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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    述  

截至 2023 年底，中国大陆地区（以下文中涉及全国数据均指中国大陆地

区，不含港澳台）共有 59 个城市开通城市轨道交通（以下简称城轨交通）运

营线路 338 条，运营线路总长度 11224.54 公里。其中，地铁运营线

路 8543.11 公里，占比 76.11%；其他制式城轨交通运营线路 2681.43

公里，占比 23.89%。当年运营线路长度净增长 866.65 公里。 

拥有 4 条及以上运营线路，且换乘站 3 座及以上的城市 27 个，

占已开通城轨交通运营城市总数的 45.76%。2023 年全年累计完成客

运量 294.66 亿人次，同比增长 52.66%；总进站量为 177.28 亿人次，

同比增长 52.09%；总客运周转量为 2450.53 亿人次公里，同比增长

54.67%；与上年同期相比全年客运水平整体提升。 

2023 年在建线路总长 5671.65 公里，在建项目的可研批复投资

累计 43011.21 亿元，2023 年全年共完成建设投资 5214.03 亿元，同

比下降 4.22%，年度完成建设投资总额连续 3 年回落。全年完成车辆

购置投资共计 283.72 亿元，同比增加 12.96%。据可统计的 36 个城

市下一年计划完成投资数据预计，2024 年计划完成投资额合计约

4153.59亿元，其中，计划完成车辆购置投资合计约 216.18亿元。 

截至 2023 年底，城轨交通线网建设规划在实施的城市共计 46 个，

在实施的建设规划线路总长 6118.62 公里（扣除统计期末已开通运营线路以

及截至统计期末连续 3 年及以上处于暂停、暂缓状态的项目）；可统计的在实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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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规划项目可研批复总投资额合计为 40840.07 亿元。2023 年当年，

共有 5 个城市的新一轮城轨交通建设规划或建设规划调整方案获批，

获批项目中涉及新增线路长度约 550 公里，新增计划投资额约 4500

亿元。 

2023年，中国内地城轨交通运营线路规模持续扩大，日均客运

量突破 8000万人次大关，再创历史新高，悬挂式单轨系统为首次投

入运营，已投运城轨交通线路系统制式达到 10种，低运能城轨交通

系统制式进一步丰富。年度完成建设投资额有所回落，城轨交通建设

进入平稳发展期，预计未来两年新投运线路与 2023年基本持平， 

“十四五”末城轨交通投运线路总规模趋近 130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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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运营情况 

1 运营规模 

1.1 运营线路 

截至 2023 年底，共有 59 个城市（其中，盐城市为本年度补充统计城

市）开通城轨交通运营线路 338 条，运营线路总长度达 11224.54

公里。新增红河州、滁州、许昌 3 市，其中，红河州为有轨电车运

营城市，滁州、许昌两市为市域快轨运营城市。 

本年度依据团体标准《城市轨道交通分类》（T/CAMET 00001-

2020）补充统计城轨交通低运能系统运营线路 70.45 公里，分别为

2020 年 10月开通的宜宾智轨 T1延伸线 3.70公里、2022年 8月开

通的哈尔滨新区智轨 1 号线 18.20 公里、2021 年 6 月开通的上海

临港中运量 1 号线 21.75 公里、2022 年 10 月开通的上海临港中运

量 2 号线 8.70 公里、2022 年开通的苏州吴江智轨 T1 示范线一期

工程 5.10 公里和 2022 年开通的盐城市区轨道交通 SRT 一号线 13

公里。2023 年 6 月 1 日起停运且轨道已拆除的张江有轨电车线路

9.80公里不再包含在本次统计范围内。 

2023 年城轨交通运营线路长度净增长 866.65 公里（剔除张江有

轨电车线路 9.80 公里）。新增运营线路 25 条，新开既有线路的延伸段、

后通段 27 段。其中，成都地铁 19 号线一期为成都地铁 17 号线一

期金星站-九江北站段拆分而来，故将成都地铁 19 号线统计为 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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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线路；武汉光谷有轨电车 L3 线为新增运营线路，其全线均为共

线运营段，该线路仅为运营里程的增加，不涉及物理意义上的轨道

线路增加；郑许线为郑州、许昌两市的一条贯通运营线路，从地理

位置上划分为郑州段和许昌段，线路条数计为 1 条。北京、上海等

27 个城市有新线或新段开通运营，其中，郑州新增 78.05 公里，

居全国首位；温州、重庆增量超过 50 公里，运营线路规模增量居

前。增长率超过 100%的城市则是宜宾和温州，增长率分别为

218.18%和 115.77%。 

从 2023 年底累计运营线网规模看，共计 29 个城市的线网规模

达到 100 公里及以上。其中，上海 967.13 公里，北京 907.08 公里，

两市运营规模在全国遥遥领先，已逐步形成超大线网规模；成都、

广州、深圳、武汉、重庆、杭州 6 市运营线路长度超过 500 公里；

南京超过 400 公里；郑州、西安、青岛、天津、苏州 5 市超过 300

公里；沈阳、大连、长沙 3 市超过 200 公里；合肥、宁波、昆明、

福州、长春、南昌、南宁、贵阳、温州、佛山、无锡、哈尔滨 12

市超过 100公里。 

各城市城轨交通运营线路长度及增长幅度详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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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广佛线按地理区域划分，佛山境内线路长度 21.50 公里，车站 15 座，此后涉及广佛线线路长 

度和车站的图示和说明均遵循此原则； 

2.郑许线按地理区域划分，许昌境内线路长度 33.70公里，车站 11 座，此后涉及郑许线线路长 

度和车站的图示和说明均遵循此原则； 

3.有轨电车运营线路含上海、沈阳、武汉、长春 4 市共计 60.10 公里共线运营线路长度。 

图 1  2023年各城市城轨交通运营线路长度及增长幅度 

据不完全统计（敷设方式线路长度缺少滇南中心城市群现代有轨电车示范

线及宁滁城际线滁州段数据），2023 年按累计线路敷设方式来分，地下

线 7769.99 公里，占比 69.22%；地面线 1260.11 公里，占比

11.23%；高架线 2136.21 公里，占比 19.03%。各城市运营线路基

础数据详见表 2。 

从城市群拥有城轨交通运营线网规模在全国总运营线网规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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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占有率看，长三角城市群 19 城开通运营线路 96 条，运营线路长

度 3438.22 公里，全线网总长度占有率 30.63%，长三角城市群开

通运营城市和运营线网分布最为密集；京津冀城市群 3 城开通运营

线路 40 条，运营线路长度 1287.53 公里，占有率 11.47%；珠三角

5 城开通运营线路 41 条，运营线路长度 1390.95 公里，占有率

12.39%；成渝城市群 3 城开通运营线路 30 条，运营线路长度

1302.20 公里，占有率 11.60%。2023 年主要城市群城轨交通开通

运营线路规模对比情况详见图 2。 

 

图 2  2023年主要城市群城轨交通开通运营线路规模对比 

1.2 运营站场 

截至 2023 年底，全国城轨交通累计投运车站总计 6239 座（线

网车站每个车站只计一次，换乘站不重复计算），其中换乘车站 856 座。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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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换乘站的城市达到 43 个，占已开通城轨交通城市的 72.88%。据

不完全统计，累计投运车辆段和停车场共计 523 座。各城市城轨交

通投运站场情况详见图 3。 

拥有 4 条及以上运营线路，且换乘站 3 座及以上的城市共计

27个，占已开通城轨交通运营城市总数的 45.76%。 

 

注：1.线网车站数量含换乘站，每车站只计一次； 

2.图中车辆段或停车场数曲线仅作平滑连接，无指示意义。 

图 3  2023年各城市城轨交通投运站场情况 

1.3 运营线路制式结构 

截至 2023 年底，城轨交通运营线路包含 10 种制式。其中，地

铁 8543.11 公里，占比 76.11%；轻轨 224.25 公里，占比 2.00%；

跨座式单轨 144.65 公里，占比 1.29%；市域快轨 1454.86 公里，

占比 12.96%；磁浮交通 57.86 公里，占比 0.52%；自导向轨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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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 公里，占比 0.09%；有轨电车 578.42 公里，占比 5.15%；电

子导向胶轮系统 168.54 公里，占比 1.50%；导轨式胶轮系统 32.16

公里，占比 0.29%；悬挂式单轨 10.50 公里，占比 0.09%。各城市

城轨交通制式结构情况详见图 4。 

 

图 4  2023年城轨交通运营线路制式结构 

2023 年运营线路长度净增长 866.65 公里，其中地铁净增长

534.94 公里，占比 61.73%；市域快轨净增长 231.40 公里，占比

26.70%；电子导向胶轮系统净增长 63.39 公里，占比 7.31%；有轨

电车净增长 13.66 公里，占比 1.58%；悬挂式单轨净增长 10.50 公

里，占比 1.21%；导轨式胶轮系统净增长 8.26 公里，占比 0.95%；

轻轨净增长 4.50 公里，占比 0.52%。与上年同期相比，中运能系

统的轻轨、市域快轨，低运能系统的电子导向胶轮系统、悬挂式单

轨、导轨式胶轮系统占比有所提升。其中，新开通的轻轨为长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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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线南延段，新开通的市域快轨有金华轨道交通金义东线（义东

段）、苏州轨道交通 S1 线(11 号线）、宁滁城际线滁州段、温州轨

道交通 S2 线、青岛 13 号线二期北段、郑许线，新开通的电子导向

胶轮系统主要有西咸新区智轨示范线 1 号线首通段、上海临港中运

量 3 号线、宜宾智轨 T4 线，新开通的悬挂式单轨为武汉光谷空轨

旅游线，新开通的导轨式胶轮系统为长沙大王山旅游专线。 

拥有 2 种及以上制式投运的城市有 22 个，占已开通城轨交通

运营城市的 37.29%。其中，上海有 6 种制式在运营；北京、重庆、

广州、大连、苏州 5 市有 4 种制式在运营；天津、深圳、武汉、南

京、长春、成都、西安、长沙、青岛 9 市各有 3 种制式在运营；沈

阳、哈尔滨、郑州、佛山、宁波、兰州、嘉兴 7 市各有 2 种制式在

运营。 

1.4 全自动运行线路 

截至 2023 年底，中国内地共有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武

汉、苏州、济南、南宁、天津、宁波、芜湖、重庆、南京、太原、

成都、长沙、西安、绍兴、福州、郑州、许昌 21 个城市开通全自

动运行城轨交通线路 40 条，已形成了 1051.81 公里的全自动运行

线路规模，同比增长 31.54%。2023 年开通全自动运行线路 252.17

公里，另有广州地铁既有线路 18 号线于 1 月份实现全自动运行功

能正式投用。2023 年开通的全自动运行线路中，郑州开通最多达 3

条线，线路长度 71.83公里。具体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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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3年新增全自动运行城轨交通线路 

序号 城市 制式 线路名称 
新增线路长度 

（公里） 
开通时间 

1 长沙 导轨式胶轮系统 大王山旅游专线 8.26 2023/5/9 

2 苏州 市域快轨 S1 线（11 号线） 41.25 2023/6/24 

3 西安 地铁 16 号线一期 14.22 2023/6/27 

4 绍兴 地铁 2 号线一期 10.20 2023/7/26 

5 福州 地铁 4 号线一期首通段 22.64 2023/8/27 

6 武汉 悬挂式单轨 光谷空轨旅游线 10.50 2023/9/26 

7 郑州 地铁 10 号线一期 21.86 2023/9/28 

8 武汉 地铁 5 号线二期调整工程段 2.61 2023/12/1 

9 郑州 地铁 12 号线一期 16.54 2023/12/20 

10 南京 地铁 7 号线南段 10.66 2023/12/28 

11 郑州 市域快轨 郑许线（郑州段） 33.43 2023/12/28 

12 许昌 市域快轨 郑许线（许昌段） 33.70 2023/12/28 

13 北京 地铁 17 号线北段 24.90 2023/12/31 

14 北京 地铁 11 号线西段、剩余段 1.40 2023/12/31 

总计 252.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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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23年各城市城轨交通运营线路制式规模统计汇总表 

序

号 
城市 

线路 

长度 

（公里） 

各系统制式线路长度 

（公里） 

各敷设方式线路长度 

（公里） 

场站 

（座） 

地铁 轻轨 
跨座式 

单轨 

市域 

快轨 

磁浮 

交通 

自导

向轨

道系

统 

有轨 

电车 

电子

导向

胶轮

系统 

导轨

式胶

轮系

统 

悬挂

式单

轨 

地下线 地面线 高架线 车站数 

其中：

换乘 

站数 

车辆

段或

停车

场数 

1 北京 907.08 760.79 / / 115.33 10.20 / 20.76 / / / 592.59 148.40 166.10 404 83 41 

2 上海 967.13 795.37 / / 56.00 29.11 6.29 39.70 40.65 / / 550.39 152.04 264.69 476 111 44 

