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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伦敦地铁规划、管理策略的思考与借鉴

姚大海 , 李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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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英国首都伦敦的地铁规划、管理策略等成功经验的分析，提出地铁建设和

运营可持续发展的经营模式。并对国内地铁发展的提出了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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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sis brings forward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management method

of underground system by analyzing London Underground design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And the thesis plans the further methodology to meet the need of future underground

develop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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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铁是城市公共交通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引导土地合理利用，带动

城市综合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截至 2012 年 2 月，我国已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 10 座城

市建成运营 30 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路，运营里程已达 813.7 公里；目前，全国已有青岛、哈尔

滨、沈阳、大连、武汉、福州等 25 个城市的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获得国务院批复。到 2015

年前后，我国将建设 87 条线路、总里程 2495 公里，可以说地铁在全国各大城市如雨后春笋般

发展起来。英国伦敦已经积累了地铁科技方面的丰富经验，我们有足够的学习、借鉴的机会。

本文希望通过对伦敦地铁的建设、规划和管理的分析，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经验，运用到目前

国内一些城市的地铁建设和管理之中。

一、 伦敦的地铁建设、规划和管理

1.1伦敦的城市概况

伦敦有着世界上最古老、欧洲最大的地铁系统。始建于 1863 年的世界上第一条地铁就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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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伦敦。直到今天，伦敦地铁仍然是全球最发达的地铁网络之一，伦敦也因此被称为“建在

地铁上的都市”。

1.2伦敦地铁规划布局

伦敦地铁拥有较为完善的网络系统，全长 461.6 公里，每天运送旅客约 300 万人次，共有

车站 273 个，年客运总量为 8.15 亿人次。运行间隔为 2-2.5 分钟，郊区为 10 分钟。伦敦地铁

有 12 条地铁线在六个区里纵横交错，其中 11 条穿过市中心所在的一区。不少车站必须在地下

修建成上下若干层，以供几条线路同时使用。随着城市的发展，几乎所有的地铁线路都建设了

延长线
[1]
。

1.3 伦敦地铁运营管理策略

1.3.1 伦敦轨道交通所有制的沿革

英国主要的路网结构在 19 世纪 40 年代实现了国有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整个系统

被国有化，控制权转移给伦敦市政府，1996 年重新实行私有化，基础设施的拥有权从铁路运

输的经营权中分离出来，不同的客运线上的运行工作由 25 家运行公司负责。

1.3.2 实施更新和利用新技术

市中心大部分线路是在 20 世纪初完成的，伦敦地铁公司正在制定计划，到 2008 年完成全

部列车的更换工作。在伦敦最繁忙的地铁线上还启用了无人驾驶列车，以提高地铁的运营效率。

现在，98%的列车在计算机的控制下按时运行，地铁在伦敦城市结构形成中占有重要地位。

1.3.3 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

伦敦轨道交通共有 12 条线，加上高峰时间和星期日增开的 3条线路共计 15 条，互相交错，

四通八达。换乘时不用出站，只需在站内即可换乘其他线路，到达伦敦几乎所有地区。一些重

要的公交车站和地铁站几乎都建在一栋站舍内，而且出站就有公共汽车站或小汽车停车场，有

1/3 的地铁车站和小汽车停车场结合在一起，许多地铁车站设置在人流集中的大商店或办公楼

底部，形成十分方便的换乘体系
[2]
。

1.4伦敦地铁实施效果

1.4.1 很好的引导市民放弃私人交通工具，转乘公共交通工具

伦敦地铁系统的迅速发展与完善，使其竞争力远远超过其他交通工具，促使伦敦郊区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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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城得以建设和发展。 居民小汽车出行总量基本保持稳定，并略有下降。

