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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述 

1.1 项目背景 

我市已经编制完成了四轮轨道线网规划，这些规划较好地指导了我市轨道一、二、

三、四期工程建设规划，为我市的轨道交通规划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现状已运营城市

轨道 8 条约 285.5 公里，规划至 2022 年四期工程建成后，全市将形成 15 条线路约 583.1

公里的轨道线网。 

根据市政府工作部署，我市已正式启动《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的

编制工作，作为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轨道交通有必要配合总规开展第

五轮规划修编工作，并将规划方案纳入总规。为落实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城市发展战略，

更好地发挥轨道交通对城市发展的引导作用，迫切需要结合我市新的发展定位和要求，

开展新一轮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工作。 

1.2 范围年限 

规划范围为深圳市行政区范围，研究范围拓展至与深圳相邻的香港、广州、东莞、

惠州、珠海、中山和深汕合作区等地。 

规划基础年为 2016 年，规划远期年限为 2035 年，与正在编制的《深圳市城市总体

规划（2016～2035）》的年限保持一致。 

1.3 工作目的 

（1）明确轨道交通发展战略目标：提出与深圳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创新城市目

标相适宜的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的目标和要求。 

（2）明确轨道交通线网布局方案：根据城市最新一轮的空间布局方案和综合交通

体系的发展要求，提出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的轨道交通线网布局方案。 

（3）指导制订轨道线网分期实施计划：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是确定轨道交通近期建

设规划编制的依据。根据“适度超前、近远结合”原则，确保我市轨道分期建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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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市及交通发展趋势 

2.1 区域发展趋势 

（1）粤港澳大湾区加快建设世界级城市群，要求深圳持续提升在区域中的核心竞

争力。 

粤港澳大湾区加快建设世界级城市群，需强化深圳在湾区中尤其是珠江东岸深莞惠

都市区的核心竞争力，促进湾区交通设施的全面对接和发展要素的便捷流动，引领湾区

向最具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迈进。 

  

图 2-1 粤港澳大湾区和珠三角都市区结构示意图 

（2）深莞惠和河源、汕尾“3+2”经济圈、特别是深汕合作区建设全面深化，深圳

需不断强化对产业腹地的辐射带动力。 

深圳目前面临土地资源的刚性约束，需借助深莞惠经济产业不断融合的契机，构筑

与都市圈相适应的一体化轨道交通线网，以“东进、西联、南接、北合”的城市发展策略，

加速推进深莞惠都市区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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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珠江东岸都市区发展通道及深山合作区区位图 

2.2 城市发展趋势 

（1）城市多中心空间体系的规划建设，需强化外围中心的发展动力。 

《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初稿）提出构建“多中心、网络化、组团

式”的空间结构。但现阶段中心区集聚程度仍在不断增强，未来城市空间结构将可能形

成两种发展态势：一是超强中心放射结构，二是强中心+外围三大集合城市结构。因此，

需充分发挥轨道交通在组团化城市空间结构塑造中的引导作用，提升外围中心功能，从

源头降低交通出行总量。 

 

图 2-3 深圳市城市空间结构域中心体系图（2016-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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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超强中心放射结构和强中心+外围三大集合城市结构图 

（2）“东进战略”、“中轴提升战略”和“西部优化战略”要求加强轨道交通的引导作

用。 

目前，我市城市发展不均衡，“西重东轻”、“南强北弱”态势明显，东部、北部地区

发展动力严重不足，需加强轨道交通对城市的引导作用，引领 “东进战略”、“中轴提升

战略”和“西部优化战略”的实施，优化城市空间格局，推动外围集合城市发展。 

 

图 2-5 深圳市空间战略发展示意图 

（3）城市重点区域和新兴产业的打造，亟需推动以轨道枢纽为核心的一体化公共

交通体系建设。 

《深圳市近期建设与土地利用规划（2016-2020）》（报批稿）中规划 24 个重点发

展片区，需加快推进以轨道交通枢纽为核心的交通设施一体化建设，并与前海-蛇口自

贸区、深圳湾超级总部等重点区域耦合，促进重点区域功能集聚、产城融合发展，实现

城市产业功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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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深圳市城市重点区域分布图 

（4）中心城区职住不平衡加剧，居住人口往深莞惠通勤圈扩张。 

近 10 年来，随着产业结构调整，我市人口规模增速放缓，但总量持续增加。根据

织网工程，2015 年我市居住人口 1856 万，其中常住人口 1366 万，就业岗位 1100 万左

右（其中工业就业约占 47%）。 

结合我市未来产业、经济发展规划，预计远期管理人口 2200 万、岗位规模 1500 万，

预计未来我市需在深莞惠边境地区平衡人口约 150-200 万左右。 

  

图 2-7 近五年人口规模变化示意图     图 2-8 深圳都市圈职住平衡范围示意图 

随着职住分离进一步加剧，未来原特区内未平衡岗位约 250-300 万，其中南山、前

海职住不平衡问题尤为突出，约 180-200 万岗位需对外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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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现状和规划人口分布图            图 2-10 规划人口岗位分布图 

2.3 交通发展趋势 

随着深莞惠通勤圈的形成，城市人口、就业结构与空间布局的变化，未来我市客运

交通发展趋势如下： 

（1） 全市机动化出行需求持续增长 

2016 年全市机动化出行总量约 1931 万人次/日，市内机动化出行约 1679 万人次/

日，预测远期全市机动化出行量约 4400 万人次/日，是现状的 2.3 倍。 

（2） 深莞惠跨界交通需求增长迅猛 

预计远期深莞惠跨界通勤出行约 666 万人次/日，非通勤出行约 266 万人次/日，其

中城际线和城市轨道需承担 65%~70%的出行。 

（3） 跨原二线关潮汐性通勤交通拥堵将进一步加剧 

2016 年跨原二线关客流量达 33 万人次/高峰小时，未来向心聚集交通趋势显著，

远期跨原二线关交通量约 92 万人次/高峰小时，是现状的 2.8 倍，交通拥堵将进一步加

剧。 

（4） 中心城区交通拥堵时间及空间继续扩大 

南山、福田、罗湖城市更新强度提升，如南山在现状 1.0 亿平方米建筑量的基础

上新增 0.8~0.9 亿平方米，中心城区交通面临巨大压力。 

（5） 外围城市中心交通需求增强 

随着外围城市中心的产业转型和人口结构优化，内部交通及跨境通勤交通需求大

幅增长，对外辐射带动能力增强，有组成边界地区交通圈的趋势。 



 

