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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交通发展状况 Chongqing Transport Developing Status 

Ⅳ 预期成果  Expected Outcomes  



重庆市交通发展状况  
Chongqing Transport Developing Statu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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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导向与城市定位  
Policy and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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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海岸线从南到北逐步开发的30年 
未来将是从沿海向内陆延伸的新时代 

三大沿海增长极的成
功使中国进入了世界
大国行列，也使发展
差距逐步拉大，统筹
协调上升为核心问题 

由重庆、成都和西安
所带动的西三角地区
是中国纵深内陆最大
的人口产业密集地区
，其发展成败决定了
中国能否走向全面繁
荣。 

 国家空间格局的演变： “沿海带动—西部

大开发—沿海与内陆联动发展”。 

 国家政策改革重心向内陆地区转移：成渝全

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立。 

 国家设立重庆内陆开放示范区：上海浦东新

区、天津滨海新区在获批之后都进入了城市

发展的加速阶段。国家特殊空间政策区的落

实，无疑将推动重庆进入发展的“黄金时

期”。 

  城市定位： 

    西南地区综合交通枢纽和国际贸易大通道；全国重要的旅游集散地、西部旅游高地和著名的旅

游目的地等。 

    国家中心城市、综合交通枢纽的城市定位要求重庆打造畅通无阻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辐射西

南城镇群。 



交通发展 
Transport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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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交通方式 2020年（%） 
机动化 全方式 

公共交通 地面公交 38 25 
轨道交通 34 22 

小汽车（含出租车） 28 18 
步行 / 35 

出行总量（万人次） 2,040 3,000 

自2007年以来，主城区

公交、步行出行比例持

续下降，分别由2007年

的35.1%和50.4%下降

33.4%和47.5%；小汽车

的出行比例增长较快，

由2007年的8.2%增加到

11.5%。 

2020年，随着轨道交通

的建设，公共交通出行

比例将会增长至47%。 

在出行结构调整，小汽

车快速增长背景下，公

共交通服务压力较大。 



交通出行需求  
Transport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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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20年，随着两江新区的用地拓展，主城区

出行空间分布将发生明显变化，北部交通吸引

中心逐步形成，同时东西两槽谷地区将逐步形

成南北槽谷内联系和东西与中心槽谷联系并重

的交通走廊，主城区交通出行分布将呈“南北

延伸+东西扩展”的趋势。 

未来主城区城市常住人口规模将实现较大幅度

增长，并且随着城市空间的扩大，居民出行距

离将大幅度增长，城市交通总量（周转量）将

在现状的基础上翻两番，同时交通出行时耗将

由于交通拥挤而增加，城市交通的时间周转量

也将大幅度提升。 



城市轨道交通网络 
Urban-Rai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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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景规划轨道线路18条（“十七线一

环”），总长约820km，其中主城区约

780km，中心城区约485km，主城区线网密度

为0.56km/km2，两江新区0.69km/km2，其中

内环以内地区1.00km/km2，轨道覆盖率达到

85%以上。 

2020年轨道交通线网由一、二、三、四、

五、六、九、十、环共计9条线路组成，总

长408.69km。 

目前，主城区已开通运营轨道交通一号线、

二号线、三号线、六号线及六号线支线（国

博线），里程约143km，位居中西部第一，

全国第五。 



常规公交网络 
Bus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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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主城区常规公交线路481条。 

常规公交线路总长度（双向）约16,845km，平均

运营长度为19.5km。 

线网覆盖的路网长度为1,161km，参照主城区建成

区面积、内环以内建成区以及内环以外建成区面

积，主城区线网密度约3.22km/km2，内环以内

3.41km/km2，内环以外区域1.48km/km2。 

受城市布局形态、道路网络结构、布局等因素影

响，承担交通功能的城市主要干道有限，公交线

路过度重复。重复线路呈现出主干路集中、跨江

通道集中和轨道交通沿线重复的特点。 



现状问题 
Problem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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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系统与城市发展耦合度不高 

