从而打破了中国传统城市的发展

格局，而这其中，轨道交通所带来的城市变化是影响范围最广、幅度最大的。

伴随着铁路轨道的延伸，许多传统交通重镇由于交通区位的变化，不再

具备或丧失了优越的交通地理条件，逐渐陷入停顿或走向衰落，而部分位于

新式交通干线上的城市出现快速发展，并带动了区域经济和城市群的发展。

而在城市内部，新型轨道交通几乎在一夜间改变了城市的格局，重新分配城

市土地价值，引发城市空间的变迁，形成了轨道沿线特有的物业形态。

轨道交通有着快速、准时、安全、舒适、污染少、运量大、运输效率高等

特点。本书所探讨的新型轨道交通方式主要包括三种：地铁、轻轨和高速铁路

（以下简称高铁）。地铁的通行使城市核心区的土地价值重新再分配；轻轨带

动城市向外蔓延，形成城市新区；而高铁将城市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形成现

代大都市集群和新的区域经济范围。

近代用于第一条有轨线路的电车



�

——轨道交通与沿线土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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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地铁客运量最大的城市之一 ——繁忙的东京地铁 

第1章  城市的生命线和城市交通的骨干

               ——地铁及轻轨

1.1 世界100多座城市的7000多公里地铁

自1863年英国伦敦建成世界上第一条地铁以来，这140多年间，世界上共

有100多座城市建成了里程超过7000公里的地铁。最近30年发展尤为迅速，地

铁已经成为各国繁荣大城市市区公共交通的最佳选择。

早期的地铁发展主要是欧美各国的中心城市，然而，对地铁车站的开发则

是由日本创风气之先。

日本东京的第一条地铁线路于1927年建成通车。虽然日本的地铁也是效

法欧洲技术建设而成的，但它们在修建地铁的同时，着重开发主要车站及其邻

近的公众聚集场所，这些场所能促进地下商业中心的建设，而且与地下车站连

成一片，使地铁这一公共性基础设施获得了新的活力，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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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15年中国地铁将达2500公里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始建于1965年的北京地铁1号线，1969年10月建成，1971

年1月开始试营运，从此揭开中国地铁历史序幕。在国家发展政策的指导下，我国

地铁的发展到目前阶段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以北京地铁为代表，一期工程从

苹果园至火车站，全线长23.6公里，设计17座车站，于1969年10月1日通车。这

是我国依靠自己力量，在51个月内建成的第一条地铁，这极大地鼓舞了中国

地铁建设者，同时上海、天津、广州等城市开始积极筹划，开始地铁试验段工

程，为大规模工程启动准备条件。

上海人民广场站1、2、8号线三角地换乘大厅

北京地铁“奥运支线”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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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2015年地铁规划

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经济迅速发展，与境外交往日益频繁，国

外地铁技术信息不断传入，随着国内城市建设的大好形势，又唤起了地铁建

设的信心。上海、广州着手工程可行性研究，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广

州地铁相继开工，其他城市也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备和研究，全国十多座城市

要建地铁或轻轨，掀起了国内地铁和轻轨建设热潮。但由于资金不足，在借贷

外资和设备引进方面缺乏经验，造成地铁造价急剧上涨，同时给日后营运维

修、部件更换、补充等留下许多隐患。国家及时发现问题，便全面实施整顿，

暂停审批地铁的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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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是1997年开始，从抓建设标准、抓车辆和设备国产化为新的启

动点，以降低地铁造价为目标，以上海3号线和深圳1号线为依托项目，探索我

国地铁建设发展之路，并借此拉动国民经济主要产业的发展，推动高新科技

的发展，为地铁建设事业带来了生机和希望。

至2005年，已有北京、香港、天津、上海、广州及深圳等多座城市建成地

铁。根据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城市轨道交通项目规划，至2015年的规划线路

长度是2400公里，投资规模近7000亿元，至2008年已经完成了1000亿元的

投资。未来数年，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将有大的发展，北京、上海、广州等多座

城市进入大轨道地铁建设阶段，各地政府积极探讨地铁投融资政策、规划政

策、综合开发政策、设备制造政策、运营管理政策等。

1.3  地铁是一座城市的生命线工程

地铁的建设直接关系到居民的生产、生活，关系到城市的国民经济发展。

它涉及相关产业的方方面面，不是一般建设工程项目所能及。地铁除能解决

沿线及周边地区的交通外，还能促进房地产市场、旅游市场的开发。其对城

市发展和城市交通的作用主要表现如下。

1.3.1  扩大城市规模，促进边缘区域发展

本节以与中国内地情形比较类似的中国香港和东京地铁为例，它们的建

设对城市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地铁轨道交通的建设，促进了

周边区域的发展。

中国香港政府为适应人口高速增长，缓解住房紧张，拓展城市发展空间，

自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规划发展新市镇（卫星城），从70年代起，提出了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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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建设规划，总计将投入近2400亿元，开辟一批远离港九建成区，位于乡郊

的功能性组团——新市镇，在交通上确立了以轨道交通联系新市镇发展的基

本原则，形成包括荃湾、沙田、屯门等8个新市镇，形成了三级的市镇体系：

ɒ ͪў 5. ў Ё ɝ ɝ ɞ

ɒ Їў 6. ў Ё ɝẂ ɝ 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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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市镇的开发建设伴随着香港地铁的建设开发，轨道交通成功引导

了人口的重新分布，支持了一系列新市镇的快速发展。

日本东京都市圈随着地铁轨道交通的建设，经过了两次大的扩展，形成

了都心——副都心——副副都心这样一个都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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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地铁缔造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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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1975~1979年  观塘线

1982年  荃湾线

1985~1986年  港岛线

1998年6月22日 东涌线

1995~1998年7月6日 机场线

2002年8月18日  将军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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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2.63倍的城市GDP贡献率

美国经济学家研究发现，公共产品投资中每投资1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增

加4美元。在中国，地铁轨道交通建设投资对城市GDP的直接贡献率为2.63

倍，加上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地铁开发建设对城市经济具有巨大的拉动

作用。

 

1.3.3  推动沿线土地和房产增值与发展

上海房价与地铁轨道交通建设有着很强的联系。上海地铁1号线闵莘线的

建设，使地铁圈内的房价从929元/平方米上升到5700元/平方米，同时莘庄片区地

铁2公里内的住宅上升趋势强于圈外的房价。

地铁沿线土地和房地产的增值同时会促进沿线房地产投资建设。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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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2000

1000

0

1985     1987     1989     1991     1993     1995     1997     1999     2001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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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3/4的香港居民住在地铁500米范围内

地铁已成为许多香港人上下班和日常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有效改善了

香港地区的交通状况。

香港地铁现共建成荃湾线、观塘线等6条地铁线，覆盖了香港岛、九龙

岛和大屿山等地区，总里程达87.7公里，全港400万人约有300万人居住在地铁

500米范围内。

2004年，香港地铁总载客量8.34亿人次，占公共交通市场24.8%，过海

载客量59.6%。香港地铁依靠先进技术与精确管理，高效运转，为人们带来

便捷、快速的交通方式，已成为许多香港人上下班和日常出行的重要交通

工具。

ĽĽѠ δԆ

地铁作为交通工具优势

大流量 便捷 准点 安全 舒适

地铁 公共汽车

间隔
载量
速度
运能

产生
结果

间隔在2~4分钟
每次可运转800多人
速度33公里/小时
4.5万次/日·公里

间隔在8~12分钟
相当于十几辆公共汽车
速度15公里/小时

2004年，香港地铁总载客量8.34亿人次，占公共交通市场

24.8%，过海载客量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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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连接大都市群的主动脉
                ——高速铁路

在产业上，地铁站点能优化周边土地的功能结构和产业构成，诱发消费

和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具有乘数效应。

其中，房地产业是受站点影响最直接也是最大的产业，站点会促进片区

价值重组，其带动作用随距离增加而边际递减。

同时产业的发展也会带动人口和就业向站点周边聚集。

综上，轨道交通站点的建设会促进新中心的形成，对城市发展产生巨大

的推动作用。

2.1  高铁的诞生

根据国际铁道联盟（UIC）的定义，高速铁路是指营运速率达每小时200

公里的铁路系统（也有250公里的说法）。早在20世初，当时火车“最高速率”

超过时速200公里者比比皆是。直到1964年日本的新干线系统开通，是史上第

中心城区 新区 新城
遵循站点周边物业价值规律，
填补中心区物业功能空白，高
效利用地下空间

大力发展商业和公共配套，培
育区域中心，引导区域发展

将轨道站点作为区域引擎，以
TOD模式进行开发

城市型站点
居住型站点
交通枢纽型站点

城市型站点
居住型站点
交通枢纽型站点

城市型站点
居住型站点
交通枢纽型站点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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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铁路的最高运行时速500公里。
高速公路一般限速120公里/小时。
飞机比高速列车快，但机场一般远离市区，计算往来机场和登记
时间在内，在300~700公里范围内，高速铁路有明显优势。

每小时单向输送能力公共汽车为2000~5000人，轻轨为5000~ 
40 000人，地铁达30 000至70 000人，轨道交通的客运能力是公
共汽车的2.5~14倍。

高速铁路由计算机控制运行，它根据车内信号行车，而不是根据
地面信号，风雨雪雾等恶劣天气，对它没有影响。列车按规定时
刻到发与运行，规律性很强。

电气化高速铁路没有粉尘，煤烟和其他废气污染;
高速铁路的噪音比公路要小5~10分次；
它的噪音震动，通过采取工程措施，都能够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日本新干线建成运营30多年，运输旅客35亿人次，法国巴黎到里
昂的1100多公里高速铁路，每年运输几千万人次，至今没有发生
一起伤亡事故。

研究表明: 若以普通铁路每人公里消耗能源为1单位，则高速铁路
为1.3，公共汽车为1.5，小汽车为8.8，飞机为9.8。

与四车道的高速公路相比，高速铁路的用地只有高速公路的一半。

高速铁路活动空间大。旅客卧、坐、行都比其他运输方式舒适。

高速快捷

客运量巨大

全天候，无延误

污染小

安全

低能耗

占地少

舒适

● 
● 
● 

● 

●

● 
● 
● 

● 

● 

● 

●  

一个实现“营运速率”高于时速200公里的高速铁路系统。高速铁路除了列车

的营运速度达到一定标准外，车辆、路轨、操作都需要配合提升。目前，世界

上投入商业运营的高速铁路大都是轮轨式的。广义的高速铁路包含使用磁悬

浮技术的高速轨道运输系统。

在高速铁路方面，法国、日本和德国是世界上高速铁路技术发展水平最高

的三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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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成为当今世界

发展的基本特征，全球的资本、商品、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跨越国界进行

自由流动和配置。这种灵活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的经济现象导致企业

和居住的区位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城市形态也开始转型，转型的主要特点是

产业的重新集聚、郊区化、城市蔓延等。

与此同时，全球的交通特征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其主要特征是平均交通

出行距离增加，出行频率和交叉移动增多，面对面的交流并没有被网络所取

代，速度成为最主要的价值取向，区域之间的旅行、洲际之间的旅行已经成为

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机场地区、高速铁路车站等交通枢纽地

区成为政治家和学者关注的焦点。

研究交通枢纽地区的发展对中国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也将进

入高速时代，国家计划在“十一五”期间启动京沪高速铁路和沪杭磁悬浮铁路

工程，其中中国第一条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高速铁路——京沪高铁已于2008

年动工，预计2012年投入运营。京沪高速铁路设计时速为350公里，共设21个

车站（其中7个一级站），全程运行时间为5小时，预计2010年投入运营。沪杭

磁悬浮全长约175公里，正常运行速度为450公里/小时，中心城区内最高正常

运行速度不大于200公里/小时。高速铁路的建设对沿线设站的城市而言，无

疑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高速铁路车站地区的规划成为当前规划界的一个

热点。但高速铁路车站对城市的影响究竟有多大，高速铁路车站地区如何规

划，目前在国内似乎还无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

2.2  从“新干线”到“欧洲之星”

从世界交通出行方式来看，小汽车和航空的发展越来越迅猛，传统铁

路、轨道交通、公共汽车的出行比例在下降。但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高铁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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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的发展很快。

