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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正式开工还早，四大 步骤刚迈第二步
将迎接国家发改委和住建部审查

“出租车打不上，公交车又不
方便，我只能开车。”家住阳光新路
的马先生这样说。在每个工作日的
上下班高峰期，他都要开车涌进拥
挤的车流，往返于阳光新路和二环
东路山大北路路口之间。

像马先生这样，将私家车作为
上下班交通工具的市民不在少数。

“我曾经观察过，在早晚高峰期，多
半车辆仅仅只有驾驶员一个人，这
样的情况严重占据了道路资源。”
历下区交警大队民警告诉记者。

目前，济南市的交通拥堵形势
依然随着机动车数量的增长在不
断加剧。据统计，济南市目前机动

车保有量已经突破140万辆，从2005

年以来，济南市机动车数量一直保
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年均增长率
超过17%。而汽车数量已经超过百
万，私家车更是保持较高的增幅，
数量已接近80万辆。

据了解，济南市区部分路段的
饱和度在高峰期达到1 . 2-1 . 5。而据
专家分析，饱和度在0 . 8至1 . 0之间
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超过1 . 0后极
易发生交通拥堵甚至交通瘫痪。交
通专家认为，按照目前的发展速
度，济南市的交通形势要想得到改
变，发展大容量的轨道交通似乎已
是必由之路。

“路越宽越堵。”这是一线交警
在接受采访时经常说到的一句话，
这在拥有双向十车道的经十路上
得到了验证。而纬十二路、经七路、
经一路等城市主干道，同样是交通
拥堵的主要路段。

作为济南连接东西的动脉道
路，济南市经十路的交通压力一
定程度上来自于过境车辆。“在现
有的线路设置上，以经十路为代
表的主干道交通压力将会有所缓
解。”

“如果线路能考虑到城区居
民的具体出行需求，那么主干道
交通压力将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
解。”槐荫交警大队民警告诉记

者。根据目前官方公布的消息，老
铁路沿线将会得到利用，一些老
站房也将得到启用，这无疑对周
边交通流的分解是一大利好。

市中交警大队负责人则认为，
相比现有的公共交通方式，轨道交
通具有准时、快捷的优势，这对于
现有的出行方式是很好的补充与
平衡。他认为，目前人们之所以仍
然愿意出门开车，还是因为公共出
行工具的相对单一。

“很多人还是对公共交通抱有
期待。”槐荫交警大队民警表示，在日
常巡逻过程中，他们经常会看到一
些车主将车停在经十西路公交站牌
附近，继而乘坐公交去东部上班。

“毫无疑问，如果有轨道交通
连接的话，许多人会放弃驾车，改
乘公共交通工具，但是要改变人们
的出行方式，缓解交通拥堵，不能
单靠这三条线。”有关人士认为，要
提高公共交通的覆盖率，还需要相
关配套设施的完善，比如换乘点有
免费换乘的自行车以及摆渡巴士。

那么，轨道交通的发展会对主
城区缓堵带来哪些利好？对此，许多
业内人士尚存疑虑：“目前的线路多
是在城市外围和边缘，要实现主城
区缓堵，不仅要保证人能走进来，更

要保证人能走出去。”
“如果下了车还是要走好几里

地，那就不能保证所有人都愿意乘
坐轨道交通。”有关人士分析，轨道
交通的作用要最大化发挥，就要实
现“大站快车，零点换乘”，让公共
交通出行方式做到无缝对接。

“下了地铁要有指示牌，附近
就连接着公交站点，这需要从全盘
考虑公交站点的优化配置。”该人
士认为，对于城市治堵而言，三条
线路的实现，仅是一个开始而远远
不是结束。

实现公交无缝对接更重要

主城区缓堵
不能单靠“R哥仨”

