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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岁序更新，观往知来。2023年，对重庆而言，是意义非凡的一年。

2023年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快交通强市建设，加快交通运输结构优化调整，

推进中心城区交通缓堵促畅三年行动，丰富交通出行智慧应用场景。

回望过去的一年，从运营里程478公里到538公里，重庆轨道交通用“500公里”的跨越发

展，在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的建设之路上，书写下助力交通强市的新篇章。

截至2023年底，我市前三期轨道线路全部建成投用，重庆轨道交通运营线路达到13条，占公共

交通比重跨越50%。轨道交通正不断提升市民出行品质，为区域联动、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重庆轨道交通建设重庆轨道交通建设重庆轨道交通建设重庆轨道交通建设重庆轨道交通建设重庆轨道交通建设重庆轨道交通建设重庆轨道交通建设重庆轨道交通建设重庆轨道交通建设重庆轨道交通建设重庆轨道交通建设重庆轨道交通建设重庆轨道交通建设重庆轨道交通建设重庆轨道交通建设重庆轨道交通建设重庆轨道交通建设重庆轨道交通建设重庆轨道交通建设重庆轨道交通建设重庆轨道交通建设重庆轨道交通建设重庆轨道交通建设重庆轨道交通建设重庆轨道交通建设重庆轨道交通建设重庆轨道交通建设重庆轨道交通建设重庆轨道交通建设重庆轨道交通建设
跑出加速度跑出加速度跑出加速度跑出加速度跑出加速度跑出加速度跑出加速度跑出加速度跑出加速度跑出加速度跑出加速度跑出加速度跑出加速度跑出加速度跑出加速度跑出加速度跑出加速度跑出加速度跑出加速度跑出加速度跑出加速度跑出加速度跑出加速度跑出加速度跑出加速度跑出加速度跑出加速度跑出加速度跑出加速度跑出加速度跑出加速度

运营里程向前

2023年，重庆轨道交通建设运营“捷报频传”，迎来多
条线路开通运营。

2023年1月18日
■9号线二期（兴科大道-花石沟）开通初期运营；
■10号线二期鲤鱼池至后堡段开通初期运营。
一南一北两条新线，加密了重庆轨道交通线网，实现中部槽
谷北部片区与中心城区重要功能节点30分钟快速通达。

2023年2月27日
■5号线北延伸段（园博中心-悦港北路）开通初期运营
重庆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跨越500公里，这意味着重庆建
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山地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网络，群众
出行通达性、便捷性、舒适性持续提升。

2023年11月30日
■5号线（大石坝-石桥铺段）开通初期运营；
■10号线（后堡-兰花路段）开通初期运营；
■江跳线与5号线正式贯通载客运营。
5号线、10号线两条南北向轨道骨干线路全线贯通，进一步
增强我市轨道交通南北走向运输能力；而5号线和江跳线
实现贯通运营，列车可实现从江跳线圣泉寺站运行至5号
线石桥铺站，换乘方式由“人换乘”进阶为“车换线”，为乘客
节省换乘时间的同时，逐步满足广大乘客“一车直达”“零换
乘”的出行需求。

2023年12月18日
■18号线开通初期运营
标志着重庆前三期轨道线路全部建成投用，重庆轨道交通
运营线路增至13条，运营里程达到538公里。

508.1万508.1万 客流8刷纪录

2023年12月31日，重庆轨道交通全线网客运量达508.1
万人次，创下单日客流量历史新高。随着重庆轨道交通线网
不断织密，2023年重庆轨道交通已8次刷新客运纪录。

2023年2月10日 424.3万人次

2023年2月17日 425.3万人次

2023年2月24日 433.9万人次

2023年3月3日 436.6万人次

2023年4月28日 468.8万人次

2023年4月30日 471.9万人次

2023年9月28日 494.2万人次

2023年12月31日 508.1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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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运营及在建里程突破1000公里

截至2023年底，重庆轨道交通里程突破500公里大关，达到
538公里。之前在国内，突破这一大关的，仅有北京、上海、广州
等7座城市。完成这一里程碑式纪录后，重庆轨道交通下一个目
标，又在哪里？

