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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伦敦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及其在城市综合交

通中的地位。调查分析了伦敦城市公共交通枢纽规划及典
型枢纽建设的基本情况。初步剖析了伦敦城市公共交通枢
纽发展的基本经验�提出了对上海城市公共交通枢纽建设的
几点启示：多种交通方式有机结合构成高效率的换乘体系；
枢纽建设应与周边环境及历史文化和谐统一；应重视硬件与
软件的一体化建设�进一步巩固和放大枢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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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伦敦城市公共交通的基本情况
伦敦是英国的首都。由内伦敦12个区和外伦

敦20个区组成的伦敦中心城（即伦敦的行政区域）
人口725万人�面积为1578km2。

伦敦的公共交通系统十分发达�融合了公共汽
车、有轨电车、地铁、道克兰轻轨及泰晤士河水上交
通在内的多种交通方式。其中�轨道交通由11条地
铁线、3条机场轨道快线、1条轻轨线和26条城市铁
路线组成。在市中心主要起短途接驳和补充作用的
公共汽车线路达700多条。良好的交通信息引导、
换乘衔接便捷及一票制�是伦敦公共交通系统的3
个主要特征�并以此方便了旅客的便捷出行。

表1列出了2002—2005年伦敦市民的日均出
行交通量情况。从表1可以看出�近年来�伦敦轨道
交通的日均客运量达到了470万人次左右�约占伦
敦步行以外交通方式日均客运总量的22．1％；公共
汽车的日均客运量达到了490万人次左右�约占伦
敦步行以外交通方式日均客运总量的23．0％。由
此可见�公共交通在伦敦居民出行中发挥了非常重
要的作用。
表1　2002—2005年伦敦市民的日均出行交通量情况

万人次

交通方式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市郊铁路 190 190 190 200
地铁 260 260 270 260

道克兰轻轨 10 10 10 10
公共汽车 410 460 490 490
出租车 20 20 20 20
小汽车 1110 1100 1100 1090
摩托车 20 20 20 20
自行车 30 30 40 40
步行 560 560 560 570
合计 2610 2650 2700 2700

　　注：资料来源于“London T ravel Report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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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伦敦城市公共交通枢纽
伦敦交通系统的最成功之处�主要体现在以轨

道交通为核心的枢纽站多元交通方式换乘接驳体系

功能的一体化。伦敦的一些重要铁路车站和地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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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集中
的大商店或办公楼底部�形成了十分方便的换乘体
系。这种体系既在城市中心或繁华地区为公共交通
提供方便�又有效地限制了私人小汽车进入市中心

区�保证市郊居民即使在不使用小汽车的情况下�也
能在1小时内到达市中心办公区域。
2．1　伦敦城市公共交通枢纽规划

伦敦在市域范围内规划了614处交通枢纽（见
图1）。伦敦交通枢纽总共分为5类：A 类为位于中
心区的主要对外铁路车站枢纽（8处）；B 类为位于
中心区、客流较大、可实现多种交通方式选择的公共
交通车站枢纽（31处）；C 类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
枢纽�在城市交通网络中具有重要作用（39处）；D
类为地区性交通枢纽�服务于地区级交通需求（235
处）；E类为局部性枢纽�服务于局部地区（301处）。

图1　伦敦城市交通枢纽规划示意图
2．2　典型公共交通枢纽
2．2．1　地铁朱比利线加那利码头站

加那利码头（金丝雀码头）曾是世界最繁忙的港
口及贮运区�后逐渐衰退。20世纪90年代初�摩根
士丹利看准伦敦东部便宜的地价和伦敦旧城发展的

局限�大批购入土地�通过轻轨和地铁建设�在一片
衰败的区域建设了伦敦新的金融和商业中心。道克
兰轻轨和地铁比利线延伸段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兴建

的。地铁朱比利线延伸段长约16km�设12个站�
耗资35亿英镑�于1999年12月22日开通运营。

当初伦敦市曾计划把300多个地铁站翻新。但
朱比利地铁延伸线总建筑师罗兰·鲍里提先生认为
只要把一个站建成像悉尼歌剧院那样的标志性建筑

就可以了。政府采纳了他的意见�选择朱比利线加
那利码头站�并使之成为伦敦21世纪的地铁标志。
加那利码头地铁站位于朱比利公园下面�车站共有
4层�外观设计充满了现代感�流淌着英伦浪漫气
质；其圆弧式地铁出入口（见图2）既现代化�又十分
别致；出入口电梯�配上圆弧式穹顶�冲击着人们的
视觉神经�被誉为动感设施与优雅建筑的完美结合。
2．2．2　国王十字地铁站

国王十字地铁站（见图3）是伦敦地铁最大的车
站�也是伦敦最重要的公共交通枢纽�有5条地铁和
3条铁路线汇聚于此。位于地面的国王十字火车
站、圣潘克瑞斯火车站的旅客主要通往英格兰北部
以及苏格兰�每天到发旅客约40万人次。国王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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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站历史悠久�由 Lewis Cubit 设计�1852年建成
投用。目前伦敦正计划对该枢纽进行改造并扩建成
世界一流的交通枢纽。该工程将于2008年底动工�
预计全部工程在2012年奥运会前完成。施工期间
可以保证正常运营。扩建的计划包括利用车站西侧
一个现代化中央广场建设综合枢纽。新的枢纽规模
将是目前的三倍�采用双层结构：第一层包括新的票
务和信息中心、与各站台相连的大型候车区、商店、
与各旅客区域和地下区域相连的大型综合电梯和自

动扶梯等；第二层包括餐厅和酒吧、候车区、直达站
台的电梯等。另外�在车站外还将设置地铁、铁路同
出租车、小汽车和公共汽车之间的换乘区域�以及专
供残疾人使用的临时停车场等。

