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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客运枢纽一体化发展趋势研究
张绪祥

（西藏大学工学院，西藏自治区拉萨 850000）

摘要：综合客运枢纽是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将各个城市之间的交通有效连接起来，从而大幅提升客运系效率。随

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速度大幅提升，综合客运枢纽的建设工作应得到进一步优化，通过开展一体化建设，能够大幅提升运输各类资源

的效率，更适应人们的便捷出行需求。鉴于此，本文将针对综合客运枢纽一体化发展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策略，仅供各位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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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合客运枢纽一体化发展的问题

（一）铁路客运站交通衔接指导规范不健全

现阶段，各个城市开展铁路车站建设，通常是在各个点上研

究各自的建设方式。在针对各个交通方式战场的建设展开研究时

我们可以发现，很多行业标准赋予了战场过多的功能，这样会导

致整个枢纽的规模过于庞大、分散，这样会极大影响乘客换乘的

效率，还会对他们的服务体验产生一定的影响。此外，我国在铁

路客站的规划、设计、运营、管理等方面缺乏相应的规范，常会

关注铁路客站自身的需求，很少能针对城市交通的衔接展开分析，

这样会对综合客运枢纽一体化发展产生极大阻碍。

（二）铁路客站功能研究不够深入

现阶段，铁路客站已经不单单是车辆进站、离站的场所，它

也会辐射一定的范围，即作为运输网络的一个节点，本身除了要

肩负交通功能，还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当前很多

铁路客站主要是以功能性为主，很少会有人对铁路客站与城市的

功能兼容展开分析，这样会对之后综合客运枢纽一体化发展产生

不良影响。

（三）现行管理体制机制及利益关系不顺畅 

城市交通的建设与规划会涉及到很多方面，包括车站、铁路、

土地利用、城市功能布局以及公共汽车等诸多内容，这些工作会

涉及到很多部门、领域，但是，各个部门之间的岗位职责、工作

内容、行业标准也各不相同，这样会导致他们在进行合作时，出

现权责划分不清晰、不规范、不统一的情况，从而导致各个部门

之间的协调难度大幅提升。此外，在交通行业条块分割的管理机

制喜爱，铁路客站的各个部分通常会属于不同的管理主体，这样

各自为政的管理方式会导致铁路客站的资源难易被有效利用、整

合，从而影响客运枢纽一体化发展。

二、综合客运枢纽一体化发展趋势

（一）从单纯的交通枢纽转变为城市综合体

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发

展中有非常关键的地位。在此过程中，综合客运枢纽是链接各个

地区的重要节点，对于提升城镇化水平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为了

更好地实现新型城镇化的目标，综合客运枢纽需要承担更多的城

市功能，实现一体化发展，这样才能更好地让交通功能和城市功

能结合。为此，我们需要积极协调客运枢纽和周边地区的关系，

在满足交通需求的基础上，更好的发挥客流的聚集效应，从而激

发出各类需求。在综合客运枢纽周边，应做好购物、休闲、旅游、

商务、居住等多元功能的设计，从而逐渐打造一个集商务活动、

旅游娱乐、公共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中心。这样除了能提升

土地的开发价值，还能促使相关区域得到进一步发展。

（二）从分散式建设到一体化方向发展

针对我国的客运枢纽发展历史展开分析可以发现，以往的客

运枢纽在运营、规划、建设等方面通常是分散式的，这样会极大

影响客运枢纽的运输服务水平，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服务工作

效率。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社会稳定程度不断提升，人们对

于更为优质、舒适的枢纽服务产生了更为急迫的需求，这也成为

了推动客运枢纽一体化发展的动力。

综合客运枢纽一体化发展的最显著特征就是信息建设、基础

设施建设的一体化，它要求在同一个建筑中能够合理布局地铁、

机场、汽车站、铁路站等多种交通设施，以此保证它们之间能够

做到无缝衔接。建筑内部的电梯、楼梯能设施，也应满足顾客在

各个交通工具之间自由、便捷换乘的需求。

（三）交通服务从单一化转向多元化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不断提升，人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好，

各个地区的游客人数也在不断提升，这就对综合客运枢纽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旅客对于高品质出行的需求，综

