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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在进行城市交通体系建设时，已经引进了 tod 建设模式，通过对交通站点进行综合

开发，初步满足了区域内交通发展需求。tod 属于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中比较新颖的一种模式，具备更强

区位性功能特征，利用这项理念开展轨道交通站点规划工作，可以保证布局更加合理，还可以提高各

个站点协调性，促进整个区域交通系统进行全面发展。在对交通站点进行综合开发时，需要将 tod 理

念融合到各个环节中，才能提高开发水平。本文就轨道交通站点 tod 综合开发进行相关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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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At present when our country carries on the urban traffic system construction，The construc

tion model has been introduced tod，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station

s，It has initially met the needs of traffic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tod It is a relatively new model i

n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rail transit，With stronger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location，Using this 

concept to carry out the planning of rail transit stations，To ensure a more rational layout，Can also i

mprove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various sites，Promot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entire regional tr

ansport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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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速度正在不断加

快，促进各个区域融合，进行了更好发展。大多数城市已经进

行了地铁线路建设，可以对区域内交通压力进行有效缓解，也

为各个地区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有效支持。在对轨道交通站点

进行规划和设计时，应用 tod 理念可以促进线路沿线与周边土

地和空间进行高效融合，通过对各项资源进行整合应用，构建

一体化公共交通体系。tod 理念在应用时，具备较多优势，在

对交通站点进行综合开发时，可以根据不同区域交通需求，制

定针对性规划措施
[1]
。 

一、轨道交通站点 tod 综合开发特点 
（一）城市交通规划 

在对城市交通网络进行规划时，利用 tod 开发理念开展各

项工作，需要对各个功能价值进行有效区分。例如在进行枢纽

站和换乘站以及综合枢纽站建设时，需要根据不同功能需求，

制定针对性规划方案。综合枢纽站属于轨道交通站点开发中非

常重要的一项内容，要与换乘站和站点区位规模匹配，还要充

分突出城市交通建设优势，要促进枢纽站与站点开发工作协调

发展。在进行实际规划时，需要加强交通设施建设，还要对城

市内外交通进行有效连接，要保证居民换乘更加方便，还要采

用灵活性换乘方式。在进行交通枢纽站开发建设时，需要增强

客流吸引力，还要强化交通转换功能，可以利用交通枢纽站建

设，扩大公共交通网络服务范围。一般情况下在进行交通战点

建设时，需要在人口密集区域进行规划和设计。在对交通枢纽

站进行开发时，需要增强交投转换功能，在进行交通换乘设计

时，换乘方式不能少于三种。在对交通站点进行开发和建设时，

工作人员需要对城市发展规模进行充分考虑，还要对区域内经

济能力以及空间布局情况进行深入调查，要采取因地制宜建设

方式，还要实事求是进行城市开发和建设，要对各个站点进行

协调处理，要为城市经济建设提供充足支持。因此工作人员需

要做好实际调查，在此基础上制定针对性规划方案
[2]
。 

（二）交通线路规划 

在进行 tod 综合开发理念应用时，是指将公共交通站点作

为中心，通过对区域内交通功能进行完善和优化，提高整体布

局合理性。在进行公共交通线路设置时，要根据区域内经济发

展情况，对交通线路进行合理规划，还要为居民出行提供充足

便利。在进行城市轨道交通站的建设时，tod 综合开发重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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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促进线路沿线公共设施和空间以及交通站点协调发展，要将