日本是最早建设高铁的国家，日本新干线（Shinkansen）于1964年开始建

设，分别在1975年、1987年和1998年进行了4次扩建，目前总共形成了约5条线，

约2000公里，共56个车站。

欧洲之星（Paris-London）自1995年运行以来，带来交通方式分配比例的

转变同样引人注目，高铁旅客人数迅速增长到33%，而航空运输从70%下降到

40%，其他运输方式由30%下降至27%。高速铁路良好的发展前景为许多设站

城市提供了发展机遇，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结构转型。

高铁发展历程 : /742 Ώ ͼ ͪ Ε

/76/ דּ Ё ẹ RET ẇ ͪ

ɝ ώɝ ת Ё 0.Ώ 7. 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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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背后的“天地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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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国是最适合建高铁的国家

由于铁路具有占地少、运力强、速度快、安全可靠、环保等优点，对于幅

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讲，特别适合建设高速铁路。

2008年，在国家近日宣布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中，铁路建设是增加投

资的重要方面。之后3年，我国铁路投资将达3.5万亿元。“十一五”期间，我国

规划了12条客运铁路专线（高速铁路），设计时速在350公里，未来3~5年，我

国几大客运专线将全线贯通，相关区域发展将迎来高速铁路经济时代。

随着京哈、京广、京沪、陇海、哈大等一大批时速250公里以上客运专线的

全线贯通，人们在享受更安全、快捷、舒适、方便的铁路运输服务同时，相关

地区区域一体化趋势将加快，客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文化流将实现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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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融通，资源异地共享，优势得到互补，“1＋1＞2”综合效应势必出现，这

种综合效应势必催生中国经济新格局的形成。

2.4  高铁的“2小时商务圈”

2.4.1  新的城市联系与分工

高速铁路服务对象的特点决定了其对地区发展带动作用的方向。高速铁

路最有竞争力的距离约为500~600公里，最佳的时间是2小时。日本建设的第

一条新干线是东京至大阪线，长约550公里；法国建设的第一条线是巴黎至里

昂线，长约为500公里。而2小时正好是商务活动当天往返（day return）最合适

的时间。因此高速铁路车站对城市的影响主要是带来高端商务客流，引起城

市商务活动的增长，并由此衍生出来零售、休闲娱乐等配套功能。

日本新干线对加强三大沿海工业带的联系、打通经济走廊、缓解交通压

力的作用十分显著。

幕张

名古屋都市圈

福冈 大阪

大阪都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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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

1.5

1

0.5

0

人口增长

新干线沿线开通前后沿线人口、企业、财政增长倍数比

工商企业数量 财政收入

1.13
1.35
1.07

1.20
1.49
1.15

2.19
2.50
1.90

全国平均水平
干线沿线
非干线沿线

年份                1970年     1982年（通车）     1995年

沿线城市就业人数 1.0              1.3                     1.85

非沿线城市就业人数 1.0              1.3                     1.54

东北新干线沿线与非沿线城市就业人数统计（倍数增长比）

东海道新干线连接了东京、横滨、名古屋、大阪、神户等“沿海型”工业地

带，3大经济圈（以东京、横滨为中心的东京经济圈，以名古屋为中心的名古屋

经济圈，以大阪、神户为中心的大阪经济圈）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据调查，东海道新干线和山阳新干线，每年约有乘客2亿人次，仅此产生

的食宿、旅游等的消费支出约为5万亿日元，增加就业50万人。1975年新干线从

大阪进一步延伸到九州后，冈山、广岛、大分乃至福冈、熊本等沿线地带的工业

布局迅速发生变化，汽车、机电、家用电器等加工产业和集成电路等尖端产业

逐步取代了传统的钢铁、石化等产业，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通向仙台、

岩手的东北新干线1982年开始运行后，沿线城市的人口和企业分别增加30％和

45％，地方财政收入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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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沿线产业带的形成

新干线将京滨、中京、阪神、北九州4大工商业地
带连接起来的静冈、冈山、广岛等兴建新的工业
地带，形成沿太平洋伸展的太平洋工业带。

高铁对沿线

产业的影响

沿线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

1975年新干线从大阪进一步延伸到九州
后，冈山、广岛、大分乃至福冈、熊本等
沿线地带的工业布局迅速发生变化，汽
车、机电、家用电器等加工产业和集成电
路等尖端产业逐步取代了传统的钢铁、石
化产业。

沿线文化教育产业的发展

东京229公里的大和市，在建成上越新干线浦佐站
后，诞生了国际大学，观赏戏剧会、茶道会的机
会增多，美术馆、音乐厅的建设也增多。

沿线旅游、商贸产业的发展

东海道新干线和山阳新干线，带动旅
游人口每年2亿人次，产生的食宿、旅
游等的消费支出约为5万亿日元，增加
就业50万人。高铁建成后，客流量的
诱发率平均为25%。

1

3

4 2

科技效益：新干线技术是集各种技术大成的新技术集合体，其技术涉及了电源电力、材料、信息及控
制、高精度土木工程、防震等众多领域，由于新干线的开发带动了这些学科领域的发展，使得日本的
交通综合技术站在世界前列，其长远效益不可估量。 

2.4.2  人才、知识、技术等的高速流动

高铁客流带来了资金、技术、投资、消费、人才、物资、知识、产业等因素，

还带来了新观念、新理念、新的生活方式。

日本新干线随着交通网的形成，人们的活动范围扩大了，文化交流也更加

活跃起来，生活质量也明显提高。比如，住在静冈等地的人要想观看传统艺术

“歌舞伎”或“文乐”，须到东京或大阪，过去需要用两天，现在当天就可以

来回。新泻县浦佐町是个典型的山村小镇，只有2万多人，但吸纳来自世界各地

学生的国际大学就设在这里。由于北陆新干线在浦佐设了车站，国际大学的

教员不论是到新泻还是东京，最多只需1小时，知识的交流和更新不受影响，

而这里的自然环境在城市是享受不到的，所以大家都乐意到那里教学，国际大

学聚集了一大批高水平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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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的生活方式：小城市生活，大城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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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沿线城市整体性的人口与产业增长

高铁车站的建设会带来沿线城市整体性的人口与产业的增长，增强沿线

城市的集聚能力。以日本东海道新干线（Tokyo-Nagoya-Osaka）为例，Brotchie

（1991）研究表明有新干线车站的城市比没有车站的城市人口增长率平均高

出22%；Hirota（1984）也发现有新干线车站城市比没有设站的城市在零售、工

业等方面的增长率高出16%~34%。法国TGV大西洋线的Vendome车站周边地

区，高速铁路通车的3年时间里，地价上涨了35%，房地产交易量上涨了22%。

在西班牙，新开通的马德里—塞维利亚高速列车线路，很快就为沿线地区带

来了经济利益。自1992年起，高速列车大大促进了CuidadReal（马德里以南约

200公里）的经济繁荣。木尔西亚省的私有经济投资增加了20％。沿线城市几

乎一夜之间成为了上班族的置房新宠。许多国家都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

日本新干线所产生的“乘数效应”为日本带来了数倍于建设投资的经济

和社会效益。

 日本新干线乘数效应

新干线投资建设

众多劳动机会

增加收入和
扩大就业

引起消费增加 

刺激
消费品生产

地区联动与
城市化发展 乘数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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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2008年京津快速的开通已经显现了效果。开通后短短100天，运

送旅客450多万人次，拉动天津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0.31个百分点。

2.4.4  铁路公交化，商务与旅游的延伸

高铁带来的不仅仅是出行方式的改变，也让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成为可

能。在德国和日本，高速铁路已经将很多小城市和大城市连接在一起，加上有

生活成本的优势，很多厌倦了大城市嘈杂喧闹的人开始渐渐将目光投向附近

京都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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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城镇——同样可以在大城市里就业，只是增加一小时左右的交通时间，

生活品质却可以得到很大的提升。巴黎至里昂的高速铁路建成后，带来的主要

功能提升是商务活动与旅游。首先巴黎的一些公司开始在里昂设立分部，公

司管理人员可以在巴黎总部与里昂分部之间当天往返，将巴黎的商务活动延

伸到法国南部地区，同时里昂的一些小公司也开始为巴黎的许多公司提供专

业化的服务，将里昂的商务活动延伸到巴黎。

这种生活如今在中国也逐渐出现。目前从北京到天津，从上海到苏州、昆

山等附近城市，交通时间已经压缩到半小时左右，并且已经能够实现“铁路公

交化”——每10多分钟就有一班出发。而在铁路系统的规划中，未来整座城市

密集的长三角宁沪杭地区的铁路交通距离都将控制在两小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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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阪难波城（Nanbo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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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城市地铁掘“金”三尺

城市交通设施与城市土地利用形态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城市地铁作为

大容量的公共交通工具，不仅实现人和物的流动，还影响用地的可达性，从而

改变和调整城市空间布局结构。城市主要交通方式的运量越大，所形成的城市

内聚力就越强，城市常常呈紧凑的形态。城市轨道交通可以促进沿线土地的高

密度开发。例如法国里昂市政府规划部门曾在旧城东侧开辟了一个新区，由于

第一条地铁只通过新区，于是出现了新区健康发展、旧城日渐萧条的局面；而

当经过旧城的第二条地铁建成后，旧城又焕发了生机，恢复了往日的繁荣。

地铁处于城市的不同地区将会带来不同的城市发展模式，并对沿线物业

产生深刻的影响。参见下图，而其中的部分案例我们将会在下面做详细分析。

■ 地铁对于沿线物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交通的高效率和运输能

力，以及人群的集中能力

地铁对房地产影响最直接的结果，除了促进市场格局的重整，还对住宅

价值产生影响。从地产市场格局来说，地铁不仅会加速沿线片区房地产市场

的发展和成熟，还会加速片区价值的重组。中低档房地产密集的片区相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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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房地产密集的片区升值空间会更大一些，而相对于老开发城区，新开发区

域在前景预期方面则更胜一筹。 

■ 地铁对沿线房地产价格的影响

1. 地铁站点具有磁力效应或漏斗效应

在理想状况下，离车站越近，房地产价格越高。因此，车站附近的房地产

的价值高于位于区间的房地产，对于投资者而言，最有价值的不是一条地铁线

的本身，而是出入口。

2. 车站地区范围内的房地产，与所在区域其他类似房地产相比，前

者比后者的价格要高出10%～15%

根据国外城市的经验，那些与地铁线路有一定距离，既方便出行，又不受

干扰的房地产，才真正具有投资价值。房地产本身的价值越高，对噪音、振动

地铁沿线物业所

在区域发展模式

商业中心区域 伦敦：司农广场站
日本：荣站、金山站

中国香港：九龙站、观塘站
伦敦：莫洛文站
日本：名古屋港站
美国：曼哈顿地铁线

伦敦：南肯辛顿站

中国香港：东涌站
中国香港：青衣站

日本：市役所站

中国香港：九龙塘站
伦敦：维多利亚站

中国香港：迪士尼站

商务中心区域

都市居住区域

新市镇区域

市政集中区域

交通枢纽区域

旅游休闲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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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的敏感程度越高，甚至会超过对可达性提高的敏感性；如果沿线的住

户属于低收入阶层，这个阶层对可达性的敏感程度会大于噪音、振动影响的

敏感度，因而低收入地区的房地产价格对噪音、振动的敏感程度一般不大。在

沿线买房的消费者大多是中、下收入阶层的人群，沿线特别是线路两端地区

的房屋，其档次应以中等偏上为主。真正的高档住宅区应与地铁保持一定的

距离。

3. 不同区位的土地，其房地产价格是不同的。因此，即使是同一条

线路，位于不同区位的车站，其周边房地产价格的空间特征也是不同

已发展成熟的城市中心区由于原有区位条件已相当优越，在用地强度或性

质未改变时，修建地铁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不是很明显；而接近城市的边缘地

区，由于区位条件的改善幅度很大，土地集聚利用比较显著，故房地产价值的

增长受地铁的影响非常明显。

4.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工期较长，在规划期、建设期及投入运营期，

对周边物业价格影响均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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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站点旧改

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改善和修建，能加速中心区域的改造与重建，使旧

城区恢复生机与活力。交通沿线地区的居住、经商、办公环境，因交通设施的

修建获得改造的契机和动力。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将得以调整，居住、文化、教

育用地将逐渐减少，取而代之将是获利能力较强的办公、商业设施。据分析，

在许多大都市区，随着城市铁路和轻轨的建设，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发生了较

大变化，表现在土地的再开发以及现代办公、商业、科学用地开发方面。

3.1  日本大阪难波城的背景与功能组成 

难波城（Nanbo Park）的原址是一座棒球馆，位于邻近难波火车站的一片

新商业区，离机场一站之遥。开发商NK电气铁道公司邀请捷得公司为其设计

难波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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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对大阪形象具提升意义的建筑作品。捷得因此把难波定义为公园，为拥