•公共交通系统网络层次结构不完善 

•公共交通系统一体化规划设计考虑不足 

•常规公交线网规划布局不合理 

系统规划与设计 

•公共交通系统供给与运力不匹配 

•常规公交车辆配置不完善 

•公交场站建设存在较大缺口 

•公交优先路权缺失 

基础设施建设与供给 

•运营管理机制尚不完善 

•运营服务需要进一步改善 

•出行信息服务水平不高 

•票制票价体系不健全 

•公共交通补贴机制不完善 

•公共交通相关法规政策不完善 

运营管理与服务 



公共交通发展面临的挑战  
Public Transport Development Trends 

 

10 

城市快速扩张的挑战 

机动化高速发展的挑战 

资源环境约束的挑战 

公共交通资金投入巨大的挑战 

政策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挑战 

与公交都市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 



背景和主要任务  
Context and Main Tasks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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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                                     
Context 

 

12 

 随着重庆城市人口规模的迅速增加、城市空间的不断扩展以及机动车数量的

快速增长，重庆主城区的交通拥堵日益加剧，重庆交通所面临的任务更为艰

巨。 

 为了更快实现重庆的畅通建设的发展目标，重庆市政府拟通过公共交通的建

设和合理的政策制定，进一步提升公共交通系统的整体服务水平及效率，改

善市民出行条件。重庆市政府将通过“中国交通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示范性项

目”，利用GEF赠款开展“以服务为导向的重庆都市区公共交通系统网络

化”的软课题研究。  



主要任务                                        
Main Tasks  

 

任务 任务名称 

任务一 相关规划回顾及公交现状分析 

任务二 重庆公共交通系统服务标准及满意度评价研究 

任务三 重庆公共交通系统网络结构研究 

任务四 重庆公共交通系统换乘服务研究 

任务五 重庆公共交通系统信息化研究 

任务六 重庆公共交通系统票制票价和财务研究 

任务七 重庆公共交通网络化发展效益分析 
13 

    紧密结合重庆市公共交通系统网络化发展的总体要求，在乘客满意度调查
的基础上，分析评价重庆都市区公共交通在规划设计、建设实施和运营管理等
不同层面的现状及问题，充分借鉴国内外城市公交网络化发展和服务规划的先
进经验，建立和完善重庆市公交服务的动态监控机制，并针对影响公交满意度
的具体环节提出整体性解决方案，加强公交资源整合，最终形成完善的重庆都
市区公共交通系统，使公交服务水平和运营效率得到显著提高。 



研究理念与思路  
Concept and Approach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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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理念 

 服务：为别人做事，满足别人需要。 

 公交服务评价：乘客满意度 

 

 网络化：网络化即是指将原来的散落的工作状态，落后的单机
技术，通过联网等技术改良，成为具有高效能传输，高资源共
享，高技术支持的新的技术和设备状态。 

 网络化公共交通系统：公交基础实施网络(“硬件”）、公交服
务网络（“软件”）以及相关配套的政策与管理体制和机制。 
 线路网络化 

 枢纽一体化 

 信息综合化 

 票制票价一体化 

 运营协调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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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思路                                           
Approach 

 

16 

    以提高乘客满意度为核心，从公交各个服务环节的乘客需求出发，建立以

服务为导向的网络化公共交通系统，形成畅通、便捷、舒适、可承受、可持

续、高品质的重庆都市区公共交通系统，提升公共交通的整体服务水平和吸引

力，实现节能减排，实现重庆市公共交通系统可持续发展。 

 



总体思路                                          
Approach 

 

满意度调查 

乘客满意度体系 

公共交通服务体系 

网络 

换乘 

信息化 

票制票价 

重庆市公交交通发展现状分析 

城市发展和交通特征分析 

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现状 

重庆市公共交通存在的问题 

既有相关规划解读 

城市总体规划 

综合交通规划 

公共交通规划/网络优化 

轨道线网规划 

重庆市公共交通发展目标和战略 

总体目标 

 

分目标 

公共交通系统网络结构研究 

轨道环线和网络结构 

公交线网规划 

 

公共交通系统换乘服务体系研究 

线网换乘体系 

换乘方式和换乘设施 

公交枢纽场站规划 

公共交通信息化研究 

重点信息化应用系统研究 

公共交通信息化规划 

 

公共交通票制票价和财务研究 

票制票价设置原则 

政府补贴机制 

企业运营模式 

票价测算 

票制票价一体化整合 

公共交通网络化发展效益分析 

评价指标体系 

重庆效益评价 

行动纲领和政策保障 

分期行动计划 

政策和技术保障机制 

 