1.4.2 合理的运作模式，与其它形式的轨道交通有机结合

伦敦轨道交通采用多层次多类型的交通模式，主要轨道交通系统分为地铁、快速轻轨以及

高架独轨三种类型，并可再细分为七种不同类型，从而组成一个综合的轨道交通系统。在伦敦，

地铁与城郊铁路共轨也是一种常见方式，既能实现线路资源共享，又有利于提高城市周边旅客

进入市区的换乘方便度以及铁路潜储运的充分发挥。

二、 思考与借鉴

结合伦敦地铁系统规划和经营管理策略，我们可以发现地铁规划和管理应遵循如下原则：

2.1 近远结合。即从长远考虑，从近期着手。既要从战略角度出发，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

又要从解决城市现有的突出矛盾入手，其中城市交通问题是矛盾的焦点。

2.2 上下结合。即地上与地下结合，形成地面上下贯通的、有机联系的空间体系。地上地下的

统筹兼顾、协调配合，不仅使地下空间之间相连，而且使地下与地上的建筑连通，由单一系统

向复合系统发展。

2.3 点线结合。即形成以中心区大型地下综合体位节点，由网络状快速地下轨道交通线和人防

干道相连的地下空间布局体系。

2.4 深浅结合。即坚持浅层开发与深层开发相结合。开发初期宜以浅层为主，兼顾深层。

2.5 平战结合。形成平时与战时、平时与灾时功能可以置换的地下空间。

三、 国内地铁建设的建议

针对目前我国的地铁建设情况，结合伦敦地铁的成功经验，建议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3.1 建议借鉴伦敦地铁“公私合股”整治计划，普通老百姓也可以入股，部分私有化的收入

将被用来解决地铁存在的问题，减轻政府财政负担，“由福利型逐步转变为经营型”
[3]
。因

为地铁建设投资巨大，高额的折旧导致高额的运营成本，继而导致运营亏损。如果亏损全部由

政府拨款补充，实行事业制经营，必将影响地铁的完善与发展。这种模式的局限性是经营效率

较低；而且，因建设资金和运营补贴最终来源于城市财政，是否具备完善而且高效的公共财政

体系，将直接决定资金来源的可靠性和影响地铁事业的公益性。

3.2 建议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技术以提高地铁的运营效率。“在伦敦最繁忙的地铁线上还启

用了无人驾驶列车，98%的列车在计算机的控制下按时运行”，伦敦地铁每天运送旅客约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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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次，年客运总量为 8.15 亿人次。在如此复杂的且庞大的地铁体系目前，没有高科技的电

子管理系统是很难实现的。我国的地铁建设起步晚，需求量大，为了多快好省、保质保量的完

成任务。可以充分利用一下“拿来主义”，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3 建议制定预防事故相关对策以及突发事故后的救援措施，对于改善地铁运营的安全现

状，预防事故和降低事故损失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地铁作为大容量公共交通工具，其安全

性直接关系到广大乘客的生命安全。安全运营是地铁运输的首要目标和基本原则。地铁运输安

全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影响地铁安全运营的因素主要在于人、车辆、轨道、供电、信

号以及社会灾害等。地铁一旦发生事故，将成为公众舆论的焦点，不仅带来不利的政治影响，

人员伤亡、车辆损毁而带来的经济损失也将十分严重。建议地铁运营管理部门应做到以下几点：

(1)加强对乘客和工作人员的宜传教育； (2)装备先进的设备及其检测系统； (3)建立监视及

报警系统； (4)制定应急方案； (5)进行模拟演练； (6)事故发生后要注意乘客的紧急疏散
[4]
。

3.4 建议采用地铁站与商业、公交系统、地下停车场等公共设施有机结合，形成方便的换乘

体系。使大量资源向站口聚集，带动周边商业和居住环境的升级改造，对优化城市空间结构，

引导土地合理利用，带动城市综合发展。另外，密集的交通网使伦敦地铁成为了一座地下城市，

甚至有商店、花园、运动场、咖啡厅、美发厅等日常生活设施。这些人性化的设计也是值得我

们学习的地方。

四、结论

地下空间是未来城市开发利用的重点，地铁系统的规划和管理作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意义重大。本文通过对伦敦地铁所有制的沿革、实施更新

和新技术利用、安全运营以及以人为本四个方面的研究探讨，提出了相应的地铁规划和管理的

原则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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