3 天津 306.16 246.05 52.25 / / / / 7.86 / / / 227.60 16.04 62.52 206 24 16 

4 重庆 538.20 396.13 / 98.45 28.22 / / / / 15.40 / 320.64 3.79 213.76 270 44 25 

5 广州 653.34 550.84 / / 76.50 / 3.90 22.10 / / / 538.46 25.80 89.08 283 46 27 

6 深圳 575.62 555.40 / / / / / 11.72 / 8.50 / 473.28 14.85 87.49 332 62 29 

7 武汉 556.39 486.75 / / / / / 59.14 / / 10.50 372.47 52.66 131.26 323 56 30 

8 南京 476.43 213.22 / / 246.50 / / 16.71 / / / 251.73 30.43 194.27 216 23 20 

9 沈阳 262.20 159.59 / / / / / 102.61 / / / 159.59 102.61 / 180 47 10 

10 长春 128.71 43.00 68.20 / / / / 17.51 / / / 50.24 40.90 37.57 114 21 7 

11 大连 260.47 90.12 103.80 / 43.15 / / 23.40 / / / 100.15 74.37 85.95 128 14 10 

12 成都 695.92 562.42 / / 94.20 / / 39.30 / / / 499.36 138.47 58.09 331 61 28 

13 西安 337.53 304.73 / / 26.30 / / / 6.50 / / 260.34 35.00 42.18 195 21 18 

14 哈尔滨 100.33 82.13 / / / / / / 18.20 / / 82.13 18.20 / 73 4 4 

15 苏州 300.54 209.97 / / 41.25 / / 44.22 5.10 / / 245.50 41.42 13.63 205 20 15 

16 郑州 353.54 277.11 / / 76.43 / / / / / / 285.52 47.23 20.79 177 31 15 

17 昆明 165.85 165.85 / / / / / / / / / 143.90 0.03 21.92 103 11 1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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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城市 

线路 

长度 

（公里） 

各系统制式线路长度 

（公里） 

各敷设方式线路长度 

（公里） 

场站 

（座） 

地铁 轻轨 
跨座式 

单轨 

市域 

快轨 

磁浮 

交通 

自导

向轨

道系

统 

有轨 

电车 

电子

导向

胶轮

系统 

导轨

式胶

轮系

统 

悬挂

式单

轨 

地下线 地面线 高架线 车站数 

其中：

换乘 

站数 

车辆

段或

停车

场数 

18 杭州 516.00 516.00 / / / / / / / / / 482.00 / 34.00 256 44 21 

19 佛山 115.40 94.60 / / / / / 20.80 / / / 85.70 9.90 19.80 74 5 6 

20 长沙 234.73 207.92 / / / 18.55 / / / 8.26 / 197.07 0.61 37.05 146 19 11 

21 宁波 185.14 163.61 / / 21.53 / / / / / / 114.32 / 70.82 116 12 11 

22 无锡 110.77 110.77 / / / / / / / / / 96.57 0.30 13.90 80 7 8 

23 南昌 128.45 128.45 / / / / / / / / / 122.96 / 5.49 94 9 7 

24 兰州 94.46 33.46 / / 61.00 / / / / / / 33.46 61.00 / 31 4 3 

25 青岛 326.27 140.70 / / 176.80 / / 8.77 / / / 211.20 10.87 104.20 161 15 14 

26 淮安 20.07 / / / / / / 20.07 / / / / 20.07 / 23 / 1 

27 福州 138.94 138.94 / / / / / / / / / 131.51 0.67 6.76 90 10 9 

28 东莞 37.79 37.79 / / / / / / / / / 33.73 0.41 3.64 15 / 1 

29 南宁 124.96 124.96 / / / / / / / / / 124.96 / / 93 11 7 

30 合肥 196.99 196.99 / / / / / / / / / 192.76 / 4.23 162 11 9 

31 石家庄 74.28 74.28 / / / / / / / / / 74.28 / / 60 3 5 

32 贵阳 116.91 116.91 / / / / / / / / / 108.36 1.98 6.57 82 4 6 

33 厦门 98.40 98.40 / / / / / / / / / 93.12 2.16 3.12 70 5 6 

34 珠海 8.81 / / / / / / 8.81 / / / / 8.81 / 14 / 1 

35 乌鲁木齐 26.80 26.80 / / / / / / / / / 26.80 / / 21 / 2 中
国
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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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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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城市 

线路 

长度 

（公里） 

各系统制式线路长度 

（公里） 

各敷设方式线路长度 

（公里） 

场站 

（座） 

地铁 轻轨 
跨座式 

单轨 

市域 

快轨 

磁浮 

交通 

自导

向轨

道系

统 

有轨 

电车 

电子

导向

胶轮

系统 

导轨

式胶

轮系

统 

悬挂

式单

轨 

地下线 地面线 高架线 车站数 

其中：

换乘 

站数 

车辆

段或

停车

场数 

36 温州 115.45 / / / 115.45 / / / / / / 20.00 4.39 91.06 36 2 3 

37 济南 84.10 84.10 / / / / / / / / / 66.10 0.20 17.80 41 2 5 

38 常州 54.03 54.03 / / / / / / / / / 49.87 0.74 3.43 43 1 3 

39 徐州 64.09 64.09 / / / / / / / / / 63.44 0.09 0.56 51 3 5 

40 呼和浩特 49.03 49.03 / / / / / / / / / 45.84 0.34 2.85 43 1 4 

41 天水 12.93 / / / / / / 12.93 / / / / 11.57 1.36 12 / 2 

42 三亚 8.37 / / / / / / 8.37 / / / / 8.37 / 15 / 1 

43 太原 23.28 23.28 / / / / / / / / / 23.28 / / 22 / 1 

44 株洲 17.00 / / / / / / / 17.00 / / / 17.00 / 18 / / 

45 宜宾 68.09 / / / / / / / 68.09 / / / 68.09 / 40 1 / 

46 洛阳 42.46 42.46 / / / / / / / / / 40.78 0.31 1.36 33 1 3 

47 嘉兴 60.12 / / / 46.32 / / 13.80 / / / 12.53 14.18 33.41 28 1 2 

48 绍兴 57.30 57.30 / / / / / / / / / 48.99 1.00 7.31 35 2 4 

49 文山州 13.40 / / / / / / 13.40 / / / / 13.40 / 10 1 / 

50 芜湖 46.20 / / 46.20 / / / / / / / 1.41 / 44.79 35 1 3 

51 南平 26.17 / / / / / / 26.17 / / / / 18.49 7.68 6 / / 

52 金华 98.95 / / / 98.95 / / / / / / 34.37 / 64.58 28 / 2 

53 南通 58.78 58.78 / / / / / / / / / 58.78 / / 42 2 3 中
国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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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城市 

线路 

长度 

（公里） 

各系统制式线路长度 

（公里） 

各敷设方式线路长度 

（公里） 

场站 

（座） 

地铁 轻轨 
跨座式 

单轨 

市域 

快轨 

磁浮 

交通 

自导

向轨

道系

统 

有轨 

电车 

电子

导向

胶轮

系统 

导轨

式胶

轮系

统 

悬挂

式单

轨 

地下线 地面线 高架线 车站数 

其中：

换乘 

站数 

车辆

段或

停车

场数 

54 台州 52.40 / / / 52.40 / / / / / / 17.83 5.34 29.22 15 / 2 

55 黄石 26.88 / / / / / / 26.88 / / / / 23.71 3.17 29 / 1 

56 盐城 13.00 / / / / / / / 13.00 / / / 13.00 / 17 / / 

57 红河州 13.40 / / / / / / 13.40 / / / / / / 15 / / 

58 滁州 44.83 / / / 44.83 / / / / / / / / / 10 / 1 

59 许昌 33.70 / / / 33.70 / / / / / / 4.09 0.87 28.74 11 / / 

总计 11224.54 8543.11 224.25 144.65 1454.86 57.86 10.19 578.42 168.54 32.16 10.50 7769.99 1260.11 2136.21 6239 856 523 

注：1.表中经国家发改委审批的线路 10057.40 公里，占比 89.60%；地方政府审批的线路 835.94 公里，占比 7.45%；原铁道部审批的线路总规模 331.20 公里，

占比 2.95%； 

2.所有线网车站数量含换乘站，每车站只计数一次； 

3.按地理区域划分，广佛线在佛山境内线路 21.50 公里、车站 15座计入佛山市，郑许线在许昌境内线路 33.70 公里、车站 11 座计入许昌市； 

4.有轨电车运营线路含上海、沈阳、武汉、长春 4 市共计 60.10 公里共线运营线路长度； 

5.杭海城际线按市域快轨制式统计全线计入嘉兴市，杭海城际线由浙江省轨道交通集团运营； 

6.南京轨道交通宁句线计入南京市； 

7.由于各敷设方式线路长度统计缺少滇南中心城市群现代有轨电车示范线及宁滁城际线滁州段数据，各敷设方式线路长度总和小于各城市线路长度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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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客运量 

2.1 客运量、进站量 

2023 年城轨交通完成客运量 294.66 亿人次，同比增加 101.65

亿人次，增长 52.66%。2023 年城轨交通客运量增长明显，其中客

运量增幅较大的城市有南通、兰州、佛山、温州、乌鲁木齐、哈尔

滨和呼和浩特，这些城市的客运量增幅均超过 100%。2023 年各城

市城轨交通客运量、进站量、客运周转量情况详见表 3和图 5。 

 
注：1.不含 1 条地铁 29.02 公里、9条市域快轨 497.68 公里、16 条有轨电车 205.35 公里、7 条电子

导向胶轮系统 122.79 公里、3 条导轨式胶轮系统 32.16 公里，1 条悬挂式单轨 10.50 公里，

共计 897.49 公里的运营线路客运情况。其中，珠海有轨电车自 2021年 1 月 22日起停运； 

2.广佛线全线客流数据计入广州，此后涉及客流指标的图示和说明均遵循此原则； 

3.图中客运周转量曲线仅作平滑连接，无指示意义。 

图 5  2023年各城市城轨交通客运量、进站量、客运周转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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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客运量排名前五的城市为：上海、北京、广州、深

圳和成都。上海全年完成客运量 36.69 亿人次，同比增长 60.37%；

北京完成客运量 34.53 亿人次，同比增长 52.58%；广州完成客运

量 31.34 亿人次，同比增长 32.73%；深圳完成客运量 27.11 亿人

次，同比增长 54.96%；成都完成客运量 21.22 亿人次，同比增长

35.00%。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成都 5 市客运量同比均呈现

上升趋势，占 2023 年全国总客运量的比重为 51.21%，同比下降

1.81个百分点。 

2023 年，全国城市日均客运总量达到 8156.23 万人次，同比

增加 2650.51 万人次，增长 48.14%。2022-2023 年各城市城轨交

通日均客运量情况见图 6。 

 

图 6  2022-2023年各城市城轨交通日均客运量 

中
国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协
会



 

17 

日均客运总量排名领先的分别是上海 1005.23 万人次，同比

增长 36.51%；北京 946.01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56%；广州

858.67 万人次，同比增长 32.56%；深圳 742.77 万人次，同比增

长 43.19%；成都 586.70 万人次，同比增长 36.25%；杭州、武汉、

重庆、西安 4 市日均客运量超过 300 万人次，南京、长沙两市日

均客运量超过 250万人次。 

2023 年，城轨交通完成客运进站量 177.28 亿人次，比上年

增加 60.72 亿人次，同比增长 52.09%。2022-2023 年各城市城轨

交通客运进站量情况详见图 7。 

 

图 7  2022-2023年各城市城轨交通客运进站量 

上海进站量 20.29亿 人次，居全国首位，同比增长 60.60%；

北京完成进站量 19.03 亿人次，同比增长 52.98%；广州完成进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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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17.1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0.32%；深圳完成进站量 15.89 亿人

次，同比增长 50.14%；成都完成进站量 12.02 亿人次，同比增长

35.00%。2023 年进站量排名前十的其他城市中，与 2022 年相比

进站量均呈现上升趋势，增幅分别为：武汉 48.98%、西安 71.87%、

重庆 38.93%、杭州 39.40%、南京 44.48%。 

2023 年，城轨交通完成客运周转量 2450.53 亿人次公里，比

上年同期增长 54.67%。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 5 市完成

客运周转量 1331.73 亿人次公里，5 市合计同比增长 50.12%；5

市完成客运周转量占总量的比重为 54.34%，同比下降 1.65 个百

分点。2022-2023年各城市城轨交通客运周转量情况详见图 8。 

 

