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重庆日报记者 吴刚 廖雪梅 杨永芹

在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新重庆的开局之际，重庆轨道交通迎来重大
成果——

轨道交通 5号线北延伸段正式开通初期
运营，重庆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跨越500公里大
关，达到 501公里，建成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山
地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网络。

回望重庆轨道交通二十余年建设历程，两
个字熠熠生辉：跨越。

党的十八大以来，重庆大力实施轨道交通
成网计划，轨道交通建设投用力度达到历史高
峰，让轨道交通成为“民生线”“风景线”“发展
线”，全力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区。

一条高效畅通、便民利民的“民生线”

家在南坪后堡，工作单位在渝北中央公
园，张宁用“跋涉”二字来形容自己过去每天上
下班的旅程。

每天，张宁必须在早上七点半前出发，先
坐两站区间小巴车，在会展中心换乘公交大
巴，再到五里店红土地乘坐轨道交通 10号
线。不同交通工具三次换乘，他单程至少需要
2.5小时，一天下来，花在路上的时间就要5个
小时。

1月18日，10号线二期曾家岩到后堡站开
通。从后堡到中央公园，一条轨道直达，全程
仅需一个小时。“这种方便快捷，没有经历过前
后对比的人，是感受不到的。”张宁说，每天搭
乘这条纵贯南北的轨道线，在繁华的老城区和
现代化的新城区之间切换，有一种美妙的“穿
越”感。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
市，地面交通早已不堪重负。另一方面，随着
城市版图的扩大和城市功能的优化，人们的出
行需求与日俱增。从世界主要发达城市的经
验看，解决这样的矛盾，运量大、速度快的轨道
交通，是最佳选择。

不过，对于重庆这样一个各组团被山水阻
隔的山城来说，建设轨道交通的难度可想而
知。重庆交通开投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20
余年来，重庆打通了 6个穿山瓶颈，架设了 12
条跨江通道，终于建成拥有284座轨道交通站
点、500多公里“环射+纵横”线路的轨道交通
网络，将机场、高铁站、各大商圈、大型居住区
等重要功能节点有效衔接起来。

“重庆轨道交通运营时间在全国 50多个
轨道交通城市中排名第二。”重庆交通开投轨
道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同时，重庆相继实施轨道运营站点提质增
效、轨道与地面公交换乘整体提升、轨道站点
步行便捷性提升等配套工程。中心城区已累
计对 130个轨道站点与地面公交换乘进行整
体提升，公轨平均换乘距离由215米缩短至35
米，轨道出入口100米范围内基本实现公交换
乘设施全覆盖，大幅提升市民乘坐轨道交通的
获得感、体验感。

2022年，重庆轨道交通客运量达 9.1亿人
次，轨道交通在公共交通出行的比例约为
42%，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一条文旅融合、惊喜连连的“风景线”

2月 19日，轨道交通 2号线佛图关段，轨
道两侧成片的美人梅竞相绽放，宛若云霞。游

客们纷至沓来，用手机、相机定格“开往春天的
列车”。这处因轨道交通而兴的城市景观，如
今已经享誉全球。

重庆交通开投轨道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重庆，拥有独特景观资源的轨道交通线路还
有不少。例如，去年初火爆网络的蔡家轨道大
桥，被人们誉为雾中奇景、“云端列车”。

乘坐重庆的轨道交通，为啥总在不经意之
间就能拍出“风光大片”？业内人士比较一致的
看法是，重庆两江环抱、地势起伏、道路盘旋，特
殊的地形造就了特殊的立体交通，轨道列车穿
行其间，将重庆的城市特点动态地展现了出
来。此外，轨道交通与其他交通工具相比，还有
一个优势就是稳定、舒适，适合观光，使得重庆轨
道交通具有打造世界级名片的潜质。

近年来，重庆在轨道交通建设中将出行与
观景有机结合，将充满几何美感的轨道交通线
条，融入山水相依的立体城市，在配套设施、城
市颜值、文创产品、游客服务、统一规划等方面
持续发力，向“轨道上的世界知名旅游区”不断
迈进。

目前，轨道交通已将朝天门、解放碑、大礼
堂、磁器口、洪崖洞、十八梯、南滨路、中央公园
等知名景区串联起来，不仅方便市民和游客游
览各大知名景点，还能让他们在大街小巷中品
味地道的山城味道。

一条空间引领、产业协同的“发展线”