挤喧嚣的城市带来一片绿洲。

难波公园的构思为一个斜坡公园，从街道地平面上升至8层楼的高度，形成

高出城市的自然绿洲。 

难波城通过引进高档主力店确立高档定位。

本项目本馆与南馆的主力商场是日本高岛屋，高岛屋为日本著名百货公

司，走高档消费品路线，业务及规模庞大，在东京、大阪、京都及横滨等多座

城市均设有分店。高岛屋走高档流行路线，由于日本中老年顾客比较有钱，因

此吸引了大量中老年顾客。 

公园的主要业态是：商店与餐饮店，咖啡厅较多。

难波城的商业以高岛屋促销作为核心，高岛屋善于举办有吸引力的促销

活动，例如举办过铁臂阿童木纪念活动，以16万美元年薪将机器人引进到百

难波公司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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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楼、商业及娱乐设施、住宅、空中花园

商业
办公楼
公园
绿地
广场与通道
其他
合计

40 000平方米
80 000平方米
8 000平方米

300平方米
4 700平方米

31 300平方米
167 000平方米

76 600平方米

243 800平方米

功  能

一期建筑面积

二期建筑面积

总  计

不同楼层的业态分布图业态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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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中也是高岛屋的创意。 　　

难波城设立网站，介绍每家商店与商业设施，及时刊登商店促销信息。难

波城发展大量会员，会员享有5％优惠，销售定期的火车票，购物达到一定数

额可以赠送火车票。 

难波城公园是相对独立管理的项目，包括公园、公共园林与广场管理，如经

常在广场举办活动。 

3.2  难波城的景观与空间设计

难波公园的构思为一个斜坡公园，空间设计变化丰富、充满趣味，从街道

地平面上升至8层楼的高度，采用空间向上退台的方式 ，形成高出城市的自然

绿洲。公园里四通八达的通道是用暖色石材模拟的自然峡谷，与大阪市区众

多的灰色混凝土和瓷砖饰面的建筑形成鲜明对比，也与周边绿色盎然的植被

交相呼应。 

难波公园环绕在一个30层高的高层建筑旁边，与周边城市形成鲜明的至

高点。自然景观还被用来消除高耸的、充满现代美感的Mori大厦与历史上著名

的日式毛利花园之间高达15米的垂直距离和心理障碍，实现了与周边旧城景

观的和谐过渡。

通过“峡谷”内一条“8字形”倾斜上升的通道可以到难波公园的零售及

娱乐区。一系列的广场装有水景，营造出让人不断有新发现的感觉。项目的中

心区是三层的“豪华购物广场”，其构造质感华美，错落有致，并饰有草木植

被和水景。

在开放的城市空间格局下，空中庭院绿化空间，也是顾客可以参与的公共

空间，8层楼高空中花园，除了种植了不少漂亮的花草植物，还开辟了一些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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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波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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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让城市人租用1亩①土地，种植有机蔬菜。此外，商场内有不少餐馆和咖啡

座，露天的位置就在丛林里。 

除了峡谷作为项目整体的通道设计，还有其他各具特色的人行动线，使空

间产生变化。不断变换的景色和功能区颇具特色。 

3.3  大阪的新门户

一个改变大阪市特色的新门户，通过构建大型的自然公园，改善大阪拥挤而

杂乱的城市环境；通过都市花园与商业零售相结合的综合性物业，重现大阪南部

昔日风采。 

在一个密集的由混凝土建筑占主导地位的城市中，屋顶花园让大阪人重新获

得对自己城市的自豪感，成为一处新的聚会场所。

Ɣ /Ф 444,4 ɞ

木台阶作为公园的特色动线

垂直观光电梯与公园公共空间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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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一座30层的高塔，难波彰显了一种自然生态的生活方式，空中花园、屋顶

绿树，公园直接跟大街相连，为钢筋混凝土林立的城市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人们可以欣赏层出不穷的大树、岩石、悬崖、草坪、溪流、瀑布、池塘及露台，徜徉

在空中花园中尽享体验式购物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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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上盖物业开发

一项统计数据表明，在国际城市规划中，地铁上盖物业已经成为发展潜

力最大、实用程度最高、抗风险能力最强的城市高效物业形式。 

地铁上盖物业即结合地铁站点的建设向上拓展空间，构建轨道站点综

合体，将交通接驳、商业、办公、居住等需求整体化解决，实现最大化的土

地利用。

在上盖物业的规划上，有一些共性的特点，即通过横向、纵向功能合理配

置，削减车辆段对城市功能的影响；通过搭建混凝土桥架转换层、增设绿植、

停车、检修库下埋等措施减少噪音等的污染。

住宅（公寓）

酒店

办公

商业

空中花园（平台）

空中花园（高架轨道交通）

空中步行系统

巴士站

地下步行系统（站厅层）

地下轨道交通系统（站台层）

地面
地下停车场

典型的轨道交通站点上盖物业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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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香港地铁的上盖物业

4.1.1 真正意义上的地铁上盖物业

香港地铁的高效率是众所周知的，它的成功与香港地铁建设和城市规划的

紧密联系是直接相关的。坐落在地铁线路上的地铁上盖物业更是地铁产业和

房地产市场紧密协作的缩影。

香港铁路系统目前有港岛线、荃湾线、观塘线、东铁（广九铁路）、东涌线

和机铁（香港至赤角机场），屯门和元朗地区的轨铁，西铁及其他各个支线。目

前运营的各类铁路车站有50多个（未包括轻铁），覆盖了香港主要商业区和居

住区。

在繁华的商业街区，地铁站的覆盖区已经连接起来。香港的铁路每日得应

付超过30％的本地乘客的交通需求以及超过80％的内地的跨界乘客人次。由于

用地紧张，香港的各个地铁站都与周边的商业和居住区有紧密联系，还有很多

居住区与地铁站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综合建筑体——真正意义上的地

铁上盖物业。

4.1.2  香港地铁典型上盖物业的站点开发

1. 市中心区域的站点

在市中心，站点一般晚于周边区域开发，以发展上盖物业为主，物业类型主

要为商业和写字楼。地铁早期开发的18处物业，有7处为写字楼、商业物业，其余

11处住宅物业也均带有大量商业面积。后期开发的物业集中在站点200米以内，

其中商业和写字楼面积占到了55%。为了获得最大化利益，一些站点只开发了写

字楼和商业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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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站的环球大厦、金钟站的海富中心，德福广场、绿杨坊和杏花新城已成为著

名的地铁商场。以早期开发的中环站和后期开发的九龙站为例说明香港市区站

点的物业开发模式。

ɒ Χ

环球大厦原址为香港邮政总局，1980年，随着港岛线的开通，为了进一步

开发中环地区的商业功能，提升该地段的商业价值，在中环站建设了该上盖物

业。环球大厦凭借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和交通的便利性，出售当日8小时全部售

罄，并在短期内迅速提升了中环的商业价值。

中环地铁站的原址——香港邮政局 中环地铁站的上盖物业环球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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ɒ Ϙ

九龙地铁车站是机场铁路沿线规模最大的车站，是机场快速铁路、地铁

和其他交通工具之间的交汇点，是混合了交通、居住以及商业等功能城市型

站点。

九龙站200米以内以酒店、写字楼、商场为主，并配有少量开放空间，

200~500米以高密度住宅和休憩空间为主。

九龙站以港铁开发的车站综合体为区域核心。其综合体采用三维的立体

化城市设计，车行系统分三个主要公共楼层，各类建筑建在交通枢纽核心之

上，分类布局；住宅、写字楼、酒店、社区服务设施等由同楼层的商业购物街、

公共空间、平台公园、广场、汽车站以及人行步道系统连为一体。

九龙站物业开发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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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市镇区的站点

新市镇地铁上盖物业开发是以住宅用地为主，在各区中心站点和交通枢

纽站点配套相应的商业设施和交通设施。 

ɒ 

青衣站是区域的商业中心，其上盖物业青衣城是香港有名的四大地铁商

场之一。1998年伴随着地铁东涌线的修建，青衣城发展迅速，现今日平均客流

量为50 298人次。

青衣站用地以青衣城为商业中心，周边配以高密度住宅和休憩绿地，其空

间布局见下图。

青衣站物业开发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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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衣站规划要点如下：

商业用地：整个商场为地铁站上盖物业，在地铁站点周边100米范围内布

置；

居住用地：住宅布置在商场上盖物业的边缘，坐落在商场之上；

交通用地：通过行人天桥将站点出口、商场出口与外界交通联系起来；有

的站点出口与公路直接对接；

站点物业开发由住宅和商业两部分组成，比例分别为84%和16%。

ɒ 

调景岭站功能上围绕大规模居住用地配套少量商业和绿地设施，空间布

局上以地铁上盖为核心发展商业和高密度住宅，并配置绿地和居民广场来疏

散人流；沿商场四周布置住宅和休憩性绿地。

调景岭站物业开发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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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调景岭站点布置中心绿地，四周布置商业用地，在商业用地上规划

高密度住宅，其规划要点如下：

在调景岭站点周边开发土地3.24公顷，总建筑面积253 765平方米，其中

住宅面积占93%，商业面积占7%；

在布局上，围绕站点中心为绿化用地，作为居民的休憩性绿化区；

在中心绿地的周围布置商业用地，以满足周边居民的消费需求，商业位于

底层；

在商业的上层布置了高密度的住宅；

各住宅对内通过中心绿地相互联系，对外通过行人天桥和道路相接。

4.1.3  香港地铁典型上盖物业的物业特征

在众多的地铁上盖物业中，青衣城（盈翠半岛）、汇景花园、美孚新邨、新

翠花园等是非常典型的，它们一般都具备相似的特征：底层是换乘公交车站

或者铁路站，与之相连或上面2~3层为商业建筑，在建筑的裙房上是环抱的高

层居住建筑，中间是居住区中心花园。其中美孚新邨为1969年投入使用，新翠

花园为1988年、汇景花园是1991年，青衣城（盈翠半岛）是20世纪末建成的。由

于美孚新邨使用时间较长，已经失去了代表性，不作详细的介绍。

1. 新翠花园

（1） 物业概况。新翠花园位于柴湾地铁终点站，整个建筑群6幢高层住

宅和3层裙房组成。

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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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翠花园的整体环境质量并不高，原因在于整个建筑群的规模不大。两

栋高层住宅与其余4栋高层住宅分列在轨道线路的两旁，中间的花园面积比较

紧张，建筑群整体显得比较拥挤，裙房开敞的轨道线对周边的环境也有一定

程度的影响。当列车进入车站时，减速的声音比较明显，列车加速出站的声音

虽然小于减速，但同样有影响。

（2） 商业——新翠商场。新翠商场（New Jade Shopping Arcade）为香港

东区大型商场之一，位处柴湾交通交汇处，设于新翠花园的基座，邻近港铁柴

湾站，为柴湾最大规模商场之一，商场楼高4层，有85 024平方尺。新翠商场的

开发商为新鸿基地产，为旗下重点商场之一。



��

城市地铁掘“金”三尺
第二部分

展览场地：

设有两个展览场地，一是位于地下大堂（1000平方尺），另一个外位于三

楼展览场（35平方尺）。 

行人天桥：

设有行人天桥通往其他商场

及街市。

2 . 汇景花园

汇景花园是地铁蓝田站上盖物业，整个建筑位于两山之间，下面还有快

速路（鲤鱼门道）通过，交通结构非常复杂。

地铁线平行巴士换乘站，通过二层空间实现联系，上面是一层商场，以零

售、服装为主。住户可以通过商场的入口穿越商场抵达屋面的花园，也可以通

过场地西南角的地铁出入口进入居住空间。居住建筑是两排东西向排列的20

多层的住宅，每栋住宅的入口都在架空屋，与花园相连。

汇景花园还肩负着交通枢纽的作用，底层有近十条线路的巴士在这里

与地铁换乘，地铁站出口通过室内的“十”字型架空天桥到达巴士站，10余条

巴士的车站斜向平行设置，天桥上的行人可以通过单独的楼梯到达每个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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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地铁站还辐射出多条步行路与附近的丽港城、康田苑相通。这栋高度集

成的综合建筑群给人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每天有大量的居民通过这里。虽

然这里主要的服务对象是附近的居民，但是游客在清晰的交通指引帮助下行

动并不容易失去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汇景花园修建于快速路的轨道站之上，对外敞开的中心花

园丝毫没有受到噪音的干扰。中心花园是对公众开放的，良好的管理和合理的

交通流线设计使开放的中心花园非常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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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景花园修建在两座山的山谷之上，地铁站修建在西南侧的山体内，快

