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锚定“双一流”目标，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引擎

五大赛道竞速，青岛地铁“奋跃而上”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周建亮

轨道交通是城市重大的基础设施
和民生工程，彰显着一座城市的发展实
力、活力和潜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大力发展轨道交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
重要支撑。

目前，中国内地开通运营地铁的城
市达到55个，运营线路规模迈进10000
公里大关。从全国来看，青岛是近十年
来地铁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

青岛地铁构想始于 1987 年，2010
年首条线路开工建设。十余年来，青岛
地铁全面匹配城市发展战略，锚定建设
世界一流地铁、打造一流城市投资建设
运营商的“双一流”发展目标，设置了

“1+6”目标体系（“1”是以创新为引领，
“6”是“安全、优质、高效、绿色、智慧、和
谐”六大目标），聚力“三六五”发展战
略，聚焦“线路建设、TOD开发和轨交产
业集群”三个重点方向，全面发力“建
设、运营、开发、经营和资本运作”五大
赛道，成为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引
擎。

以“为城市建地铁、为人民建地铁”
理念为指引，青岛地铁线网从无到有、
从线到网。根据青岛市批复的线网规
划，远景年共规划19条线路，全长872
公里。目前，已获批三期建设规划，共
13条线路，全长503公里，获批里程位
列全国第九。其中，7条线已开通运营，
全长 315 公里，运营里程位列全国第
十；在建线路10条（含延长线）、188公
里，预计至2028年全部建成，日均客运
量达到500万人次，公共交通出行分担
率达45%，实现机场、铁路、商圈等重要
枢纽全覆盖，初步建成“轨道上的青
岛”。

国有企业是城市发展战略的重要
承担者、推动者。“青岛地铁持续做强、
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探索
试点以班组民主自治管理为核心的班
组建设，通过党建统领、群众路线、参与
式民主管理‘三大举措’，不断增强活
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青岛地铁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君表示，在青岛
城市更新建设攻坚行动中，青岛地铁是
全市唯一承担攻坚行动专业指挥部任
务的国有企业，同时承担了地铁建设及
沿线开发建设、低效片区开发建设、市
政设施建设、历史城区保护更新等重要
攻坚任务，在青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高
品质湾区城市中彰显担当，为青岛建设
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贡
献了地铁力量。

“城市生长轴”向纵深辐射

从市南到崂山，从市北到西海岸，从李沧到
即墨，从城阳到胶州……漫步青岛街头，墨绿色
的地铁施工围挡不时映入眼帘。围挡之下，一支
支地下“铁军”昼夜奋战，将“城市生长轴”向更多
区域延伸，为城市发展蓄势。

目前在建的10条线路中，包括3条一期二期
线路（2号线西延段、6号线一期、8号线南段）和7
条三期线路（5号线、8号线支线、9号线一期、15
号线一期、2 号线二期、6 号线二期、7 号线二
期）。其中，6 号线一期力争年底实现空载试运
行，2024年通车。项目全部位于西海岸新区，是
全国首条列车自主运行 TACS 系统应用示范
线。2号线西延段计划年底实现洞通，2024年通
车。项目连接大港、小港、金茂湾等重要区域，将
为青岛邮轮母港片区开发建设提供便捷的交通
条件。

今年，三期规划7条线路将全面进入土建施
工阶段。4月24日，“先锋号”双护盾TBM和“胶
州湾1号”盾构机分别从地铁5号线、8号线支线
始发，标志着地铁三期工程进入机械掘进阶段。
TBM、盾构机的使用是青岛地铁建设机械化的
重要体现，相对传统掘进工法效率提升 10 倍。
地铁三期7条线路机械掘进率超过95%，位于全
国前列，其中 5号线机械掘进率 97.1%，8号线支
线机械掘进率96.4%。

作为一种绿色低碳环保的交通工具，地铁本
就肩负着“减碳”重任。青岛地铁在国内轨道城
市中率先发布《绿色城轨发展实施方案》，划定了
9条行动路径，实施 64项重点任务，2028年提前
完成碳达峰，2050 年提前完成碳中和。三期建
设中，无柱车站、高品质混凝土、隧道主动支护体
系等一批创新技术将推广应用，实现节省工期、
节约投资、绿色发展，产生显著的生态和经济
效益。