图 8  2022-2023年各城市城轨交通客运周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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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交通运输部官网公布的 2023 年 1-11 月全国城市客运量

（2023 年 1 月起，城市客运量月度统计范围由 36 个中心城市扩大至全国，同比数

据做同口径调整），2023 年 1-11 月城轨交通客运量占公共交通客运

总量分担比率为 30.83%，同比提升 5.32 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市、

北京市、广东省、天津市等 4 个省级行政区城轨交通客运量占公

共交通客运总量比率超过 50%。上海市分担率最高达到 73.28%。4

个省级行政区 2023 年 1-11 月城轨交通客运量占公共交通客运总

量分担率同比情况详见图 9。 

 

注：数据由交通运输部官网公布的全国城市月度客运量计算所得。 

图 9  4个省级行政区 2023年 1-11月城轨交通分担率同比情况 

同比 2023 年 1-11 月全国城轨交通月度客运量数据可以看出，

2023 年 1-11 月城轨交通客运量均高于 2022 年同期。其中，4 月

和 5 月客运量差距较大。2023 年 1-11 月全国城轨交通月度客运

总量同比情况详见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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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交通运输部官网公布的全国城市月度客运量统计。 

图 10  2023 年 1-11月全国城轨交通月度客运总量同比情况 

2.2 客运强度 

2023 年，全国城轨交通平均客运强度为 0.55 万人次/公里·日，

客运强度同比增加 0.17万人次/公里·日，增幅 43.49%。 

从线网总体来看，2023 年全制式综合线网平均客运强度排名

前五的城市为：广州 1.37 万人次/公里·日、深圳 1.33 万人次/公

里·日、西安 1.21 万人次/公里·日、北京 1.20 万人次/公里·日、

长沙 1.14 万人次/公里·日。另有上海、成都两市全制式综合线网

平均客运强度超过 1 万人次/公里·日。2022-2023 年各城市城轨交

通全制式综合线网客运强度详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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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广佛线全线数据计入广州； 

2.图中客运强度变化率曲线仅作平滑连接，无指示意义。 

图 11  2022-2023年各城市城轨交通全制式综合线网客运强度 

从运输能力来看，2023 年大运能系统（地铁）平均客运强度

0.71 万人次/公里·日，客运强度排名前五的城市为：广州 1.55 万

人次/公里·日、深圳 1.35 万人次/公里·日、北京 1.28 万人次/公

里·日、上海 1.26 万人次/公里·日、长沙 1.24 万人次/公里·日。

中运能系统（含轻轨、跨座式单轨、市域快轨、磁浮交通、自导向轨道系统）

平均客运强度 0.20 万人次/公里·日，客运强度排名前五的城市为：

重庆 1.06 万人次/公里·日、长春 0.33 万人次/公里·日、天津

0.27 万人次/公里·日、广州 0.24 万人次/公里·日、苏州 0.22 万

人次/公里·日。低运能系统（含有轨电车、电子导向胶轮系统、导轨式胶轮

系统、悬挂式单轨）平均客运强度 0.09 万人次/公里·日，客运强度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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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前五的城市为：北京 0.22 万人次/公里·日、广州 0.18 万人次/

公里·日、深圳 0.14 万人次/公里·日、佛山 0.12 万人次/公里·日、

大连 0.12万人次/公里·日。 

各城市大运能系统客运强度情况见表 4、中运能系统客运强

度情况见表 5、低运能系统客运强度情况见表 6。 

从单线来看，2023 年线路客运强度最高的是广州地铁 1 号线

4.36 万人次/公里·日，其后依次是广州地铁 2 号线 3.39 万人次/

公里·日、广州地铁 5 号线 3.18 万人次/公里·日、西安地铁 2 号线

3.03 万人次/公里·日、广州地铁 8 号线 2.72 万人次/公里·日、广

州地铁 3 号线 2.68 万人次/公里·日、北京地铁 2 号线 2.67 万人

次/公里·日、上海地铁 1 号线 2.63 万人次/公里·日、北京地铁 5

号线 2.55 万人次/公里·日和长沙地铁 2 号线 2.54 万人次/公里·日。

2023 年客运强度超过 0.7 万人次/公里·日的线路 125 条，占总线

路条数的 36.98%。2023 年客运强度超过 0.7 万人次/公里·日的大

运能线路有 122 条，占大运能总线路条数的 50.83%；客运强度超

过 0.4 万人次/公里·日的中运能线路有 5 条，占中运能总线路条

数的 11.36%；客运强度超过 0.1 万人次/公里·日的低运能线路有

7 条，占低运能总线路条数的 12.96%。 

2.3 线路高峰小时最高断面客流量 

与上一年相比，高峰小时最高断面客流仍有增长的城市有：

北京、广州、深圳、天津、大连、武汉、沈阳、成都、杭州、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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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哈尔滨、无锡、宁波、昆明、南昌、青岛、福州、东莞、南

宁、合肥、石家庄、贵阳、厦门、乌鲁木齐、温州、济南、常州、

徐州、呼和浩特、太原、洛阳、嘉兴、芜湖等。 

从线路来看，高峰小时断面客流最高的 10 条线路依次是：北

京地铁 6 号线 6.11 万人次、上海地铁 9 号线 5.61 万人次、深圳

地铁 1 号线 5.49 万人次、深圳地铁 4 号线 5.44 万人次、北京地

铁 4 号线&大兴线 5.35 万人次、成都地铁 1 号线 5.23 万人次、北

京地铁 10 号线 5.12 万人次、上海地铁 1 号线 5.08 万人次、深圳

地铁 5号线 5.07万人次、上海地铁 11号线 5.03万人次。 

2022-2023年各城市城轨交通高峰小时最高断面客流量具体

情况详见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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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2022-2023年各城市城轨交通高峰小时最高断面客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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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23年各城市全制式城轨交通客运情况统计汇总表 

序号 城市 
客运量 

（万人次） 

日均客运量 

（万人次） 

进站量 

（万人次） 

客运周转量 

（万人次公里） 

客运强度 

（万人次/ 

公里·日） 

线路最高 

日客运量 

（万人次） 

车站最高日乘降量 

最高日乘降量 

（万人次） 
发生车站 发生日期 

1 北京 345294.26 946.01 190296.03 3294703.01 1.20 183.54 45.76 王府井 2023/10/1 

2 上海 366906.65 1005.23 202888.93 3368763.70 1.10 144.60 68.80 人民广场 2023/4/30 

3 天津 57132.93 157.12 35661.96 423594.96 0.53 55.10 33.03 营口道 2023/12/31 

4 重庆 132582.81 363.24 83377.33 1122680.56 0.80 93.67 37.95 小什字 2023/12/31 

5 广州 313413.28 858.67 171501.20 2585978.10 1.37 236.65 77.74 体育西路 2023/12/31 

6 深圳 271112.14 742.77 158890.28 2268446.29 1.33 139.37 60.33 深圳北站 2023/9/28 

7 武汉 135163.39 372.90 85652.12 1095410.34 0.72 138.29 45.23 江汉路 2023/4/30 

8 南京 100998.93 276.71 61028.79 888923.17 0.62 120.66 74.32 新街口 2023/12/31 

9 沈阳 50823.19 154.90 33816.00 332530.47 0.65 65.27 25.41 青年大街站 2023/9/28 

10 长春 21908.23 60.02 15527.00 148738.43 0.55 31.14 5.09 长春站 2023/5/3 

11 大连 25200.82 70.74 18886.61 249242.80 0.27 41.52 25.47 西安路 2023/4/30 

12 成都 212191.00 586.70 120161.00 1799400.00 1.00 106.00 52.58 春熙路 2023/4/30 

13 西安 129427.60 355.60 84153.29 1026542.29 1.21 123.64 56.22 钟楼站 2023/12/31 

14 哈尔滨 28128.29 77.06 18543.00 174447.25 0.97 45.36 27.43 博物馆 2023/12/31 

15 苏州 53118.26 149.91 33335.26 375761.53 0.50 65.79 29.23 苏州火车站 2023/5/1 

16 郑州 58317.46 170.31 36563.57 459471.64 0.62 95.37 41.50 二七广场站 2023/12/3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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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城市 
客运量 

（万人次） 

日均客运量 

（万人次） 

进站量 

（万人次） 

客运周转量 

（万人次公里） 

客运强度 

（万人次/ 

公里·日） 

线路最高 

日客运量 

（万人次） 

车站最高日乘降量 

最高日乘降量 

（万人次） 
发生车站 发生日期 

17 昆明 29204.64 80.01 21063.87 272914.22 0.48 54.34 15.28 五一路站 2023/12/31 

18 杭州 138357.17 379.06 82857.29 1164735.77 0.73 124.56 36.49 龙翔桥站 2023/3/5 

19 佛山 7439.00 20.38 5276.40 76963.80 0.23 25.00 10.55 北滘公园站 2023/12/31 

20 长沙 94391.55 259.17 50577.02 549447.31 1.14 110.49 58.59 五一广场 2023/12/31 

21 宁波 36735.03 100.64 20975.61 198941.01 0.54 58.50 19.51 鼓楼 2023/12/31 

22 无锡 18456.05 50.56 12552.47 115963.57 0.46 41.05 32.66 三阳广场站 2023/12/31 

23 南昌 38054.70 104.26 22822.60 231410.00 0.81 114.30 54.79 地铁大厦站 2023/12/31 

24 兰州 10563.61 32.96 9670.81 82972.41 0.99 57.45 14.01 西站什字 2023/12/31 

25 青岛 47197.25 129.31 33144.06 493255.40 0.40 63.32 31.80 青岛站 2023/5/1 

26 淮安 734.00 2.01 734.00 7340.00 0.10 5.60 0.65 体育馆站 2023/10/1 

27 福州 22776.58 72.13 16926.98 174836.39 0.53 50.07 22.18 东街口 2023/12/31 

28 东莞 4533.88 12.42 4533.88 57612.98 0.33 26.36 13.71 鸿福路站 2023/12/31 

29 南宁 35001.78 95.90 21010.04 211242.55 0.77 81.47 48.72 朝阳广场 2023/12/31 

30 合肥 41095.52 112.59 27030.82 262198.28 0.65 67.72 28.38 大东门站 2023/12/31 

31 石家庄 17316.14 47.44 12005.18 99466.33 0.64 177.34 100.78 新百广场站 2023/12/31 

32 贵阳 13346.57 54.80 10429.62 111035.13 0.47 33.05 13.66 延安西路 2023/12/31 

33 厦门 24641.59 67.51 18911.10 189953.99 0.69 51.09 11.12 吕厝站 2023/5/1 中
国
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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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城市 
客运量 

（万人次） 

日均客运量 

（万人次） 

进站量 

（万人次） 

客运周转量 

（万人次公里） 

客运强度 

（万人次/ 

公里·日） 

线路最高 

日客运量 

（万人次） 

车站最高日乘降量 

最高日乘降量 

（万人次） 
发生车站 发生日期 

34 珠海 / / / / / / / / / 

35 乌鲁木齐 3928.07 10.76 3928.07 34887.85 0.40 16.20 2.36 二道桥 2023/10/1 

36 温州 2213.14 9.24 2027.52 35518.85 0.08 25.19 4.75 奥体中心站 2023/11/11 

37 济南 9620.94 26.36 6904.88 109938.99 0.31 24.46 8.44 八涧堡站 2023/9/28 

38 常州 7311.54 20.03 6004.40 45697.98 0.37 25.81 9.40 文化宫站 2023/12/31 

39 徐州 9402.10 25.76 6739.92 59891.17 0.40 30.56 29.33 彭城广场 2023/12/31 

40 呼和浩特 6772.91 18.56 5482.15 38353.46 0.38 37.41 28.44 新华广场站 2023/12/31 

41 天水 95.54 0.26 95.54 754.76 0.02 0.65 / / / 

42 三亚 131.55 0.36 131.55 460.00 0.04 0.77 / / / 

43 太原 4382.15 12.01 4382.15 29256.24 0.52 20.19 4.72 开化寺街站 2023/12/31 

44 株洲 / / / / / / / / / 

45 宜宾 / / / / / / / / / 

46 洛阳 5715.89 15.66 4313.57 35101.22 0.37 31.53 18.88 解放路站 2023/12/31 

47 嘉兴 1510.22 4.14 1214.25 29066.03 0.07 8.44 2.61 临平南高铁站 2023/9/30 

48 绍兴 3841.76 10.96 2123.13 42555.34 0.19 12.35 / / / 

49 文山州 / / / / / / / / / 

50 芜湖 3314.77 9.08 2833.45 22599.00 0.20 11.26 / / / 中
国
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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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城市 
客运量 