速路从山谷中穿越，建筑群体像一座空中的堡垒。从技术的角度来说，修建汇

景花园这样的建筑群具有一定难度，需要大量的投资，地铁与巴士站同样需要

大量的空间与资金，尽管如此，土地的价值确实达到一定程度以后，技术上的

投资是有利润保证的。换一个角度，汇景花园对于整个社区来说，社会意义非

常大，它是一座城市的节点，把周围地区的居民与城市交通网络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从项目实现的角度看汇景花园整项工程，我们可以发现这类项目要求

在地铁规划的过程中要与各个相关部门如规划、国土、地铁营造、地产开发、

公交公司等进行协调，共同作用。虽然地铁项目与房地产项目可能不是同步交

付使用，但是只有进行合理全面的前期规划才能避免工程成本的浪费。显而

易见，这样的协调工作对政府各部门之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汇景花园

（地铁蓝田站）工程突出代表了香港政府、房地产市场等各个方面的成熟以及

相互之间的默契。

3. 青衣城（盈翠半岛）

青衣城（盈翠半岛）位于地铁东涌线和机铁的交汇点，是机铁上最大的中

间站，规模大而且地理位置非常突出。

青衣区的居住环境不错，十分宁静，只有西北面是住宅区，景观不俗，有蓝

巴勒海峡海景，遥望荃湾及葵涌，以及特别的青荃桥和三号干线的桥景。

青衣城与前面所介绍的汇景花园、新翠花园有明显的区别，一方面原因

是青衣城是最晚建造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与前面两者不同的地理位置。因

为青衣是脱离开香港岛和九龙的岛屿，所以作为岛上唯一的大规模交通枢纽，

它是青衣经济和交通的重要中心，因此青衣城具有非常大的商业面积，商业

的繁华程度和商业的完备程度都比较高，商场的装饰水准也非常好。地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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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出口设置在与商场毗邻的专用区域，直接与商场联系，还有数个直通室外

的出口。商场共有四层，主要是各类日用品、服装和超级市场等。商场的屋面

是居住区和中心花园，由12栋高层住宅建筑成“P”字型围绕，上部居住建筑

是商品住宅——盈翠半岛。盈翠半岛相对于汇景花园、新翠花园有明显的进

步，主要体现在景观的利用和交通流线的设计方面。这里的地理环境非常优

越：两面环海，一面是青山，另一面是体育场和公园。住宅的布置充分地考虑

了环境因素，尽量地把环境优势体现出来。在交通流线的设计方面，它与新翠

花园有相似的一面，居民的入口除了有保安管理的入口外，周边设置了采用磁

卡控制的无人看守的电梯厅，可以抵达屋顶花园。在商场里也设置了非常豪华

的住宅入口。对比三者的居住环境质量，盈翠半岛有着明显的优势。

青衣站街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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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香港地铁典型上盖物业的商业开发

从某种程度上说，地铁开通之日就是商业格局重新调整之时，这一点已经

无数次地被证明了。但如果认为地铁商业的商机是天生的“馅饼”，地铁能带

来大量的人流，开到哪儿就能旺到哪儿，那就是一种认识的误区了。我们看到

同是地铁上盖的商业项目有着截然不同的遭遇，有的商场做得红红火火，门

庭若市；而有的却惨淡经营。一般人对“地铁物业”的概念寄予过高期望，认

为只要跟地铁沾上边就可以万无一失，其实地铁商业这块“馅饼”并不容易吃

的，开发经营地铁上盖物业，还是不能脱离整个商业物业开发经营的规律。

地铁上盖商业发展必须根据周围的客流和居民消费习惯等实际情况严谨

地进行包装定位、确定发展模式，而且要根据人们的消费心理及购物潮流来

不断调整自己。  

香港地铁早已成为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地铁带来客流，客流造就了“时

代广场”、“置地广场”、“太古广场”等一大批香港购物天堂。

香港地铁商铺运作的成功经验，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

（1）香港地铁上盖商业基本上都采取相同的做法：“只租不售”。这样做

为的是拥有绝对的统一管理权，更有利于商场经营。香港开发商的做法通常

是由开发商自行招商和经营管理，而且对招商与经营管理工作进行了非常细

致的策划和布置，并深入调查各个行业的经营状况，同时还会适当让利，首先

考虑的是如何在短时期内吸引商家进驻，把商场做旺。

（2）对市场研究透彻，定位清晰。香港许多出色的地铁上盖商业都有着

鲜明主题，并将所有商铺紧紧围绕主题进行设计，概念新颖，设计合理，从而

抓住消费者的心。

（3）香港地铁物业通常分为零售、饮食和娱乐三大块，进行比较均衡和

合理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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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香港地铁物业对于租户比较精挑细选，对于过时或不适合的商家会下

次将不予续约，毫不客气地清出场，再重新寻找一些代表潮流的商家进场经营，

以达到商城物业、租客和顾客三赢。

4.2  北京地铁的上盖物业——壹线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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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1号地铁线首发站四惠东之上，构建起真正的地铁上盖大型综合体——

壹线国际，呈现生活、商务、会议、休闲、购物、餐饮等，多元丰富的国际活力

生活的60万平方米大盘。

4.2.1  项目概况

2008年，轨道交通将成为北京最重要的交通设施，轨道交通枢纽将成为

城市的中心点。与世界上众多发达城市一样，轨道交通将成为城市的主命脉，

地铁上盖物业，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国际潮流，是一种效率的证明。

壹线国际地处长安街CBD正东2公里处，位于地铁1号线始发站“四惠东”

西侧 、即八通线终点站“四惠”东侧。“四惠东”地铁站有出口直通小区内。

4.2.2  交通连接特点

壹线国际通过大型的立交桥作为外部交通通道，汽车可以通过立交桥直

接驶入小区内部，良好的交通管理也是其一大特点。同时，在小区内部设置通

道将小区与地铁站相连。

大型立交桥将小区与外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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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地铁站的通道

与小区相连的四惠东地铁站

4.2.3  商业广场

壹线国际60万平方米大盘规划，是CBD东区的复合式时尚街区大盘，社区

已成熟。随着2008年壹线国际B区的竣工入住，并依托大盘规划的成熟社区

背景，确保高质量的人群保障，整个商业将承载约1.8万人的日常生活消费，共

同形成成熟的商业氛围。另外，作为壹线国际平台上唯一大型独立商业，所居

业主均为CBD地区的精英人群，数量庞大，强劲的消费能力将决定高品质的

商业形态。

1. 逾万平方米花园商业广场，独立的纯一层特色规划

壹线国际商业广场，规划建筑面积万逾平米，东西宽141米，南北长136

米，位居整个组团及社区中心，以围合式布局兼顾社区每个方向的人流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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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广场顶部为休闲花园，是社区居民密集的地方，最大化地吸引人群，形成

轴心效应，并且商铺全部为独立的纯一层建筑形态，既独立自主又相互呼应，

形成一个强劲的商业磁场。

2. 多元空间组合，构建多元商业业态

壹线国际逾万平米商业广场，容纳50~480平方米多元空间，以此构建多

元业态。为CBD精英人群搭建一个生活个性化潮流聚合商业平台，承载家庭

内外的全部生活元素：社区便利店、品牌洗衣店、药房、眼镜店、餐饮、书吧、

时装店等多种业态。

4.2.4  商务办公空间

壹线国际的空间设计全部为纯框架结构，其最具代表性的胶泥空间具有

灵活弹性与可塑性，其开放纯框架结构的商务空间最小为98平方米、最大为

138平方米，还可自由拼接组合，节约租房成本并赋予空间灵活弹性，十分适合

东区成长型公司。在这里，成长型企业可自由拼接组合成470平方米的整层办

公空间，随意分割布局，房屋使用率更高达85%，让空间不再制约企业和整个

区域的进步。

商业广场目前正处于招商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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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地下空间

地下空间的利用，一方面可以构建通达性良好的地下交通网络，提高换乘

效率，缓解地面交通压力；另一方面，可以大力发展地下商业，并将站点与周

边物业连通起来，形成综合效益。

5.1  日本Nagahori地下街 

5.1.1  Nagahori背景

ɒ ӈ Χ └ ӈЉ ╦ↄּד ΅Ε דּ П

שׂ ɞ

ɒ П HP 5 2 3

Τ ɞ

ɒ /770 /.   /775 3 ɞ

ɒ 605к Ẃɞ

ɒ δ6/ 6.. ɞ

地下街的建设区位 地下街系统开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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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主要功能与布局

ɒ ͽ ´ ͽ ΅ ɝ ͽ ɝ ͽ ɝ ͽ

Γδͪӎ ͽ Ё 3Τ ɞ

ɒ ͽ ͪ δ Γɝ е Ắẳ δͪӎ ͽ

Γ Їɝͻɝ δ ͽ ӈδ/.1. δ ϓ ɞ

5.1.3  主要业态

ɒ ͽ L_e_fmpg ͽ ӈЉL_e_fmpg ͽ Ẫ 64. ɞ

ɒ ͽ Ẻ ͽ ͽ Χ δ ͽ

店铺

Nagahori地下街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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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种植自然植物，使整个地下街的环境显
得亲切自然，消除传统地下街封闭、压抑的
感觉，创造了良好的购物与休闲环境。

5.1.4  地下街地下空间设计与开发

Nagahori地下街建设目标

ɒ ⅞П ɞ

ɒ ⅞L_e_fmpg └ɞ

ɒי ͽ ΅ Ẫɞ

ɒ Ӊ Ѳ י ɞ

Nagahori地下街通过地下广场设置、大面积引入自然光和种植自然植物多

种举措营造地下街舒适的购物环境。

5.2  日本虹地下商业街

5.2.1  虹地下街背景

ɒ ӈ └ ɞ

ɒε ´ ΓΧ ɝ Χ ͻ ´ 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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ɒ δ4͵ ẳͻ 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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ɒ ͽ ͽ Ν ͪ ╝ Γ 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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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主要功能和业态

商业街面积主要为店铺之用，业态丰富、应有尽有，共包括零售店和餐饮

店300多家。

虹地下商业街除了一些必要的通道和设施外，其面积主要作为各类商店

之用，以饮食、食品、服装、百货为主。

虹地下商业街共有各类店铺和餐馆、酒吧、咖啡店310多家。商店出售各

种商品，从日常生活用品到高级装饰品，从现代电器到名贵古董等，凡是地上

有的地下大体俱全。商品琳琅满目，装饰得五光十色。

5.2.3   地下空间设计

虹地下商业街通过分布四角的主题式游览地下广场和观光楼梯设置，将

购物功能和游览功能有效结合。

虹地下街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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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广场：四周是一幅幅表现日本古代爱情故事的立体浮雕与壁画。广场

的天棚，华灯高悬，五光十色。地面上花坛四布，宛若春天的花园，绚丽缤纷。

光的广场：顶部布满1000余只彩灯，似乎是银河中无数闪亮的星星，灿烂

耀眼。

绿色广场：相当于一个小小的公园，曲径回廊，小桥流水，别有情调。

水的广场：顶部设有两个喷水口，万道银丝从水中喷射而出，溅起点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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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形成一道小型瀑布。水流随着溪道，流过商店门口，发出淙淙琴声。在光

的折射下，水面上会映出一道彩虹。

5.3  日本川崎Azalea地下商业中心

5.3.1   Azalea地下商业中心背景

ɒ ӈ Ч HP I_u_q_ig qrl, Ч Icgjws

I_u_q_ig qrl, ẮП ɞ

ɒ 3,45͵ δ ͽ Χ ɞ

5.3.2  主要功能和业态

川崎Azalea地下商业中心共有100多家店铺，主要为商店和餐馆，在中间

步行区每周举行商品促销、食品展销等活动，有时会举行小型流行音乐会，通

过在公共区域定期的展销活动提升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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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启示

大阪中央车站地下商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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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地上空间与地下空间的共融

6.1  日本埼玉商业中心

6.1.1  埼玉商业中心背景

ɒ ệא ɝΕↄ ɝ Ч ɝ е Ắ Ε ɝ

ΕЧ΅א Χ ɞ

ɒ ӈЉ Χ ẳ /0 П 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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Ѡ 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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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空间连接

步行者高架路，将

埼玉 超 级 综 合 活 动中

心、山毛榉广场等主要

商业设施以及酒店、办

公楼等商务办公和交流

空间有效连接。

平坦易行的步行者高架路将埼玉商业中心地上空间有效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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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中国香港青衣城购物中心

6.2.1 青衣城背景

通过SAITAMA新都心地下道与埼玉车站和新都心外部区域联系

ɒ ӈ

11 ͽ שּׁ

ͼ 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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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田商业中心