本报记者 董钊

日前，济南市公布未来轨道交通的3条线路36个站点，前期轨

道交通面貌有了大致轮廓。在交通拥堵形势日益严峻的当下，公

众普遍对轨道交通在缓解交通拥堵方面抱有较高期望。有关人士

表示，R1、R2、R3这三条线路将会对城市交通分流发挥较大作用，

然而要想缓解日益拥堵的主城区交通窘境，还需要靠多种公共交

通方式的无缝对接。

城轨时代主城区缓堵还需实现零换乘

城轨肯定会缓解主干道过境车压力

交通高峰期，多半私家车空驶

格记者观察

城轨浮出水面

房价备受关注

“我家就在铁路南边，希望能升
值。”19日，微博网友“Mr蓦”在讨论济
南轨道交通时这样留言。因为此次公
示的只是站点名称，具体的位置还没
有公布，不少市民还关心自己的房子
是不是在城轨附近。

其实，关注轨道交通对房价影响
的不仅是市民，还有众多的房地产商。
位于高新区国际会展片区的一个楼盘
就宣称：(城轨)1号线直通家门口，这
一明显的交通优势使得我们成为泉
城年底升值潜力最高的楼盘。而位于
王舍人片区的一楼盘也发微博：坐拥
两条轨道线，大盘升值在即！不过，业

内人士也提醒，“规划仅仅是提高心
理预期，真正受益还要等线路建成
后。”

对于城轨和房价的关系，山东省
政协委员邓相超认为，轨道交通对房
地产的影响是有的，济南的轨道交通
多数是在地上，它对周边的房价有带
动作用，但不能炒作和过于夸大。济南
地产评论人士于清则认为，单单一个
轨道交通，很难提升区域价值。

能否提升房价

还看片区配套

“济南城轨南北走向的两条线
路经过不少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和
配套措施不完善。只有这些问题逐
渐解决了之后，才能带动房地产的

发展。”邓相超说，这需要购房者有
耐心。

山东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李
铁岗认为，轨道交通对区域价值的提
升，最早发挥效应的是在交通线的重
要节点上，其他地方需要等待配套完
善之后才会有明显的变化。“区域环境
改变之后，城轨价值取决于这个片区
的产业定位和规模。所以，城轨对房地
产有一定作用，但这个作用是有限度
的。轨道交通经过的地方不一定都是
好的影响，在噪音等方面也有不好的
影响。”李铁岗说。

对于部分楼盘借城轨进行商业宣
传，李铁岗说，“商业宣传和投资价值
之间是有距离的，理性的投资者要学
会‘打折思考’，投资者要学会挑刺，寻
找其中的缺陷，这样才会有一个相对
完整的看法。”

城轨提振楼市，作用不能夸大
专家认为：城轨提升区域价值需要时间和配套
本报记者 葛亮

济南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环评第一次公示之后，城轨对房地产的影响，尤其是

城轨会提高房价的说法不绝于耳。受访的专家认为，轨道交通对区域价值和地产有带动提

升作用，但这种优势的显现需要配套设施，需要购房者耐心等待。

本报5月19日讯（记者 喻
雯） 日前，济南市城市轨道交
通近期建设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第一次公示。环评结束后，济南
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将有何进
展？19日，济南市有关部门人士
透露，环评审批迈出了第二步的
小半步，而正式通过国务院批准
需要四大步骤。目前济南市有关
部门正在准备相关材料迎接国
家发改委和住建部的审查。

18日，济南市城市轨道交
通近期建设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第一次公示。“公示期内，如果
公众对本项目建设在环境保护
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较多，对规
划中可能存在的环境问题反映
较多，我们会对线路做调整和
优化。”济南市有关部门人士表
示。环评结束后，济南市轨道交
通建设将有何进展？

对此，我省长期关注轨道
交通建设的知名交通专家许云
飞总结出地铁审批程序的四大
步骤。去年，《济南市轨道交通
线网规划》已经通过专家的评
审论证，正在履行地方政府的
审批程序。有了这个基本的前
提，才能有资格谈进程，这也是
报批程序的第一步。