深圳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2016-2035） 

7 

3 规划目标及总体分析 

3.1 规划目标及策略 

3.1.1 规划目标 

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战略，适应区域融合和深莞惠都市圈趋势，引

领城市多中心、网络化、组团式结构发展，适度超前规划城市轨道交通，确立轨道交通

在公共交通中的主体地位，构建竞争力强、覆盖面广、可达性高、衔接良好、运营高效、

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一体化多层次轨道交通线网，实现全市轨道交通服务“456070”

的发展目标。 

（1）第一个“45”：加强都市核心区与外围市级中心和副中心之间的联系，实现核心

区与外围中心之间 45 分钟轨道交通通达的目标。 

（2）第二个“60”：加强与珠三角其它城市的紧密联系，实现与珠三角主要城市中心

之间 1 小时轨道交通通达的目标。 

（3）第三个“70”：优化交通出行结构，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比例达 70%以上。 

3.1.2 规划策略 

根据以上发展目标，在既有线网及稳定线路基础上，在区域发展协调、城市发展协

调和综合交通协调三个层面，提出三大规划策略： 

（1）策略一：构建功能层次清晰的区域轨道线网，促进都市圈一体化发展。 

（2）策略二：构建与城市空间相契合的市域轨道网，促进特区一体化发展。 

（3）策略三：构建以轨道交通为核心的一体化公共交通体系，优化城市交通出行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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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现状线网及层次 

3.2.1 现有轨网情况 

（1） 运营轨道线路情况 

截至 2017 年 7 月，深圳市建成运营城市轨道 1、2、3、4、5、7、9、11 号线共 8

条线路，总里程约 285.5 公里，轨道站点 199 个，换乘站 28 个，日均客运量约 450 万

人次，高峰达 530 万人/日，地铁客流占公交比重已达 44%，占机动化出行比例约 15%。 

（2） 在建轨道线路情况 

目前我市在建城市轨道线路共 10 条（含 7 条延长线）、148.7 公里，包括三期工程

6、8 号线，三期调整工程 2 号线东延、3 号线东延、3 号线南延、4 号线北延、5 号线

南延、6 号线南延、9 号线西延、10 号线。预计至 2020 年轨道三期及三期调整工程全

部建成后，我市城市轨道运营里程约 434.2 公里。 

 

图 3-1 轨道交通一、二、三期线路图 

（3） 四期建设规划情况 

四期建设规划已于 2017 年 7 月获批，四期工程共有轨道线路 5 条，分别是 6 号线

支线、12、13、14 和 16 号线，总长约 148.9 公里。预计 2022 年可全部建成通车，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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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城市轨道运营里程约 583.1 公里。 

 

图 3-2 轨道四期建设规划批复图 

（4） 既有线网规划情况 

既有线网规划全市城市轨道共 20 条线路，总长约 753 公里（含弹性发展线路约 73.7

公里），其中快速轨道 5 条、长约 242.2 公里，普速轨道 15 条、长约 510.8 公里。同时，

在深圳地区规划了 5 条城际线路，形成约 146.2 公里的城际线网。 

 

图 3-3 既有轨道线网规划方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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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线网功能层次 

既有轨网规划城市轨道与城际轨道共同形成城际铁路、市域快线、普速服务线路三

个功能层次的轨道线网体系，各功能层次线路特征如下： 

（1）城际铁路：主要服务于珠三角城市群内城市和重要片区之间的联系，服务范

围一般在 50km 以上，设计速度 140～200 km /h，平均站距约 5～10 km。 

（2）市域快线：联系市域主次中心，市域外可覆盖深莞惠边界临近城镇，以市域

通勤功能为主，服务范围一般在 30~50 km，设计速度 100～140 km /h，平均站距约 2～

5 km。 

（3）普速服务线路：覆盖市域内主要客流走廊，服务范围一般在 20～30 km，设

计速度 80～100 km /h，平均站距约 0.8～1.5 km。 

3.3 线网走廊及规模 

规划按远期管理人口 2200 万、流动人口 200 万、深莞惠边境地区约 150-200 万居

住人口以及全市 1500 万岗位为前提进行客流测试，并作为控制轨道通道的依据。 

我市主要客流走廊包括：（1）传统的罗湖—福田—南山的东西向城市发展主轴；

（2）沿东、中、西对外放射的城市三大发展轴；（3）以前海南山为中心，往龙华-龙

岗和光明-东莞方向的两条新增发展轴；（4）莞惠与我市各外围副中心之间的客运走廊。 

综合考虑上述客流走廊的轨道客流规模和弹性布局要求，东部放射轴需布局 4~5

条，中部放射轴需布局 4~5 条，西部放射轴需布局 7～8 条，西部南山-龙华放射轴需布

局 4 条，西部南山-光明放射轴需布局 2~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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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远期通道需求的轨道数量示意图 

综合考虑交通需求、经济实力、客流测试等因素，按交通走廊满足轨道客流需求布

设轨道线路的要求，预测远期城市轨道线网的适宜规模为 1150~135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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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城际铁路和市域快线规划方案 

4.1 城际铁路规划方案 

4.1.1 既有城际铁路规划方案 

现有珠三角城际网规划为“三环八射”布局，与深圳相关线路包括穗莞深城际、深惠

城际、中虎龙城际和深珠城际 4 条。 

 

图 4-1 既有珠三角城际网规划方案 

4.1.2 规划策略 

城际线布局在既有国家铁路布局规划的基础上，结合我市“东进、西联、南接、北

合”的发展策略，强化深圳区域中心地位，构筑“双心放射”的城际线布局形式，新增城

际线基本以前海南山中心对外放射为主，应对都市通勤圈的交通发展需求，并在我市新

增东西向串联城际线，未来我市将形成“放射线+半环形”布局的城际轨道网络。 

4.1.3 优化方案 

在既有穗莞深城际等 5 条城际线基础上，考虑协调珠三角城际、枢纽节点耦合、线

网化运营等因素，优化调整穗莞深城际、深惠城际、港深西快、中虎龙城际和深珠城际

5 条线路，新增南北向深莞城际和东西向中深惠城际 2 条建议线路，形成“五放射、一

半环、一外围”共 7 条城际轨道线网，线网总长约 278.4 公里，具体新增和调整线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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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及图 4-2 和附图二。 

