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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开

渝国资函〔2024〕211 号

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市政协六届二次会议第 0865号提案

办理情况的答复函

黄海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提升中心城区轨道交通服务能力的建议》

（第 0865 号）收悉。经与市财政局、市住房城乡建委、市城市管

理局、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共同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加强轨道站点与城市功能融合的建议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组织编制了《主城都市区城市轨道交通

TOD 综合开发规划设计导则》，提出轨道站点出入口规划设计范

围宜扩展至 TOD 综合开发核心区边缘，并优先考虑结合用地、

周边建筑设置，与周边公共建筑实现直接联系，同时宜将轨道站

点出入口作为跨越交通干道的人行过街设施的组成部分。并在轨

道交通建设工程规划审查意见中提出建议，结合轨道站点周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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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条件及市民出行需求，各轨道站点尽量多设置出入口服务广大

市民出行。

市住房城乡建委表示积极配合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开展“站城

一体化”、轨道与公交接驳等研究，并严格按照相关批复方案推动

建设。

市国资委督促轨道集团对加强轨道站点与城市功能融合的

建议进行了研究。在轨道规划阶段，为促进城轨与城市融合发展，

提升轨道服务的覆盖率、直通型、便捷性，轨道集团提前开展轨

道与城市融合发展的相关规划优化和研究工作：一是结合用地现

状和规划布局，合理选择轨道站位，优化出入口位置及数量，与

周边居住、商业、公共设施等各类城市用地功能、客流主要出行

区域高效衔接、提高覆盖；二是开展了轨道沿线 TOD 综合开发

初步分析工作，提前进行综合开发研究策划，提高与周边地块发

展的匹配性；三是开展公共交通一体化研究，提出轨道车站与地

面公交、步行设施等配合设施规划方案，做好规划阶段衔接，为

后续实施预留条件。在轨道建设阶段，为促进“站城融合”，在

建的第四期轨道项目中，轨道集团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站点的

设置充分与城市功能融合，重点解决交通枢纽、就业中心、服务

中心、居住中心等城市大型客流集散点的交通出行需求，支撑城

市的高效运转；二是站点的出入口数量较前三期站点出入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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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增加约 1 个，达到 4.3 个，大幅提升站点服务范围；三是采

用垂直出入口、长大扶梯等措施，提升站点出入口的进出便捷性；

四是所有在建线路均开展了轨道站点交通接驳专项设计，并依据

接驳要求，增加风雨连廊、人行天桥、地下通道等，进一步提升

站点最后一公里服务质量。

二、关于优化“市区共建”模式的建议

市财政局表示针对轨道项目拆迁成本高、建设周期长、投资

金额大的特殊性，市区共建方式有利于明确市区出资责任，更好

发挥市区两级各自优势。为帮助各区解决征地拆迁资金短缺的困

难，从 2022 年开始，市财政局通过市级代筹支付，各区分年偿还

的方式给予支持。下一步，市财政局将配合项目主管部门，在坚

持市区两级支出责任不变的基础上，在财力允许的前提下，支持

各区妥善解决轨道征地拆迁资金问题。

市住房城乡建委严格执行市政府现有“市区共建”政策，定

期组织各区召开轨道交通建设座谈会，收集各区关于“市区共建”

模式反馈的问题，及时与市级相关单位沟通并开展论证研究。

市城市管理局表示城市园林绿化是城市唯一有生命力的基

础设施，绿地率是评价城市生态环境优劣、城市竞争力高低的重

要指标。为保护绿化成果，尽可能减少城市建设（包括轨道建设）

占用城市绿地，维护良好城市生态空间，《重庆市城市园林绿化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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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第三十五条规定“占用城市园林公共绿地的，由规划自然资

源部门按照不少于所占面积的原则就近规划补偿绿化用地，城市

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负责补建，建设单位按照规定缴纳城市园林绿

化补偿费，并对其所占用的城市园林绿地附属设施、苗木给予经

济赔偿”。根据该条规定，建设补偿绿地是规划自然资源、城市园

林绿化主管部门应尽职责，是保持城市绿地总量不减少的必要措

施。规划建设补偿绿地不是逐次逐项进行，规划自然资源部门可

以在一定时期及区域集中规划，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负责建设，

实现城市绿地占补平衡。因此，严格按照《重庆市城市园林绿化

条例》规定，落实占用城市园林公共绿地的补偿措施，足量建设

补偿绿地，不影响各区绿化指标考核。

三、关于合理确定接口资源管理费标准的建议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在轨道交通建设工程规划审查意见中提

