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交通发展建设规划》(以下简称《规划》)5 月 7 日出炉。《规划》明确，

“十四五”时期，北京市将重点加快轨道交通“四网融合”、轨道与公交融合，推进交通运输绿色发

展，建设步行自行车友好城市，鼓励绿色低碳出行，力争“十四五”末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达到

76.5%。

预计到 2025 年，中心城区日均出行总量将达约 4100 万人次，较“十三五”期末 3619 万人次

增长约 13%。城市副中心与中心城区之间的客流交换量显著增加。城市交通打造 1 小时“门到门”

通勤圈，构成 2500 公里以上的轨道网，支撑首都圈内 5 万人口以上城镇组团发展和通勤需求。

增加 45 分钟通勤出行比例等指标

“十三五”时期是北京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五年，北京交通事业发展成效显著。京津

冀核心区 1 小时交通圈、相邻城市间 1.5 小时交通圈基本形成，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提升至 73.1%。

在此基础上，《规划》提出，“十四五”时期，北京市将着力落实“三个优先”(慢行优先、公交优

先、绿色优先)发展理念，初步构建起综合、绿色、安全、智能的立体化现代化城市交通系统。

《规划》共设置 22 项规划指标。与以往相比，本次《规划》新增或修改若干指标：为推动轨道

交通和地面公交协同提升对小汽车的竞争力，将轨道交通占公共交通出行比例调整为公共交通占机动

化出行比例；为推动一体化融合发展，增加了市郊铁路与城轨交会点设置换乘站占比、换乘站付费区

换乘占比、轨道车站周边换乘距离小于 50 米的公交站点占比等指标；为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设置了

交通行业营运车辆碳排放总量下降比例、营运车辆新能源化占比等指标；为响应市民快速通勤需求，

增加了 45 分钟通勤出行比例等指标。

到“十四五”末，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预计将达到 76.5%，轨道交通(含市郊铁路)里程将达到

1600 公里，道路交通指数将力争控制在 5.48。

5 条城市轨道交通郊区线运行提速



轨道新线飞速建设，既有线也将得到改造提升。为了构建全域快速轨道网，将提高 5 条城市轨道

交通郊区线(昌平线、亦庄线、15 号线及贯通后房山—燕房线)的运行速度，为亦庄、顺义、昌平、

房山、燕山提供快速通勤服务。

对通密线、东北环线、城市副中心线、东南环线和京门线实施增设专用复线改造。同时，增设改

造换乘站，对城市轨道交通与市郊铁路两网 38 个交汇处(共 84 处)按照付费区换乘的要求增建换乘站，

对既有 3 座换乘站(北京西站、北京北站、北京站)进行改造，实现付费区换乘。

越来越多的地铁线将实现跨线运行。《规划》提到，“实现 1—八通、9—房山、9—大兴、8

—昌平、5—亦庄、10—亦庄等线路之间的跨线运营。”此外，城市轨道交通与市郊铁路跨线运行。

19 号线与市郊 S2 线、平谷线与通密线、平谷线与东北环线直连直通，跨线运营。

城市各个方向，都有轨道提速规划。西北方向，延长昌平线支线至海淀山后，增加昌平支线与 8

号线联络线，实现海淀山后与回龙观、中心城区直联直通。西南方向，增加大兴线与 9 号线联络线，

强化黄村与丰台科技园、丽泽以及西南部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东南方向，增加亦庄线支线，实现亦庄

线与 5 号线、10 号线直联直通，强化亦庄与中关村、CBD、首都功能核心区等重要区城的联系；东

北方向，增加平谷线与市郊铁路通密线、东北环线之间联络线，实现东北部地区与中心城区、北部地

区与城市副中心直联直通。

《规划》提出，提升城市轨道交通与市郊铁路融合度，实现“一套体系、一网运营、一票通行、

一站安检”。到 2025 年，轨道交通(含市郊铁路)总里程力争达到约 1600 公里。

地面公交干线准点率计划达 85%

按照规划，未来公交地铁换乘将更加方便。《规划》明确，促进地面公交与轨道两者功能融合、

线网融合、站点融合、运营融合，持续优化地面公交线网，减少长、大线及其与轨道重复线路，增加

接驳微循环线路。统筹公交和轨道站点规划，形成疏密有致、互为补充的站点布局，提升站点覆盖率，



缩短两网车站之间换乘距离，实现公交和轨道服务“一张网”。到 2025 年，地面公交干线准点率达

85%。

深化城市副中心地面公交整合。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间依托京通、京哈、广渠路等高快速路实