（1）穗莞深城际线（优化）：承担西部前海、宝安与东莞、广州的跨区域快速轨

道联系。线路起于广州白云机场并设支线至中心城区琶洲站，经东莞麻涌、洪梅、沙田、

厚街、虎门、长安、深圳海上田园、和平、宝安机场，沿宝安大道经前海湾枢纽终至深

圳湾口岸，深圳境内段长约 43.3 公里。 

（2）深惠城际线（优化）：承担前海南山向东敷设龙华、龙岗、惠州的功能。线

路起自前海，连接西丽站、深圳北站、五和、平湖、大运北、龙城、新圩、惠州中心区，

深圳境内段线路长约 63.3 公里。 

（3）中虎龙城际线（优化）：承担龙岗、坪山中心与东莞的跨区域快速联系功能。

规划调整为由清溪经龙岗中心城设站构筑龙城枢纽（与深惠城际、21 号线、31 号线换

乘）后引入坪山枢纽，再延至坪山出口加工区（规划新中心），并预留东延条件，深圳

境内段长约 29.4 公里。 

（4）深珠城际线（优化）：承担深圳、珠海的快速轨道联系功能。规划线路自珠

海跨江接入前海妈湾，并与深惠城际线搭接实现互联互通，深圳境内陆域段长约 4.6 公

里。 

（5）深莞城际线（建议线路）：承担深圳西部南山向东莞辐射功能。起自红树湾，

经沙河高尔夫至西丽枢纽，沿同乐路、宝石路、松白路连接石岩、光明城、松山湖至东

莞、增城，深圳段长约 44.1 公里。 

（6）中深惠城际线（建议线路）：承担深圳向东辐射惠州、向西跨珠江辐射中山

功能。线路连接机场北（T4）枢纽、机场东枢纽、石岩、龙华、龙岗、坪山枢纽、坑梓

至惠阳，预留连接深圳第二机场或深汕合作区的条件，深圳段长约 71.6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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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城际线规划布局图 

表 4-1 城际线规划方案表 

序号 线路名称 起点 终点 市内长度（km） 

1 深惠城际线 前海妈湾 惠城 63.3 

2 穗莞深城际线 深圳湾口岸 琶洲/广州东/白云机场 43.3 

3 港深西部快轨 深圳机场 香港机场/洪水桥 24.7 

4 中虎龙城际线 中山北站 坪山站/大亚湾 29.4 

5 深珠城际线 前海妈湾 珠海 2 

6 深莞城际线 深圳湾总部基地 莞城/增城 44.1 

7 中深惠城际线 中山/深圳机场 坪山/惠阳 71.6 

合计 278.4 

4.2 市域快线规划方案 

4.2.1 既有市域快线方案 

既有轨道线网规划市域快线共 5 条，分别为 6 号线（科学馆—松岗）、11 号线（大

剧院—碧头）、13 号线（深圳湾口岸—公明）、14 号线（福田—坑梓）、18 号线（空

港新城—平湖）。轨道四期建设规划 14 号线坪山支线不变，增设龙岗支线（坳背—新

生站，并预留延伸至坪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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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规划策略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主中心对外辐射功能和外围次中心发展动力，缓解城市主要轴向

通勤交通压力，原则上每个轴向外围次中心与主中心之间至少布局一条市域快线服务，

同时在外围通过横向轨道快线串联各轴向快线和各次中心，形成全市轨道快线构架。 

 

图 4-3 市域快线线网架构图 

4.2.3 规划方案 

在既有 6 号线及支线、11 号线、13 号线、14 号线、18 号线 5 条市域快线的基础上，

为提升西部大空港中心、东部龙岗、坪山中心、中部龙华中心的发展动力，新增 3 条中

心区对外放射的市域快线，同时，为了实现市域快线串联外围中心，并构筑快线线网，

延长 18 号线至盐田路，形成“七放射，一半环”的市域快线布局结构，8 条线路总长约

425.9 公里，各新增和调整线路具体情况如下： 

（1） 调整 6 号线支线南延至光明城：为加强北部与东莞的联系、增加光明轨道

覆盖，调整 6 号线支线由翠湖站延伸至光明城站，线路全长 11 公里，延伸段长约 4.8

公里。 

（2） 调整 11 号线至福华路布设：为保证 11 号线的工程可实施性，规划调整 11

号线东段沿福华路至大剧院，调整后线路全长约 57.1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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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整 14 号线南延至福田会展中心西：为加强东部地区与福田核心地区的直

达联系，调整 14 号线由岗厦北延至福田会展中心西，线路全长 53.7 公里，延伸段长约

1.8 公里。 

（4） 调整 18 号线南延至盐田路：承担完善轨道快线体系，加强外围中心与组团

中心之间的快速联系功能。原规划自大空港经沙井、光明、观澜至平湖枢纽，调整线路

自平湖枢纽经白泥坑、横岗南延至盐田路（与 8 号线换乘），线路长约 65.5 公里。 

（5） 调整 20 号线为快线并南延至福田会展中心：原规划为空港新城至 T4 枢纽

的普速服务线路，调整为市域快线，承担西部发展轴大空港中心与中心城区以及新老会

展中心之间的快速联系功能。线路由机场北（T4）枢纽向东经机场东枢纽转向 107 国道，

经西乡、新安转向深南大道，经南山科技园、白石洲、车公庙、香蜜湖等片区后，转向

福田中心区会展中心，同时预留北延与东莞 2、3 号线构筑枢纽换乘的条件，调整后线

路长约 44.7 公里。 

（6） 新增 21 号线：承担东部龙岗中心与前海南山的快速联系功能。线路南起前

海妈湾保税区，经梦海大道穿过前海中心区，经南山科技园，穿塘朗山经大学城、民治、

坂雪岗、布吉三联、白泥坑，在坳背与 14 号线换乘，然后经大运北、龙岗中心区至坪

地，线路全长约 62.7 公里。 

（7） 新增 22 号线：承担福田中心区对龙华和东莞的辐射带动作用，缓解梅林关

交通压力的功能。规划线路南起福田保税区，经香蜜湖、梅林片区转向梅林关，顺民治

大道经民治、观澜科技园、观澜中心区至观澜北部黎光片区，并预留北延至东莞条件，

线路长约 36.5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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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市域快线规划方案表 