当下，数字经济发展全面起势，智慧地铁成
为行业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站在未来看现在，
青岛地铁致力于打造智慧建造、智慧运行、智能
运维的智慧地铁。通过编制智慧城轨蓝图、构建
标准体系，建设“数据底座”；与中车集团合作，以
15 号线为试点，联合研发基于全生命周期的一
流智慧城轨系统；构建基于TACS的车地一体化
智慧运行系统。3月 31日，地铁 6号线 TACS示
范线首列电客车到达抓马山车辆基地。“TACS
系统在青岛地铁6号线落地使用，是列车自动运
行向列车自主运行的技术跨越，将推动和引领轨
道交通产业技术发展，提升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自
动化、智能化和便捷化水平。”中国城市轨道交通
协会副秘书长王飚表示。

除了建地铁，青岛地铁集团还承担了部分市
政设施项目。2022 年，辽阳路快速路南京路至
福州路段提前建成通车，福州路至海尔路段主线
桥提前3个月通车，实现“当年开工、当年投用”，
刷新了青岛速度。

地上和地下、轨道交通和市政设施全面开
工；挖出的每一方土，建起的每一个桩，都是青岛
通向“活力海洋之都、精彩宜人之城”的坚定一步。

畅达幸福，地下大“动脉”四通八达

从地上 26 米的高架到海平面下 88 米的隧
道，从樱桃花漫谷的崂山到杜鹃花遍野的大珠
山，从乡土气息浓郁的泊里大集到商业氛围浓厚
的台东商圈，从焕发新生的旧城小巷到全省首个
4F级国际机场……美好生活，由轨道串联，从地
铁开“驶”。

2015 年年底，3 号线北段开通，成为全省首
条运营线路。此后7年，青岛地铁每年都有新线
或新段开通。截至 2022 年底，青岛地铁线网已
贯通东西两岸、七区一市，安全准点、平安舒适的
地铁，日益成为公共交通服务体系中的骨干运输
方式和市民出行的重要选择。

2022 年，青岛地铁线网总客运量达 2.83 亿
人 次 ，日 均 客 运 量 77.5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4.72%，在公共交通（公交+地铁+有轨电车）体
系中的比重接近30%，绿色出行“主力军”的担当
更加凸显。今年以来，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
段，经济社会正常秩序全面复苏，地铁客流承载

力持续提升。4月 8日，青岛地铁线网单日客运
量首次突破 140 万人次，达到 144.45 万人次，彰
显出这座城市澎湃的发展活力。目前，地铁客运
量占公共交通比重已超过40%。

着眼构建大交通格局，青岛地铁持续提升与
其他交通方式的一体化衔接服务水平。目前，青
岛地铁线网与铁路综合衔接覆盖率达 98.60%，
基本实现对全市主要交通枢纽全覆盖，运营时间
覆盖接近90%的出发航班和80%的到达航班，处
于国内较高水平。

为更好满足乘客高质量出行需求，青岛地铁
高位提升运营服务质量和品质，行业内首推公交
地铁“一码畅行”，推出母婴室、幸福百宝箱、冷暖
车厢、便民如厕卡等暖心举措，不断满足差异化
乘客服务需求，传递城市“温度”。2022年，在16
项关键运营指标行业排名中，12 项全国第一、3
项第二。乘客满意度连续 6 年处于非常满意水
平，2022 年达到 98.54 分，得分和增幅均创历史
最优，成为行业首家获国家级“服务质量认证”及

“顾客满意度测评认证”双五星级评价单位。
今年年初，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

合公布绿色出行创建考核评价达标城市名单，青
岛达到绿色出行创建目标，地铁是重要的加
分项。

从“建城市地铁”到“建地铁城市”

面对土地资源紧张、交通拥堵加剧等城市快
速发展的“痛点”，国内各大地铁城市纷纷聚焦
TOD（以公共交通为导向）开发模式，依托地铁
进行高效集约的资源开发，推动轨道交通和城市
可持续发展。