（万人次） 

日均客运量 

（万人次） 

进站量 

（万人次） 

客运周转量 

（万人次公里） 

客运强度 

（万人次/ 

公里·日） 

线路最高 

日客运量 

（万人次） 

车站最高日乘降量 

最高日乘降量 

（万人次） 
发生车站 发生日期 

51 南平 / / / / / / / / / 

52 金华 3697.51 10.13 2658.94 67131.01 0.11 23.12 / / / 

53 南通 2114.96 11.08 2096.75 23506.38 0.19 17.19 6.84 北大街站 2023/12/31 

54 台州 1014.54 2.78 1014.54 15664.52 0.05 10.01 / / / 

55 黄石 / / / / / / / / / 

56 盐城 / / / / / / / / / 

57 红河州 / / / / / / / / / 

58 滁州 / / / / / / / / / 

总计/平均 2946631.86 8156.23 1772754.92 24505306.47 0.55 / / / / 

注：1.广佛线全线客流数据计入广州、郑许线全线客流数据计入郑州； 

2.上海临港中运量 1 号线、2 号线、3 号线，武汉光谷有轨电车 T1 线、T2 线，大连有轨电车 201 路、202 路，成都蓉 2 号线、苏州高新有轨电车 1 号线、2

号线均缺少客运周转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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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23年各城市大运能系统运营情况统计汇总表 

序号 城市 
线路条数 

（条） 

线路长度 

（公里） 

平均旅行速度 

（公里/小时） 

配属列车 

（列） 

客运总量 

（万人次） 

客运周转量 

（万人次公里） 

客运强度 

（万人次/公里·日） 

1 北京 21 760.79 38.19 1153 341774.10 3236245.25 1.28 

2 上海 18 795.37 37.31 1142 364763.93 3356551.82 1.26 

3 天津 9 246.05 33.60 249 52015.20 336019.05 0.58 

4 重庆 9 396.13 40.21 339 94314.41 834254.26 0.73 

5 广州 13 550.84 43.02 616 305866.79 2495075.64 1.55 

6 深圳 15 555.40 37.87 700 270530.81 2265038.29 1.35 

7 武汉 12 486.75 40.19 553 134288.33 1095410.34 0.76 

8 南京 6 213.22 37.50 287 87993.38 678220.28 1.19 

9 沈阳 5 159.59 33.20 188 50092.40 327456.35 1.02 

10 长春 2 43.00 33.82 51 13864.15 83176.65 0.88 

11 大连 3 90.12 40.55 95 18100.79 141813.73 0.57 

12 成都 13 562.42 49.44 705 210919.00 1799400.00 1.07 

13 西安 9 304.73 37.14 428 129427.60 1026542.29 1.21 

14 哈尔滨 3 82.13 32.88 99 28128.29 174447.25 0.97 

15 苏州 5 209.97 34.35 237 50626.93 353533.10 0.66 

16 郑州 9 277.11 37.47 289 58317.46 459471.64 0.62 

17 昆明 6 165.85 36.46 151 29204.64 272914.22 0.48 中
国
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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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交
通
协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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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城市 
线路条数 

（条） 

线路长度 

（公里） 

平均旅行速度 

（公里/小时） 

配属列车 

（列） 

客运总量 

（万人次） 

客运周转量 

（万人次公里） 

客运强度 

（万人次/公里·日） 

18 杭州 12 516.00 39.72 558 138357.17 1164735.77 0.73 

19 佛山 2 94.60 45.10 53 6789.70 73954.80 0.25 

20 长沙 6 207.92 33.94 207 94199.71 545924.96 1.24 

21 宁波 5 163.61 37.34 158 35518.16 188254.97 0.59 

22 无锡 4 110.77 34.60 104 18456.05 115963.57 0.46 

23 南昌 4 128.45 33.58 146 38054.70 231410.00 0.81 

24 兰州 2 33.46 31.25 36 10563.61 82972.41 0.99 

25 青岛 4 140.70 33.43 183 39910.42 347980.60 0.78 

26 福州 5 138.94 35.36 123 22776.58 174836.39 0.53 

27 东莞 1 37.79 53.20 20 4533.88 57612.98 0.33 

28 南宁 5 124.96 34.39 146 35001.78 211242.55 0.77 

29 合肥 5 196.99 33.17 228 41095.52 262198.28 0.65 

30 石家庄 3 74.28 32.44 81 17316.14 99466.33 0.64 

31 贵阳 3 116.91 36.07 127 13346.57 111035.13 0.47 

32 厦门 3 98.40 36.11 121 24641.59 189953.99 0.69 

33 乌鲁木齐 1 26.80 33.30 27 3928.07 34887.85 0.40 

34 济南 3 84.10 42.02 76 9620.94 109938.99 0.31 

35 常州 2 54.03 35.93 55 7311.54 45697.98 0.37 

36 徐州 3 64.09 33.17 67 9402.10 59891.17 0.40 中
国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协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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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城市 
线路条数 

（条） 

线路长度 

（公里） 

平均旅行速度 

（公里/小时） 

配属列车 

（列） 

客运总量 

（万人次） 

客运周转量 

（万人次公里） 

客运强度 

（万人次/公里·日） 

37 呼和浩特 2 49.03 33.65 52 6772.91 38353.46 0.38 

38 太原 1 23.28 31.92 24 4382.15 29256.24 0.52 

39 洛阳 2 42.46 33.64 41 5715.89 35101.22 0.37 

40 绍兴 2 57.30 36.87 56 3841.76 42555.34 0.19 

41 南通 2 58.78 35.45 51 2114.96 23506.38 0.19 

总计/平均 240 8543.11 36.80 10022 2833880.09 23212301.50 0.71 

注：1.广佛线线路长度数据按照地理区域划分，其他数据全线计入广州； 

2.重庆除线路条数、线路长度指标包含 18号线数据以外，其余指标均不包含 18号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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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23年各城市中运能系统运营情况统计汇总表 

序号 城市 
线路条数 

（条） 

线路长度 

（公里） 

平均旅行速度 

（公里/小时） 

配属列车 

（列） 

客运总量 

（万人次） 

客运周转量 

（万人次公里） 

客运强度 

（万人次/公里·日） 

1 北京 3 125.53 31.10 23 2794.63 53430.96 0.16 

2 上海 3 91.40 32.71 15 1343.89 12211.88 0.10 

3 天津 1 52.25 48.98 38 5117.73 87575.91 0.27 

4 广州 3 80.40 57.44 47 7027.19 87516.86 0.24 

5 重庆 3 126.67 32.70 151 38268.40 288426.30 1.06 

6 南京 6 246.50 62.00 123 13005.55 210702.89 0.14 

7 长春 3 68.20 29.50 117 8044.08 65561.79 0.33 

8 大连 3 146.95 55.18 78 6114.93 107429.08 0.11 

9 成都 1 94.20 / / / / / 

10 西安 1 26.30 / / / / / 

11 苏州 1 41.25 36.70 34 1753.68 21886.84 0.22 

12 郑州 2 76.43 / / / / / 

13 长沙 1 18.55 67.00 11 191.84 3522.35 0.03 

14 宁波 1 21.53 39.97 21 1216.87 10686.04 0.15 

15 兰州 1 61.00 / / / / / 

16 青岛 3 176.80 58.73 99 7131.33 144630.20 0.11 

17 温州 2 115.45 55.45 42 2213.14 35518.85 0.08 中
国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协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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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城市 
线路条数 

（条） 

线路长度 

（公里） 

平均旅行速度 

（公里/小时） 

配属列车 

（列） 

客运总量 

（万人次） 

客运周转量 

（万人次公里） 

客运强度 

（万人次/公里·日） 

18 嘉兴 1 46.32 68.59 17 1237.88 27186.87 0.07 

19 芜湖 2 46.20 33.77 44 3314.77 22599.00 0.20 

20 金华 1 98.95 62.84 40 3697.51 67131.01 0.11 

21 台州 1 52.40 55.14 31 1014.54 15664.52 0.05 

22 滁州 1 44.83 / / / / / 

23 许昌 1 33.70 / / / / / 

总计/平均 44 1891.81 48.69 931 103487.96 1261681.34 0.20 

注：1.郑许线线路长度数据按照地理区域划分，其他数据全线计入郑州； 

2.郑许线分为郑州段和许昌段，线路总计中只统计一次； 

3.仅线路条数、线路长度指标包含北京 S2 线、上海金山线、重庆江跳线、成都成灌线、西安西户铁路线、郑许线（郑州段、许昌段）、郑州新郑机场线、兰州机场

线、宁滁城际线（滁州段）等线路数据，其余指标均不包含上述线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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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23年各城市低运能系统运营情况统计汇总表 

序号 城市 
线路条数 

（条） 

线路长度 

（公里） 

平均旅行速度 

（公里/小时） 

配属列车 

（列） 

客运总量 

（万人次） 

客运周转量 

（万人次公里） 

客运强度 

（万人次/公里·日） 

1 北京 2 20.76 24.52 31 725.53 5026.80 0.22 

2 上海 5 80.35 19.85 53 798.83 / 0.03 

3 天津 1 7.86 / / / / / 

4 广州 2 22.10 22.00 7 519.30 3385.60 0.18 

5 重庆 1 15.40 / / / / / 

6 深圳 2 20.22 18.56 15 581.33 3408.00 0.14 

7 武汉 5 69.64 21.00 43 875.06 / 0.07 

8 南京 2 16.71 / / / / / 

9 沈阳 6 102.61 21.20 65 730.79 5074.12 0.02 

10 长春 2 17.51 / / / / / 

11 大连 2 23.40 / 73 985.10 / 0.12 

12 成都 1 39.30 23.50 36 1272.00 / 0.09 

13 西安 1 6.50 / / / / / 

14 哈尔滨 1 18.20 / / / / / 

15 苏州 3 49.32 31.80 49 737.65 341.59 0.04 

16 佛山 2 20.80 23.90 16 649.30 3009.00 0.12 

17 长沙 1 8.26 / / / / /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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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城市 
线路条数 

（条） 

线路长度 

（公里） 

平均旅行速度 

（公里/小时） 

配属列车 

（列） 

客运总量 

（万人次） 

客运周转量 

（万人次公里） 

客运强度 

（万人次/公里·日） 

18 青岛 1 8.77 18.00 7 155.50 644.60 0.05 

19 淮安 1 20.07 / 26 734.00 7340.00 0.10 

20 珠海 1 8.81 / / / / / 

21 天水 1 12.93 27.70 17 95.54 754.76 0.02 

22 株洲 2 17.00 / / / / / 

23 宜宾 2 68.09 / / / / / 

24 三亚 1 8.37 15.65 14 131.55 460.00 0.04 

25 嘉兴 1 13.80 21.00 17 272.34 1879.16 0.05 

26 文山州 1 13.40 / / / / / 

27 南平 1 26.17 / / / / / 

28 黄石 1 26.88 / / / / / 

29 盐城 1 13.00 / / / / / 

30 红河州 1 13.40 / / / / / 

总计/平均 54 789.62 22.21 469 9263.82 31323.63 0.09 

注：1.景区内旅游线、园区内部线等不对公众开放的线路不在统计范围内； 

2.仅线路条数、线路长度指标包含北京亦庄 T1 线、天津开发区导轨电车 1号线、广州黄埔有轨电车、重庆璧山云巴、深圳坪山云巴、武汉光谷空轨旅游线、武汉车都

有轨电车 T1 线、南京有轨电车 1号线、南京有轨电车 2 号线、沈阳有轨电车 6号线、长春有轨电车 54路、长春有轨电车 55路、西咸新区智轨示范线 1号线、

哈尔滨智轨 1号线、佛山高明有轨电车、长沙大王山旅游专线、珠海有轨电车 1号线、株洲智轨 A1线、株洲智轨 A2线、宜宾智轨 T1线、宜宾智轨 T4线、文山

普者黑有轨电车 4号线、南平武夷有轨电车、黄石现代有轨电车、盐城市区轨道交通 SRT一号线、滇南中心城市群现代有轨电车示范线等线路数据，其余指标均

不包含上述线路数据。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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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营服务和安全 

3.1 车辆配置、运营车公里和平均旅行速度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3 年底，全国城轨交通累计配属

