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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发展理念表明，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 TOD 开发模式被认为是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香港虽然面积狭小，但城市规划却卓有成效 , 特别是在城市开发与交通建设方面。自上世纪 20
年代以来，香港一直坚持公交优先发展的理念，成功塑造了高密度发展模式下公交城市的典范。文章
通过对港铁红磡站的研究，从完善步行网络和公交换乘、实现站城一体的紧凑开发及打造“小街区、
密路网”的城市形态方面，学习香港的轨道站建设经验，以期能够更好地指导内地的城市建设。

ABSTRACT

Foreign development concept shows that the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is the key to solve urban 
traffic problems and realiz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lthough Hong Kong is small, its urban planning 
has highly effective, especially in urban development and traffic construction. Since the 1920s, Hong 
Kong has always adhered to the concept of public transport priority development, and has successfully 
shaped a model of public transport city under the high-density development model.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honghom station of MTR, the experience of urban rail station construction in Hong Kong 
is studied from the aspects of improving pedestrian network and bus transfer, realizing the compact 
development of Station City integration and creating the urban form of "small block and dense road 
network" , so as to better guide the urban construction in the main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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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过去数十年，与西方国家在上世纪工业化阶

段所经历的一样，我国也经历了一个汽车导向的

发展过程，城市无序蔓延，非建设用地被侵占……

工业城市因为街区尺度过大而很难形成一个良好

的步行和骑行环境，扼杀城市活力；以汽车为导

向的现代主义价值观则主导了交通和街道的设计

标准，而这些标准让我们今天为之挣扎 [1]。

20 世纪 60 年代，环境恶化、交通拥挤、能

源危机等现象使人们开始对“机动交通导向”的

城市模式进行反思。20 世纪 90 年代，以 TOD

理论全球创始人卡尔索普的新城市主义（New 

Urbanism）为代表的西方可持续发展理念传入

我国，如精明增长（Smart Growth）、紧凑城

市（Compact City）等等。虽然他们的理念存在

差异，但大都强调促进公共交通发展、土地混合

利用、社会多样性及社区融合等，被认为是缓解

城市交通拥挤、控制郊区无序蔓延及促进城市存

量发展的有效策略。

1 案例研究

本次研究选取的站点是港铁红磡站（Hung 

Hom Station）。红磡站位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油尖

旺区、香港海底隧道红隧的九龙入口，是港铁东

铁线及西铁线重要中转车站和换乘中心，也是香

港往返内地城际服务列车的总站（图 1）。本站附

近设有多条过海隧道巴士站，是前往港岛的重要通

道之一。

1.1 便捷的出入口设置

地铁站点出入口设置与乘客的乘坐意愿及进

出站的便捷程度息息相关。在高密度混合区域，

为了更方便乘客的进出，出入口的数量及位置等

都需要根据周边用地类型、建筑功能、道路等级

等综合布置，以此来提高轨道交通吸引力和站点

的可达性。

不同于内地轨道站点较少的出入口，港铁站

点出入口设置普遍较多，且多与不同建筑单元相

结合，深入站点服务区域内部。为了更好地与周

边建筑功能相协调，红磡站设有 4 类共 14 个出

入口，或与周边设施一体建设、或与建成环境相

融合，直接连通周边的61栋建筑和地面服务设施，

通过地面及二层步行连廊将站点与周边建筑单元

串联成一个整体，实现了站点一体化的布置，极

大地提高了出行效率。

1.2 公共交通换乘一体化

轨道交通作为大运量的快速交通，仅靠自身

是无法使城市良好运转的，所以公交系统间的换

乘非常重要 [2]。红磡站的公共交通运输由地铁、

城际巴士、九龙巴士、专线小巴及机场穿梭巴士

等组成，进行了完整的一体化换乘系统设置。整

个站体共上下五层，在月台层可直接在同一站台

进行东铁线和西铁线的换乘，而不需乘客上下楼

梯奔波；站内亦可不出站换乘广九铁路直通内地，

极大地提高了出行效率。在中层大堂层，可以直

接通过人行天桥直达红隧巴士站及尖沙咀东和周

边相应的设施；在平台层北侧设有客运巴士总站，

现有九龙巴士和城际巴士共17条线路在此交汇，

可以往返港岛、九龙、新界及直达香港国际机场。

平台层西侧则设有海底隧道巴士站，有 25 条海

底隧道巴士往返港岛及一条九龙巴士通往尖沙咀

码头。以红磡站为中心，250 米范围内共有公交

站点 8 个，500 米范围内 18 个，密集的公交站

点给市民出行带来了极大地便利（图 2）。

1.3 完善的步行系统

香港为推动步行城市的建设，在中心区和

新市镇均建立了由站外二层步行连廊和建筑内

部步行通道组成的立体步行系统。红磡站四周设

有过街天桥、二层步行连廊等，同时户外步行连

廊还针对南方高温多雨天气设有雨棚进行遮雨和

防晒，为市民提供方便、舒适的步行环境。步行

系统将周边的居住、商业以及办公等建筑串联起

来，使城市居民可以通过过街天桥直达香港理工

大学、红磡体育馆和尖沙咀商业区等多个目的地，

极大方便了居民出行的同时也给地面交通减少了

压力（图 3）。

TOD 开发模式下香港轨道交通站点研究
——以港铁红磡站为例

Research on Hong Kong Rail Transit Station under TOD Development 
Mode:
Taking Hung Hom Station of MTR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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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出入口结合步行连廊、过街设施、室内