轨道交通不仅为重庆市民提供了一种方
便快捷的出行方式，还成就了一个蔚为大观的
产业，丰富了“重庆制造”的品类，有力推动了
重庆高质量发展。

前不久，一种新型的单轨系统车辆在重庆
下线。这种车辆可进行2—6节“任性”编组，能
够满足旅游景区及不同类型城市的多样化运用
场景需求。研发出这一国内首列多适应性中运
量单轨系统车辆的，就是重庆中车长客轨道车
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中车长客）。

重庆交通开投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集团
狠抓产业建设，成立重庆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发挥链长作用，以大项目带大产业，促
进“交通+产业”融合发展，带动重庆中车长客
等产业链单位，逐步形成了以跨座式单轨为特
色，从技术研发、规划设计、车辆及系统设备制
造集成，到工程施工、运维管理等结构较为完
整的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链，产值达百亿元。

通过产业链科技资源共享，重庆轨道交通
装备产业研发能力大幅提升。以重庆中车长
客为例，本土产业链企业技术能力和配套能力
由之前不到 10%提高到完全覆盖车辆 85%的
系统。同时，新产品层出不穷。除了上述多适
应性中运量单轨系统车辆，还有跨座式单轨、
双流制车辆以及山地城市As地铁等享誉全球
的车型。

通过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重庆轨道交通装
备产业大幅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
升产品综合竞争力。如今，在重庆中车长客，
一辆轨道列车的装配周期，已从此前的 45—
60天缩短至 22—30天；不仅为重庆 12条轨道
交通线路提供了3000辆轨道车辆，还为成都、
西安，乃至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提供
了500多辆车。

除了培育轨道产业，重庆轨道交通还促进
了区域经济的发展。重庆轨道交通所行经的
路线串联起重庆城市产业带，降低要素流动成
本，成为名副其实的“发展线”。

发展逻辑

根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多层次轨
道交通规划》，到 2025年，双城经济圈轨
道交通总规模达到 1万公里以上，其中铁
路网规模达到 9000公里以上，形成重庆、
成都都市圈 1小时通勤圈，实现重庆、成
都“双核”间1小时通达。

如此大手笔的规划，背后有着清晰的
发展逻辑——

从地势地貌看，重庆以及成渝轴线地
区大多是丘陵山地，山环水绕、江峡相拥，
呈现多中心、组团式的城市布局。按照规
划，双城经济圈总面积达到18.5万平方公
里，在如此超大城市群空间尺度下，轨道
交通建设成本比高速公路低，具备速度
快、运力大、绿色低碳的优势，正好满足中
长距离出行需求。

从都市区扩能看，近年来，成渝地区
汽车保有量快速增加，而受建设用地等条
件限制，中心城区规划道路基础设施建设
已进入中后期，仅仅依靠道路交通来支撑
城市发展、出行需求是不能满足的。以重
庆为例，重庆中心城区对外射线高速公路
中，日均最大断面流量超过 2万辆的就有
5条，均基本饱和或者严重饱和。

而参照国际国内经验，轨道交通是缓
解“大城市病”的良方。比如，伦敦高峰时
段近八成进入市中心的出行通过城市轨
道实现，京津冀、珠三角等城市群也是通
过轨道交通来缓解高强度、高频度的出行
需求。

从产业发展布局看，由于成渝地区地
处内陆，货物运输物流成本较高。《规划》
提出到 2025年，成渝地区轨道交通承担
货运量的占比要由3.2%提高到10%以上，
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很明显，成渝地区的
轨道交通正致力于补齐川渝地区基础设
施短板，有效串联“产业轴带”，引导人流、
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要素沿线集聚，实
现生产效率的最优化。

当前，成渝地区轨道网络呈现出运
输能力紧张与建设能力富余并存的现
象。双城经济圈未来要打造世界级的城
市群，构建一个高效、畅通的轨道网络势
在必行。

双向奔赴

由此，构建一个多层次、多线路、多类
型的轨道网络成为成渝两地的共同目标，
也开启了一场双向奔赴。

重庆、成都这两个超大城市的中心城
区正不断提级扩能，加密城市轨道网。

在重庆，随着 5号线北延伸段的开
通，轨道交通运营线路增至 12条，运营里
程跨越 500公里。此外，年内还将计划开
通 10号线二期、5号线一期中段和 18号
线，进一步实现中心城区的便捷畅通。

在成都，轨道交通已开通运营 13条
线路、总里程超 500公里。当前，成都轨
道19号线二期、8号线二期、10号线三期、
13号线一期、17号线二期、18号线三期、
27号线一期等多条路线正加速推进中。