序号 线路 起点 终点 长度（km） 备注 

1 6 号线 科学馆 松岗 49.3 
 

2 6 号线支线 光明城 中山大学/东莞 11 调整延伸至光明城 

3 11 号线 大剧院 碧头 57.1 调整至福华路 

4 13 号线 深圳湾口岸 公明北 45.4  

5 14 号线 会展中心西 沙田 53.7 调整延伸至会展中心西 

6 18 号线 盐田路 离岛西 65.5 调整延伸至盐田路 

7 20 号线 会展中心西 半岛北 44.7 

调整为快线，预留北延至

长安新城条件，南延至福

田会展中心 

8 21 号线 前保 坪地 62.7 新增线路 

9 22 号线 福保西 黎光 36.5 新增线路 

合计 425.9 

 

图 4-4 市域快线规划方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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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普速服务线路规划方案 

5.1 西部地区轨道线网方案 

5.1.1 既有规划轨道布局方案 

既有规划西部轨网以前海、南山、宝安中心区为核心呈对外放射状布局。西部地区

现有城市轨道（含轨道三期）1 号线、2 号线、5 号线、7 号线、9 号线、11 号线 6 条线

路，轨道四期 12 号线、13 号线、15 号线 3 条线路。根据城际线布局规划，西部地区规

划有在建穗莞深城际线，以及港深西部快轨、深惠、深珠 3 条城际线，均由西部地区对

外放射。 

 

图 5-1 西部地区既有轨网方案图 

5.1.2 方案分析 

结合西部地区相关城市规划，西部地区轨网规划按照“对外强轴，中心加密，外围

成网”的原则布局，优先考虑解决前海南山宝安中心对外出行需求，规划轴向对外轨道

线路，解决职住平衡问题；其次是增加中心城区轨网密度，支持中心区的高强度开发，



 

深圳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2016-2035） 

19 

强化中心区各重点片区之间的联系；再次就是外围地区增加线网连通性，补充覆盖。 

5.1.3 方案概况 

规划在 15 号线作为前海南山 “单环线”轨网布局的基础上，为应对前海南山区的对

外通勤压力，规划结合新增市域快线 20 号线（西向、东西）和 21 号线（东北向）的总

体布局。在普线布局上，对外增加 28 号线（西部）、29 号线（北部）、27 号线（东北

部）、24 号线（东部），并在西部外围地区增加 26 号线和 30 号线 2 条线路串联线网，

同时为了支持大铲湾片区开发，加强大铲湾与前海和宝安中心区的联系，规划 9 号线西

延至宝安中心区，详见图 5-2 及表 5-1，各新增普速线路具体情况如下： 

 

图 5-2 西部地区轨网布局规划方案图 

（1） 新增 24 号线（中心区内部）：承担中心城区东西向交通需求，增加南山西

部、高新园北区、侨香路、北大医院、东湖公园等覆盖的功能。规划线路自妈湾经前海

路，连接南头（直升机场）、高新园北、侨香、香蜜湖、莲花北（北大医院），经笋岗

路、爱国路至罗湖东部的线路，线路长约 36.5 公里。 

（2） 新增 26 号线（外围纵向）：承担支撑 107 国道沿线产业升级转型和城市发

展，应对西部发展轴交通需求的功能。对接 1 号线、12 号线、20 号线连接中心城区，

规划线路自机场东枢纽往北，经福永中心转向 107 国道，顺 107 国道至松岗燕罗的线路，

线路长约 25.6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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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增 27 号线（东北部）：承担大前海龙华轴向交通需求的功能。规划线路

自前海沿创业路连接后海，然后经过高新区、西丽、大学城、民治，沿梅龙路转向坂雪

岗科技城，同时为增加龙华北部轨道覆盖，规划 27 号线支线至观澜富士康，线路长约

50.1 公里，其中支线长约 11.9 公里。 

（4） 新增 28 号线（西部）：承担西部发展轴交通需求弹性，加强前海蛇口自贸

区内部联系以及自贸区与宝安中心区联系的功能。线路主要沿前海蛇口自贸区、宝安中

心区、西乡片区滨海地区布设，串联自贸区内部、新安、西乡片区，并转向东西向沿航

城大道布设，线路长约 22.3 公里，其中西乡段为弹性发展线路，长约 7.2 公里。 

（5） 新增 29 号线（北部）：承担大沙河科技走廊轴向交通需求的功能。规划线

路自深圳湾总部基地经白石洲、西丽枢纽、留仙洞总部基地，沿宝石路、松白路至石岩、

光明中心区，线路长约 36.5 公里，其中光明段为弹性发展线路，长约 5.5 公里。 

（6） 新增弹性发展线路 30 号线（外围横向）：承担促进空港新城发展、加强空

港新城与东莞和沙井联系，并串联西部轴向对外线路（11、12、20、26 号线）成网的

功能。规划线路自福永凤凰山，沿凤凰山大道东西向连接福永、沙井南、新会展中心、

空港新城等地区，并预留延伸至东莞条件，该线路主要为应对未来大空港片区发展和深

莞一体化而预留的弹性发展线路，线路长约 14.5 公里。 

（7） 5 号线南延至太子湾（内部联系）：为支撑太子湾片区高强度开发、构筑轨

道交通网络，规划 5 号线由赤湾延至太子湾，线路全长约 52.2 公里，延伸段为弹性发

展线路，长约 1.9 公里。 

（8） 7 号线东延至学府医院（内部联系）：为保障学府医院、大学城轨道交通服

务，规划 7 号线由西丽湖东延至学府医院，线路全长约 32.4 公里，延伸段长约 2.2 公里。 

（9） 9 号线西延至宝安中心区（内部联系）：承担促进大铲湾转型开发（约 280

万平方米）、大铲湾与宝中轨道联系以及宝中南北向线路串联的功能。规划 9 号线跨前

海湾西延至大铲湾，与 15 号线换乘，然后转向宝安中心区沿裕安一路、上川路布设，

线路全长约 46.9 公里，其中西延段长约 11.3 公里。 

（10） 12 号线北延至松岗、南延至赤湾港（外围串联、内部联系）：为增加沙井

片区网络覆盖、构筑交通枢纽、完善轨道线网体系，规划 12 号线在四期建设规划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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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延伸至松岗，线路自海上田园东沿新沙路延至穗莞深城际海上田园站后转向规划沙