2023年2月，重庆召开轨道交通“跨越500公里”新闻发布
会。重庆市住房城乡建委党组书记、主任岳顺表示，重庆轨道交
通工程建设投用强度，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跨越500公里”，绝不
是重庆轨道交通的“终点”。

2024年，计划开通市域铁路璧铜线；2025年，计划开通4号
线西延伸段、6号线东延伸段、18号线北延伸段、24号线一期等4
条线路，届时全市运营里程突破600公里以上。

“‘十四五’期间，力争重庆轨道交通运营及在建里程超过
1000公里。”重庆市住房城乡建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董勇说。

2 支撑2.87万平方公里城市空间布局

轨道交通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骨干”，是优化城市空间布局
的重大民生工程。如何支撑重庆主城都市区约2.87万平方公里
超大城市空间布局？重庆早有应对。尖璧段建成通车后，从璧山
城区到大学城的时间由30分钟缩短到5分钟；江跳线建成通车
后，江津市民只需半个小时，即可快速进入中心城区。

重庆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张远表示，至2035年，重庆主
城都市区规划形成多层级轨道线网格局。

首先，构建“环射+纵横”的城市轨道线网。重庆共规划24条
城市轨道，包括18条普线和6条快线，总里程约1312公里。

其次，构建“七射线两环线”市域（郊）铁路网。重庆规划总里
程约1061公里市域（郊）铁路网。放射线7条约426公里，实现主
城新区12个区与中心城区直联；环状线2条约635公里，实现主
城新区各区之间网络联通。市域（郊）铁路与轨道15、26、27、28

号线可贯通运营，实现主城都市区各区之间1小时通达、相邻地
区之间半小时通达。

另外规划延长市域（郊）铁路C1线（渝合线）至广安，加强广
安与合川之间快速便捷轨道联系，推动广安全面融入重庆都市
圈，打造川渝合作示范区。

“通过轨道线网规划建设，可实现‘1小时通勤圈’，支撑毗邻
地区联合发展、融合发展，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张远
说。

3 千万级常住人口便捷出行

如今的山城市民，越来越体会到，轨道交通带来的便捷舒适。
——畅通“外循环”，重庆轨道与机场、火车北站等多个枢纽，

实现每个站场至少有两条轨道线路进入，枢纽内无缝衔接。
——畅通“内循环”，重庆轨道在全国率先创新实现互联互

通。
——畅通“微循环”，全力推进地面公交与轨道交通一体化换

乘建设，建成公交轨道一体化换乘站点上百个。
据重庆交通开投集团副总经理郝满炉介绍，通过三个“循

环”，更能发挥好“轨道到站、公交到家”的协同作用。
2023年7月1日起，重庆轨道交通1号线、2号线、3号线、5

号线、6号线、9号线、10号线、环线以及国博线的所有列车车厢全
部启用“强冷”“弱冷”功能；2023年8月，重庆轨道交通“爱心预
约”乘车服务正式上线；截至2023年底，重庆轨道交通已与北京、
上海、广州、南昌、成都等多个城市轨道交通实现互联互通。通过
这些举措，为大家提供更便捷、细致、温馨的出行服务。

4 两大万亿级产业高效聚集

光电园的数字经济、龙洲湾的繁华商圈、璧山的云巴产业、沙
坪坝的TOD城市综合体……重庆轨道交通，正源源不断地聚集
人才、企业、资金等各种要素，重庆轨道交通累计完成投资近
3200亿元。

“根据相关研究显示，轨道交通每投入1个亿，就会产生2.63
亿的GDP产值。”重庆市轨道交通专家委员会委员沈晓阳说。在
他看来，轨道交通的建设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是互动的，创造了
更多的工作岗位，对推动城市建筑业的发展、轨道交通装备业的
发展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2023年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建设智能网联新
能源汽车、电子信息制造业两大万亿级产业集群。未来，重庆轨
道交通，将助力这两大万亿级产业集群建设。

比如3号线、15号线、江跳线等，就能有效串联起龙盛、汽博、
江津双福等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片区；1号线、3号线、6
号线和国博线，则串联西永、空港、礼嘉智慧城等片区，支撑电子
信息制造业产业集群打造。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