在成渝轴线地区，轨道交通“大动脉”
作用凸显，加速推动“同城化”进程。

比如，重庆规划了总里程约 1061公
里市域（郊）铁路网，实现主城新区 12个
区与中心城区直联。除了已经开通的江
跳线外，璧铜线控制性工程云雾山隧道掘
进完成 60%；永川线、南川线正加快推进
开工筹备工作；大足线、綦万线完成可研
报告初稿，代建关坝铁路专用线工程完
工，具备验收移交条件。

此外，市域（郊）铁路与轨道 15、26、
27、28号线可贯通运营。更重要的是，

重庆还规划延长市域（郊）铁路C1线（渝
合线）至广安，推动广安全面融入重庆
都市圈。

再看四川，作为首条跨市城际轨道交
通线，资阳线于 2021年开工建设，预计于
2024年底通车。在不少人看来，它的建设
标志着成资同城化将迈入“轨道同城”新
阶段。此外，成德眉资一体化发展提速，
市域铁路成德 S11线、成眉 S5线、成资 S3
线相继开工。另外，成自宜高铁正在紧张
施工中，计划 2023年底建成通车，将衔接
渝昆高铁、成贵高铁，形成南下至昆明、贵
阳、广州的高速铁路大通道。

同时，川渝还携手一起干大事。根据
“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2023年重大
项目清单”显示，今年两地将联合建设渝
西高铁、成达万高铁、成渝中线高铁、渝昆
高铁（川渝段），串联达州、广安、城口、开
州、万州、合川、北碚、沙坪坝、成都、遂宁、
南充、达州、江北、两江新区、璧山、铜梁、
大足、资阳等 20多个市（区）、县，轴线城
市发展迎来重大历史机遇。

强力引擎

轨道的“延展价值”有目共睹。据相
关研究，每投资 1亿元的轨道交通项目，
至少可带动GDP增长 2.6亿元。可以说，
轨道延伸到哪里，哪里就会形成“黄金经
济带”。

当前，双城经济圈正致力于打造智能
网联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万亿级产业

集群，轨道线已然成为成渝城市群的“发
展线”。

拿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来
说，当前，重庆城市轨道已串联起龙盛、汽
博等片区，江跳线串联起双福片区，未来
尖璧线、璧铜线、永川线还将进一步拉动
璧山、永川等区县的汽车产业再上新台
阶。而成都方面，轨道沿线联通了成都龙
泉驿、宜宾、德阳等地，汽车产业正加速补
链成群。

再看电子信息制造业，重庆轨道串联
西永、空港、礼嘉智慧城等片区，产业抱团
聚集效应越发明显。而内江、资阳、广安
等地的电子信息制造业在轨道交通的助
力下，不断引来项目投资，正处在上规模
增效益的关键期。

同时，轨道交通沿线商圈辐射能力大
幅提升，“轨道、城市、产业”高效互动、协
同发展的良好局面基本形成。

比如巴南龙洲湾由荒山野地变成巴
南“第一商圈”，北碚蔡家由偏僻郊区变身
现代化“智慧新城”，成都龙泉驿由偏居一
隅的农业村镇摇身一变成为新能源汽车
智造重镇……无数区域的蜕变经历反复
印证，便捷通畅的轨道日益成为企业家投
资、市民落户、商业崛起的关键因素。

轨道达，百业兴。双城经济圈的一条
条轨道交通线，如同一条条发展“大动
脉”，重塑着沿线城市的交通、居住、人文、
商业和生产，拉动经济圈向前“加速跑”，
意欲腾飞。

据两江观察

500公里线路“织”就轨道上的新重庆

2月27日，重庆轨道交通运营里程突破500公里。 重庆日报记者 罗斌 摄

1月12日，轨道交通18号
线李家沱长江复线桥实现合
龙。重庆日报记者 罗斌 摄

首条市域（郊）铁路江跳线
列车正在行驶中。

重庆日报记者 张锦辉 摄

“开往春天的列车”又上线，重庆轨道突破500公里，全球最大规模的山地城市
轨道交通网建成……近来，在重庆市民的朋友圈里，“轨道”一词刷屏了。

对穿山过江、“组团式”构建的重庆来说，轨道已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也
是“不得不去”的景点，“云海列车”“单轨穿楼”“过山车体验”等被网友大呼“太
上头”，同时还是拉动区域发展的强引擎，轨道通达之处，房价起来了、工厂
建起了、产业园区兴旺了。

同样，数百公里外的成都都市圈，轨道建设跑出加速度：成都轨
道19号线二期等加速推进，四川首条跨市城际轨道交通线资

阳段预计明年通车，市域铁路成资S3线、成眉S5线正
抓紧建设，成德S11线即将全面开工……

轨道上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正成形起势。

轨道上的经济圈

成形起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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