第二步，相关部门要依据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对
近期将要实施的轨道交通建设

计划进行研究。这个规划在技
术层面上要经过两次审查：一
次是由国家发改委委托其认可
的三家咨询公司中的一家进行
预审，另外一次是由住建部委
托所在省的住建厅组织的初
审。在预审和初审通过后，由国
家发改委和住建部共同拟出意
见报国务院批准。

第三步，国务院批准后，根
据《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提
出的线路建设顺序，对拟建线
路的必要性、可行性和规模进
行论证，编制完成《轨道交通预
可行性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是
由国家发改委委托中国国际工
程咨询公司等单位进行审查后
上报国务院批准立项。

“国家立项是开工建设最
关键的因素。”许云飞说，第四
步，相关部门对国务院批准立
项的线路进行工程可行性研
究，由国家发改委委托中国国
际工程咨询公司进行审查后，
上报国务院批准开工。

“很多城市都是将第三步
和第四步的工作同步进行。”许
云飞说，这样就能够减少报批
时间，确保轨道交通能够在国
务院批准开工后一年左右的时
间内进行土建。目前济南所做
环评是在为上报国务院做准
备，这其实是在走第二步的三
分之一。

近日进行环评公示的三条
城市轨道交通线为何都叫 R
线？这种叫法是固定的还是可
以改变的？

中铁二院的一位专家介
绍，城市轨道交通一般分为R
线和M线。M线是指位于市中
心的轨道交通，站间距离一般

是1公里左右，停站较多，行驶
速度较低。R(H)线一般是指市
中心和周边郊区的联络线，运
行速度较快。

那为什么经过市中心的R2
线不叫M线呢？这位专家解释，
R2线的站间距较大，超过1公
里，速度较快，属于R线的一种。

郑州

规划到批准用了9年

2000年9月，郑州市开始编
制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2001年底，郑州市轨道交
通线网规划编制工作基本完
成。

2005年8月，河南省发改委
召开《郑州市城市快速轨道交
通建设规划》专家审核会，会议
提出了进一步优化远期线网方
案和意见。

2007年10月，郑州市城市
总体规划修编完成纲要成果，
再次对城市快速交通线网提出
了调整方案，完成了《郑州市城
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的
上报。

2008年1月8日，由中国国
际工程咨询公司主办的《郑州
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规
划》评估会，开始对郑州轨道交
通建设项目进行专家评估。

2009年2月6日，国家发改
委印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审批郑州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
近期建设规划(2008-2015年)的
请示》，郑州建设地铁终于获得
国家批准。

昆明

概念到批准用了15年

1994年，昆明和苏黎世开
始就城市规划建设方面开展合
作，在双方合作完成的《城市发
展与公共交通总体规划》中，首
次出现了地铁的概念。

2004年，时任昆明市市长
的王文涛将地铁建设提上日
程，并在当年部署昆明地铁规
划研究工作。

2005年3月，昆明组织北京
城建总院等单位开始了昆明地
铁规划的编制工作。

2006年，昆明地铁总体规
划通过了专家论证，待报国务
院批准。

2008年3月，国家发改委委
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对昆
明、南宁等五个城市的地铁建
设规划进行评估。

2 0 0 8 年 1 1 月，昆明地铁
规划环评获得国家环保部批
准。

2009年6月8日，国务院批
准昆明地铁建设规划。

2009年6月19日，国家发改
委根据国务院的批复，正式发
文批准昆明地铁建设规划。

格相关新闻

三条城轨为何都叫R线？
本报记者 葛亮

格他山之石

城轨建设周期很长

历山路北头铁路桥，胶济铁路线上行驶的列车。 本报记者 徐延春 摄

城轨如何借道既有铁路走廊
可能平行建于胶济线北侧，与火车并驾齐驱
本报记者 喻雯

济南市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
划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显示，济南
市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由R1
线、R2线和R3线三条线路组成，总长约
98km。特别是R2线充分利用了闲置铁
路专用线和既有铁路走廊，既减少了拆
迁，又降低了投资。