6.3.2  空间连接

梅田地下街以地铁梅田站为中心呈放射状分布，主要功能为地下商业和

地下停车场。

ɒ Ufgrw ͽ δͪ Ѡ δ ɝ ͽ Γ ɞ

ɒ Ѡ δΧ ὖ ɝ ɝ

1.. 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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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一层平面图 地下一层地下街示意图

地下二层平面图 地下二层地下街示意图

通过地下空间的开发将站点周边主要建筑和地下交通体系连接，最终形成一

个规模巨大，集交通、购物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地上空间与地下空间有效结

合的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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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轻轨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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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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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轨与地铁在技术层面有一定区别，然而，本书旨在研究轨道交通对城

市空间的影响，从这个角度，两者的区别是，地铁往往更偏向于城市中心土地

价值的再分配，而轻轨（也可以是伸向城市郊区的地铁）将城市延伸到更大的

范围，轨道交通站点通过高效率的交通运输能力吸引产业、人口、就业在站点

周边集聚，进而推动站点周边成为新的中心。当城市的新区发展围绕着公共

交通导向来开发，这就是TOD新城。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加速时期，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修建地铁和轻轨

成为一些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工具。如何有效利用我国十分有限的

土地资源，避免在城市建设中造成土地的浪费和交通状况的拥挤，成为城市

规划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结合国际经验和国内实际情况、轨道交通必

须与城市发展互动，TOD的发展模式无疑是城市发展的一个有效途径。

第三部分
郊区轻轨
——TOD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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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公共交通导向开发TOD

7.1  TOD的起源

“公共交通导向开发”模式是由英文名称“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TOD）翻译而来。它是国外经实践检验较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涉及城市规划的

都市社区规划开发建设模式。

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提出这个开发观念比较著名的专家是彼

德·卡斯洛普（Peter Calthorpe）。TOD所强调的是为了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城市的无计划发展、交通组织混乱、住房需求结构性矛盾的一种规划方

案。作为一种有效的交通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的城市开发方式，它主要将土地

利用与公交发展结合，引导人们以公交方式出行，从而减少小汽车出行，改善

城市道路服务水平，实现城市协调发展。 

7.2   TOD的概念

“公交导向”就是以公共交通（主要指地铁、轻轨等大运量轨道交通以及

巴士干线等组成的城市立体交通网络）为主导的开发模式。TOD模式开发的

社区要么在公路网上（轻轨或者直达公交线路），要么在离公路网10分钟公交

车距的支线公路网上，根据类型而定。

TOD的思想是依托公共交通，尤其是轨道交通与土地利用结合，促进城

市形态从低密度蔓延向更高密度、功能复合的、可支付性、珍视环境和更具人

性化的空间发展结构的土地利用模式。

TOD主要针对两类型公共交通，一是交通疏导，一是规划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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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TOD的3D原则

密度(density)原则：提升车站周边地区的土地使用密度，以增加大众运输

系统使用量

混合(diversity)原则：适当地混合土地使用，提高活动便利性而增加使用

大众运输的意愿

设计(design)、行人导向（pedestrian-oriented）原则：车站周边地区之

环境设计以行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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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为什么是TOD

8.1  最高效、最经济的全民交通方式

TOD能提高城市的规划，使城市建筑布局合理、基础设施完善、城市功能

健全，有利于实现良好的生态环境、协调的城市景观。

TOD的交通规划理念是公共交通优先。公共交通是世界各国公认为的最

高效、最经济的全民交通方式。也只有搞好了轨道交通，满足了大众的出行需

要，才能使其他的交通方式，如私人交通工具（小汽车）在有限的空间得到发

展。

在世界上，机动化水平较高的城市大多有比较成熟与完整的轨道交通系

统，有些城市的轨道交通运量占城市公交运量的50%以上，有的甚至达70%

以上。巴黎有1000万人口，轨道交通承担70%的公交运量。这一比例在东京是

80%，在莫斯科和香港是55%。可见运量大、速度快且占地面积少的轨道交通

无疑为公共交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靠的途径。

8.2  高密度的住宅社区大量出现

TOD模式的出现使满足基本舒适要求的高密度的住宅社区大量出现，满

足了许多低收入购房者的购房需求。地铁的建设使人们的时间距离大大缩

短，提高生活、工作、出行、旅行、购物的效率。

8.3  地铁沿线的土地开发利用

政府把轨道交通以商业模式运行，通过地铁沿线的土地开发利用所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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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来维持地铁的正常运转，减少政府在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

TOD模式开发轨道交通，前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建成运作后其营运

成本高，世界上还没有单独靠轨道交通自身的运营就达到收支平衡，还需要当

地政府的资助。政府把轨道交通以商业模式运行，引出“联合开发”模式，通

过地铁沿线的土地开发利用所得收益来维持地铁的正常运转。

香港地铁发展30多年，引用联合开发模式，香港地铁开通几年后就开始

盈利，进而成功上市发行股票，成为世界公认的轨道交通事业发展最为成功

的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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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TOD模式的关键要点

9.1  土地利用规划与交通系统规划结合

TOD模式以大容量公交为载体，方便、快捷，能够实现大范围内、短时间、

有效的大容量客流无缝交换。由第三方承担公共交通项目的运营与管理，减

轻政府在公共交通事业的投入。但是TOD模式的成功运营需要完善的公交及

行人接驳设施规划，反之，很难为轨道交通吸引乘客，不能实现合理化居民出

行方式的目的。

在TOD模式中，交通需求的分析以及交通供给的考虑都要以城市土地利

用规划为依据，而土地利用规划也应考虑交通发展的客观需求与实际供给能

力。由于交通规划常滞后于土地利用规划，使得快速轨道交通的选线常与城

市的土地使用发生冲突。快轨选线确定后，对沿线的土地利用规划不能及时

跟上，引起开发中的混乱。上海地铁1号线，注重轨道交通自身的建设，而忽视

了对沿线土地利用的规划和管理，在线路南段周围大量土地批租建设大规模

豪华别墅，与预期的旧城疏解目标相去甚远。广州虽然在地铁1号线选线确定

后，对沿线的土地利用进行了控制，但由于规划管理未能充分结合市场的调

查和进行可行性研究，对房地产市场的运作规律不够重视，造成设计与开发

上的不合理，操作性较差，土地的使用性质、开发强度达不到规划的要求。

9.2  政府合理供应沿线土地

政府必须建立有效机制，协调城市发展与土地利用计划，严格控制土地

供给的数量，特别是轨道沿线土地供给，保证城市空间发展战略和土地价值

的市场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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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地铁1号线沿线物业发展用地的批出正是处于土地供应失控的时

期，在同一时期，政府在天河新区、海珠区等地以优惠政策批出了数百倍于地

铁1号线沿线物业开发用地，给沿线物业开发造成很大冲击，轨道交通优势

也不能充分体现，这是广州地铁1号线沿线物业开发未达预期目标的一个主

要原因。

9.3  公共交通的主导者有整体规划设计和综合开发的

       理念

轨道交通的大容量特点，为站点周边物业带来人气，使其商业价值取得最

大化，从而令店铺、公共空间形成协调发展。而这其中必会涉及如何与高速路

的条件相配套、抗噪音污染以及房屋的朝向等问题。 

此外地铁上盖物业的开发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极大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值得借鉴的经验是地铁公司在进行上盖物业的规划设计时，综

合考虑各种交通工具的接驳，不同物业类型的合理组合，上盖物业与车站，出

入口和通道的设计彼此考虑各自的要求，充分考虑到住户、乘客和访客使用

的方便性。广州在地铁1号线沿线物业的设计就显得物业与交通组织的不够，

地铁沿线地块划分过于零散而且规模偏小，地块不规整且受制条件多，给综

合开发带来很大的困难。

9.4  建立联合开发机制，保证轨道交通建设、物业开发、

       资源利用的良性循环

TOD模式开发轨道交通，前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建成运作后其营运

成本高，世界上还没有单独靠轨道交通自身的运营就达到收支平衡，还需要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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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府的资助。政府把轨道交通以商业模式运行，通过地铁沿线的土地开发

利用所得收益来维持地铁的正常运转，必须引出“联合开发”模式。

联合开发机制，充分利用地铁公司的自身优势，结合开发商在物业开发方

面的成熟经验，在沿线物业的开发中获得最大的收益，政府需要对地铁公司

参与沿线物业的开发进行必要的扶持及监管，以保证通过沿线物业开发取得

收益推动轨道交通的建设，促进新一轮沿线物业的开发，形成各种资源的良

性循环。

香港联合开发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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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郊区轻轨
——TOD城市

第四部分
综合体城市
——城际高铁牵引下的新城市形态

世界上成功运营高铁的经验显示，适合高速铁路的生存环境有一定条

件：

ɒеּת └ Ό Ἆ ךּ

Ѳ ᵨ ɞ

较高的社会经济和科技基础，能够保证高速铁路的施工、运行与维修

需要。

高速铁路站点对于周边发展的影响根据空间和时间的变化而呈现不同。

第一影响区域——距离站点步行或者自行车距离5~10分钟，适合发展高等

级功能，包括高级办公、商业以及居住，开发强度高；通常是地价最高、最先发

展起来的区域；开发强度很高（very high）。

第二影响区域——距离站点通过其他交通方式15分钟内可以到达（包括交

通以及换乘时间），是上述高等级功能的备选区域同时适合布局可进行产业聚集

（cluster）的相关功能；开发强度较高（high）。

第三影响区域——距离站点通过其他交通方式需要15分钟以上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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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交通以及换乘时间），取决于地段状况可以发展多种功能；开发强度取

决于地块以及开发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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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日本新干线

10.1  横滨21世纪港

10.1.1  背景

横滨21世纪港项目是推动横滨商务核心城市建设的重要项目，已经发展

成为东京边缘区重要的核心商务区之一。

横滨21世纪港项目是东京第四次首都圈基本规划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

该计划目的在于分担日益向东京集中的商务办公功能，引导此类城市功能向商

务核心城市集中。

●

ɒ

该项目距离东京市核心区30公里，是为了将横滨市发展为国际文化城市

和自立型核心城市规划而启动的。 

Ắ Ắ Љ/742 ΕЧ ɝ

ậ ɝ ╒שּׁ ὦ   ɞ

ệ Ν 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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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功能

横滨21世纪港定位于集办公、文化、商业以及城市居住为一体的新型城

市商务核心区，占地186公顷，其中港口设施占地11公顷左右，办公、商业、居

住以及其他设施的建设用地规模在87公顷，公园以及开放空间占地46公顷。

2003年该区域就业人口达到5万人，入住公司数量达到980家。

区域商务办公功能以企业总部、研发以及中心城商务办公中枢管理的后

台服务企业为特色。横滨21世纪未来城已经成为了东京周边商务功能最集中

的区域之一，有效地承担了疏散东京商务办公的职能，吸引的企业类型包括

公司总部、行业研发机构以及总部后台服务企业，2003年年底，该区域共有企

业将近1000家，办公面积达到350万平方米左右。入住该区域的著名企业总部

或者研发中心包括横滨银行、动漫产业基地、国际热带森林组织、富士软件、

日产汽车、三菱重工。

项目同时拥有完善的会议、酒店和公寓设施，为区域商务经济活动提供

高质量的商务配套活动空间，同时承担东京的部分国际商务交往交流职能。

区域打造集购物、文化以及娱乐为一体的购物体验公园，为商务以及居住人

群提供服务的同时，成为了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

ɒ

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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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区 集聚公司总部以及相关文化、商业辅助设施。
步行区 包括博物馆在内的文化设施以及购物公园和城市住宅。
国际区 主要以酒店、商业、娱乐、会展设施为主。
商业区 围绕火车/地铁站点布置，大型的办公、酒店以及商业聚集区。
开放区 主要以开放公园为主。

21世纪港核心区规划五大功能区

11.6%

87.5%

42.2%

46.3% 建筑用地

道路或铁路用地

公园及绿化

港口设施

Ԉ Ӈ ѝ 就携 ‾ ‾ Ȃ靠近主要铁路站点和区域内 主要交通干道 覆盖率不低于ž>% 毛容积率在ž巴右。交通较为方便 临近红色区域 覆盖率ž>% 毛容积率在ƅ巴右。覆盖率ž>% 毛容积率4巴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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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埼玉新都心