车辆 11422 列，比上年增加 997 列，增长 9.56%。全年完成运

营车公里 72.09 亿车公里，比上年增长 17.53%。运营车公里超

过 5 亿车公里的城市有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成都 5 市。

其中，上海 7.88 亿车公里，同比增长 24.09%；北京 7.44 亿车

公里，同比增长 8.25%；深圳 5.52 亿车公里，同比增长

25.86%；广州 5.12 亿车公里，同比增长 8.33%；成都 5.01 亿

车公里，同比增长 7.09%；5 市合计占全国总运营车公里的比

重为 42.97%。杭州、武汉、重庆、南京、西安 5 市运营车公里

均超过 2 亿车公里，天津、苏州、郑州、长沙、青岛、宁波、

合肥、沈阳 8市运营车公里均超过 1亿车公里。 

2023 年全国城轨交通日均计划开行列次总计为 108598 列

次，日均实际开行列次总计为 108784 列次，实际开行列次比

上年增加 14497 列次，增长 15.37%。开行列次排名前 5 的城市

分别为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成都。兰州、温州等城市由

于新线的开通，实际开行列次增幅较大。2023 年共有 44 个城

市的计划兑现率均达到或超过 100%。 

2023 年城轨交通平均旅行速度 37.74 公里/小时，同比增

长 3.44%，平均旅行速度小幅提升。其中单条线路平均旅行速

度以成都 19 号线 105.34 公里/小时、成都 18 号线 98 公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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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广州 18 号线 83 公里/小时、南京市域快轨 S9 线 80 公里/

小时、嘉兴杭海城际线 68.59公里/小时位列前 5位（上海磁浮线、

北京大兴机场线未计入），市域快轨的平均旅行速度高，但客流相对

较少。地铁的平均旅行速度 36.80 公里/小时，其中，东莞

53.20 公里/小时、成都 49.44 公里/小时、佛山 45.10 公里/小

时、广州 43.02 公里/小时和济南 42.02 公里/小时，分列城市

地铁平均旅行速度的前 5 位。2023 年各城市地铁线路的运营情

况详见表 4。 

3.2 高峰小时最小发车间隔和线网运营服务时长 

2023 年，全国城轨交通高峰小时最小发车间隔平均为 273

秒，同比延长 1.39%。进入 120 秒及以内的线路共有 18 条。其

中，北京地铁 6 条、上海地铁 5 条、深圳地铁 2 条、广州地铁

1 条、成都地铁 1 条、南京地铁 1 条、苏州地铁 1 条、西安地

铁 1 条。北京、上海、深圳、南京、成都、苏州、广州、西安、

杭州、青岛、重庆、武汉、郑州、厦门、天津 15 市的 78 条城

轨交通线路高峰小时最小发车间隔进入 180 秒以内，占总线路

条数的 23.08%。各城市城轨交通高峰小时最小发车间隔详见图

13。 

2023 年，城轨交通平均运营服务时长 16.95 小时/日，与

上年基本持平。城市平均运营服务时长以北京 18.75 小时/日

为最长。城市平均运营服务时长达到 18 小时/日的有 5 市，分

别为北京、上海、重庆、深圳、贵阳。各城市城轨交通线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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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服务时间详见图 14。 

 

图 13  2022-2023年各城市城轨交通高峰小时最小发车间隔 

 

图 14  2022-2023年各城市城轨交通线网平均运营服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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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线路看，据不完全统计，共有北京、上海、天津、重庆、

广州、深圳、武汉、南京、沈阳、大连、成都、西安、苏州、

郑州、佛山、合肥、贵阳、嘉兴、绍兴 19 市的 112 条城轨交

通线路运营服务时长达到 18 个小时及以上，其中，北京 22 条、

上海 16 条、深圳 12 条、成都 11 条、重庆 9 条、武汉 8 条、

西安 6 条、沈阳 5 条、苏州 5 条。与上年同期相比，城轨交通

线路运营服务时长达到 18个小时的线路减少 1条。 

2023 年，单线运营服务时长最长为 20 个小时，共计两个

城市的 5 条线达到此时长。其中，北京 4 条，分别为 4 号线&

大兴线、6号线、8 号线和 10号线；上海 1条，为 1号线。 

2023年各城市城轨交通运营服务情况详见表 7。 

3.3 运营安全 

2023 年，据不完全统计（据可统计的 42 市数据，同比数据做同口

径调整），共发生 5 分钟及以上延误事件 839 次，平均 5 分钟及

以上延误率 0.121 次/百万车公里，同比增长 1.87%。列车退出

正线运营故障次数共计 5381 次，平均退出正线运营故障率

0.008次/万车公里，同比下降 14.50%。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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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23年各城市城轨交通运营服务情况统计汇总表 

序号 城市 
运营车公里 

（万车公里） 

平均旅行速度 

（公里/小时） 

配属列车数

（列） 

日均计划开行

列次（列次） 

日均实际开行

列次（列次） 

线路高峰小时最小

发车间隔（秒） 

线网平均运营服务

时间（小时/日） 

1 北京 74397.09 37.28 1207 10014 10033 95 18.75 

2 上海 78809.59 33.48 1210 10222 10229 110 18.17 

3 天津 19536.22 35.14 287 3040 3050 180 17.25 

4 重庆 33639.82 38.71 490 4486 4488 150 18.33 

5 广州 51234.75 44.33 670 7635 7639 120 17.12 

6 深圳 55194.97 36.67 715 7233 7244 120 18.11 

7 武汉 34809.69 37.45 596 5028 5028 150 17.83 

8 南京 27623.43 49.75 410 4121 4130 120 16.95 

9 沈阳 10272.99 27.20 253 2173 2145 187 16.80 

10 长春 4247.16 31.23 168 1524 1527 294 16.80 

11 大连 8154.21 48.91 246 1977 1998 210 16.46 

12 成都 50147.00 47.59 741 6003 6017 120 17.79 

13 西安 25860.42 37.14 428 3689 3692 94 17.87 

14 哈尔滨 6224.79 32.88 99 1126 1127 238 17.00 

15 苏州 18528.90 33.76 320 3341 3344 120 17.17 

16 郑州 16617.48 37.47 289 2852 2878 170 17.05 

17 昆明 9899.59 36.46 151 1533 1533 240 17.00 

18 杭州 41594.40 39.72 558 4911 4922 135 17.11 

19 佛山 5200.00 38.03 69 934 934 339 17.97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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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城市 
运营车公里 

（万车公里） 

平均旅行速度 

（公里/小时） 

配属列车数

（列） 

日均计划开行

列次（列次） 

日均实际开行

列次（列次） 

线路高峰小时最小

发车间隔（秒） 

线网平均运营服务

时间（小时/日） 

20 长沙 15946.30 38.08 218 2771 2771 198 17.10 

21 宁波 15109.86 37.78 179 2511 2517 238 17.40 

22 无锡 6493.40 34.60 104 1172 1177 300 17.00 

23 南昌 9526.70 33.58 146 1432 1436 236 17.45 

24 兰州 1713.91 31.25 36 584 585 290 16.00 

25 青岛 15876.53 40.99 289 2400 2402 145 17.48 

26 淮安 716.40 / 26 260 260 420 / 

27 福州 7025.87 35.36 123 1551 1554 270 16.80 

28 东莞 2189.77 53.20 20 289 290 375 17.00 

29 南宁 9495.57 34.39 146 1717 1717 210 16.50 

30 合肥 12680.30 33.17 228 1665 1666 208 17.98 

31 石家庄 4920.61 32.44 81 914 915 300 16.56 

32 贵阳 5011.72 36.07 127 864 869 330 18.00 

33 厦门 7496.65 36.11 121 1164 1165 160 17.00 

34 乌鲁木齐 1266.55 33.30 27 245 245 375 16.00 

35 温州 1693.22 55.45 42 418 422 300 16.00 

36 济南 4113.67 42.02 76 780 783 390 16.00 

37 常州 3078.58 35.93 55 556 556 360 17.00 

38 徐州 3236.81 33.17 67 797 800 384 17.00 

39 呼和浩特 2576.94 33.65 52 460 467 360 16.00 中
国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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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城市 
运营车公里 

（万车公里） 

平均旅行速度 

（公里/小时） 

配属列车数

（列） 

日均计划开行

列次（列次） 

日均实际开行

列次（列次） 

线路高峰小时最小

发车间隔（秒） 

线网平均运营服务

时间（小时/日） 

40 天水 68.96 27.70 17 160 160 566 15.00 

41 三亚 39.36 15.65 14 134 134 700 17.00 

42 太原 1420.91 31.92 24 274 274 390 16.00 

43 洛阳 2297.10 33.64 41 495 495 360 16.00 

44 嘉兴 1495.13 44.80 34 459 459 300 17.50 

45 绍兴 3079.41 36.87 56 933 934 300 17.00 

46 芜湖 2321.08 33.77 44 545 545 334 16.32 

47 金华 4210.00 62.84 40 418 418 600 15.00 

48 南通 2197.92 35.45 51 563 582 390 16.00 

49 台州 1631.77 55.14 31 226 226 385 16.00 

总计/平均 720923.52 37.74 11422 108598 108784 273 16.95 

注：1.广佛线全线数据计入广州、郑许线全线数据计入郑州； 

2.株洲、宜宾、文山州、南平、黄石、盐城、红河州、滁州 8市未提报运营数据，珠海有轨电车自 2021年 1月 22 日起停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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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运营经济 

4.1 运营收入 

据不完全统计（据可统计可对比的 36 市数据且同比数据做同口径调

整），2023 年全国城轨交通平均每车公里运营收入 17.61 元，同

比减少 1.71 元。平均每人次公里运营收入 0.92 元，同比减少

0.63 元。每车公里运营收入和每人次公里运营收入均超过全国

平均水平的有深圳、青岛、温州、三亚 4 市，均为资源经营收

入占比较高的城市。平均单位票款收入 0.26 元/人次公里，同

比减少 0.02 元。兰州、呼和浩特、太原、三亚 4 市单位票款收

入超过 0.3元/人次公里。 

4.2 运营成本 

据不完全统计（据可统计可对比的 32 市数据且同比数据做同口径调

整），2023 年全国城轨交通平均每车公里运营成本 34.43 元，同

比增加 3.36 元。平均每人次公里运营成本 1.74 元，同比减少

0.45 元。总成本中人工成本占比 42.98%，同比下降 4.74 个百

分点；电费占比 9.05%，同比下降 0.39个百分点。 

4.3 运营收支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据可统计可对比的 32 市数据且同比数据做同口径调

整），2023 年全国平均运营收支比为 64.23%，同比上升 4.6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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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点。总收入同比增长 21.25%，其中票款收入同比增长

48.53%。 

5 能耗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据可统计可对比的 44 市数据且同比数据做同口径调

整），2023 年，全国城轨交通总电能耗 249.77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9.59%。其中，牵引能耗 129.3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4.31%。牵引能耗占总电能耗的比为 51.79%。随着新投运线路

的不断增加，总体能耗指标不断增长，总电能耗和牵引能耗均

达历史最高。各城市城轨交通总电能耗具体见图 15，牵引能耗

具体见图 16。 

 

图 15  2022-2023年各城市城轨交通总电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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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2022-2023年各城市城轨交通总牵引能耗 

根据统计所得全国城轨交通总电能耗数据及生态环境部公

布的 2022 年度全国电网平均碳排放因子结果，2022-2023 年全

国城轨交通总电能耗与 CO2排放量对应情况，如表 8所示。 

表 8  2022-2023 年全国城轨交通总电能耗与 CO2排放量对应表 

指标 
年份 

同比 
2022 年 2023 年 

总电能耗 

（兆瓦时） 
22791776.94 24976820.35 9.59% 

车公里总电能耗 

（千瓦时/车公里） 
3.72 3.56 -4.31% 

人公里总电能耗 

（千瓦时/人次公里） 
0.14 0.10 -28.69% 

CO2排放总量 

（tCO2) 
12998150.39 14244280.65 9.59% 

车公里 CO2排放量 

（tCO2/万车公里） 
21.19 20.28 -4.31% 

人公里 CO2排放量 

（tCO2/万人次公里） 
0.82 0.59 -28.69% 

注：生态环境部最新公布的全国电网平均碳排放因子为 2022年度，表 8中 2022 年、

2023年的 CO2排放总量均采用该因子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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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8 可知，2023 年 CO2排放总量同比增长 9.59%，车公里

CO2排放量同比下降 4.31%，人公里 CO2排放量同比下降 28.69%。 

2023 年，城轨交通平均每车公里总电能耗 3.56 千瓦时，

同比下降 4.31%。平均每车公里牵引能耗 1.84 千瓦时，同比下

降 0.18%。各城市城轨交通每车公里牵引能耗详见图 17。 

 