井路至松岗站。为增加线网发展弹性、减少近期工程预留风险，规划 12 号线由左炮台

延伸至赤湾港。调整后线路全长约 50 公里，延伸段长约 10 公里。 

（11） 调整 15 号线服务高新区（内部联系）：为加强高新区片区轨网覆盖、协调

15 号线环线与线网关系，调整 15 号线经高新区、妈湾保税区、大铲湾、宝安中心区、

西丽枢纽，线路长约 32.5 公里。 

表 5-1 西部地区规划新增或调整线路一览表 

序号 线路 起点 终点 长度（km） 备注 

1 5 号线 太子湾 大剧院 52.2 
弹性发展线路延至太子湾，长

1.9 公里 

2 7 号线 太安 学府医院 32.4 延至学府医院，长 2.2 公里 

3 9 号线 文锦 宝安公园 46.9 延至宝安中心区 

4 12 号线 松岗 赤湾港 50 南延至赤湾港、北延至松岗 

5 15 号线 前海 西乡 32.5 调整经高新园 

6 24 号线 月亮湾 东湖公园 36.5 新增 

7 26 号线 机场东 公明北 25.6 新增 

8 27 号线 
前湾公园

西 

雪象南/观澜

富士康 
50.1 新增，支线长 11.9 公里 

9 28 号线 赤湾港 桃源居 22.3 新增，弹性发展线路 7.2 公里 

10 29 号线 红树湾南 光侨路 36.5 新增，弹性发展线路 5.5 公里 

11 30 号线 凤凰山 离岛西 14.5 新增弹性发展线路 

5.2 中部地区轨道线网方案 

5.2.1 既有规划轨道布局方案 

现有中部龙华新区和坂雪岗片区规划轨网以原特区对外放射通过性线路为主，规划

有深惠城际线和城市轨道 4 号线、5 号线、6 号线、10 号线及 10 号线支线共 5 条线路，

现状线路布局详见图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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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中部地区既有轨网方案图 

5.2.2 方案分析 

根据中部龙华和坂雪岗片区的城市规划，以及其承担中心城区职住平衡的功能特

点，中部地区轨道布局原则为“连接双心、内部加密、外围串联”。 

（1）连接双心：通过轨道线路加强龙华和坂雪岗片区与福田罗湖中心和南山前海

中心的联系。 

（2）内部加密：加强中部地区内部的轨道联系，提高轨道线网在中部地区的覆盖

和线网连通性。 

（3）外围串联：增强中部地区与外围地区的联系，发挥龙华的辐射功能。 

5.2.3 方案概况 

中部地区在规划有深惠城际线、快线 21 号线、22 号线基础上，规划新增 27 号线

（联系前海南山）、25 号线（内部加密、串联），具体普速线路规划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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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中部地区轨网规划方案意图 

（1） 新增 27 号线（联系前海南山）：承担南山龙华轴向交通需求、加强前海与

后海联系、增加龙华覆盖的功能。规划线路起自前海铲湾片区，经创业路至后海片区，

沿沙河西路经高新园、西丽转向大学城、龙悦居，然后转向梅龙路布设至清湖片区后转

向坂雪岗，同时为增加龙华北部轨道覆盖，规划 27 号线支线至观澜富士康，线路长约

50.1 公里，其中支线长约 11.9 公里。 

（2） 新增 25 号线（内部串联）：承担石岩、大浪、龙华中心和坂雪岗片区对外

交通需求、加强龙华与罗湖中心联系、缓解跨关交通压力、串联南北向轨道线路的功能。

规划线路起自石岩，沿宝石路与 29、13、6 号线换乘后至大浪服装基地，经龙华中心区、

华为南区、坂雪岗、吉华西、清水河片区后沿文锦路至文锦，线路长约 36.9 公里。  

表 5-2 中部地区新增或调整线路一览表 

序号 线路 起点 终点 长度（km） 备注 

1 25 号线 石岩西 文锦 36.9 
新增，其中弹性发

展线路长 7.4 公里 

2 27 号线 前湾公园西 雪象南/支线观澜富士康 50.1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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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东部地区轨道线网方案 

5.3.1 既有规划轨道布局方案 

现有规划东部地区轨网主要沿东部发展轴和城市南部发展带呈对外放射状，以及龙

岗、坪山中心呈“X”型布局。既有已建和在建城市轨道（含轨道三期）包括 3 号线、8

号线一期工程，轨道四期有 14 号线“Y”线、16 号线、8 号线延至大鹏段（新大段），以

及轨网规划 19 号线。 

 

图 5-5 东部地区既有轨网方案图 

5.3.2 方案分析 

结合东部四区城市发展规划，东部地区轨网规划主要考虑以下三点： 

（1）强轴：加强龙岗、坪山、盐田副中心与城市主中心的快速联系，发挥中心城

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2）内联：加强东部四区轨道交通联系，加强龙岗、坪山中心之间轨道交通联系，

盐田大鹏增设北向与龙岗、坪山联系； 

（3）外延：强化东部对东莞、惠州的辐射，拓展深圳发展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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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方案概况 

在轨道四期建设规划 14 号线、16 号线方案不调整的基础上，规划东部以坪山、大

运、龙城三个枢纽为核心，构筑轨道线网。考虑 14、21 号线在坳背同站台换乘，分别

实现东部龙岗、坪山与福田罗湖、前海南山的快速联系，规划新增构筑大运、龙城、坪

山三个枢纽，调整 10、16、19、新增 23、31、32 号线，各线路具体情况如下： 

 

图 5-6 东部地区方案轨网规划布局图 

（1）新增 23 号线：承担东部龙岗、坪山与葵涌、大鹏联系的功能。线路起自大鹏

葵涌，沿坪葵路经坪山出口加工区、坪山枢纽、宝龙工业区北片区、爱联至大运北与

16、21 号线换乘，与 16 号线共同形成东部龙岗、坪山普速轨道环线，完善片区内部联

系，线路全长约 29.9 公里，考虑线路制式、长度和城市规划，建议坪山枢纽至大运北

段为弹性发展线路，长约 14 公里。 

（2）新增 31 号线：承担提升龙岗中心南北向轨道联系，增加五联、宝龙科技园及

碧岭片区联系，应对未来城市发展弹性的功能。规划线路自龙岗五联经龙城枢纽、宝龙

工业区至碧岭片区，并预留北延至东莞凤岗、南延至盐田的条件，考虑该线路主要为应

对未来城市发展弹性，建议为弹性发展线路，全长约 14.9 公里。 

（3）新增 32 号线：承担东部沿海旅游片区联系、增加大鹏轨道覆盖的功能。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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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起自 8 号线小梅沙站，经溪涌后绕避下洞油气库，经土洋北部、葵涌、大鹏至新大，