交通站点作为各个工作区域连接枢纽，还要扩大交通网络覆盖

范围，要从整体层面上对其进行合理规划，将 tod 综合开发理

念与交通站点建设工作进行有效融合，需要对各方面影响因素

进行充分考虑和处理，要根据不同区域发展需求，对交通系统

功能进行合理设计
[3]
。 

二、轨道交通站点 tod 综合开发现状 
（一）资金投入力度不足 

目前在对城市轨道进行开发时，虽然已经引进了综合开发

模式，通过对城市交通布局进行优化，提高了轨道交通站点建

设水平，在进行公共交通网络体系建设时，可以缓解交通压力。

但因为各个地区交通建设会受到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如

果区域内公共基础设施比较多或存在拆迁性问题，就会对轨道

交通建设产生不良影响。地方政府没有提高对这项工作重视程

度，也没有相关政策更不会大量资金投入，就无法为各项规划

工作开展提供有效支持，会制约这项工作发展
[4]
。 

（二）受各方面因素影响 

在进行现代城市建设时，城市人口正在不断增加，不同地

区人口密度和数量存在较大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综合开

发工作发展。因为我国人口基数比较大，大多数城市人口数量

多，郊区人口分布过于密集，在对城市环境进行改善时，虽然

可以提高城市功能性特征，但无法为公共交通体系建设提供有

效支持，大多数乡村是通过长途客运汽车与城镇进行连接。在

对场地布局进行规划时，如果工作人员没有对区域内人口分布

情况进行全面了解，就无法提高 tod 开发水平。工作人员在开

展规划工作时，没有构建一体化设计体系，无法促进城市规划

和交通设计工作深度融合。在进行城市规划和交通线路设计

时，各项工作独立性比较强，就会导致工作开展时缺乏协调性

特征。在进行公共交通体系建设时，难以为城市发展提供充足

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交通发展。在对城市土地资源进行

规划时，需要将商业功能区与居民区进行紧密连接，才能为我

国居民出行提供充足便利。但因为在进行城市土地规划时，设

计内容不合理，降低了公共服务水平，导致区域内交通运输混

乱，存在人车混行等现象，严重制约了交通系统发展，也增加

了 tod 综合开发难度
[5]
。 

三、轨道交通站点 tod 综合开发措施 
（一）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在对城市轨道进行开发和设计时，地方政府需要提高对这

项工作重视程度，要出台专门法律法规，为各项工作开展提供

有效依据，还需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在开展规划工作时，工

作人员还要积极借鉴各方面优秀经验，例如日本虽然占地面积

比较小，但是对交通系统比较大，在进行城市地铁和高铁建设

时，根据不同城市交通发展模式，构建了针对性规划方案。在

进行涩谷站线路开发和设计时，因为不同线路所属公司不同，

建设时间也存在较大差异，导致线路换乘难度比较大。在对线

路进行改造时，利用了 tod 理念构建综合系统，对各项线路进

行了灵活设置，并且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通过将基础设

施与线路进行融合，提高了线路联动性和系统性。在对项目进

行开发和建设以及维护、管理时，构建了一体化体系，提高了

线路建设水平
[6]
。 

（二）构建协同规划机制 

在对轨道站点开发和利用时，要想提高站点布局合理性，

需要对现有综合开发模式进行创新性应用，要在保证公共交通

网络体系正常基础上，促进城市经济协调发展。工作人员需要

对轨道交通站点功能需求进行充分考虑，还要从整体层面上制

定合理规划方案，并且从细节区域对建设风险进行全面预防。

在进行城市轨道交通信息体系之前，需要对区域内物业组合进

行优化设置，还要对出入口进行合理设计。在对区域内经济发

展需求进行充分考虑之后，需要对交通站点进行针对性开发。

在开展站点规划工作时，还需要开发商和交通公司以及政府支

持，工作人员需要对轨道交通站点布局和整体规划需求进行充

分考虑，要促进各项工作协调发展，要对各个设计环节进行有

效监管。工作人员可以积极引进信息化技术，通过构建数据模

型，对设计成果进行模拟分析。在对最终设计方案进行可视化

展现时，可以对各方面缺陷问题进行及时发现和修改，避免后

期设计方案在应用时，出现更加严重问题
[7]
。 

政府和开发商以及交通公司需要全面落实责任，在对站点

开发和沿线建设情况进行监管时，需要组建专门监督小组，对

各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有效追踪和管理，避免开发建设过程中

出现缺陷问题。在进行交通站点进行建设时，需要保证布局规

划更加合理。工作人员需要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情况以及空间

布局需求进行充分考虑，在对站点沿线进行开发和设计时，需

要构建阶段性方案，并且将其全面落实，要保证沿线开发处于

连续性状态，还要根据市场发展变化，对开发内容进行适当调

整，才能充分突出交通站点功能价值，降低市场风险。在进行

站点建设时，需要对公共交通体系进行优化和完善。因为当前

现代城市人口密度正在不断增加，在进行交通运输体系建设

时，为了缓解区域内交通运输压力，需要构建可持续发展体系，

要促进交通站点开发与城市规划工作有效融合，确保各项工作

能够协调发展，同时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在进行交通站

点建设时，需要与公共交通设施进行配套应用，还要尽可能扩

大公共交通网络覆盖范围，要提高公共交通服务质量，为我国

居民出行提供更加优质服务
[8]
。 

结语： 
综上所述，在 tod 综合开发模式下，对轨道交通站点进行

设计，需要对交通站点功能需求进行充分考虑，还要从整体层

面上制定合理规划方案，并且从细节区域对建设缺陷进行全面

弥补，通过对空间布局进行合理优化，确保交通运输与经济建

设能够处于同步发展状态。规划人员需要从各个层面对影响因

素进行全面分析和控制，还需要引进更加先进规划理念，确保

交通设计工作在开展时能够发挥多大作用，还要提高综合规划

水平，确保轨道交通站点设置更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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