10.2.1  背景

埼玉新都心项目是东京第五次首都圈基本规划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项目

区离东京30分钟车程。该计划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内陆区域性的交通枢纽城市，

分担东京都市圈核心城市功能。

埼玉县面积3767平方公里，人口706万，是与首都东京北部相邻的内陆县。埼

玉县的整个辖区都处于距离东京100公里的范围内。埼玉县内铁路有高埼线、

东北线、埼京线、私人铁路公司的东武线（伊势埼、东上）、西武（新宿、池

袋），将埼玉县与东京市中心联结起来。2000年5月，一个横跨浦和、与野和大

宫三市的未来型城市──“埼玉新都心”建成，国家18个行政机构搬迁至此，

埼玉县作为首都圈的一个部分正在不断发展。 

埼玉新都心建成前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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埼玉新都心站位于城市的正中心，共有12条铁路干线交汇于附近的Omiya

车站周边，并且JR埼京和京滨东北线两条线也都处于新都心可以步行到达的

范围内。联接Toda的Bijogi区和埼玉Miura区的都市高速公路通过地下隧道经

过埼玉新都心。车辆可以从超级体育场的东西两个出入口进入。

10.2.2 功能

埼玉新都心充分利用交通节点，发展行政商务办公以及商业设施，成为

辐射周边区域的行政、商业中心。

ɒ Ẅὖώ П ͪ

Ẅ ҕ ´ ɝ ם דּ Ό ẹ Όɝẹ Ϊ ⅞

Χ ´ ӈɞ

类别                        面积（ha）      所占比例（％）

道路
交通广场
公园·广场
水路

总计

商业·商务用地
铁道用地
高速道路用地

总计

合计

12.3
0.5
1.7
0.1

14.6

32.3
0.2
0.3

32.8

47.4

25.9
1.1
3.6
0.1

30.7

68.2
0.4
0.7

69.3

100.0

公共设施用地

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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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文化中心分布在埼玉的

东部地区，拥有能够举办国内和

国际会议的多功能会议中心、小

型展厅、酒店及其他商业设施。

埼玉超级体育馆是一座综

合场馆，能举办摔跤、橄榄球、

篮球等多种比赛，能容纳两万名

观众。设备极其现代化，地面移

动时可以增加2000个座位。馆

内设有约翰·列农博物馆。地下

停车场为立体式停车场，能停放

290辆车。体育馆距离地铁站很

近，徒步即可到达。从新宿、涩

谷、上野等地区乘坐地铁只需要

30分钟左右的时间，即可抵达埼

玉超级体育馆所在的埼玉新都

心站。

埼玉超级体育馆

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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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启示

京都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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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法国TGV

日本新干线的成功，给欧洲国家以巨大的冲击，促进了高速铁路在欧洲的

发展。日本开发新干线时，正是欧美国家着力发展高速公路和航空运输业的

时候，铁路运输在这些国家被视为“夕阳产业”而受到冷落。但是，随着石油

危机和大气污染问题的发生，最节省能源的铁路运输再次受到关注，各国纷

纷调整以汽车为中心的交通运输政策，大力发展高速铁路。法国和德国奋起

直追，先后着手进行高速铁路试验，1981年法国最高试验速度达到每小时380

公里，1988年西德突破400公里，达到每小时406.9公里，1990年法国又创造了

每小时515.3公里的世界纪录。法国人有一个嘲笑英国人的最新说法：海峡这

边的火车已经在以200公里的时速飞奔，海峡那边的火车还在以80公里的时速

爬行。从1981年9月，巴黎到里昂的第一条高铁线路通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法国现有高铁线路6条，总长达到1520公里，年客运量超过2500万人次。

TGV沿线
站点城市
   
     里尔    欧洲会展与商业中心
     南特    欧洲企业总部中心
     里昂    南欧物流中心和欧洲博览中心
   旺多姆    欧洲设计产业研发培训中心

城市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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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系统有力地促进了法国地方经济的发展。据法国统计部门的数据显

示，凡是高铁线路通达的地方，商业中心和居住中心都得到显著发展，房地产

价格也迅速上涨。两座城市或地区间高速列车旅客人数增加7%，其经济和社

会交往就会增加14%。

11.1  里尔——以交通枢纽为特点的新型城市中心的规

        划与实施

11.1.1  背景

里尔(Lille)是法国北部最大的工业城市，也是法国北部最重要的铁路和交

通枢纽。从20世纪70年代起，里尔作为传统工业城市逐渐萧条。“欧洲里尔”

     项    目

建筑面积（平方米）

38 000164 360 25 12414 60038 000建筑面积
里尔җ演中心车站商东中心里尔欧洲大厦里尔银行大楼里尔җ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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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alille）是1988年规划设计的一项大型城市中心公建项目，位于里尔火车

站，旨在通过建设一个商业中心(包括建设一个会议、展览及演出中心)来解决

经济衰落问题，目标是将里尔建设成为欧洲中心城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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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角聚集区域

公共和商业都市生活模式的聚集地。

3. 勒柯布西耶路

主要的交通通道，将是一个多彩多姿的空间。

4. 公园

使得区域更有价值，环境更好。

5. 具体功能

里尔欧洲火车站；

火车站商业中心；

里尔会演中心；

里尔欧洲大厦城市公园、勒柯布西耶高架桥。

11.1.3  规划特点

1. 巨大综合体

“欧洲里尔”是一个巨大的多层建筑裙房，“欧洲里尔”的核心内容安置

其中，其上设置酒店、办公、住宅等高层塔式建筑。“欧洲里尔”把几乎所有的

城市功能(包括商业、办公、居住、娱乐、休闲、交通等)都集中在一个巨大的建

筑体及其周边单项建筑中，又通过一条顺应基地地形特征的南北向的大轴线

将这些单项建筑有机地组合起来。它紧邻新旧火车站，通过交通集散广场、

高架桥等与各个车站(火车站、公共汽车站、地铁站、地下停车场)及城市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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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在空间上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出行。 

“欧洲里尔”整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完善建筑周边环境的一系列

公共空间的设计，包括新火车站西交通集散广场、会演中心周边环境、架于城

市快速路之上的人流集散广场(位于新火车站东侧，是新火车站和地铁站的站

前广场)、里昂银行等室外公共广场、步行通道设计等。

2. 标志性建筑物

得益于大师们的设计，“欧洲里尔”塑造了崭新的城市中心形象，其独树一

帜的各类公共建筑造型，具有鲜明的风格与个性，成为游客观光的新景点。 

11.1.4  实施效果

一期建成之后，各公司纷纷进驻“欧洲里尔”。至2001年，“欧洲里尔”共

提供了6500个就业岗位，商业中心平均每年吸引了1400万的游客，会演中心则

每年接待了100万以上的来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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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摇摆效应分离工作生活

由于里昂的低价土地成本，使得无法承受巴黎等高房价的民众选择安置

在里昂，工作在巴黎或马赛。

3.  周末效应度假非常方便

巴黎和马赛以及周边城市的居民在周末会到里昂度假。

4.  弹性效应增加区域交往

高铁区域影响弹性系数为2，

就是说两座城市或地区一旦有高铁

后，如果旅客人数上升7%，其经济

和社会交往增加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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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轻轨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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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863年1月10日，世界第一条地铁在伦敦开放至今，地铁已经有146年

历史。而随着TOD模式的提出及广泛应用，地铁沿线物业开发越发为人们所

重视，国内外出现了很多地铁沿线物业开发的成功案例，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

区及近邻日本便是开发的成功地区，它们的开发模式和开发历程具备很强的

借鉴意义。

国内城市在地铁沿线物业开发上，大都经历了从地铁公司或者开发商单

独开发到政府、地铁公司、开发商三者联合开发的过程。事实证明，受地铁公

司的专业房地产开发经验的欠缺和开发商的逐利性所限，两者单独开发地铁

物业都难以成功。三方联合开发，彼此互补互制，是开发地铁物业的合理模

式。广州、上海是国内建设地铁较早的城市，它们的地铁物业开发也都经历了

从不合理的单独开发走向联合开发的过程。

下面将就中国香港、日本、广州、上海四个国内外地铁沿线物业的开发模式

进行研究，供读者借鉴成功经验、吸取失败教训。另外，本章案例都是地铁方面

的案例，但是其模式同样适用于轻轨和高铁。

第五部分
青睐地铁
——沿线物业土地开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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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联合开发（TJD）的物业开发模式

              ——香港

12.1  香港地铁建设概况

1979年10月1日，中国香港地区第一条地铁（观塘—石硖尾）正式通车。

1979~2007年两铁合并，香港地铁发展成有7条地铁线路、全长91公里、包括超

过129.1公里长的隧道组成的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系统，共有53个车站，其中10

个为地面车站，8个为架空车站，其余35个则为地底车站，建于距离地面12~37

米之下。

     年 份 

1980~1990

1991~1993

1994~2004

2005至今

  地铁线路

3条市区线：

观塘线

荃湾线

港岛线

无线路修建

2条机场铁路：

机场快线东涌线

将军澳线

迪斯尼等各支线

建设

建设长度

38.6公里

     —

47.5公里

    ……

      物业开发规模

住宅：31 366单元

商业：290 480平方米

办公：251 015平方米

                 —

住宅：24 002单元

商业：691 430平方米

办公：644 640平方米

住宅：28 651单元

商业：131 997平方米

办公：103 130平方米

地铁建设投入资金

       245亿港元

       —

       591亿港元

至2009年，计划

在香港新线建设投

入7.3亿港元

物业开发利润

  40.00亿港元

    0.05亿港元

237.65亿港元

至2014年将军

澳线所有物业

建成，预计将

有近450亿港元

地铁纯利润

-37.0亿港元

  12.0亿港元

322.4亿港元

       ……

香港地铁建设及物业开发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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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地铁的地位及作用

香港地铁通过30年建设，客流量已经相对稳定，维持在每日230万人次左

右，比起1980的55万人次，客流增幅超过300%。

长期以来，香港地铁占公交系统总载客量的30%左右，占过海载客量的

60%左右，占机场载客量的25%左右，是香港公共交通骨干。

2.  香港地铁经营情况及收入构成

香港地铁经过12年的营运，至1991年开始转为盈利，成为第一家盈利的

地铁公司。地铁经营收入主要来自于四部分：

     ầɞ

   Γּד ώ ɞ

   Γ ầɞ

   ɝ ɝ שּׁ ầɞ

其中地铁物业发展利润占据重要地位。

经营利润来源

2002

铁路劳动及相关业务

7.8

3.8

3.2

9.1

5.4

2.9

0.8
0.6

9.1

4.6

3.6

0.9

11.2

6.1

4.0

1.1
11.0

5.8

4.1

1.1

2003 2004 2005 2006

物业发展 租务、营业及其他业务

（单位：十亿港元）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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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香港地铁发展阶段

公共事业不断向市场化运作转变的过程

香港地铁
开发建设阶段

香港政府角色

政府职能特征

             1975~1994年

1991年之前地铁公司一直处
于亏损状态。
成立地下铁路公司。
观塘线等4条地铁线的建成。
开发包括德福花园及德福广
场一期在内的“第一代”地
铁物业。

政府注资由20亿港元增加至
321.9亿港元。
政府将沿线土地给予地铁公
司捆绑开发。

政府全资、承担大型轨道交
通的建设。

          1995~1999年

为广州地铁提供培训服务。 
机场线开发建设。
东涌线建成通车。
各交通系统携手推出八达通
无接触式聪明卡。
青衣城及翠盈半岛等“第二
代”地铁物业开发。

1999年财政司宣布建议将香
港地铁私营化，计划上市。
政府与地铁签署有关机场线
的设计、建造、融资和营运
协议。

政府开始将公共事业转向市
场化股份运作。

                          2000年至今

2000年10月5日港铁上市、吸引资金超
过1600亿港元，认购股东超60万，政府
占76%。
将军澳线等支线的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二
期等地标性物业落成。
在北京、深圳等地签订地铁及物业开发
项目。

政府三项承诺：
 1. 至上市日起，20年内维持主要股东。
 2. 在法律和实益上持有不少于50%的普
     通股本。
 3. 持有不少于股东大会执行权的50%。
豁免2002~2005年，相当于17.29亿港元
的股息。

政府减持股份；“还富于民”向公私合
营转变。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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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香港地铁物业开发模式