合客运枢纽的服务质量应得到进一步提升，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

人们对于优质生活的期待。

在开展综合客运枢纽一体化建设时，我们必须要遵循以人为

本的理念，这样才能不断提升综合客运枢纽的服务水平，使其从

以往的单一化服务转变为多元化服务，提升服务工作的综合水平。

在工作中，我们除了要保证旅客能够进得来、出得去、接得上，

还要不断提升旅客换乘的舒适性、便捷性和安全性，为他们提供

更多选择。具体来说，我们需要对公交、民航、港口、城市轨道、

私人交通等运输方式进行优化，使其能够在综合客运枢纽中做到

立体式、有效式衔接，缩短旅客的换乘距离，以此更好地满足他

们的出行需求。不仅如此，我们还可将一些人性化服务引入客运

枢纽中，规划统一的引导标志，这样能为旅客提供更为优质的换

乘体验。

在综合化客运枢纽的设计中，我们要做好消防、通风、采光

等方面的设计，保证旅客能够在一个安全、光明、整洁的环境中

出行。此外，我们还应对综合客运枢纽的外围设施展开优化，提

升枢纽的运输能力，使得内外运输网络高效匹配，满足旅客的多

样化出行需求。

（四）综合客运枢纽建设应朝着节能化方向发展

现阶段，我国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不断提升，人们对于

绿色交通的认识也在不断增强，这也要求我们在开展综合客运枢

纽一体化发展时，要不断提升客运枢纽的绿色化、低碳化水平。

综合客运枢纽的节能化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在建筑设计上，我们应充分体现建筑本身的节能理念，

主要包括外墙、屋顶等利用绿色材料建设，提升其保温设计水平，

保证窗墙比例合理，又条件的综合客运枢纽还可增加太阳能发电

装置、日光照明系统的呢过。其二，在运营能源的使用上，我们

要尽量用太阳能、LED 灯具等，取暖方面可以采用地热泵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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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板供热等，办公设备也要选择一级能效的设备，这样能实现

对资源的更高效利用。其三，在车辆排放管理方面，客运枢纽可

以增加汽车尾气吸收装置，而后将尾气统一进行净化处理，以此

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最后，在绿色循环方面，我们应做好客运枢

纽的绿化布局，做好雨水回收、中水浇灌等工作，保证绿色、低碳、

节能的理念在综合客运枢纽一体化发展中更好的体现。

（五）运营管理方向应朝着智能化发展

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旅客对于高品质的运输需求不断提升，

大量的客流也会对客运枢纽的应急管理功能提出新的挑战。为了

更好地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类问题，必须要不断提升客运枢纽智能

化管理水平，这样方可实现更高效率的信息传递、信息共享、信

息整合，从而实现安全管理与应急联动的智能化。通过开展智能

化运营管理，能够大幅提升旅客的出行服务水平，保证运输安全，

从而大幅提升客运枢纽的运行效率。

三、综合客运枢纽一体化发展的建议

（一）创设综合客运枢纽治理体系

结合我国政府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相关要求，在推进综合运

输体制发展的框架内，我们必须要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职责便捷，

更为科学地划分交通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的权责关系，这样方可

为之后综合客运枢纽一体化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针对综合客运枢

纽的管理工作，应做到精准施策、分类指导，这样方可逐渐打造

一个更为合理、科学的综合客运枢纽治理体系，更好地满足新时

代下客运枢纽的发展需求。

（二）开展综合客运枢纽建设规划

“十四五”期间，我国的公路发展思路也发生了一定的调整

和变化，已经不单单是局限于单一的运输方式，而应更为主动、

积极地融入综合交通运输管理体系。为此，我们要从全局角度出

发思考，积极协调各个运输方式的发展视角，以此进一步凸显出

综合客运枢纽的战略眼光和气度。结合新的治理体系，交通运输

部要结合自己的职权范围，制定一个更为合理、科学的综合客运

枢纽一体化建设规划。该规划能够让各个综合客运枢纽成为一个

统一整体，而后实现对客运枢纽一体化的统一投资、建设、运营，

大幅提升综合客运枢纽的综合水平。同时，我们可以结合《“十四五”

综合客运枢纽建设规划》展开分析，而后制定一个更为权威、实

施力强的规划，而后将其向社会公开，以此保证各类制度的顺利

实施。

（三）规范化综合客运枢纽工作程序

为提升综合客运枢纽一体化水平，我们需要结合国家的相关

规定，制定一个更为明确、科学的综合客运枢纽前期工作程序。

在综合客运枢纽规划的指导下，合理开展前期工作，为综合客运

枢纽的一体化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同时，我们可以沿用“十三五”