现中间段快速通行。强化两端接驳，依托微循环线深入街区、办公楼，做好与公交干线和地铁站的接

驳换乘。大力发展点到点的定制公交服务模式。

小客车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

在小客车管理方面，北京继续深化实施交通需求管理，精细化调控交通需求。到 2025 年，全市

小客车保有量控制在 580 万辆以内。

根据《规划》，北京加强拥车用车管理，降低小客车出行强度。调控小客车数量，逐步增加新能

源指标占比，优先向无车家庭配置小客车指标，加强“一人名下多车”治理，推动个人名下第二辆及

以上在本市登记的小客车有序退出。持续强化机动车通行管理，落实外埠进京车辆禁限行和国三柴油

货车全市域禁行措施，实施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加强违规电动三四轮车管理，实

施新能源物流配送车辆优先通行政策，并适时研究新的通行管理措施。

同时，加快推动小客车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运用科技、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在管

好道路停车的基础上，强化居住区停车管理和单位停车管理，综合施策、“以静制动”，调控小客车

使用需求，降低小客车使用强度。强化核心区交通管控，让核心区“静”下来。

五环内 12 米以上道路全划非机动车道

建设步行和自行车友好城市方面，《规划》提出，到 2025 年，五环以内路幅宽度 12 米及以上

道路全部施划非机动车道分道线，机非混行道路全部增设自行车优先标识。

在中心城区，重点推进“两轴—三环—三横—四放射”的慢行廊道工程。“两轴”包括长安街、

南北中轴线，“三环”包括二环路、三环路、四环路，“三横”包括平安大街、前三门大街、两广路，



“四放射”包括京藏高速辅路、自行车专用路南展、自行车专用路东拓、通州自行车专用路。同时，

在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城市风轮”通惠河沿线自行车专用路示范项目，推进行政办公区步行和自

行车示范路建设。

在滨水、绿道慢行系统建设方面，打造“一核、两环、五带、十片区”市级绿道系统，“一核”

指首都功能核心区，“两环”指城市公园环、郊野公园环，“五带”指浅山森林游憩带、平原森林湿

地游憩带、大运河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十片区”指城市副中心、中关村科学

城等十个重要功能区。

根据《规划》，北京还将在郊野和山区规划建设“一十百千”森林步道体系，构建 1 条 100 公

里串联山区平原的森林游憩道、10 条森林马拉松步道、100 条 10 公里健身步道、1000 条 3—5 公

里的迷你步道，打造特色化的全程、半程、微型马拉松跑道。在清河、凉水河沿线建设步道和自行车

道系统。

“十四五”时期，完成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至十三陵水库 42 公里绿道以及永定河、潮白河等绿道

建设，新建绿道 350 公里。“十四五”时期，全市将建设滨水慢行系统约 400 公里。

少一次地铁换乘，对于远道进城的通勤族来说，不仅节省了时间，还意味着有望实现“一坐到底”。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交通发展建设规划》日前公布，其中最受期待的就是“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化

跨线运行”，亦庄线等多条线路将通过跨线运营等方式，为市民进城提速。“站城融合”也是“十四

五”交通规划重点，1、2 号线和八通线的 41 个出入口将被移出机非隔离带或主辅路隔离带；增建一

批“轨道微中心”……未来，地铁不仅跑得更快，轨道上的都市生活也更加便捷。

推动多条地铁跨线运营



跨线运营已成为北京轨道交通规划的热词。规划中提到，“十四五”时期，要实现 1—八通、9

—房山、9—大兴、8—昌平、5—亦庄、10—亦庄等线路之间的跨线运营。

如何实现这样一批线路的跨线运营？规划提出，要通过网络化检修、网络化停车创造条件。按照

“中心城区远端车辆段布局检修功能，近端车辆段停车”的思路，推动网络化检修布局，提高检修效

率，特别是将近端车辆段腾出的检修基地转为停车场地，推进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跨线停车，实现四惠、