图 17  2022-2023年各城市城轨交通每车公里牵引能耗 

2023 年，城轨交通平均每人次公里总电能耗 0.10 千瓦时，

同比下降 28.69%。平均每人次公里牵引能耗 0.05 千瓦时，同

比下降 25.61%。各城市城轨交通每人次公里牵引能耗详见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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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2022-2023年各城市城轨交通每人次公里牵引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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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设情况 

1 在建规模稳中略降，网络化程度逐渐提升 

截至 2023 年底，中国大陆地区共有 45 个城市（部分由地方政

府批复项目未纳入统计）有城轨交通项目在建，在建线路总规模

5671.65 公里（含个别 2023 年当年仍有建设投资发生的已运营项目和 2023 年当

年建成投运项目）。 

从在建线路的规模来看，共有 23 个城市的在建城轨交通

线路长度超过 100 公里。其中，青岛、广州两市建设规模均超

过 300 公里；成都、北京、杭州、宁波、苏州、南京、济南、

上海、重庆、郑州 10 个城市建设规模均在 200 公里以上；建

设规模在 150-200 公里之间的有天津、武汉、沈阳、合肥 4 市，

建设规模超过 100 公里的还有厦门、石家庄、深圳、西安、长

春、无锡、福州 7 个城市。洛阳、常州、呼和浩特、兰州、芜

湖等城市前期获批的城轨交通线路已建成投入运营，本统计期

内暂无新项目进入建设期。 

从在建线路的敷设方式来看，在 5671.65 公里的在建城轨

交通线路中，地下线 4617.31 公里，占比 81.41%，同比下降

2.47 个百分点；地面线 297.21 公里，占比 5.24%，同比下降

0.71 个百分点；高架线 757.13 公里，占比 13.35%，同比增加

3.18 个百分点。高架线占比有所增加主要来自市域快轨和导轨

式胶轮系统线路的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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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在建线路的条数来看，2023 年在建城轨交通线路共计

224 条。共有 29 个城市的在建线路条数在 3 条及以上，其中，

23 个城市的在建线路条数为 5 条及以上，7 个城市的在建线路

达 10条及以上。 

从在建线路的车站规模来看，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在建线

路车站总数共计 3313 座（按线路累计计算），其中换乘站 1112 座

（按线路累计计算），换乘站计算占比为 33.56%，同比下降 0.30 个

百分点。 

2 大、中运能系统稳扎稳打，低运能系统蓄势待时 

从在建线路的运输能力来看，大运能系统(地铁）4459.65

公里，占比 78.63%，同比下降 0.89 个百分点；中运能系统(含

轻轨、市域快轨、磁浮交通）885.01 公里，占比 15.60%，同比下降

0.01 个百分点，基本持平；低运能系统(含有轨电车、悬挂式单轨、

导轨式胶轮系统、电子导向胶轮系统）326.99 公里，占比 5.77%，同

比增加 0.90 个百分点。随着新型低运能系统如电子导向胶轮

系统、导轨式胶轮系统在各地的落地实施和推广应用，低运能

系统占比呈平缓上升趋势。 

3 8 种系统制式在建，制式持续多样化发展 

从在建线路的系统制式来看，在 5671.65 公里的在建线路

中，共涉及 8 种制式。其中，地铁 4459.65 公里，占比 78.63%，

同比下降 0.89 个百分点；轻轨 2.69 公里，占比 0.05%，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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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0.07 个百分点；市域快轨 877.87 公里，占比 15.48%，同

比下降 0.02 个百分点；磁浮交通 4.45 公里，占比 0.08%，同

比增加 0.08 个百分点；有轨电车 189.69 公里，占比 3.34%，

同比下降 1.36 个百分点；电子导向胶轮系统 67.98 公里，占

比 1.20%，同比增加 1.20 个百分点；导轨式胶轮系统 58.82 公

里，占比 1.04%，同比增加 1.04 个百分点；悬挂式单轨 10.50

公里，占比 0.18%，同比增加 0.01 个百分点。2023 年当年无

跨座式单轨、自导向轨道系统项目在建。 

2023 年全国城轨交通在建线路整体制式结构情况见图 19。

各城市城轨交通在建线路规模情况见表 9和图 20。 

 

图 19  2023年城轨交通在建线路制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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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2023 年各城市城轨交通在建线路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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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2023年各城市城轨交通在建线路规模统计汇总表 

序

号 
城市 

线路长度 

（公里） 

各系统制式线路长度 

（公里） 

各敷设方式线路长度 

（公里） 

车站 

（座） 

地铁 轻轨 市域快轨 磁浮交通 有轨电车 
电子导向

胶轮系统 

导轨式胶

轮系统 

悬挂式

单轨 
地下线 地面线 高架线 车站 

其中： 

换乘站 

1 北京 288.19 202.87 / 85.32 / / / / / 260.69 / 27.50 145 82 

2 上海 224.54 182.24 / 42.30 / / / / / 217.95 / 6.59 120 41 

3 天津 196.54 183.14 / 13.40 / / / / / 151.97 4.42 40.16 126 48 

4 重庆 222.70 212.21 / / / 10.49 / / / 198.81 10.49 13.40 65 25 

5 广州 302.98 227.28 / 61.30 / 14.40 / / / 288.58 14.40 / 164 / 

6 深圳 130.96 130.96 / / / / / / / 128.66 0.51 1.79 91 41 

7 武汉 186.85 146.63 / 29.72 / / / / 10.50 150.85 1.30 34.70 91 50 

8 南京 233.90 178.30 / 55.60 / / / / / 199.60 4.28 30.02 148 67 

9 沈阳 171.88 171.88 / / / / / / / 155.38 / 16.50 120 47 

10 长春 120.85 90.16 2.69 28.00 / / / / / 107.11 12.93 0.81 81 27 

11 大连 23.01 23.01 / / / / / / / 23.01 / / 17 7 

12 成都 298.29 180.15 / 97.84 / 20.30 / / / 193.13 25.27 79.89 153 75 

13 西安 126.16 103.56 / / / / 5.40 17.20 / 81.36 5.40 39.40 89 31 

14 哈尔滨 32.18 32.18 / / / / / / / 32.18 / / 3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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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城市 

线路长度 

（公里） 

各系统制式线路长度 

（公里） 

各敷设方式线路长度 

（公里） 

车站 

（座） 

地铁 轻轨 市域快轨 磁浮交通 有轨电车 
电子导向

胶轮系统 

导轨式胶

轮系统 

悬挂式

单轨 
地下线 地面线 高架线 车站 

其中： 

换乘站 

15 苏州 258.39 251.49 / / / / 6.90 / / 220.13 10.77 27.49 153 48 

16 郑州 202.64 169.21 / 33.43 / / / / / 194.56 0.32 7.76 120 53 

17 昆明 48.36 48.36 / / / / / / / 48.36 / / 40 14 

18 杭州 279.65 279.65 / / / / / / / 267.60 / 12.05 137 63 

19 佛山 93.63 83.80 / / / 9.83 / / / 75.05 7.98 10.60 48 17 

20 长沙 49.17 44.72 / / 4.45 / / / / 44.97 / 4.20 35 15 

21 宁波 278.92 153.47 / 125.45 / / / / / 176.67 / 102.25 126 46 

22 无锡 114.50 57.96 / 56.54 / / / / / 83.65 0.20 30.65 61 19 

23 南昌 31.75 31.75 / / / / / / / 28.30 / 3.45 19 4 

24 兰州 9.06 9.06 / / / / / / / 9.06 / / 9 2 

25 青岛 354.29 185.25 / 122.94 / / 46.10 / / 262.52 42.13 49.64 212 72 

26 福州 110.90 48.50 / 62.40 / / / / / 94.02 0.60 16.28 52 21 

27 东莞 75.29 75.29 / / / / / / / 52.29 2.48 20.52 30 9 

28 南宁 72.70 72.70 / / / / / / / 72.70 / / 57 21 

29 合肥 160.61 160.61 / / / / / / / 128.79 0.31 31.51 89 23 

30 石家庄 138.36 138.36 / / / / / / / 138.36 / / 109 27 中
国
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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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城市 

线路长度 

（公里） 

各系统制式线路长度 

（公里） 

各敷设方式线路长度 

（公里） 

车站 

（座） 

地铁 轻轨 市域快轨 磁浮交通 有轨电车 
电子导向

胶轮系统 

导轨式胶

轮系统 

悬挂式

单轨 
地下线 地面线 高架线 车站 

其中： 

换乘站 

31 济南 229.91 164.21 / / / 35.00 / 30.70 / 139.53 35.00 55.38 169 28 

32 太原 28.58 28.58 / / / / / / / 28.58 / / 24 7 

33 贵阳 84.27 73.35 / / / / / 10.92 / 64.31 10.92 9.04 55 11 

34 乌鲁木齐 19.35 19.35 / / / / / / / 19.35 / / 16 4 

35 厦门 138.89 138.89 / / / / / / / 109.20 2.13 27.56 74 27 

36 徐州 55.61 55.61 / / / / / / / 55.61 / / 41 16 

37 温州 63.63 / / 63.63 / / / / / 9.51 1.51 52.61 20 2 

38 南通 60.03 60.03 / / / / / / / 60.03 / / 45 4 

39 绍兴 44.90 44.90 / / / / / / / 44.90 / / 32 9 

40 文山州 7.14 / / / / 7.14 / / / / 7.14 / 7 / 

41 德宏州 35.50 / / / / 35.50 / / / / 35.50 / 39 / 

42 海西州 15.00 / / / / 15.00 / / / / 15.00 / 20 / 

43 天水 21.53 / / / / 21.53 / / / / 16.14 5.39 19 1 

44 丽江 20.50 / / / / 20.50 / / / / 20.50 / 5 / 

45 宜宾 9.58 / / / / / 9.58 / / / 9.58 / 9 / 

总计 5671.65 4459.65 2.69 877.87 4.45 189.69 67.98 58.82 10.50 4617.31 297.21 757.13 3313 1112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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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表中 1-39项中的地铁、轻轨、市域快轨项目为国家发改委审批项目，1-39项中的磁浮交通、有轨电车、电子导向胶轮系统、导轨式胶轮系统和悬挂单 

轨项目及第 40项及以后所有项目均为地方政府审批项目。经国家发改委审批的在建项目规模总计 5340.20 公里，占比 94.16%，由地方政府审批的在建

项目规模总计 331.44 公里，占比 5.84%； 

2.表中车站总数及换乘站数量均按照线路累计计入； 

3.表中含部分 2023 年当年仍有建设进展和投资发生的当年新投运项目和既有运营项目； 

4.所有建设规划项目均在 2023 年前已完成的如呼和浩特、芜湖、洛阳、三亚等城市不再列入； 

5.景区内旅游观光线、工业园区内仅供员工使用的通勤线、科研试验线等不承担城市公共交通职能的线路不计入； 

6.截至 2023 年末，个别连续 3年及以上项目暂停、暂缓、无进展的项目不计入； 

7.2023 年无跨座式单轨、自导向轨道系统两种制式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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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成建设投资超 5200亿元，投资规模连续 3年下降 

据不完全统计（不含部分地方政府批复项目和个别数据填报不完整的

项目资金情况），截至 2023 年底，中国内地在建城轨交通线路可

研批复投资累计 43011.21 亿元，初设批复投资累计 38415.86

亿元。2023 当年共完成城轨交通建设投资 5214.03 亿元，同比

下降 4.22%，年度完成建设投资额连续 3 年回落。2023 年当年

完成建设投资约占可研批复总投资的 12.12%，占初设批复投资

额的 13.57%。 

2023 年城轨交通车辆购置共计 679 列（不完全统计），全年

完成车辆购置投资共计 283.72 亿元，同比增加 12.96%。2023

年全年完成车辆购置投资额约占年度完成建设投资总额的

5.44%。车辆投资额在年度总建设投资额中的占比同比增加

0.83个百分点。 

2023 年共有 11 个城市全年完成建设投资超过 200 亿元，

11 市完成建设投资合计 3026.33 亿元，占全国完成建设投资总

额的 58.04%。其中杭州市全年完成建设投资超过 450 亿元，成

都市全年完成建设投资超过 350 亿元；济南、北京、武汉、广

州、天津、重庆、宁波、青岛、苏州 9 市全年完成建设投资均

超过 200 亿元。另有南京、郑州、西安、上海 4 市全年完成建

设投资额在 150 亿以上；合肥、深圳、长春、沈阳、长沙、福

州 6 市全年完成建设投资均超过 100 亿元。各城市 2023 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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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完成建设投资情况见图 22。 