国内外案例借鉴 

任务1 

任务3 

任务4 

任务5 

任务6 

任务7 

乘客满意度评价 

线网结构 

换乘体系 

信息化 

票制票价 

线网评价 

任务2 

考虑换乘.信息化.票
价机制的影响 

需求 

供给 

设施 

线网 

场站 

车辆 

运营 
线网 

场站 

车辆 

运量和客运量 

线路负载情况 

公交运作资料 

客流集散点资料 

用地和社会经济 

量化分析 

     模型构造  

   公交需求预测 

      方案测试 

    近期方案测试 

分系统量化方案测试 

网络目标 

换乘目标 

信息化目标 

票制目标 

效益目标 

乘客 

运营方 

监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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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系统服务系统标准和满意度评价研究   
Service Standard &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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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系统服务系统标准和满意度评价研究   
Service Standard &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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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系统服务系统标准和满意度评价研究   
Service Standard &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乘客满意度体系研究 

 

 

 属性的权重分析 

 
 

 

调查的目的之一是研究个体属性对满意度影响的权重 

直接提问 1 

回归分析 2 

非常满意 满意 中立 不满意 
非常不满

意 



公共交通系统服务系统标准和满意度评价研究   
Service Standard &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满意度调查涉及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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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前 

•出行规划信
息的可获得
性 

•服务的可获
得性（运营
时间与地点
分布） 

到站点 

•使用何种出
行方式 

•到达需要的
时间 

•到达过程中
的信息指引 

•慢行设施与
站点的衔接
（是否需要
过街，是否
有天桥地道
或其它过街
行人设） 

候车 

•候车环境 

•站点的信息
提供程度 

•服务人员 

•候车秩序 

•安全感 

购票 

•票价 

•购票充值服
务的方便性 

乘车 

•车内环境 

•拥挤程度 

•司乘人员 

•行驶速度 

•安全感 

换乘 

•换乘时间 

•换乘指示 

•换乘通道的
方便性和安
全性 

到达 

•到达通道的
方便性和安
全性 



公共交通系统服务系统标准和满意度评价研究   
Service Standard &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服务标准指标体系的确定及建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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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现状分析，确定初始目标，查明关键

问题； 

确定初步解决方案； 

以服务为导向，通过乘客满意度调查对公

交系统问题进行识别； 

明确定义关键问题，缩小解决方案； 

明确研究任务目标，建立反映目标的服务

标准指标； 

对服务标准指标进行监测，及时反馈公交

服务性能。 



预期成果 
Expected Outcomes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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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与安排                                              
Tasks and Schedule 

 

8个任务 

•相关规划回顾及公交现状分析 

•重庆公共交通系统服务标准及满意
度评价研究 

•重庆公共交通系统网络结构研究 

•重庆公共交通系统换乘服务研究 

•重庆公共交通系统信息化研究 

•重庆公共交通系统票制票价和财务
研究 

•重庆公共交通网络化发展效益分析 

•组织培训考察 

7个专项研究 

•相关规划回顾及公交现状分析 

•重庆公共交通系统服务标准及满意
度评价研究 

•重庆公共交通系统网络结构研究 

•重庆公共交通系统换乘服务研究 

•重庆公共交通系统信息化研究 

•重庆公共交通系统票制票价和财务
研究 

•重庆公共交通网络化发展效益分析 

成果形式 

• 7个子报告 

•总报告 

任务 专项研究 总报告 

开题报告
（2013.4） 

初稿
（2013.10） 

中期报告
（2013.12） 

最终报告
（2013.02） 24 



预期成果                                    
Expected Outcomes 

 规划 
 重庆都市区公共交通网络化结构方案以及实施方案； 

 重庆公共交通网络化换乘体系方案及其实施方案； 

 重庆市轨道交通换乘设施建设标准； 

 重庆市轨道交通换乘枢纽换乘模式和组织方案； 

 重庆市公共交通信息系统方案； 

 重庆市公共交通票制票价体系。 

 管理 
 适应公交网络化发展的政府公交管理体制建议； 

 结合区域运营的公交运营管理机制建议。 

 经济 
 适应公交网络化发展的公交补贴机制建议； 

 公共交通网络化方案下的TOD开发模式建议。 

 政策 
 适应公交网络化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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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结束，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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