出建议，结合轨道站点出入口通道与周边物业衔接条件，尽量预

留出入口通道与周边物业的接口，便于轨道站点与周边用地衔接，

提高轨道站点出入口服务能力，提升轨道站点与周边用地衔接便

利性，有效满足市民出行需求，减少不必要绕行。

市国资委督促轨道集团对合理确定接口资源管理费标准的

建议进行了研究。轨道交通出入口的规划建设、主要考虑出行人

员的安全、便捷，以及跟地面交通设施的一体化换乘等方面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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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轨道交通部分车站出入口与市政道路相连，以满足市民出行需

求，该出入口的接口增设未收取接口资源占用及管理费用。而与

轨道交通出入口相连的周边单位，为提升自身物业的价值，希望

在轨道交通车站新增商业接口，对此，轨道集团积极配合周边单

位提供车站资源与其进行接驳，提升轨道商业价值，并按照《轨

道交通车站与周边物业接口资源管理办法》收取接口资源占用及

管理服务费。轨道集团作为公益性企业，严格按照审计、市财政

成本规制的相关规定收取商业接口费用，该费用主要用于减轻财

政负担，弥补轨道交通运营亏损。若无故取消或减少商业接口费

用，并无相关依据，同时加大财政负担。

为积极落实委员建议，同时激发市场活力，轨道集团将适时

优化《轨道交通车站与周边物业接口资源管理办法》，持续与轨

道交通出入口相连的周边单位联动，加强沟通协调，合作共赢，

联手打造轨道生活圈。

四、关于开展现状轨道站点服务能力提升研究的建议

市住房城乡建委积极推动既有轨道站点品质提升，近期针对

卡点、断点、堵点等问题，正开展运营轨道车站出入口挖潜攻坚，

努力提升轨道站点服务能力，切实提高轨道交通出行分担率。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在轨道交通附属设施风貌设计审查中，结

合轨道站点周边用地布局、建筑景观、市政交通条件等对轨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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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及附属设施进行风貌审查，对不符合整体风貌的出入口及附

属设施提出修改建议。同时，在轨道交通建设工程规划审查意见

中，要求轨道风亭组均设置为敞口低风亭，并结合车站周边环境

与周边景观融合，尽量使用绿植进行遮蔽，做到整体风貌协调一

致。

市国资委督促轨道集团对开展现状轨道站点服务能力提升

研究的建议进行了研究。轨道集团一是协调相关单位做好公交—

轨道换乘接驳公交港湾建设，并协调公交集团优化接驳线路，解

决市民出行“最后一公里”问题；二是配合市规划自然资源局、

市住房城乡建委等部门，开展轨道站点周边步行便捷性需求分析

与提升工程实施，通过完善步道、增设电扶梯、人行天桥或地下

通道等，减少绕行情况、提升轨道站点与周边居民小区等的步行

便捷性。2020 年至 2023 年，轨道集团已配合市住房城乡建委及

各区开展 60 个轨道站点步行便捷性提升工作。

目前，轨道集团从提升轨道分担率出发，进一步深化相关研

究。一方面，继续研究轨道步行便捷性，分析存在的问题及需求，

将相关信息反馈给相关市级部门；另一方面，分析轨道站点周边

居民小区等公交接驳情况，查找公交覆盖薄弱区域或空白区域，

向公交集团提出公交微循环等开行需求。此外，轨道集团根据各

站点出入口覆盖及周边客流等情况，正在梳理新增轨道出入口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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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及初步意向方案，待后续与相关部门对接后，逐步推动相关工

作。

下一步，市国资委将督促轨道集团继续加强轨道交通服务能

力提升研究，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工作，努力提升轨道交通服

务能力，为市民提供更加优质的出行服务。

此答复函已经我委曾菁华主任审签。对以上答复您有什么意

见，请填写在回执上寄给我们，以便我们进一步改进工作。

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4年 5月 11 日

联 系 人：陈曦

联系电话：67678189、17749938091

邮政编码：401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