郭公庄、宋家庄、古城、万柳、回龙观等车辆基地停车资源共享。

围绕亦庄线提升改造，规划指出，要增加亦庄线支线，实现亦庄线与 5 号线、10 号线直联直通，

强化亦庄与中关村、CBD、首都功能核心区等重要区域的联系。对于亦庄居民来说，亦庄线与 5 号

线、10 号线直联直通后，将进一步缩减进城时间。

9 号线与大兴线的跨线运营规划颇有看点。根据规划，在城市西南方向，通过增加大兴线与 9 号

线联络线，实现直联直通，强化黄村与丰台科技园、丽泽以及西南部各地区之间的联系。通过增建大

兴线与 9 号线联络线，实现部分大兴线列车跨线运行至 9 号线，也可以缓解 4 号线客流压力。

此外，9 号线与房山线的跨线运营也写入规划。2022 年初，北京地铁运营公司在人民网政府留

言板上回复市民时提到，该工程已完成车辆及信号改造工作，正在进行系统及运营组织优化，在完成

后续空载试运行测试及模拟早晚高峰等测试工作后，将适时启动两线跨线运营。

对于北部居民来说，昌平线与 8 号线的跨线运营也值得期待。规划提到，昌平线支线延长至海淀

山后，实现海淀山后与昌平新城直联直通；增加昌平支线与 8 号线联络线，实现海淀山后与回龙观、

中心城区直联直通；增加昌平线与 8 号线联络线，实现昌平新城与回龙观、中心城区直联直通；增加

市郊铁路 S2 线与 19 号线联络线，实现昌平地区与中心城区直联直通。

市郊铁路与城铁“直联直通”

随着未来市郊铁路延伸、提速，与地铁跨线运行，将有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坐着火车通勤”。



“十三五”时期，北京市郊铁路运营线路增至 4 条、市域内运营里程达 364.7 公里。“十四五”

时期，北京将构建方便快捷的首都市郊铁路体系，编制出台市郊铁路线网规划与五年建设行动计划。

推进铁路客货运外环线建设和大型铁路编组站外迁，为开行市郊铁路创造有利条件。到 2025 年，市

郊铁路运营里程力争达到 600 公里。

一批具体工程计划写入“规划实施要点”——推进东北环线南段、城市副中心线西延局部复线

扩能改造，推进利用京门线、门大线等既有铁路富余能力开行市郊铁路，优化提升城市副中心线、东

北环线、怀密线等既有线路运营水平；推动铁路客运和货运外环线建设，推进丰西、双桥编组站外迁，

疏解过境客货运功能，为开行市郊铁路创造更有利条件；协同推进雄安新区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快线

(R1 线)建设；推进京广联络线、市郊东南环线(S12)、“三城一区”与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之间轨

道线路等项目前期研究工作。

未来，城市轨道交通与市郊铁路融合度提升。“十四五”时期，计划实现 19 号线与市郊 S2 线、

平谷线与通密线、平谷线与东北环线直联直通，跨线运营。此外，还将实现“一套体系、一网运营、

一票通行、一站安检”。通过对城市副中心线、东北环线等市郊铁路增设复线，推动实现市郊铁路高

频次公交化服务。按照付费区换乘要求在城市轨道交通与市郊铁路交会处增建换乘站，对既有换乘站

实施升级改造，促进两网融合。

“站城融合”打造轨道微中心

下了地铁，不出地面就能进入写字楼、商场，一座座地铁站，正在成为都市生活的“活力中心”。

“十四五”时期，北京将继续建设发展轨道微中心，均衡轨道网络客流，为客流低迷线段、方向

和时段增补客源，提高网络总体运输效能。在规划 71 个轨道微中心的基础上，结合城轨提速改造，

再增加肖村、沙河、南郡、石门、俸伯、长阳、良乡大学城、阎村东、星城、房山城关、燕山 11 个

轨道微中心。与此同时，逐步形成“一个车站一座城”“一条线路一串城”“一张线网一群城”的城

市格局，进一步丰富“轨道上的都市生活”。



为推动“站城融合”，地铁站周边还将进行一系列“小手术”：推进遗留车站出入口建设，实施

位置不合理出入口改移，增设车站出入口，推进出入口与周边建筑、地下通道和街区相联通，提升城

市轨道交通的服务水平。具体来讲，要建设开通既有车站在建设时期遗留下来的 91 个出入口。实施

1、2 号线和八通线 19 座车站 41 个出入口改移，移出机非隔离带或主辅路隔离带。增设车站出入口

27 个，满足车站客流集散的基本需要。

“十四五”时期，北京规划新增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约 300 公里，轨道交通(含市郊铁路)总里

程力争达到约 1600 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