据可统计的 36 个城市下一年计划完成投资数据预计，

2024 年 36 个可统计城市的计划完成投资额合计约 4153.59 亿

元，其中，预计车辆购置投资合计约 216.18 亿元，2024 年车

辆购置计划投资额约占年度计划完成建设投资总额的 5.20%。 

5 近 10年在建线路规模及完成投资逐年攀升后趋稳回落 

基于近 10 年的年度在建规模和完成投资统计数据来看，

全国城轨交通年度完成建设投资额从 2014 年起稳步上升，

2020 年达到最大后逐年回落。10 年累计完成建设投资共计

49423.50 亿元。2014 年—2023 年历年在建规模和年度完成建

设投资情况见图 21。 

 

图 21  近 10年在建线路规模及年度完成建设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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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2023年各城市全年完成城轨交通建设投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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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规划情况 

1 在实施规划总规模持续回落，部分城市建设规划已完成 

截至 2023 年底，扣除统计期末已建成投运及建设规划已调

整的项目后，仍有城轨交通建设规划项目在实施的城市共计 46

个（含部分地方政府批复城市）。在实施的建设规划线路总长

6118.62 公里，与 2022 年末相比下降 8.34 个百分点。部分城

市前期已获批复的城轨交通建设规划中所有项目已建成投运，

如呼和浩特、洛阳、常州、芜湖等城市。统计期末各城市城轨

交通在实施建设规划情况具体见表 10 和图 24。 

从在实施规划线路的规模来看，共计 25 个城市建设规划在

实施规模超 100 公里。其中，重庆、北京两市在实施规划线路

长度均超过 400 公里；广州市在实施规划线路长度超过 300 公

里；深圳、宁波、天津、上海、成都、青岛、济南、苏州、武

汉、南京 10 市在实施规划线路长度均超 200 公里；厦门、无锡

两市在实施规划线路长度均超 150 公里；另有南通、沈阳、杭

州、西安、郑州、合肥、佛山、长春、福州、南宁 10 市在实施

规划线路长度均超 100公里。 

从在实施规划线路的敷设方式来看，已批可研项目中地下

线占比 76.69%，同比下降 1.79 个百分点；地面线占比 8.23%，

同比增加 0.73 个百分点；高架线占比 15.08%，同比增加 1.06

个百分点。随着市域快轨、新型低运能系统线路的增多，城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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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总体敷设方式呈地下线占比略降，地面线和高架线占比均

有所上升的趋势。 

从在实施规划线路的条数来看，扣除统计期末已开通运营

的线路，2023 年规划在实施的城轨交通线路共计 254 条。共计

31 个城市有 3 条及以上的线路建设规划在实施，其中，23 个城

市有 5 条及以上的线路建设规划在实施，8 个城市有 10 条及以

上线路建设规划在实施。 

从在实施规划的车站数量来看，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3

年底，在实施规划车站总计 3089 座（按线路累计计算），其中，换

乘站 1036 座（按线路累计计算），换乘站计算占比 33.54%，同比增

加 0.38个百分点，换乘站占比持续增长。 

2 大、中运能系统仍占主流，新型低运能系统多点布局 

从在实施规划线路的系统制式来看，6118.62 公里的在实

施规划线路包含地铁、轻轨、市域快轨、磁浮交通、有轨电车、

导轨式胶轮系统、电子导向胶轮系统 7 种制式。其中，地铁

4209.11 公里公里，占比 68.79%，同比增加 2.77 个百分点；轻

轨 36.59 公里，占比 0.59%，同比增加 0.48 个百分点；市域快

轨 1468.44 公里，占比 23.98%，同比下降 4.37 个百分点；磁

浮交通 4.45 公里，占比 0.10%，同比增加 0.10 个百分点；有

轨电车 228.73 公里，占比 3.74%，同比下降 1.14 个百分点；

导轨式胶轮系统 91.42 公里，占比 1.49%，同比增加 1 个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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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电子导向胶轮系统 79.88 公里，占比 1.31%，同比增加

1.31 个百分点。2023 年在实施规划项目中无跨座式单轨、自导

向轨道系统、悬挂式单轨制式。2023 年城轨交通已获批在实施

规划线路系统制式结构见图 23。 

 

图 23  2023年城轨交通在实施规划线路制式结构 

从在实施规划项目的运输能力来看，大运能系统 (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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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含轻轨、市域快轨、磁浮交通）1509.48 公里，占比 24.67%，同比

下降 3.79 个百分点；低运能系统(含有轨电车、导轨式胶轮系统、电子导

向胶轮系统）400.03 公里，占比 6.54%，同比增加 1.01 个百分点。

导轨式胶轮系统、电子导向胶轮系统作为新型低运能系统在数

个城市布局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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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2023 年各城市城轨交通规划线路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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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2023年各城市城轨交通规划线路规模统计汇总表 

序号 城市 
线路长度 

（公里） 

各系统制式线路长度（公里） 车站数（座） 

地铁 轻轨 市域快轨 磁浮交通 有轨电车 
电子导向胶

轮系统 

导轨式 

胶轮系统 
车站 

其中： 

换乘站 

1 北京 445.20 297.50 / 146.50 / 1.20 / / 188 103 

2 上海 252.34 210.04 / 42.30 / / / / 131 46 

3 天津 256.60 243.20 / 13.40 / / / / 126 13 

4 重庆 463.88 87.86 / 365.53 / 10.49 / / 125 58 

5 广州 320.92 245.22 / 61.30 / 14.40 / / 169 / 

6 深圳 278.97 278.97 / / / / / / 138 81 

7 武汉 211.42 163.42 / 48.00 / / / / 71 43 

8 南京 209.40 153.80 / 55.60 / / / / 129 60 

9 沈阳 148.45 148.45 / / / / / / 90 34 

10 长春 120.85 90.16 2.69 28.00 / / / / 81 27 

11 大连 60.60 60.60 / / / / / / 17 7 

12 成都 246.72 131.05 / 95.37 / 20.30 / / 151 70 

13 西安 138.27 103.77 / / / / 17.30 17.20 98 / 

14 哈尔滨 9.41 9.41 / / / / / / 8 1 

15 苏州 220.03 213.13 / / / / 6.90 / 125 43 

中
国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协
会



 

66 

序号 城市 
线路长度 

（公里） 

各系统制式线路长度（公里） 车站数（座） 

地铁 轻轨 市域快轨 磁浮交通 有轨电车 
电子导向胶

轮系统 

导轨式 

胶轮系统 
车站 

其中： 

换乘站 

16 郑州 133.67 133.67 / / / / / / 91 46 

17 昆明 17.10 17.10 / / / / / / 18 6 

18 杭州 146.20 146.20 / / / / / / 87 29 

19 佛山 125.63 115.80 / / / 9.83 / / 77 22 

20 长沙 76.62 72.17 / / 4.45 / / / 51 15 

21 宁波 259.50 114.50 / 145.00 / / / / 99 35 

22 无锡 154.00 62.06 / 91.94 / / / / 66 21 

23 合肥 130.27 130.27 / / / / / / 67 21 

24 南昌 31.24 31.24 / / / / / / 19 1 

25 青岛 231.64 123.54 / 62.00 / / 46.10 / 164 55 

26 福州 104.37 46.37 / 58.00 / / / / 52 21 

27 南宁 102.80 70.30 / / / / / 32.50 27 13 

28 石家庄 63.10 63.10 / / / / / / 52 14 

29 济南 225.40 159.60 / / / 35.00 / 30.80 166 54 

30 太原 24.10 24.10 / / / / / / 24 7 

31 兰州 9.06 9.06 / / / / / /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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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城市 
线路长度 

（公里） 

各系统制式线路长度（公里） 车站数（座） 

地铁 轻轨 市域快轨 磁浮交通 有轨电车 
电子导向胶

轮系统 

导轨式 

胶轮系统 
车站 

其中： 

换乘站 

32 贵阳 71.52 60.60 / / / / / 10.92 43 10 

33 乌鲁木齐 63.20 63.20 / / / / / / 51 14 

34 厦门 167.45 167.45 / / / / / / 53 23 

35 徐州 79.30 79.30 / / / / / / 61 25 

36 东莞 75.60 75.60 / / / / / / 30 9 

37 南通 149.00 / / 149.00 / / / / / / 

38 温州 35.80 / / 35.80 / / / / 11 2 

39 绍兴 56.90 7.30 33.90 15.70 / / / / 13 4 

40 嘉兴 55.00 / / 55.00 / / / / 12 / 

41 文山州 7.14 / / / / 7.14 / / 7 / 

42 海西州 15.00 / / / / 15.00 / / 20 / 

43 天水 59.37 / / / / 59.37 / / 19 1 

44 德宏州 35.50 / / / / 35.50 / / 39 / 

45 丽江 20.50 / / / / 20.50 / / 5 / 

46 宜宾 9.58 / / / / / 9.58 / 9 / 

总计 6118.62 4209.11 36.59 1468.44 4.45 228.73 79.88 91.42 3089 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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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表中 1-40项中地铁、轻轨、市域快轨线路为国家发改委批复项目，1-40项中的磁浮交通、有轨电车、电子导向胶轮系统、导轨式胶轮系统线路及 40 项

以后所有项目均为地方政府批复项目。国家发改委审批项目总计 5714.14 公里，占比 93.39%，地方政府审批项目总计 404.49 公里，占比 6.61%； 

2.表中车站总数及换乘站数量均按照线路累计计入； 

3.截至统计期末，已开通运营的线路不再计入此统计表内； 

4.截至统计期末，获批情况未公示的项目未计入此统计表内； 

5.截至统计期末，个别连续 3 年及以上项目暂停、暂缓、无进展的项目不计入； 

6.景区内旅游线路、工业园区内仅供员工使用的通勤线路、科研项目或试验线等不承担城市公共交通职能的线路不计入在内； 

7.截至 2023 年末无跨座式单轨、自导向轨道系统、悬挂式单轨 3种制式建设规划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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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研批复总投资同比持平，超大城市投资持续保持高位 

截至 2023 年底，在国家发改委所批复的 44 个城市城轨交

通建设规划中呼和浩特、常州、洛阳、芜湖 4 市 2023 年前获批

项目已全部建成投运；其余 40 个城市中扣除暂缓项目后可统计

的城轨交通建设规划在实施项目可研批复总投资额合计约为

40840.07亿元，同比下降 2.04%。 

从可研批复总投资规模来看，共计 17 个城市的建设规划在

实施项目的可研批复总投资均超过 1000 亿元。其中，广州市建

设规划在实施项目的可研批复总投资超过 4000 亿元，上海、北

京、深圳 3 市建设规划在实施项目的可研批复总投资均在 2000

亿元以上，北上广深 4 市总投资合计超 12000 亿元，占全国建

设规划在实施项目可研批复总投资额的 29.89%。4 市的城轨交

通投资计划持续保持高位。 

南京、青岛、天津、重庆、宁波、成都 6 市建设规划在实

施项目的可研批复总投资均超过 1500 亿元；济南、武汉、杭州、

苏州、厦门、郑州、无锡 7 市建设规划在实施项目的可研批复

总投资均超过 1000 亿元；另有长春、沈阳、合肥、西安、福州、

徐州、石家庄、乌鲁木齐 8 市建设规划在实施项目的可研批复

总投资均超过 500 亿元。中心城市的城轨交通投资计划持续发

力。2023 年各城市城轨交通在实施建设规划可研批复总投资额

情况见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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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2023年各城市城轨交通可研批复投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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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市建设规划获批，新增总投资额约 4500 亿元 

2023 年当年，据不完全统计，有 5 个城市新一轮城市轨道

交通建设规划或建设规划调整方案获批。获批城轨交通建设规

划（或调整方案）中共涉及新增建设规划线路长度约 550 公里，

新增项目计划总投资额约 4500亿元，同比增加超 30%。 

5 重点城市带动发展，区域效应显现 

统计期末，按照行政区划，综合各地已开通运营、在建和

规划在实施的城轨交通情况来看，全国已开通城轨交通运营的

省（直辖市）共有 28 个，有城轨交通项目在建和规划在实施的

省份各为 27个。 

总体上，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城轨交通发展较快。从省内

开通运营城市数来看，江苏省已开通运营城市 8 个最多，在建

及规划在实施城市均为 4 个，运营线路长度 1097.72 公里，运

营系统制式 4 种，在建线路长度 722.43 公里，规划在实施线路

长度 811.73 公里，在建和规划在实施系统制式均为 3 种，呈现

出城市多，制式全，规模大等特点。浙江省紧随其后，已开通

运营城市 7 个，在建城市 4 个，规划在实施城市 5 个，运营线

路长度 1085.36 公里，运营系统制式 3 种，在建线路长度

667.09 公里，在建系统制式 2 种，规划在实施线路长度 553.40

公里，规划在实施系统制式 3种。 

从省内运营线路长度来看，广东省已开通运营线路长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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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为 1390.95 公里，运营城市 5 个，运营系统制式 5 种，在

