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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居住型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周边慢行空间研究

任雪婷  高 杰（通讯作者） 张育南 

摘 要：通过问卷调查明确了影响北京居住型轨道交通站点周边慢行适宜度的关键空间物

理环境因素。选取北京13个代表性居住型站点，对其出入口周边慢行空间的组织进行归纳

分类统计，分别从出入口与城市道路的位置关系、出入口与周边建筑的关系、周边慢行交

通断面形式、周边自行车停车空间、周边商业空间形式等进行调研分析，得出北京居住型

站点周边慢行空间组织现状，为人性化城市规划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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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住型轨道交通站点周边慢行空间包括人行道、自

行车道、站前集散广场、自行车停车场、绿地、架空步道、

地下空间、商业街、商业建筑内部空间、其他公共建筑空间

等。囊括了步行与自行车的城市慢行交通已成为居民往返轨

道交通站点的重要接驳方式，是解决“最后一公里”出行问

题的良方。居住型轨道交通站点周边人口密度较高，早晚高

峰通勤特征明显，慢行交通接驳需求较高，周边一些剧场、

体育场、游乐场等还会在高峰期产生大量瞬时客流，这些现

象在北京尤为明显。

研究对象与内容

研究对象选取

根据既往研究，在居住型站点0-500米范围内，居住用地

构成比例约为50%-60%，本研究按此标准，并参考《北京城

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以中心城区和昌平区为研

究对象，选出13个居住型站点且加以编号（图1），对38个调

研站点出入口也加以编号，如安立路站A口表示为“1A”。

研究内容

本研究重点考虑人的空间体验，而物理环境因素相对于

其他城市空间因素来说更具改造与提升潜力，因此首先通过

问卷调研，明确北京居住型站点周边慢行环境的主要空间物

理影响因素。其次，针对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进行调研分析，

包括出入口与城市道路的关系、出入口周边慢行空间断面形

式、公共空间、商业设施、自行车停车设施等，总结当下面

临的主要问题。

北京居住型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关键性慢行空间环境因素

问卷内容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网络调查法，共回收305份有效问卷。问卷内

容包括调研对象个体属性、影响站点周边慢行体验的主要空

间因素——分别从步行与自行车出行的安全性、便捷性、舒

适性、标识性四个方面了解调研对象对北京居住型站点周边

慢行空间环境因素重要性排序。

调研对象基本属性

经统计，调研对象在性别与年龄属性方面，女性较多于

男性（图2），年龄集中在26-35岁以及18-25岁（图3）。首

先，18-35岁的青年人更熟悉网络环境，也更善于通过网络

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其次，居住型轨道交通站点对于他

们更具重要性，这一年龄段的人群以上班族和学生为主，通

常会在站点周边进行通勤、购物、餐饮、娱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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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居住型站点周边慢行空间关键性环境评价因素

通过对问卷进行分析，得出慢行空间环境要素重要性得

分排序如图4所示。可以看出，在步行环境空间中，“路径便

捷，较少的绕路”排第一位，其次是“公共交通服务站点的

可达性”和“较少被立体交叉道路打断”，说明搭乘轨道交

通的步行者最关注步行的便捷性。除了路网的便捷不绕路，

还看重步行与公交、地铁之间连接的便捷程度。对于造成体

力负担或增加绕行距离的立体交叉道路有较大的排斥性。排

名第四的是“沿街商业丰富，购物便捷”，说明居住型站点

周边的商业设施有很大发展潜力，不仅可以增加生活的便利

性，也有利于站点人群的疏散，还能使乘客通过购物缓解疲

劳，提升出行舒适性。

在自行车空间要素得分中，排第一位的与步行相同，也

图1 调研站点在北京总体规划中的位置示意图

来源：作者改绘自《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

图2 调研对象性别比例  图3 调研对象年龄段比例

图4 北京居住型站点周边步行（上）与自行车出行（下）

空间环境要素排序

是“路径便捷，较少的绕路”，说明便捷性是步行和骑行两

类慢行者最看重的。其次是“较少被立体交叉道路打断”，

说明骑行者对于立体交叉道路有更大的排斥性。相比步行，

骑行往往有更多绕行，增加了安全风险。再次是“充足、便

利的停车设施”，停车设施能降低自有自行车的丢失风险，

提高共享单车的使用效率。而目前亟需进行相关建设，尤其

是需要考虑针对共享单车的停车设施。另外，自行车出行者

较不看重站点与公交、地铁之间连接的便捷程度，也相对不

看重“沿街商业丰富、购物便捷”。而“清晰的标识指引”