线路全长 28.3 公里，其中大鹏至新大段现状交通需求较小，主要为预留未来发展弹性，

建议为弹性发展线路，长约 6.6 公里。 

（4）10 号线东延至清林路：为加强平湖、凤岗以及龙岗中心之间的轨道联系，规

划 10 号线由平湖双拥街向东沿龙平西路经凤岗至清林路与 16 号线换乘，东延段长约

10 公里，由于线路主体位于东莞凤岗，该段表达为弹性发展线路。 

（5）16 号线南延至大康：为加强阿波罗产业区与龙岗中心城的联系。在既有四期

规划 16 号线的基础上，由大运枢纽延伸至阿波罗产业区并与 18、19 号线换乘，完善东

部地区内部南北向通道，线路全长约 35.8 公里，考虑南延段沿线城市规划尚未落实，

建议延长段为弹性发展线路，长约 7.1 公里。 

（6）19 号线西延至四联：为加强龙岗坪山各组团内部联系、增加轨道线网覆盖、

构筑轨道线网体系。调整 19 号线由碧岭西延经阿波罗产业区至四联与 14、18 号线换乘。

同时，结合四期 14 号线线位调整，调整 19 号线经坑梓、聚龙山科技园、出口加工区连

接坪山老中心区、六联和碧岭。线路全长 32.4 公里，考虑西延段沿线城市规划落实的

效果，建议按弹性发展线路布局，长约 11 公里。 

表 5-3 东部地区轨网方案新增或调整线路一览表 

序号 线路 起点 终点 长度（km） 备注 

1 10 号线 福保西 黄阁坑 41.9 
东延至清林路，延长段为弹性发展线路，长

约 10 公里 

2 16 号线 大康 田头 35.8 
南延至阿波罗产业区，延长段为弹性发展线

路，长约 7.1 公里 

3 19 号线 四联 沙田北 32.4 
西延至四联，延长段为弹性发展线路，长约

11 公里 

4 23 号线 大运北 葵涌 29.9 
新增线路，坪山站至大运北为弹性发展线

路，长约 14 公里 

5 31 号线 五联 碧岭 14.9 新增弹性发展线路 

6 32 号线 小梅沙 新大 28.3 
新增线路，大鹏至新大段为弹性发展线路，

长约 6.6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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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全市普速线路规划方案 

规划全市共形成 24 条普速服务线路，总长约 839 公里。新增普速线路 10 条，长约

296 公里。 

 

图 5-7 全市普速线路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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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体线网规划方案 

6.1 全市线网规划方案 

6.1.1 总体线网方案 

规划远期全市城市轨道共 32 条线路，总长约 1265 公里（含弹性发展线路 104.6 公

里），其中市域快线 8 条，总长 425.9 公里，普速线路 24 条，总长 839.1 公里。同时，

在深圳地区规划了 7 条城际线路，形成约 278.4 公里的城际线网，形成了城际线、市域

快线、普速线路三层次的轨道线网体系。 

 

图 6-1 深圳市轨道线网总体布局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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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深圳市轨道线网总体方案览表 

线路 起点 终点 功能 长度（km） 
弹性发展线

路长度（km） 

1 号线 罗湖 机场东 普线 40.5   

2 号线 赤湾 莲塘 普线 39.3   

3 号线 福保 坪地六联 普线 52.6   

4 号线 福田口岸 牛湖 普线 30.5   

5 号线 太子湾 大剧院 普线 52.2 1.9 

6 号线 科学馆 松岗 市域快线 49.3   

6 号线支线 光明城 中山大学/东莞 市域快线 11   

7 号线 太安 学府医院 普线 32.4   

8 号线 国贸 小梅沙 普线 27.6   

9 号线 文锦 宝安公园 普线 46.9   

10 号线 福保西 黄阁坑 普线 41.9 10 

11 号线 大剧院 碧头 市域快线 57.1   

12 号线 松岗 赤湾港 普线 50   

13 号线 深圳湾口岸 公明北 市域快线 45.4   

14 号线 会展中心西 沙田 市域快线 53.7   

15 号线 前海 西乡 普线 32.5   

16 号线 大康 田头 普线 35.8 7.1 

17 号线 罗湖 山厦 普线 29   

18 号线 盐田路 离岛西 市域快线 65.5   

19 号线 四联 沙田北 普线 32.4 11 

20 号线 会展中心西 半岛北 市域快线 44.7   

21 号线 前保 坪地 市域快线 62.7   

22 号线 福保西 黎光 市域快线 36.5   

23 号线 大运北 葵涌 普线 29.9 14 

24 号线 月亮湾 东湖公园 普线 36.5   

25 号线 石岩西 文锦 普线 36.9   

26 号线 机场东 公明北 普线 25.6   

27 号线 前湾公园西 雪象南/观澜富士康 普线 50.1 11.9 

28 号线 赤湾港 桃源居 普线 22.3 7.2 

29 号线 红树湾南 光侨路 普线 36.5 5.5 

30 号线 凤凰山 离岛西 普线 14.5 14.5 

31 号线 五联 碧岭 普线 14.9 14.9 

32 号线 小梅沙 新大 普线 28.3 6.6 

合计 1265 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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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与上版轨网对比 

本次轨道线网规划是在 2012 版轨道线网规划和轨道四期建设规划的基础上进行，

与上版 20 条线路、753 公里的城市轨道线网相比，此次规划调整 12 条线路、新增 12

条线路，新增规模 512 公里，其中调整和新增市域快线 6 条、208.3 公里，调整和新增

普速线路 18 条、303.7 公里，新增城际线 2 条、115.7 公里。 

 

图 6-2 规划调整线路图 

 

图 6-3 规划新增线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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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征求意见采纳情况 

本着开门做规划的原则，轨道线网方案形成后共经历了两个阶段的意见征集，一是

2016 年 9 月征求政府各相关单位、区政府意见；二是 2017 年 1 月征求公众意见，轨道

线网方案通过官方网站、公众号、微博、报纸、现场展示等方式开展了为期 1 个月的公

众意见征集。征求意见方案规划城市轨道线路 32 条，总长 1142 公里（含弹性线路 53

公里）。 

第一阶段共收集 16 个政府部门、130 条意见，归纳整理为 55 条，其中新增、延长

或调整线路意见 50 条（增加长度约 200 公里）。第二阶段共收集到公众意见 8118 条，

其中邮件收集 3888 份、纸质意见 2521 份、电话意见 1709 份，归纳整理为 154 条意见

和建议，分为线网调整（约占 7%）、线路走向（约占 48%）、站点设置（约占 43%）、

建设时序（约占 2%）等四大类。 

 
图 6-4 意见处理原则及分类情况图 

 