期间的综合客运枢纽前期工作思路，对于一些主导性的机场、铁路、

客运站等，按照他们各自的既定工作程序开展。对于那些其他的

运输方式，比如公交枢纽、出租车停靠站、港口客运站、广场等，

可以将一同整合到项目中并开展立项。同时，我们可以建议地方

政府带头，打造一个政府主导、多部门参与、共同推进的工作机

制。在此期间，必须要明确各个机构的相关领导人、责任人，做

好与国家发改委、环保部门、国土资源部门等方面的协调与沟通，

争取到更多支持，以此保证每个环节都能顺利进行。

（四）调整综合客运枢纽资金支持政策

在“十四五”期间综合客运枢纽的资金补助政策基础上，我

们可以结合各地的行政体制、财税制度，对综合客运枢纽的资金

展开优化与革新，保证资金的支持到位。中央补助性资金可以作

为一个引导资金，而后结合相应的发展方向，合理设计资金的补

助额度，这样能保证综合客运枢纽的一体化发展有充足的资金支

持，从而大幅提升综合客运枢纽的服务水平。

针对资金补助额度的确定，我们可以遵循如下原则：对于那

些设计总承包的综合客运枢纽项目，我们应给予他们更多补助；

对于一些分别委托的项目，可以少量给予补助。在建筑的形式方面，

对于那些立体化换乘的项目，可以给予充足补助；对于平面换乘、

通道换乘的项目，可以给予少量补助。通过给予合理的补助，能

够大幅提升综合客运枢纽的一体化建设水平。在施工方面，对于

采用总承包的项目，可以给予更多补助；对于分别委派施工的项

目，可以适当给予补助。结合上述原则，我们可以结合运营、建设、

设计等方面，对综合客运枢纽一体化展开优化，而后确定各个因

素的权重，用不同的方式确定资金比例，从而保证补助比例的合

理性、科学性。此外，我们应建议统筹考虑交通运输部的公交都市、

信息化建设、节能减排等政策，对其展开更深入研究，从而逐渐

形成一个政策支持合力，大幅提升综合客运枢纽的一体化水平。

（五）完善综合客运枢纽标准体系

为促进综合客运枢纽一体化发展顺利，我们应尝试建立一个

更为完善的综合客运枢纽标准化体系，这对之后各类工作的开展

有极大促进作用。通过加强交通运输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

相应的服务标准，能够有效推动交通运输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提

升全行业的服务水平和质量。结合《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加强

交通运输标准化工作的意见》的相关要求，我们应制定一个更为

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制度，从各个层面消除不同部门、系统之

间的矛盾。综合客运枢纽，作为综合交通的枢纽节点和绿色交通

的关键支撑，其在规划、建设、管理、服务等诸多环节，均受到

这三大标准体系的深刻影响。为了确保综合客运枢纽的高效运作

和持续发展，我们必须在这些标准体系的框架下，制定一套全面

而系统的标准体系。

这套标准体系将涵盖综合客运枢纽的各个方面，包括但不限

于建设标准、服务规范、考核评估机制、安全应急预案以及信息

化建设等。通过这一标准体系，我们将为综合客运枢纽的健康发

展提供有力保障，推动交通运输行业的全面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四、总结

综上所述，为进一步提升综合客运枢纽一体化发展效率，我

们可以从创设综合客运枢纽治理体系；开展综合客运枢纽建设规

划；规范化综合客运枢纽工作程序；调整综合客运枢纽资金支持

政策；完善综合客运枢纽标准体系等层面入手分析，以此在无形

中促使综合客运枢纽一体化发展质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易兵，于国岳，刘涛，等.重庆综合客运枢纽TOD的实践[J].

科技导报，2023，41（24）：82-91.

[2] 姚恩建，陈峻，杨扬，等 . 综合客运枢纽集群协同发展与

展望 [J]. 前瞻科技，2023，2（03）：97-105.

[3] 骆冠良 . 城市综合客运枢纽区域 TOD开发评价及优化模

型 [D]. 北京交通大学，2023.

[4] 吴利军 . 综合客运枢纽一体化换乘设计研究 [J]. 工程技术

研究，2021，6（23）：170-172.

[5] 成华，苏小军 . 面向协同化运营的铁路综合客运枢纽建设

问题浅析 [J]. 交通节能与环保，2021，17（05）：154-158.

[6] 陈琪 . 基于站城一体化的中小型高铁综合客运枢纽规划研

究 [D]. 西南交通大学，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