闲置铁路和既有铁路走廊具体是
如何应用的？

对此，中铁二院济南分院有关人士
介绍，R2线西起小高庄站，经济南西
站、省会文化艺术中心、二环西路高架
桥后，沿五七铁路专用线(711军专线)
和既有胶济铁路走廊，向东至郭店，全
长约37km。

该人士表示，“五七铁路专用线”此
前是济南向西郊机场运输油料的专用

线，这条线路目前已经废弃。有关部门
会将此线路拆除，再修建两条轨道交通
线路。与新建轨道交通线路相比，这样
可以减少对周边既有建筑的拆除，成本
也会降低。

胶济铁路如何利用？对此，该人士
表示，胶济铁路是连接济南和青岛、济
南城内唯一一条客、货分开的线路。从
货运专线来看，其经过济南城区部分的
主要是黄台站和历城站。“胶济铁路该
怎么跑就怎么跑，不会受到影响。”该人
士表示，轨道交通线路是在此线路北
边，平行于胶济线建设，也是以走地面
为主。

一般来说，轨道交通与现有公路要
做立体交叉，一般通过高架桥等形式打
造一个“铁路走廊”。如果新建一条走

廊，会对周边的建筑、景观等带来很大
影响，拆迁成本高。新建轨道交通就是

“并排”利用了这个走廊，等于是“两个
走廊合并成一个”来使用，这样就避免
了再做立体交叉工程，减少了工程量。

对于既有铁路的利用，山东省知名
交通专家许云飞深表赞同。许云飞认为，
改造城市及郊区既有铁路和支线，将其
建设成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线，是解决大
城市及其卫星城和工业区间交通问题最
经济、最有效的一个途径。利用既有的铁
路专用线开展城市轨道交通，也有利于
国有固定资产的盘活。“目前，济南的交
通拥堵已成了一个大难题，在地铁没有
修建起来之前，完全可以考虑把既有铁
路的利用当作一种过渡期的做法。”许云
飞表示。

入地，是否影响既有建筑
将主要采取暗挖法和明挖法
本报记者 喻雯

根据环评公示有关内容，R1线起
点至王府庄路段采用下穿敷设方式，其
余线路采用地上敷设方式。R2线起点
至二环西路、纬十二路至生产路路段采
用局部下穿敷设方式，其余线路采用地
上敷设方式。R3线起点至新东站采用
下穿敷设方式，新东站至机场采用地上
敷设方式。

地上敷设是什么走法？下穿又是如
何修建？下穿能否避开泉脉？

中铁二院济南分院有关人士表
示，以R3 线为例，在东部部分，目前
已经有不少高楼。虽然是地下敷设，

但是对既有建筑影响不大。省城东部
道路较宽，修建时可以利用路边的人
行道或绿化带，作为站点入口。具体
的线路部分可以采取地下施工来完
成。

地下施工如何完成？中铁十四局
集团隧道公司副总经理、教授级高工
戴尊勇介绍，从地铁工程的特点来
看，主要由车站和区间隧道组成。常
用的施工方法有明挖法、暗挖法、盾
构法、盖挖法等，结合济南特殊的地
质特点，暗挖法和明挖法用到的可能
性很大。在目前济南高楼林立的多个

路段，不用挖开地面的暗挖法尤为适
合。暗挖主要在区间隧道部分，在区
间隧道的局部地段，如地铁线路无法
避开既有泉脉时，需要采取行之有效
的工程措施，保证施工和运营不对既
有泉脉造成影响。从国内地铁建设情
况来看，一般情况下，地铁的埋深在
20米左右。

地面敷设如何修建？对此，中铁二
院济南分院有关人士表示，地面形式的
轨道交通与目前的铁路类似，基本与公
路在一个水平面上，这样对泉脉不会有
任何影响。

轨道交通建设审批四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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