6.3 车辆基地选址方案 

本次轨网规划共新增 14 条线路和 3 条延长线，线路总长约 516.4 公里，除 10 号线

东延段在东莞境内选址外，共选址 24 处车辆基地，共占地约 541.4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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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新增线路车辆基地规划方案览表 

序号 
线路 

名称 

线路长度 

（公里） 
车辆基地 

用地面积 

（公顷） 
备注 

1 9 号线西延段 10.7 宝安公园东停车场（地下） 7.1 地面复绿 

2 16 号线南延段 8.2 园山停车场 16.7   

3 
18 号线 65.5 

西坑北车辆段 30.7   

4 海上田园停车场（地下） 20.8 地面复绿 

5 19 号线 32.4 坑梓北车辆段 29.3   

6 20 号线 33.2 深圳高尔夫停车场（地下） 22.5   

7 
21 号线 62.7 

坪地车辆段 35.3   

8 沙河高尔夫北停车场（地下） 14.3   

9 
22 号线 36.5 

黎光车辆段 28.7   

10 樟坑径停车场 14.7   

11 23 号线 29.9 大运公园停车场（地下） 11.5 地面复绿 

12 
24 号线 36.5 

侨城西车辆段 20.5   

13 中山公园停车场（地下） 12.7 地面复绿 

14 
25 号线 36.9 

大浪东车辆段 31.6   

15 布龙停车场 13.2   

16 
26 号线 25.6 

虎背山车辆段 42   

17 广田路停车场 19   

18 
27 号线 50.1 

大水坑车辆段 31.8   

19 红花岭工业区停车场 12.4   

20 28 号线 22.3 麻眉山车辆段 36.1   

21 
29 号线 36.5 

塘明南车辆段 28.4   

22 沙河高尔夫中停车场（地下） 18.8   

23 30 号线 14.5 福永东车辆段 21.6   

24 31 号线 14.9 五联东车辆段 21.7   

总计 516.4   541.4   

注：10 号线东延段考虑在东莞境内选址，未计入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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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新增线路车辆基地规划方案分布图 

6.4 线网分期实施规划 

轨道交通建设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综合交通运行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一项投资巨

大、周期长、规模庞大的系统性工程。按照国家程序轨道交通近期建设需开展专题研究，

上报国家发改委和住建部审批，本次分期实施规划仅为后续建设规划方案提供参考。 

结合我市轨道交通四期建设规划（2017~2022 年）及城市总体规划要求，本次规划

综合考虑覆盖城市中心、覆盖重点地区、完善线网功能、覆盖拥挤区域、交通走廊需求

等因素，对规划未建设线路的建设时序进行综合排序。规划以四期建设规划上报未批的

15、17、20、32 号线及 10 号线南延、11 号线东延、13 号线北段等 7 条（段）线路、

共 125.3 公里作为近期建设基础方案。将线网功能更重要、近期需求更强、覆盖重点地

区的线路作为近中期线路，将近期需求相对较弱、排序靠后的线路作为中远期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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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轨道线网分期实施一览表 

时序 线路 起终点 完善线网功能 覆盖拥挤区域 近期交通走廊需求 

近中

期线

路 

20号线 
机场北-会展中

心西 
/ 高新园区 西部主要走廊，需求强 

22号线 福保西-黎光 福田向北辐射 
民治片区 、中部

关口 

福田区与龙华联系主要通

道，需求强 

21号线 前保-坪地 

前海南山向东部辐

射， 

完善快线体系 

科技园、前海中心 
前海南山向东部客运走廊，

需求一般 

25号线 石岩西-文锦 罗湖向西北辐射 布吉老城区、大浪 
罗湖龙华轴向主要走廊，需

求强 

27号线 
前湾公园西-雪

象南 

前海中心与龙华联

系 

科技园、后海、民

治片区 

前海龙华轴向主要走廊，需

求强 

24号线 
月亮湾-东湖公

园 
中心城区加密 

东湖公园、北大医

院 

中心城区东西向走廊，需求

一般 

18号线 盐田路-离岛西 
外围副中心串联，

快线成网 
/ 外围中心走廊，需求弱 

26号线 机场东-公明北 外围纵向联系 / 需求一般 

12号线

北延 

海上田园东-松

岗 
实现网络连通 / 

沙井片区联系通道，需求一

般 

10号线

东延 
平湖-清林路 与东莞凤岗联系 / 

平湖、凤岗、龙岗中心联系

走廊， 

需求一般 

中远

期线

路 

9号线

西延 
前湾-宝安公园 加强纵向轨道串联 宝安老城区 

宝安中心区南北向联系，需

求一般 

29号线 
红树湾南-光侨

路 
/ 留仙洞、白石洲 

科技走廊轴向联系，需求一

般 

28号线 赤湾港-桃源居 西部轴向普速线路 / 需求弱 

16号线

南延 
大运-大康 / / 

东部地区内部南北向通道，

需求较弱 

19号线 四联-沙田北 / / 外围次走廊需求弱 

30号线 凤凰山-离岛西 加强纵向轨道串联 / 
空港新城与东莞联系走廊，

需求弱 

31号线 五联-碧岭 / / 
龙岗中心区南北向联系，需

求弱 

23号线 大运北-葵涌 / / 东部联系走廊，需求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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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港深莞惠衔接方案 

根据深、港、莞、惠四地城市规划和轨网布局，以及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交通需求，