通道等连接站点周边各建筑物，不仅提高了站点

的步行可达、实现快速的人流集散和交通换乘，

而且有效地拓展了站点的覆盖用地和服务范围，

提高了站点吸引力，也为周边的公共设施吸引了

更多的人流，两者结合相得益彰。

2 香港轨道交通开发对内地的启示

2.1 完善的立体步行网络和便捷的公交换乘

体系

受制于地理条件和港英政府的发展策略，香

港无法进行大面积的城市建设，密集开发是唯一

的发展方向。紧凑的城市空间注定不被小汽车为

主的交通方式所主导，只有轨道交通才能满足需

求。良好的换乘系统能够提高居民乘坐公共交通

的意愿，便捷的步行系统则能够带来大量的客流。

通过步行和公共交通的结合最终提高轨道交通的

使用率。

通过完善站点周边步行系统环境，有效引导

人流通往公交站点，并结合密集的公交网络等推

进步行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便捷的公交换乘体

系能方便乘客快速换乘，同时结合完善的步行网

络来疏导人流，使整个城市活动都在步行可达的

范围内。这种建设模式早已在香港形成体系，如

中环、湾仔等人流活动较为密集的区域已经形成

步行连廊系统，利用完善的步行网络将多个街区

的不同功能建筑与轨道站点、巴士总站等串联起

来，提升了步行活动的快速安全，也保障了车行

交通的效率，这也是多年来香港一直拥而不堵的

关键所在。亚洲银行对亚洲国家步行环境的研究

结果显示，香港的步行环境在亚洲城市中名列前

茅 [3]。步行网络与公共交通站点的衔接保证了市

民出行方便的同时又提高了其步行出行和乘坐公

共交通的频率 [4]。

2.2 站城一体的紧凑开发

与内地大中城市外部形态普遍存在“蔓延、

摊大饼”、内部建成环境存在“大街区、宽马路”

的现象不同，香港采用的是紧凑、集约的城市

布局。

纵览香港地区的开发模式，车站与周边土地

同步开发、车站和物业开发主体统一是实现紧凑

形态的重要前提。轨道站的高密度综合开发是城

市空间集聚的有效手段，其形成紧凑城市形态的

重要因素是有超过 40% 的轨道站建设成为集约

的上盖物业，为实现城市核心区高密度紧凑的建

设，“轨道 + 物业”的发展模式是实现这一目标

的有效手段 [4]。以港铁站为核心进行土地开发，

在“轨道 + 物业”思想的指导下实现了港铁站与

周边城市空间的有效结合，综合开发和提升了土

地价值，实现了土地溢价和城市发展的双赢 [5]。

站成一体化中的“集聚型开发”通过交通

枢纽与城市空间复合能够更加高效地利用城市资

源，缩短出行距离，使城市主要交通方式转向“步

行 + 公交”模式，从而有利于减轻环境负荷，实

现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 [6]。

2.3“小街区、密路网”的城市形态

香港是国内城市中“窄马路、密路网”建设

的典型代表，在公共交通导向开发的整体观念下，

香港的街道普遍较窄，建筑后退红线较少。而内

地城市的街道宽度动辄超过香港街道数倍之多，

虽然宽广的道路能一定程度上解决道路拥堵并带

来景观视觉效果，但宽阔的马路使得在轨道站点

周边 200 米开发的黄金地段，单单道路占用面积

已经严重影响了建筑的可开发用地面积 [7]，还造

成了建筑的破碎性，难以形成紧凑的城市形态，

跨越马路修建地铁综合体也比较困难。不仅这样，

宽马路还增加了行人的出行距离和时间。在研究

中发现，步行至轨道站的距离是城市空间要素中

最重要的因素 [8,9]，如果轨道站向周边站域空间延

伸形成完善的步行系统则有利于居民选择轨道交

通出行。窄马路是行人友好的基础，它不但能够

抑制私家车数量，发展公共交通，还能够降低车

速、减少事故，提高街道安全，最重要的是为紧

凑开发提供了先决条件。

小街区具有连接开放的作用，能够增加小

区对外连通性，且封闭住区的开放会创造更多的

临街界面和开放空间，提供更多的交往机会，从

而提升街道的活力。小街区能够通过细密的路网

来达到分流交通的作用，但在其中要注重街道空

间品质的提升，最后小街区内形成的大容量公交

与慢行结合的多元网络或多种组合的街道布局模

式，都能够给步行或者车行带来舒适化的体验 [10]。

总体来看，先前以小汽车为主的道路建设

使我国形成“大街区、宽马路”的建设模式。随

着城市问题的不断显现及对可持续交通的逐渐关

注，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到“小街区”发展模式的

优势，倡导行人优先，以人为本的理念，尽量多

地将道路空间归还给行人，实现人车共存的可持

续发展。

结语

当下我国城市的发展症结主要在于受前些年

以机动交通发展为主导影响，导致城市无序蔓延。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和规划建设进入转型

期的背景下，未来走一条紧凑、高密度的发展模

式应该是中国城镇化的必由之路。纵观 TOD 理

论和“轨道 + 物业”策略，以公交优先发展为导

向，建立以轨道站为核心的空间结构必将促进城

市的可持续发展。以 TOD 理念为指导思想用于

引导规划的制定，有利于促进功能、规模紧凑的

城市设施布局。这样既促进了轨道站周边的高强

度开发，也利于提高周边居民使用轨道交通的频

率，形成紧凑开发的城市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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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红磡站位置图 （图片来源 : 作者自绘） 图 3　站点步行系统及建筑功能图（图片来源 : 作者自绘）图 2　站点周边公交站点分布图（图片来源 : 作者
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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