图2　地铁朱比利线加那利码头站出入口实景图

图3　国王十字地铁车站实景图
2．2．3　休斯顿广场

休斯顿广场（见图4）是伦敦最大的公共交通枢
纽。休斯顿火车站、广场地铁站和广场公交车站�将
铁路、地铁、道路公交等交通方式有机地衔接在一起。
休斯顿火车站是伦敦主要的铁路站之一�主要为英国
的西北部和苏格兰城市服务。该火车站十分繁忙�但
车站周围并没有众多的商业设施；相反在火车站内部

提供了数量不多但种类很全的服务设施和商店�以满
足旅客需要。在休斯顿广场地铁站�维多利亚线和北
线均通过此站。乘维多利亚线坐两站�便是伦敦最繁
华的牛津街（Oxford Circus）。而在地铁站前方�则是
一个主要的公共汽车枢纽站�数十条公共汽车线路在
此交汇�以实现旅客的便捷换乘。

图4　休斯顿广场枢纽位置示意图
2．2．4　特拉法加广场

特拉法加广场（见图5）位于伦敦市中心�始建
于1805年�是一座堪称古典建筑典范的广场�是伦
敦每年除夕夜狂欢和市民举行政治活动的场所。有
5条地铁线和12条公共汽车线在该枢纽汇聚。地
铁特拉法加广场站1906年投入使用�最初仅为
Bakerloo 线服务。朱比利线开通后�伦敦运输局将
Bakerloo线特拉法加广场车站和北线（1907年投入
使用）Strand 站合并成一个站�叫查林十字车站
（Charing Cross）。但由于查林十字地铁站已被位于
该站南面Bakerloo线、北线和 District 线的换乘站使
用�因此将站名改为 Embankment。在 Embankment
站�乘客可换乘铁路列车。地铁和铁路之间通过步
行隧道相连。

图5　特拉法加广场枢纽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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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伦敦城市公共交通枢纽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3．1　多种交通方式有机结合构成高效率的换乘体系

在伦敦�无论是对外重要交通节点�还是市区换
乘节点�各种交通方式之间的换乘尤其是城市轨道
交通之间以及城市轨道交通与道路公交之间的换乘

十分方便�充分发挥了枢纽最重要的功能———换乘�
体现了很好的“以人为本”思想和一流设计水准�为
最大限度地发挥伦敦城市公共交通的运输效率创造

了良好条件。
近几年�上海对外交通枢纽建设已取得了重大

进展。其中铁路南站枢纽设计和建设体现了世界级
水平。但市内交通中�枢纽建设特别是城市轨道交
通与道路公交枢纽体系建设滞后。由于道路公交先
于城市轨道交通形成网络�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需
要平衡资金、客流、施工等多种因素�使城市轨道交
通与道路公交网络没有形成很好的互补�从而导致
两者之间换乘不便的结果。根据规划�城市轨道交
通将在上海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中发挥骨干作用�因
此当前紧紧抓住轨道交通建设契机�做好道路公交
配套规划十分必要�而且最好由轨道交通实施主体
来负责完成。对于已开工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尽
管困难重重�也应立足长远�迎难而上�甚至牺牲一
些工期�也是非常必要的。
3．2　枢纽建设与周边环境及历史文化的和谐统一

基于枢纽建设投资控制及减轻运营成本压力的

考虑�伦敦枢纽的建筑单体十分简洁�均以满足功能
强调实用为主。如：道克兰轻轨1987年才投入运
营�是伦敦年轻的轨道交通线�站台全部采用简单轻
钢结构；地面为水泥地�没有铺置大理石；有的通道
甚至没有装修�只是砖墙砌得比较整齐而已；也没有
我们这么多的管理用房。以简单实用为主�但不意
味着粗制滥造。相反�更加注重与周边建筑和谐�以
及对文化艺术的挖掘开发。通过枢纽建设�进一步
增添了城市景观�完成了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这是枢纽对城市的第二个贡献。

道克兰轻轨途经码头金融区�直接从大厦中穿
过。其产权划分的经验也值得借鉴。以加拿大大厦
为例�包括公共区域在内全部产权归属码头集团（加
拿大大厦业主）所有�但码头集团以协议形式�将道
克兰轻轨所涉及的公共区域租给轻轨资产方�由轻
轨资产方自主进行管理。上海也应尽快摆脱用地性
质束缚�按资产划分产权关系；或是把交通枢纽作为

边界条件�实行土地商业化运作。此项措施可能成
为上海突破枢纽建设瓶颈的一个新途径。
3．3　重视硬件与软件的一体化建设�进一步巩固和

放大枢纽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放大枢纽的作用�伦敦非常
重视硬件（综合型现代化枢纽建设）与软件（政策导
向和管理手段）“一体化”的完善工作。

首先�伦敦非常重视硬件建设与经营维护的政
策扶持。在停车场库建设方面�政府直接将土地划
给建设方使用�同时将道路停车收入的一部分用于
补贴日常经营；而且企业在政府的监管下拥有调整
收费标准的权利�以拓宽枢纽建设与经营维护资金
筹集的渠道。这一点尤其值得上海公共交通枢纽建
设与经营时参考。

其次�伦敦非常重视枢纽方案优化设计等“软”
实力的提高。一方面�围绕换乘目标�精心布设线
网�尽可能满足市民多方式、多向位的便捷换乘要
求；另一方面�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 P＋R（停车
＋换乘）停车泊位供给。对上海而言�建议着眼于举
办世博会�试点1～2个与世博会配套的 P＋R 枢
纽�以积累经验。在实际操作中�可采取分步建设办
法�配合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建设�先形成“换乘”部分
（R）功能；对停车部分（P）功能�可先控制用地�再视
条件逐步建设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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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里约热内卢轨道交通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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