考虑各衔接模式适用性及轨道交通布局需求和客流特点，规划提出深港莞惠轨道衔接方

案。为下阶段与港莞惠协商提供参考。 

深圳与东莞衔接方案：深圳与东莞共 10 条线路衔接，其中 6 号线支线、10 号线东

延、11 号线和 20 号线深莞衔接方案已经多次协商确定，本次规划提出了其他 6 条线路

衔接方案。 

深圳与惠州衔接方案：深圳与惠州共 3 条线路衔接，其中 14 号线贯通运营至惠城

南、与惠州 1 号线换乘，16 号线延至惠州与惠州 1 号线采用单点换乘衔接，19 号线与

惠州 1 号线及 6 号线采用多点换乘衔接。 

表 6-4 深莞惠轨道交通衔接规划建议一览表 

编号 深圳线路 东莞/惠州线路 衔接方案 

1 4 号线 

东

莞 

6 号线 预留引入东莞与东莞 6 号线换乘条件 

2 6 号线支线 1 号线 东莞 1 号线引入深圳与 6 号线支线贯通运营 

3 10 号线 / 10 号线经东莞凤岗至龙岗中心城 

4 11 号线 3 号线 11 号线延入东莞长安与东莞 3 号线单点换乘 

5 13 号线 5 号线 东莞 5 号线与 13、26 号线换乘 

6 17 号线 6 号线 东莞 6 号线引入深圳与 17 号线换乘 

7 20 号线 2、3 号线 20 号线延入东莞长安新城与东莞 2、3 号线换乘 

8 22 号线 4、6 号线 22 号线引入东莞衔接东莞南站与东莞 4 号线换乘 

9 30 号线 2 号线 30 号线引入东莞，与东莞 2 号线换乘 

10 31 号线 6 号线 31 号线引入东莞，与东莞 6 号线换乘 

1 14 号线 
惠 

州 

1 号线 14 号线引入惠州南站，与惠州 1 号线换乘 

2 16 号线 1 号线 16 号线引入惠阳与惠州 1 号线换乘 

3 19 号线 1、6 号线 19 号线引入惠州铁门扇接惠州 1、6 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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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深莞惠轨道衔接示意图 

深圳与香港衔接方案：深圳与香港现有 2 条国家铁路（广深铁路、广深港客专）贯

通运营，规划港深西部快轨连接深港两地贯通运营，深圳一线口岸（深圳侧）除沙头角

口岸外，其余口岸全部规划轨道衔接。 

表 6-5 深圳与香港轨道交通衔接规划建议一览表 

类型 序号 线路 车站/口岸 

国家铁路 
1 广深港客专 西九龙站 

2 广深铁路 红磡站 

城际铁路 1 港深西部快轨 前海湾口岸 

城市轨道 

1 2、12 号线 蛇口口岸 

2 13 号线 深圳湾口岸 

3 4、10 号线 福田口岸 

4 7 号线 皇岗口岸 

5 1、17 号线 罗湖口岸 

6 9、25 号线 文锦渡口岸 

7 2 号线 莲塘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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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深圳与香港轨道交通衔接示意图 

6.6 线网总体方案评估 

规划常住人口按照总规确定的 1800 万、GDP 按照近中远 6%、4%、2%的增长速

度为基础进行线网方案评估。从建设运营可持续性、线网规模合理性、与城市规划协调

性、线网交通效益和生态环境协调性五个方面进行评估，得到了以下结论： 

（1） 建设运营可持续性评估 

2022 年轨道四期建成后全市形成约 583 公里轨道线网，至 2040 年线网总规模 1265

公里，需新建轨道 682 公里。在不考虑轨道交通贷款利息的情况下，新建线路总投资

6600 亿元，占 GDP 比重 0.7%~0.9%，在联合国建议的轨道交通投资占 GDP 比重 1.5%

以内。 

规划不考虑远期设备折旧等费用，远期全网运营成本约 320 亿元/年。考虑未来客

流的不确定性，全网运营补贴为 20~115 亿元/年，占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 0.2%~1.5%。 

按照深圳经济发展，规划在不考虑轨道交通贷款利息和远期设备折旧等费用的基础

上，初步评估轨道交通建设投资在财政可承担范围内，轨道交通运营是可持续的。 

（2） 线网规模合理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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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规划轨道线网总规模 1265 公里，线网人口密度 0.63 km/万人，建设用地面积

密度 1.15km/km
2，核心区密度 1.83km/km

2。按照人口评估，全市轨网规模略小；按照

建设用地面积评估，全市轨网规模略大。综合人口和用地来看，轨网规模较为合理。 

 

图 6-8 轨道线网规模评估图 

（3） 与城市规划协调性评估 

构筑“核心放射”市域快线网络，提升核心区辐射能力：结合我市“1+2+N”中心体系，

原则上每个轴向外围中心与核心区至少有一条市域快线服务，并在外围构建轨道快线体

系，形成“七放射，一半环”的市域快线网络，实现城市核心区与外围中心之间快速联系，

提升核心区辐射带动功能和外部圈层发展动力，推动组团化空间结构发展，并加强与莞

惠轨网衔接，推动深莞惠一体化发展。 

 

图 6-9 市域快线线网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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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双心放射、快慢结合”的轨道线网，支撑城市空间拓展：城市轨道线网形成了

以大前海、福田罗湖两个中心的“8+7”放射状线网结构，并且在主要客流走廊上同时布

设市域快线和普速线路，同时发挥轨道交通快速通达、增加覆盖的作用，满足不同层次

交通出行的需求，支持城市空间拓展。 

  

图 6-10 “双心放射、快慢结合”轨道放射线网示意图 

（4） 线网交通效益评估 

远期轨道线网客流量将达到 2780 万人次/日，全网平均客运强度为 2.2 万人次/日•

公里，整体运营效率和经济效益较好。 

 

图 6-11 轨道早高峰客流断面分布图 

轨网建成后高峰小时全市公交占机动化比例约 78%，轨道交通占公交比例 72%，基

本实现轨道交通发展目标；跨原二线关交通走廊上轨道交通高峰出行占机动化比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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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以上，对缓解全市关键断面交通压力发挥了重要作用，线网综合交通效益较好。 

 

图 6-12 关键交通走廊高峰时段轨道交通分担率示意图 

（5） 生态环境协调性评估 

轨道线路不占用一级水源保护区，少数线路沿道路穿越二级水源保护区；线路基本

避开一、二级生态管辖区，穿越生态区基本以隧道为主，轨网与城市生态、环境协调性

较好。 

  

图 6-13 轨道交通与生态控制线和水源保护区关系示意图 

（6） 线网总体评估 

规划轨道线网 32 条线、1265 公里，其中包含 8 条快线和 24 条普线。基本实现了“45、

60、70”的规划目标，实现了与铁路、航空及口岸枢纽一体化对接，构筑了以市域快线

为核心、普速线路为骨干，与各种交通方式协调发展的一体化公共交通体系，落实了总

规共建深莞惠大都市圈、优化城市空间格局的要求，支撑了深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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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一  深圳市轨道交通四期建设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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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二  城际线深圳地区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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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三  市域轨道快线布局方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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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四  轨道线网规划方案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