12.3.1  香港地铁物业开发建设过程介绍

1. 香港沿线物业土地开发建设过程

2. 香港在深圳地铁4号线上的沿线土地开发建设过程

地铁综合开发

地铁规划

预测收益

取得土地

审批蓝图、取得蓝线

制定发展计划

公开招标

物业开发

物业利润分成、移交

物业经营、管理

操作主体

香港地铁

香港地铁

香港政府、香港地铁

香港政府、香港地铁

香港地铁

香港地铁、开发商

开发商

开发商、香港地铁

香港地铁

承担工作

编制总纲规划蓝图

预测客流及物业收益

对土地及物业进行规划

审批蓝图、取得蓝线

根据市场情况，制定计划

根据规划建设指标、利润分成等方
面公开招标确定开发商

物业详细规划、设计、策划、建设

物业销售、利润分成、物业移交

持有物业良好经营、高效物业管理
物业经营阶段 

前期规划阶段 

物业发展阶段 

地铁及沿线物业移交

地铁综合开发

地铁和沿线物业开发
规划

预测收益

地价评估

取得土地

审批蓝图、取得蓝线

制定发展计划

缴纳地价

公开招标开发

物业开发

物业利润分成

物业经营、管理30年

地铁及沿线物业移交

操作主体

香港地铁

香港地铁

深圳政府、香港地铁

国土资源部、深圳政
府、香港地铁

深圳政府、香港地铁

香港地铁

香港地铁

香港地铁、开发商

开发商

开发商、香港地铁

香港地铁

深圳政府、香港地铁

承担工作

对地铁建设进行规划，沿线物业调
研、设计

预测客流及物业收益

根据物业开发时间表、协商土地评估
时点、评估价值

以协议拿地，上报国土资源部批准
后，再和深圳政府签订土地协议

审批蓝图、制定计划

根据市场情况，制定计划

评估土价的60%向市政府缴纳地价款

公开招标确定开发商“非法人合作开
发模式”

物业详细规划、设计、策划、建设

物业销售、利润分成、物业移交

物业经营30年，持有物业良好经营、
高效物业管理

30年后无偿将地铁和沿线物业移交给
深圳政府

前期规划阶段 

物业发展阶段 

物业经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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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  香港地铁沿线物业开发模式——利益关系分析

【融入城市生活的香港地铁】

е П ɞ ᾣẳ 3 ε

◐ ɝ ɝ ɝ Ε δ60,0Ắ Ӊ

ЉЕ └ ΕЧ ɝ ΅ҡ ΄ ɞ

Ӂ Ѡ Ắ ϓ /.͵е Ώ Ẹё

小资料

利益体

香港地铁公司

香港政府

开发商

角色

经营土地主体

土地出让方

物业投资、建
设方

获得权益

1. 客流带来的票务收益
2. 商场等经营性物业出租收益
3. 物业管理收益
4. 物业开发收益分成（包括房产 
    开发的利润和土地增值的收益）

1. 地价收入（地铁建设前的土地价
    值）
2. 财政压力的缓解
3. 开发的经营物业作为“税源”带
    来的收益
4. 轨道交通网络形成带来经济、社
    会、生态效益

1. 地铁开发相对较低风险，带来的
    机会收益
2. 项目融资，转投其他项目开发收
    益
3. 物业开发收益分成（包括房产开
    发的利润和土地增值的收益）

承担责任

1. 沿线物业规划
2. 量化预测客流及物业收益
3. 根据市场情况，制定计划
4. 公开招标开发商
5. 持有物业良好经营、高效物业
    管理

1. 地铁新线建设规划
2. 审批蓝图，并出让土地给香港
    地铁

1. 提出招标书申请、取得开发权
2. 物业详细规划、设计、策划、
    建设
3. 物业销售、利润分成、物业移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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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香港地铁开发物业

1. 香港地铁在市区线沿线开发的物业情况

1980~1991年香港地铁在3条市区线沿线所开发住宅物业一览

  住宅

德福花园

绿杨新

新葵芳花园

康泽花园

康怡花园

康山花园

康威花园

峻峰花园

修顿花园

杏花

欣景花园

彩虹站物业发展

合计

  座数

41

17

5

4

32

10

2

5

1

48

4

1

170

住宅数量

4 992

4 000

1 264

757

6 648

2 180

412

760

480

6 504

732

316

29 045

  商业面积

561 569

167 359

48 266

73 098

1 121 286

—

27 384

12 045

28 482

287 851

—　

25 834

2 353 174

社区康乐设施

9 784

145 981

5 813

—

103 765

—

—

213 450

440 441

210 572

144 087

40 187

1 314 080

  停车位

723

651

126

114

1 168

—

—

—

12

849

0

504

4 147

单位：平方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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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1991年香港地铁在3条市区线沿线开发经营性物业一览

单位：平方英尺

        商 业

海富中心

海富中心一楼商铺

环球大厦

东昌大厦

德福广场一期

德福广场二期

德福广场恒生中心

弥敦道

绿杨坊

杏花新城

合计

写字楼面积

778 130

　
358 592

224 817
　

　
286 699

　

　
　

1 648 238

   商业面积

194 979
 

　
76 866

　
561 569

334 007
　

　
167 359

287 851

1 622 631

 可租用面积

　
3 079

　

　

412 369

211 104
　

1 141

111 763

195 605

935 061

  停车位

　

　
　
　

270

188

25

　

415

898

 商铺数量

178

　
227

　
124

103

　
2

59

161

854

2. 香港地铁在机场快线沿线开发物业情况

1995~2010年香港地铁在机场铁路2条地铁线的沿线开发物业一览

站名

香港

九龙

奥运

青衣

东涌

合计

占地面积
（公顷）

5.71

13.54

16.02

5.4

21.7

62.4

建筑面积

－

608 026

493 152

245 700

935 910

2 282 788

建筑面积

254 190

231 778

111 000

－

15 000

611 968

住      宅

 单位数量

－

5 866

7 146

3 500

12 448

28 960

写字楼

座数

2

1

4

－

1

8

商  场

 建筑面积

59 460

82 750

63 500

46 170

56 000

257 480

数量

1

1

2

1

1

6

酒  店

建筑面积

102 250

167 472

－

－

22 000

291 722

客房数

1 000以上

2 200以上

－

－

 82 750

90 450以上

总建筑面积

415 900

1 090 026

667 652

291 870

1 028 910

3 494 358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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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地铁在将军澳线沿线所开发物业情况

调景岭

将军澳

坑口

86区

合计

地盘面积
（公顷）

3.24

5.55

1.8

32.68

43.27

   住宅面积
   （平方米）

住宅单位数量 座数

9

4（住宅）
2（写字楼）

6

50

－

    商场面积
（平方米）

写字楼面积
（平方米）

　－

103 130

－

－

103 130

12.5  香港地铁沿线物业开发效果评价

由于开发项目的位置、规模、功能等指标不同，香港地铁的作用由不显著

到解决了建设资金压力，再到成为香港地铁利润重要组成的这样一个动态变

化过程。

1. 市区线物业开发收益不高，对地铁效果不明显

香港地铁前3条线路沿线物业开发对地铁效果不明显的原因在于：

ɒ δ └ └ ᵈ ɞ

ɒ דּ Ό ὖ Γɞ

主要表现为以下4点特征：

ɒ ᾣͻ δ └ δ דּ /6 δ └

└ ᵈ ɞ

ɒ ệ 1 ầ ɞ

ɒ ɝ ︡ Ϙ 3 Γ Ԝ דּ ͼ

/1 Ϛδ └ệ ɝ Γ /6Τ

07.͵ Τр /4͵ ɞ

16 800

75 514

3 500

40 000

135 814

3 772

1 742

2 130

21 500

29 144

236 965

110 925

138 652

1 612 800

2 099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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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机场线物业开发有力的支持了机场线地铁后期的运营

香港地铁在机场线沿线物业开发明显好过市区线，并解决了机场线后期

的运营，其原因主要在于：

ɒ Ν δ └ ᵈ Ѳͼ╖

ɞ

ɒ דּ ╤ӎ Ϛ ɞ

ɒ Χדּ Ѳᵈ Γ ɞ

其特征主要表现如下:

机场铁路两条线机场线、东涌线物业开发分析：

ɒ δ דּ 3Τ δ └ ᵈ Ѳ

ͼ╖ Ѡ δԆ Ѳ ɞ

ɒ ♣Ό Ӂ ẹ ͪ Όɞ

ɒ Γ рדּ 3Τ 105͵ ╤ӎ

Ϛ 07͵ Ѡͼɞ

ɒ דּ ΓΧ ῼẮ Γ 422 42. Γ

47/ 21. Љӊ Γ Ѳᵈ Γ █

└ דּ Γɞ

3. 港铁未来的物业开发成为其利润组成的重要一环

香港地铁未来的物业开发对香港地铁的运营有着重要的作用，其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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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与启示

第一环节

第二环节

第三环节

第四环节

前期规划

物业开发建设

取得土地招标开发
主体

物业利润分成及经
营管理

地铁线路建设的规划
和可行性研究。

沿线物业开发规划、
制订《物业发展大纲
蓝图》。

政府将地铁申请土地
审批给地铁。

地铁与政府签订工程
协议书，明确地铁拥
有地铁沿线物业的优
先发展权。

地铁自行开发物业，
或者与国有房地产公
司联合开发。

或地铁制订公开招标
文件，经过数轮谈
判，选择开发商。

由所确定的物业开
发主体，具体协调
操作物业开发的规
划 设 计 ， 施 工 监
理、策划销售等环
节工作。

地铁公司与物业开
发主体需协调地铁
建设与物业开发间
的关系。

根据合同进行利润
分成。

所开发的物业后期
的经营及管理。

前期规划 招标开发主体 物业开发 利润分成 经营管理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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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日本TOD模式下的轨道交通与房

             地产的综合开发

13.1  日本地铁建设概况

日本是一个地少人多的国家，城市的人口密度高，市民的出行主要依靠

轨道交通，并通过快速轨道交通支撑和引导城市的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开

始，日本的城市发展便采取了快速交通体系模式，现在全日本拥有轨道交通

线路总长超过208公里。全日本共拥有地铁524.8公里，其中仅东京圈就有271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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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日本轨道交通的融资方式和体制设定

日本城市的轨道交通建设资金的筹措途径主要有政府补助、利用者负

担、收益者负担、发行债券和贷款5大类；其建设主体主要是民间资本、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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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了融资渠道，降低了项目风险。

13.5  日本地铁沿线物业开发的经验

由政府和民间资本共同出资组建的轨道交通企业负责地铁与沿线土地

综合开发及多元化的产业经营，促成地铁轨道交通的可持续发展。

日本通过地铁轨道交通与沿线的土地综合开发的方式，以轨道交通带动

和推动土地开发，又以土地开发来培育和固定轨道交通所需的客源，获得双

方的共赢，值得借鉴。另外，日本的轨道交通公司也在发展中形成了多元化经

营的产业集团，使地铁轨道交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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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中国地铁沿线物业开发模式演变

             —— 广州

 14.1  广州地铁建设概况

 截至2008年，广州已正式投入运营的地铁有1、2、3、4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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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地铁线网示意图 广州市轨道交通线网建设规划调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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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地铁的物业开发阶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如下表所示：

14.2.1  开发模式之一：政府出让土地给开发商，由开发商单独进

            行物业开发

1. 物业开发背景

地铁1号线沿线物业发展策划始于1992年，由原地铁筹建处和市规划局

组成工作小组，对1号线地铁沿线工地进行了调查和清理。最后规划局共划出

27个地块供地铁1号线沿线物业发展之用，总用地面积达34.8万平方米。

在沿线地块划拨以后，由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国土局、房地产管理局、规划

局和原地铁筹建处，共同举办了“广州地下铁道沿线物业发展项目介绍会”，向

中外开发商200余家公司发出项目邀请书。最后通过招商推向市场的地块总数

黄沙项目 大石南项目

开发时间段

开发模式特点

所开发的物业
或项目

1994~2000年
                              
 由开发商单独开发

1号线沿线27块拆迁
地块。

2000~2004年

地铁自行开发和地铁与开发商联
合开发并举

自行开发：金道花园、金兰苑、
富康新村等大中型居住小区；联
合开发：恒宝华庭、中旅商业
城、捷泰广场和五月花广场等地
铁沿线物业。

2005~2010年

逐步倾向联合开发

黄沙项目位于地铁
1号线黄沙站，与
和黄联合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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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27个，用地面积32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200万平方米。

