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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铁路既有客站的现状及特点 

1.1  铁路既有客站的“硬件”与“软件”现状 

（1）站房使用面积较小。多数铁路既有站房存在建造时间久远、设计标准

过低的情况，由于受当时政治、经济、技术条件及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站房

设计时的建筑及使用面积均小，已无法满足人们的候车要求。 

（2）站房及客运设备老旧。铁路既有站房建造时间久远，加上高强度、高

密度的使用，导致客运设备老化陈旧，已严重制约了人们的乘车与出行所需。 

（3）站内基础设施功能不全。由于历史原因和设计标准过低等问题，站内

基础设施功能性较差，造成了旅客进出站流线单一或通行不畅。特别是在春运

期间其功能突显不足，需在车站广场搭设大量的临时候车雨棚及在各通道口增

加不少的值班作业人员来引导旅客进站乘车与下车出站，以满足旅客出行与乘

降的基本需求。 

（4）站内客运配套设施陈旧。站内水沟与上水配套设施严重老化，水沟底

部淤积，造成站场排水不畅，每逢夏季雨水来临之际，经常出现水淹站场的现

象。上水设施常年漏水，水管陈旧老化，铁路上水作业人员苦不堪言。 

（5）车站客运通行设施与地方交通配套设施脱节。由于铁路与地方城市

规划的匹配性与融合度不够，导致铁路客站四周的长途汽车客站、公交车站、

的士车站设施与之配套。旅客进出铁路客站在克服交通拥堵的同时，还要

面对不能及时便捷地到达候车站房买票乘车等问题，给人们出行造成了较

大困扰。 

（6）客运管理服务理念落后。近几年铁路运输管理部门进行了一系列的改

革，取得了明显成就，但由于设备设施的陈旧，功能的先天不足等，部分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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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站服务理念仍无法满足当下人们对出行服务品质的需求。 

1.2  铁路既有客站面临的社会特点 

（1）地处城市中心。纵观全国各大城市既有铁路客站均地处城市的中心地

带，这同铁路枢纽客站的历史地位和城市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首先，铁路客

站历史悠久，有的已长达百年，像武昌、汉口、信阳等火车站。其次，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火车已成为长途交通运输的主要工

具，地方经济配套发展也形成了以车站为主要交通枢纽的运输格局。再次，得

益于改革开放后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及整个城市规模的快速壮大，铁路客站已

处于城市发展与建设的中心地带。 

（2）四周交通拥堵。众所周知，铁路客站四周道路成型较早，前期规划标

准不高，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提升，已难以满足人门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及

交通出行条件的需要，地方城市主干道扩容改造工程的大量上马与铁路客站

周边现有交通条件形成了较大反差，客站四周成了城市交通运输的堵点与管

控难点。 

（3）周边治安环境较差。由于铁路客站周边人口密度与流动性较大，各类

社会人员均聚集于此，存在着不好管、不便管的情况，长此以往，车站周边环

境治理成了地方政府管理的“老大难”。 

（4）人民生活水平需求高。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中国

迎来了由高速度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与社会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矛盾日益显现，人民群众普遍关切的改善客站周边交通环境、生

存环境、社会环境与出行条件的美好需求亟须解决，所以客站与周边道路、广

场扩容改造事宜已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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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铁路枢纽客站的改造目标和要求 

2.1  改造目标 

（1）完善枢纽客站周边交通设施的使用功能。 

既有客站周边交通设施因铁路分割、功能不完善等原因造成交通资源分

散，加之公交车站、长途车站布局设计观念陈旧，地铁等配套设施跟进不足，

形成了布局功能单一的局面。改造后，将从根本上解决此类问题，能较好的实

现无缝换乘、公交与社会车辆高度匹配融合的功能目标，同时也增强了铁路客

站运输综合枢纽功能的发挥。 

（2）畅通车辆行驶流线。 

随着改造后客站周围交通路网布局的完善，打破了站区四周交通流线不畅

的现状，有效遏制了既有站前广场单一、地铁配套跟进不足、公交长途车站扎

堆或分于分散的局面，为车辆快速通行疏解了交通流线，同时也为站区四周交

通管理提供了基础性的功能条件。 

（3）有效疏解人流与车流。 

通过优化配套设施落实，将实现在铁路客站内部与长途、公交、轨道、出

租车、社会车的同步换乘。同时，随着车辆流线的畅通、管理服务的到位、城市

综合治理水平的提升，将有效缓解了铁路枢纽客站周边人流与车流拥挤的现状。 

（4）站区内部设施功能显著提升。 

改造后，将会彻底改变站场内部各类设施功能性不全、配套不足的现状，

旅客进站天桥、出站地道、行包地道、邮包地道、自动扶梯、垂直电梯、给排

水设施、客服引导系统等客运设施功能效应逐一发挥，为旅客快速乘降提供了

便捷条件。 

（5）优化旅客出行条件，促进客站服务品质与管理水平提升。 

通过对旅客进出站流线的优化及设备设施功能的健全，进站旅客与出站旅

客、旅客流向与行邮包车辆流向实行了立体交叉，做到了互不干扰、互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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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随着铁路客站新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方法的全面推行将有效促进客站服务

品质与管理水平提升。 

（6）成为城市建设发展的新名片。 

通过铁地双方的共同努力与通力合作，铁路客站周边配套设施到位之后，

将极大的改变了以往铁路客站四周路网不成系统、交通条件落后、棚户建筑多、

流动人口比例大、绿化匮乏、市政环境差、服务水平底的现状。新改扩建后的

铁路客站将成为城市的综合性交通枢纽，成为对外交流、展示城市形象的窗口，

成为城市区域内的标志建筑和主要的人流集散处所，成为城市枢纽建设的新地

标、新极地，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标志性的新名片。 

2.2  改造要求 

（1）要满足城市中心枢纽交通、人流、车流、物流所需。 

站区及周边设施改造要达到枢纽交通建设的目标，满足行人流线、车辆流

线、物资运输流线所需的要求。将彻底改变既有铁路客站设施陈旧，候车容量

严重不足，站前广场狭小、功能不全、人车混杂，对城市交通干扰严重的现状。 

（2）要实现铁路与地方交通零换乘、快通行的现代化交通枢纽建设需求。 

通过对铁路客站四周路网密度优化、地下交通换乘、立体街区及地下停车

库贯通等措施的实现，塑造主广场片区更加高效便捷的超级立体街区交通模

式。在此基础上，将铁路客站主、辅广场两侧的城市功能重新连接于一体，通

过地下、地面及空中一体化的广场形态，快速引导站前人流向两侧集散。 

（3）要符合新时代旅客购票简易、候车舒适、进站方便、乘降有序、美好

出行的需求。 

交通及客运设施的改造必须满足旅客购票方便简捷，候车环境优美，进站

与出站方便，乘降平稳有序，人民对平安全出行、温馨出行、便捷出行的美好

需求。 

（4）要实现城市交通枢纽、人际商务交流中心与复合型城市门户的建设构想。 

铁路枢纽客站改造将成为城市建设的交通枢纽、人际交流与商务开发的中

心、复合型城市建设的门户，必定会有效推动零售商业、精品餐饮、甲级写字

楼、服务式公寓的发展，成为综合枢纽、超级广场，同时也极大的带动了火车

站四周整体产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