更被骑行者所重视。

北京居住型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周边慢行空间基础分类

与统计

出入口与城市道路的位置关系

站点出入口
位置

图示 站点出入口编号 数量/比例

城市主干道
路口转角

1A,1B,1C,1D,
3A,3B,4A,10A,
10B,10C,10D,
10E,11A,11B,

13C,13H

16/42.1%

城市主干道
路边一侧

2B,2C,3C,3D,
4B,4C,5A,6C,
10F,10G,12A,

13A

12/31.6%

城市主干道
与环路路口

转角

6A,6B,7A,
7B,7C,7D,
9A,9B

8/21.1%

城市主干道
与高速路路
口转角

8A 1/2.6%

城市环路路
边一侧

9C 1/2.6%

分类比例图

表1 北京调研站点出入口与城市道路的位置关系分类 

关系 图示 描述 调研出入口

独立式

出入口独立布置
在路边人行道
上，与周边建筑
有一定距离

除10B外

嵌入式
出入口镶嵌在地
面建筑首层靠马

路侧
10B

附着式

出入口与建筑紧
贴，但分别布置
楼扶梯，占合建
建筑底层面积

无

表2 北京居住型地下站点出入口与周边建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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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集中式 分散式 未明确

描述
周边集中布置相应规模的

停车场
位于周边零散用地的停车设施 周边并未建设停车设施

照片

数量 13 17 8

调研站点
2C,4A,5A,7A,8A,9A,10A,
9B,10D,11A,11B,12A,13A

1A,1B,1C,1D,2B,3A,3B,3C,3D,4
B,4C,7C,7D,9B,9C,9C,13H

6A,6B,6C,7B,
10E,10F,10G,

13C

比例 34.2% 44.7% 21.1%

比例图

表4 北京居住型站点出入口周边自行车停车设施分类

注：图片来自百度地图

类别 图示 数量/比例 站点出入口

步行道-自行
车道-隔离
带-车行道

1/2.6% 5A

步行道-自行
车道-护栏-

车行道
16/42.1%

7B,10D,10E,
11A,11B,1A,
1B,1C,1D,
4B,4C,6A,
7C,7D,8A,

10B

步行道-自行
车道-车行道

11/29.0%

2B,6B,9A,
9B,9C,10A,
10C,12A,
13A,13C,4A

步行道-小汽
车停车位-自
行车道-车行

道

9/23.7%
2C,3A,3B,
3C,3D,7A,
13H,10F,10G

步行道-车行
道

1/2.6% 6C

分类比例

表3 北京居住型站点出入口慢行空间断面形式分类

点，出入口是轨道交通综合体的一部分，没有分类需求。调

研地下站点出入口与周边建筑的关系见表2。可以看出，几

乎所有调研站点出入口均为独立式，仅有一处为嵌入式——

位于商场外侧，有利于乘客购物和疏散。调研中未发现有附

着式出入口。值得注意的是，独立式出入口容易侵占步道空

间，需要在前期规划时予以充分考虑。嵌入式较节约用地，

也可缓解出入口区域对街道的直接压力，但其识别性较差，

可通过装修、标志牌、色彩变化来增强识别性。附着式易营

造高低错落的城市景观，也减少了对步道的侵占，但需要在

建筑建设时预留空间。

出入口周边慢行空间断面形式

不同的空间断面形式会给慢行者以不同的出行体验。调

研站点出入口周边慢行空间断面形式分类见表3。调研站点

中，周边均有步行道，有极少量站点无自行车道。最常见的

断面为“步行道-自行车道-护栏-机动车道”，说明北京慢

行道设施基础较好。调研慢行空间体验最差的一类是无自行

车道，步行道直接与机动车道紧邻。将慢行道与机动车道用

绿化隔离带或停车位分隔是体验最好的。步行与自行车道之

间有小汽车停车位的，会对自行车的连续性与安全性造成一

定负面影响。

出入口周边自行车停车空间

调研站点出入口周边严重缺乏自行车停车空间和设施，

自行车尤其是共享单车占用慢行空间的现象普遍。而现有自

行车停车场往往缺少围挡，出入站点时望过去一览无余，严

重影响乘客体验。如表4所示，本文将所调研的自行车停车设

施按布局方式分为集中式和分散式，有些站点出入口没有任

何停车设施，将其归类为未明确。集中式有利于满足停车需

求，但要求出入口周边有足够的城市剩余空间。分散式占有