建和规划在实施城市数也分别为 4 个，在建线路长度 602.86 公

里，规划在实施线路长度 801.12 公里，在建和规划在实施系统

制式均为 3种。 

中西部省份中，以四川省较为突出，四川省内城轨交通运

营城市两个，运营线路 764.01 公里，运营系统制式 4 种，在建

城市和规划在实施城市也均为两个，在建线路长度 307.87 公里，

在建系统制式 4 种，规划在实施线路长度 256.30 公里，规划在

实施系统制式 4种。 

在 4 个直辖市中，北京、上海两市线网均已超 900 公里，

运能结构和系统制式种类丰富，尤其是上海市，已运营系统制

式达到 6 种，为全国首位，运能结构含大、中、低 3 类。上海、

北京两市在建和规划在实施规模以单一城市来看，仍位于全国

前列。重庆市作为中部重点城市，近年来也迎来城轨交通快速

发展期，已开通运营线路长度 538.20 公里，运营系统制式 4 种，

在建线路长度 222.70 公里，在建及规划在实施系统制式均为 4

种，规划在实施线路长度 463.88公里。 

统计期末，各省（直辖市）城轨交通总体情况具体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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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统计期末各省（直辖市）城轨交通总体情况 

顺号 省份 

已运营 在建 规划在实施 

地/市数

（个） 

线路条数

（条） 

线路长度

（公里） 

系统制式

数（种） 

地/市数

（个） 

线路条数

（条） 

线路长度

（公里） 

系统制式

数（种） 

地/市数

（个） 

线路条数

（条） 

线路长度

（公里） 

系统制式

数（种） 

1 北京 1 26 907.08 4 1 10 288.19 2 1 22 445.20 3 

2 天津 1 11 306.16 3 1 8 196.54 2 1 7 256.60 2 

3 河北 1 3 74.28 1 1 6 138.36 1 1 4 63.10 1 

4 山西 1 1 23.28 1 1 1 28.58 1 1 1 24.10 1 

5 内蒙古 1 2 49.03 1 / / / / / / / / 

6 辽宁 2 19 522.67 4 2 8 194.89 1 2 8 209.05 1 

7 吉林 1 7 128.71 3 1 7 120.85 3 1 7 120.85 3 

8 黑龙江 1 4 100.33 2 1 1 32.18 1 1 1 9.41 1 

9 上海 1 26 967.13 6 1 10 224.54 2 1 11 252.34 2 

10 江苏 8 36 1097.72 4 5 29 722.43 3 4 29 811.73 3 

11 浙江 7 26 1085.36 3 4 22 667.09 2 5 22 553.40 3 

12 安徽 3 8 288.02 3 1 9 160.61 1 1 5 130.27 1 

13 福建 3 9 263.51 2 2 9 249.79 2 2 9 271.82 2 

14 江西 1 4 128.45 1 1 2 31.75 1 1 2 31.24 1 

15 山东 2 11 410.37 3 2 14 584.20 5 2 20 457.0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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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号 省份 

已运营 在建 规划在实施 

地/市数

（个） 

线路条数

（条） 

线路长度

（公里） 

系统制式

数（种） 

地/市数

（个） 

线路条数

（条） 

线路长度

（公里） 

系统制式

数（种） 

地/市数

（个） 

线路条数

（条） 

线路长度

（公里） 

系统制式

数（种） 

16 河南 3 13 429.70 2 1 7 202.64 2 1 6 133.67 1 

17 湖北 2 18 583.27 3 1 7 186.85 3 1 7 211.42 3 

18 湖南 2 10 251.73 4 1 5 49.17 2 1 6 76.62 2 

19 广东 5 41 1390.95 5 4 25 602.86 3 4 35 801.12 3 

20 广西 1 5 124.96 1 1 4 72.70 1 1 8 102.80 2 

21 海南 1 1 8.37 1 / / / / / / / / 

22 重庆 1 13 538.20 4 1 9 222.70 4 1 13 463.88 4 

23 四川 2 17 764.01 4 2 12 307.87 4 2 11 256.30 4 

24 贵州 1 3 116.91 1 1 4 84.27 2 1 3 71.52 2 

25 云南 3 8 192.65 2 4 6 111.50 2 4 5 80.24 2 

26 陕西 1 11 337.53 3 1 5 126.16 3 1 6 138.27 3 

27 甘肃 2 4 107.39 3 2 2 30.59 2 2 2 68.43 2 

28 青海 / / / / 1 1 15.00 1 1 1 15.00 1 

29 新疆 1 1 26.80 1 1 1 19.35 1 1 3 63.20 1 

总计 59 338 11224.54 10 45 224 5671.65 8 45 254 6118.62 7 

注：表中省份依据国家统计局 2023年公布的《关于更新全国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的公告》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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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思考与建议 

1 四大方向助推城轨高质量发展 

一是绿色城轨取得积极进展。 

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深圳、天津、成都、哈

尔滨、石家庄、宁波、无锡、青岛、徐州、苏州、常州、温州

等城轨交通企业，中建三局、株洲时代电气和施耐德电气等 20

多家城轨建设、装备企业陆续发布了各自的行动方案。“双向

变流专用轨回流及永磁同步技术”“智能通风空调系统”等绿

色城轨新型技术的推广应用取得新进展。南京地铁和常州地铁

的绿色城轨示范顺利启动实施。从统计数据看，2023 年全行业

人公里牵引能耗、人公里总电能耗进一步下降。 

二是智慧城轨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智慧城轨发展纲要》发布三年以来，智慧城轨建设展现

出勃勃生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南京、武汉、

西安、哈尔滨、郑州、宁波、贵阳、厦门等 30 多个城市相继

编制智慧城轨发展规划，形成了全行业广泛开展智慧城轨建设

的良好态势。重庆轨道顺利实施“地铁 4 号线-环线-5 号线”

互联互通直快列车上线运行，全国乃至全球首次实现三线互联

互通跨线运营。南京都市圈智慧市域快轨示范工程探索 5G 公

网专用取得突破，在全国首先建立了轨道交通行业 5G+MEC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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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网及专用生态。广州、深圳、上海和哈尔滨等地建设智慧车

站系统，大幅提升旅客出行服务水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明

显。北京“新一代网络化智能调度和智能列车运控系统”示范

工程顺利结题，实现 0 到 1 的突破；广州 18 号线、22 号线开

展 8 大方面的实践创新，建设兼具高速度、大运能、高密度的

轨道交通系统。“宁波基于云平台的智能能源系统节能示范工

程”获中国节能协会科技进步一等奖。“重庆自主化新型导轨

式胶轮系统”实现中低运能制式自主创新。“郑州轨道交通 BIM

全生命周期管理示范工程”全面启动。呼和浩特和太原城轨云

示范项目顺利投入运营，宣告中国城轨云系列规范取得实质性

成果。 

三是城轨融合发展顺利起步。 

多元融合可持续发展理念，是基于城镇化发展到都市圈城

市群形态的新阶段、轨道交通面临建设轨道上的都市圈城市群

的新使命、顺应城市轨道交通升华为都市轨道交通的新形势而

提出的新的理念，同时也是为小网升中网城市破解“成长中困

惑”提出的新思路，是国家发改委总结轨道交通“四网融合”

和推进多项融合工作实践经验提出的新理论。中国城市轨道交

通协会完成国家发改委委托的《城市轨道交通多元融合可持续

发展模式和路径研究》。《课题》围绕“九元融合”，全面系统

构建了融合发展理论体系，提出了多元融合可持续发展的基本

框架、管理模式和实施路径。“无锡城轨交通多元融合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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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示范项目”是《城轨交通多元融合可持续发展模式和路径

研究》的典型案例，也是协会示范工程，在国家发改委基础司

支持和指导下，目前已经取得阶段成果。首届城轨交通 TOD 发

展大会顺利召开，并发布《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发展城市轨道交

通场站及周边土地综合开发利用（TOD）的指导意见》，为推动

城轨场站及周边土地综合开发利用，促进城轨交通和城市协同

发展指明方向。无锡、苏州、常州三家地铁集团通力协作，

《苏锡常都市圈轨道交通融合发展规划》顺利启动。 

四是装备自主创新稳步推动。 

一是实施装备自主化先导工程。根据国家对制造业的工作

原则，围绕创新发展的主题，通过揭榜挂帅等方式，组成先锋

力量，自主开发、验证和局部应用领先乃至首创的技术产品，

致力从 0 到 1 的突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现已发布《先导

工程调研报告》，并向全行业发榜征集项目。先期开展的自主

化评价，已有 45 项通过评价，其中 39 项已纳入《第二批自主

化装备推荐清单》。二是装备核心技术攻关。从 2020 年起，中

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持续组织核心技术攻关，前后共立项 56

项。2023 年新立项 16 项，组织验收 16 项，结题 7 项。三是重

大技术装备攻关。“系列化中国标准地铁列车研制及试验项目”

是国家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与中国

中车联合组织，现已结题，建立了标准地铁列车的产品平台和

标准体系，4 种车型自主化率在 98%以上，均已实现落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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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轨建设、绿色城轨建设、多元融合发展、装备自主

创新各有侧重、互相支撑、有机结合、整体推进，将有力助推

我国城轨交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2 多措并举促进城轨可持续发展 

2023 年我国城轨交通全制式系统完成客运总量 294.66 亿

人次，日均客运量 8156.23 万人次。其中，上海、北京、广州、

深圳、成都等 5 个城市完成客运总量超过 20 亿人次，杭州、

武汉、重庆、西安、南京等 5 个城市完成客运总量超过 10 亿

人次。2023 年天津、重庆、深圳等 43 个城市完成客运总量刷

新历史纪录。但城轨交通可持续发展的任务依旧严峻，2023 年，

全国城轨交通平均每车公里运营收入 17.61 元，同比减少 1.71

元，平均每车公里运营成本 34.43 元，同比增加 3.36 元。平

均每人次公里运营收入 0.92 元，平均每人次公里运营成本

1.74 元。平均运营收支比为仅 64.23%，虽同比上升 4.60 个百

分点，但收入难以覆盖成本的局面仍未彻底改观。需要我们面

对挑战，积极提出解决问题对策。 

要坚持公益为本，不断优化相关功能，发挥城轨交通的惠

民属性。要坚持经营为要，增强自我造血功能，探索“经营城

轨”全新经营理念和开源之道。一是开展深入研究，依靠行业

共同参与，深入调研，深度剖析，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二是研究制定合理的票价调整机制。三是切实落实政府运营补

贴，不能靠新建项目来维持运营。四是进一步落实优惠电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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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城轨应享受公益电价。 

3 未雨绸缪做好既有线改造的研究和谋划 

我国城轨交通起步于 1965 年，发展至今已近 60 年，截至

2023 年底，大中运能制式（地铁、轻轨、单轨、市域快轨等）城轨交

通开通运营城市共 42 个，其中运营 15 年以上的城市 10 个；

运营线路 21 条，5-10 年后将有更多的城市和线路面临既有线

改造任务。 

城轨交通在高速发展过程中，重建设、轻运营，重线路、

轻网络，重短期、轻长期的现象比较突出，总体上水平不高，

大而不强，进入网络化运营阶段后线网在结构、功能与服务等

方面问题逐渐显现，因此既有线网改造伴随大量的功能升级需

求，改造与升级相伴而生，相辅相成。既有线改造升级是城轨

交通系统建成后的持续改进和完善，是对既有线网的功能升级

和再造，有利于促进城轨交通整个系统的提质增效，其意义不

亚于再建一张线网，对于我国城轨交通由规模增长向质量增强

的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既有线改造应注重以下方向：一

是快速便捷，提升既有线网服务效率。二是供需匹配，提升既

有线网服务能力。三是可靠韧性，提升既有线网安全水平。四

是以人为本，提升既有线网服务品质。五是绿智融合，提升既

有线网装备自主化水平。 

建议出台既有线改造管理办法或指导意见，提出既有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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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原则、目标与方向。建议强化城市政府对城轨交通项目全

寿命周期的支出责任。建议利用城轨交通既有线改造的契机，

本着安全可靠、经济适用的原则，提升既有线装备自主化水平，

保障城轨交通安全高效运行。建议围绕改造面临的突出技术难

题，组织各方力量联合攻关，进行试点验证示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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