当时地铁建设情况为：政府

全额投入建设资金进行地铁1号

线建设，总投资122.616亿元。

2. 物业开发效果差，土地    

大量闲置

在所批出的27块地中，有3个项目终止合作关系；有7块地被国土局以闲置

土地为由收回；有2块地调整改为广场用地。

截至2004年，只有3块土地在开发建设，4个项目已开发投入使用，仅完成

开发38万平方米，占开发总量的19%。

3. 模式一造成的问题——对城市发展和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都造    

成了消极的影响

广州市在出让土地期间共收回22亿元的资金，但由于后期物业开发效果

很差，并未为地铁1号线带来大量客流和稳定收益。相反，由于土地的大量闲

置，对社会资源造成严重浪费，造成很不好的影响；也耽误了地铁沿线物业的

最佳开发时间；而终止合作的项目和收回土地的项目，贬损了最初土地出让的

收益。

所以可以看出，模式一由开发商自行开发，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的包袱，影

响了地铁的建设，也影响了原有旧城改造的规划目标的实现，对城市发展和城

市轨道交通的建设都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中旅商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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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间所获得利益分析：
政府：1. 较高的土地地价收益；
            2. 要对地铁公司大量的财政补贴；
开发商：物业开发收益。

开发商政府

4. 政府、地铁公司、开发商角色及利益关系

政府：1994年下半年，广州市政府以广州地铁名义到香港对这些地块一

次性进行招商，土地出让金则以资本金的形式注入广州地铁公司。

地铁公司：地铁公司只与开发商签订协议，不参与其他任何操作过程。

开发商：取得物业开发权，自行开发。

两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示意：

5. 物业开发特点

与其他土地出让方式无差异，地铁与地铁物业无法四同步（同步规划、

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开通）。

14.2.2  开发模式之二：政府出让土地给地铁公司，由地铁公司自

            行开发物业

1. 物业开发背景

广州地铁2号线建设阶段。政府投入70%（包括以土地注资），其余通过

债券、银行融资筹资，主要投资建设了2号线、3号线、4号线、5号线，总投资

134.0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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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物业整体开发效果较差，没

有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广州地铁公司自行开发的物业包

括了金道花园、金兰苑、富康新村等大

中型居住小区，物业的整体开发效果较

差。

金兰苑2001年开盘，到2003年仅销

售了56%，直到2004年才以包销的方式

销售完毕，小区物业管理由广州地铁物

业管理公司管理，但管理水平较差。商

业裙楼为广州地铁公司所有，但一直空

置，直到2004年由三一茶叶市场整体经

营，1层的一期才全部出租，二期2层的

正在招商。

金道花园2000年开始发售，53%的

面积是2003、2004年才售完，小区物

业管理由广州地铁物业管理公司管理，

但管理水平较差。临东教路商业也是由广州地铁公司持有，整体出租给家谊

超市。

3. 模式二造成的问题——物业价值没有最大化，预期收益差

因非专业地产公司，物业开发收益没有最大化，实际投入产出低于市场正

常水平。

金兰苑

金道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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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府、地铁公司角色及利益关系

政府：协议出让土地给地铁公司。

地铁公司：物业开发、管理、经营主体。

两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如下图所示。

主体间所获得利益分析：
政府：1. 较低的地价收益；
            2. 减少对地铁的财政补贴；
地铁：1. 物业开发收益的分成；
            2. 物业经营和管理的收入

地铁
公司政府

5. 物业开发特点

地铁公司无房地产开发经营经验，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除个别商业物

业外，基本销售情况较差，后期物业管理无法跟上。

14.2.3  开发模式之三：政府出让土地给地铁公司，由地铁公司与

            招标的开发商联合开发

1. 物业开发背景

广州地铁从2000年后，特别是2004年以来的物业开发项目，多采用这种

模式。“十一五”期间是广州地铁的大规模建设时期，包括3号、4号、5号线的

投资建设，广州市政府从2005~010年，每年需要投入资金近1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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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物业整体开发效果——销售价值和物业管理均好于地铁公司自

行开发的项目

广州地铁公司与开发商联合开发了同德花园、黄石花园、中旅商业城、恒

宝华庭等多处物业，物业开发情况和销售情况与合作开发商实力密切相关，总

体销售情况和物业管理均好于“地铁公司自主开发”物业。如同德花园由地铁

公司与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由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物业管理公司进行物业管理，销售情况和物业管理水平明显好

于广州地铁公司自主开发住宅。

联合品牌开发商，共同开发大型区域，有助于发展和改善郊区发展，提升

城市形象。

现在地铁公司正在大规模开发的一个项目——黄沙项目位于地铁1号线黄

沙站，广州地铁公司与和记黄埔联合开发建成后将覆盖黄沙站四个出站口。 

黄沙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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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府、地铁公司、开发商角色及利益关系

政府：土地规划与出让。

地铁公司：统筹安排地铁建设和物业开发。

开发商：限制性参与。

4. 物业开发特点——实现了“四同步”

由地铁公司和房地产开发商联合开发，做到四同步，在地铁客流培育、地

铁物业开发收益、增加自有物业资产方面都有积极的贡献。

政府

开发商

地铁
公司

1. 较低的地价收益；
2. 减少对地铁公司的财政补贴。
1. 物业开发收益的分成；
2. 物业经营和管理的收入。
1. 物业开发收益的分成；
2. 物业经营和管理的收入。

主体间所获得利益分析：
政府：

地铁公司：

开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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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中国地铁沿线物业开发模式演变 

               —— 上海

15.1  上海地铁建设概况

上海将建立与国际化大都市框架相适应的网络化轨道交通系统。

截止2008年年底，上海地铁已经运行的有1、2、3、4、5、6、8、9号线共8

条，在建并即将投入使用的有7、10、11号线共3条。截至2008年，全年上海轨

道交通列车开行总列次达94万，共运送乘客11亿人次，日均客流量306.5万人

次，2008年12月31日更是达到了430.7万人次的新纪录。而2006年，上海轨道交

通日均客流量达到180万人次，最高日超过243万人次。两年间，上海轨道交通

的日均客流量增长了70%。可见，轨道交通在上海交通中的地位越发显著。

2010年上海地铁建设规划

上海规划到2010年建成由13条线路组成的总长510公里、功能较完善、能

够支撑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目标的轨道交通基本网络，其中中心城区的轨道交

通总里程约为310公里基本网络的基础上，上海还确立以轨道交通为主体的远



���

青睐地铁
——沿线物业土地开发模式

第五部分

景规划，计划建成包括4条市域快速轨道线、8条市区地铁线、5条市区轻轨线

等17条线路在内的总长810公里的轨道交通网络，以形成与国际化大都市框架

相适应的网络化轨道交通系统。

15.2  上海地铁建设模式一：地铁公司自行开发物业

地铁公司缺乏物业开发和经营管理经验，物业经营效果差，没有为地铁

带来稳定的租金收入。

1. 物业开发背景

上海地铁公司在施工建设地铁1号线的过程中，开始尝试性地与地铁站出

口相结合，在地铁1号线的锦江乐园站站点自行开发了虹梅大厦等上盖物业。

2. 物业开发效果——经营效果差，90%的建筑面积空置

虹梅大厦位于靠近梅陇镇的锦江乐园站，由地铁自行开发的上盖物业，共

9层，总投资近1.5亿元。其中一、二层结合地铁站出口由地铁建设资金完成，

三至九层则以银行贷款来进行开发建设。

虹梅大厦功能定位为综合性商务大厦，一层为地铁站出口，剩余空间为

零售商业，二至四层为餐饮，五至九层为写字楼。在虹梅大厦的北侧，与大厦

配套还建有一个七层停车场，有160个车位。

虹梅大厦所在区域商业气氛比较差，除一楼部分商铺出租外，整个大厦

的空置率达到90%以上。

3. 物业开发特点——物业开发实现了“四同步”，但由于地铁公司缺

乏开发经验和管理经验，导致经营不好，没有为地铁公司带来稳定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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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梅大厦是由地铁公司自行开发的上盖物业，从规划、设计到建设、运营

管理都是由地铁公司来操作的，做到“四同步”；但由于地铁公司缺乏足够的

开发经验和管理经验，导致了虹梅大厦经营不好，档次不高，没有为地铁公司

带来稳定的利润。

15.3  上海地铁建设模式二：地铁公司与房地产企业合

         作开发物业

合作双方优势互补、整合资源，取得了良好的物业开发和经营效果，为地

铁带来可观的稳定的租金收入，弥补了地铁长期的运营支出，产生了经济和社

会综合效益双丰收的效果。

1. 物业开发背景

在建设地铁1号线建设中及竣工后，1995~1997年，上海地铁公司也尝试

和市属的国有房地产开发企业合作开发物业，如在地铁1号线的新闸路口站合

作开发了雅州大厦。

2. 物业开发效果——经营效果好，为地铁带来可观的稳定租金收入

雅州大厦为上海地铁公司与上海市政建设公司合作共同开发的物业。整

个大厦1995年开工，1996年竣工并投入运营。一层、二层为商铺和酒店餐饮，

三至八层为写字楼。

雅州大厦地处商业繁华地区，又是地铁上盖物业，经营情况非常理想，物

业出租率高达90%以上，其租金收入高时每年可达1000万元，年平均在700万

元左右。

雅州大厦的成功开发，极大地支持了地铁的建设和后期的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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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物业开发特点——物业开发实现了“四同步”，通过与专业房地

产企业的合作，进行了优势互补和资源整合，达到了很好的经济和社会

综合效益。

雅州大厦是由地铁公司与上海市政建设公司合作开发的上盖物业，在规

划、设计、建设、运营管理等多方面，合作双方很好的优势互补和资源整合，

不仅做到了“四同步”，为地铁带来稳定的客流，同时也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

益，弥补了地铁后期运营的长期支出，达到了经济和社会的综合效益双丰收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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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地铁物业开发模式盘点

16.1  联合开发（TJD）是国内外普遍采用的模式

中国香港地铁和日本地铁沿线物业开发始终采用联合开发的模式。其

中，香港地铁物业由政府、地铁公司和开发商联合开发；日本地铁物业开发由

政府和民间资本共同组建的轨道交通企业负责，轨道交通与沿线物业综合开

发，实质上也是联合开发的一种。广州地铁和上海地铁的沿线物业先后都经

过了从单独开发到联合开发的过程。

上述案例表明，政府、地铁公司、开发商联合开发地铁沿线物业是比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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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明确各方利益

政府的收益主要来自于地价收益；

地铁公司与开发商的收益都来自地铁物业开发收益与物业经营与管理的

收入。其中收入分成及开发商是否参与物业后续运营，根据工程招标时协商

确定，写入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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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轨道交通沿线地块受到的噪音、尘埃污染，从而对沿线生活与经营活动

产生不良影响，引发社会成本增加。除此之外，它还加重了区域内生态环保净

化系统的负荷，不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

16.3.2  城市用地规模无限扩张

城市用地规模无限扩张是21世纪世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普遍问题与难

题，其与城市交通现代化和快速化有着很大关系。城市轨道交通沿线地块可

达性的增强，使得两侧土地呈现带状化开发模式，随着用地需求的上升，土地

开发继而由两侧向外逐渐蔓延，用地规模越来越大。由于土地价格较低，其空

间利用效率普遍偏低。当城市轨道轴线增多时，轴线之间的地域将会面临巨

大的开发压力，容易产生城市化轴间填充、城市规模难以控制的问题。其次，

随着生产活动的社会化与市场化，人口的流动性不断增强，郊区与郊区之间

的横向交通日益增强，尤其是在欧美国家。这使得轴向地块可达性进一步上

升，开发压力越来越大，因为进一步助长了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的扩张。再次，

由于大城市郊区一般卫星城数量较多，布局分散，自成一体，卫星城个体之间

的蔓延交叉，将推动更大范围的蔓延。北京城郊轨道交通几乎处于空白，因此

尚不存在由轨道交通所导致的上述问题。目前北京市城市用地规模不断膨胀

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应归结为放射性高速公路交通系统。从北京城市土地开发

的现状来看，上述原因仍未引起城市政府的足够重视，城市用地规模仍有不

断蔓延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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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人类城市的发展历史，无不是伴随着交通方式的变革，从码头城市、港口

城市，到轨道城市、空港城市，再到现代立体交通枢纽城市，城市因交通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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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轨道交通策划项目遍布中国。世联是最早系统引入国外轨道交通的理论

与案例，并与中国城市建设结合到一起的专业公司，并在项目中积累了大量宝

贵的实践经验。本书就是世联多年来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的智慧积淀。

在此说明一下，在国际上，轨道交通没有统一的定义。在中国，既把城际

铁路和铁路客运专线惯称为轨道交通，也把地铁、轻轨列车、有轨电车等城

市轨道公共交通也称为轨道交通。本书所探讨的，主要是对城市形态影响最

大的三种新型轨道交通方式：轻轨、地铁和高铁。

最后，本书内容凝聚了世联深圳、北京、上海三地战略顾问部大量的工作

成果和心得，在此对所有曾经在世联战略业务线工作的顾问人员表示衷心感

谢！

    编者

         200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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