最大比例，为45%，适合狭小的城市空间或停车需求不大的

如表1所示，调研站点出入口大部分位于城市主干道路口

转角或一侧，其中位于道路转角的更多。这是因为我国地

铁线路通常沿快速路布置。出入口设置于宽马路的路口转

角容易使人迷失方向，出行体验较差。另外还有少部分站

点位于主干道与环路路口、一侧甚至临高速路口转角，致

使行人或骑行者路线被立体交叉环路或高速公路阻隔，须

绕行较远的距离。 

出入口与周边建筑的关系

本部分仅针对地下站点。因北京地上站点通常为高架站

区域。有极少量站点未建

设自行车停车设施，亟需

补充。

出入口周边商业空间

调研站点周边商业

空间按布局形态可分为零

散式、连续式和集中式；

有站点周边没有任何商业

设施，将其归类为未明确

（表5，蓝色代表站点，橘

色代表商业）。零散式通

常呈不规则点状散布，如

零散商贩和底商，此类占

比最高。有些零散式商业

会占用慢行空间，造成拥

堵，不利于客流疏散。连

续式通常呈线型，如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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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实例 图示 调研照片 站点出入口 数量/比例

零散
式

零散商
贩、底商

1C,4B,4C,
5A,6A,6B,
7D,8A,10A,
10G,11A,
11B,13H

13/34.2%

连续
式

连续底
商、市场

1A,1B,1D,
7A,7B,7C,
9A,9B,9C,
10D,10E,10F

12/31.6%

集中
式

大型商
场、市场

2C,3A,3B,
3C,3D,5A,
9B,13A,
13C,13H

10/21.0%

未明
确

无商业设
施

2B,4A,6C,
9B,12A

5/13.2%

比例
图

表5 北京居住型站点出入口周边商业设施分类

路口转角或一侧；出入口与周边建筑的关系多为独立式，少

有嵌入式，未见附着式；出入口周边慢行空间断面形式分为5

类，最常见的为“步行道-自行车道-护栏-机动车道”，慢行

道设施基础较好；出入口周边自行车停车设施多为集中式和分

散式，分散式最多，另有少量无设施，说明多数调研站点并未

规划成规模的停车场地，且现有设施普遍缺少遮蔽；出入口周

边商业设施分为零散式、连续式和集中式，零散式占比最多，

还有少量站点无设施，说明多数调研站点出入口周边商业环境

较差，未能形成高效的客流流线组织。

本研究期望帮助城市轨道交通与慢行空间实现良好结

合，塑造有益于健康和环保的城市空间和生活方式。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研究基地项目（北京物流信息

化研究基地）“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背景下城市物流设施研究”

（14JDCSB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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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商、线型市场，此类商业布局有利

于形成高效的客流流线组织，占比不

到1/3。集中式通常为面状，如大型

商场、市场、超市等，约占21%。当

出入口位于商场底层临街一侧，或经

商场地下空间进入站点内部时，商业

空间能较好地与站点互动，为出行者

提供便利。而当此类商业与站点互相

独立时，通常与站点共用出入口广场

空间。调研发现，多数共用的广场空

间缺乏慢行设施和良好景观。还有少

部分站点周边并未建设商业设施，需

要尽快予以完善。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研得出，慢行

者对居住型轨道交通站点周边空间最

主要的诉求为通行的便捷性，体现在

空间环境影响因素是：路径便捷，较

少的绕路。除此之外，步行者对于公

共交通服务站点的可达性高、沿街商

业丰富程度高等因素较为看重；骑行

者则对充足、便利的停车设施、舒适

的专用自行车道等更为看重。

通过基础归纳分类统计得出：调

研站点出入口大部分位于城市主干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