抓住地铁三期线路建设窗口期，青岛将
TOD 模式作为重要的城市发展战略，高效推进
TOD 项目开发建设，构建“五位一体”“三级联
动”全生命周期开发模式，系统梳理全市13条线
路、266 个站点周边土地，建立总占地面积逾万
亩的“21＋N”TOD 重点项目库，可带动地铁沿

线开发投资超一千亿元。目前，已累计实施
TOD综合开发项目15个。

秉承“产、城、人”一体化开发思路，青岛地铁
谋划打造市南老城更新、市北产业集聚、李沧未
来示范、崂山城市地标、西海岸现代多维等多个

“一区一示范”TOD 样板，通过在各区（市）核心
点位布局高品质产业空间，引导高端产业要素在
轨道站点周边集聚，与现有产业资源形成串联和
互补，全力推进青岛产业转型升级，深度激活青
岛 TOD 全域开发。4 月 19 日举行的青岛地铁
TOD 重点项目发布会暨高质量发展论坛上，青
岛创新创业活力区、智慧湾项目、石老人片区、滨
海学院片区、瓦屋庄车辆段 TOD 项目、团岛山
片区、闫家山片区等 7 个项目，呈现了具有显著
TOD 特点的生活、出行、产业、商业和文化等特
色场景。

随着城市更新建设攻坚行动纵深推进，青岛
地铁将聚焦置业、物业、商业、科技等板块协同推
进，探索构建文化、智慧、绿色、康养、产业系统融
合的 TOD 新生态，不断改善城市形象面貌，提
升城市功能品质，让更多的人乘坐地铁出行，让
更多的人工作生活在地铁周边，实现从“建城市
地铁”到“建地铁城市”的转变。

“轨道上的美好生活”渐行渐近

经常来往于青岛和济南两地的张女士喜欢
在地铁青岛北站的“壹心制面”小店里，吃一碗热
乎乎的牛肉面；在常宁路上班的蓝小姐，每天走
出地铁大厦站时，都要在地铁站里的7-ELEVEn
便利店买上一份早餐；居住在天泰阳光地带的蒋
先生期盼着 2 号线海信桥站的小型商业体早点
开业；在无棣路、苏州路，不少人盼着高架桥下的
波螺油子多点烟火气……

315公里的地铁线网，是地铁商业布满城市
的触角。向下扎根，围绕地铁车站、依托地铁客
流，“轨道上的地铁商圈”全面起势。向上突破，
打破地铁场景边界，在城市更新领域深耕细作，

酒店、办公、体育休闲等业态次第亮相。目前，青
铁商业正以多元模式落地“一区一酒店”计划。
其中，在辽阳东路站、中山路站的酒店业态已全
面落位。位于 1 号线安顺车辆段的大片空地也
华丽转身为青铁体育公园，成为市民享受竞技体
育乐趣、提升生活品质的休闲好去处。

历史建筑和片区是青岛的文脉所载、底蕴所
在。青岛地铁展现国企担当，结合地铁沿线开发
建设攻坚行动，以地铁站点周边房屋改造为切入
点，开辟出轨交行业助力城市更新的全新路径，
让地铁沿线历史文化街区和老建筑绽放出时代
风采。在大鲍岛历史文化街区北侧紧邻 1 号线
中山路站，两栋有着 90 多年历史的老楼——即
墨路24号（西院）、胶州路49号（东院）今年夏天
将开门纳客。定位“波螺油子艺术谷”的波螺油
子苏州路一期建筑改造项目也正在加快实施，有
望年底开街。该项目将引入艺术策展、工作室、
时尚设计师中心、餐饮等业态，助力老城区提质
迭代，打造城市文旅新地标。

不止于焕新老建筑，青岛地铁还对站点周边
的老旧房屋进行“柔性改造”，今年1月投入运营
的安安公寓就是代表项目之一。安安公寓位于
沧安路 6号，距离 1号线沧安路站 B出入口西南
侧 20 米，前身为青岛糕点厂职工宿舍。针对项
目前身户型老旧、配套匮乏的情况，青铁商业联
合青岛中联建业集团有针对性地增加了共享区
域、优化户型结构、完善设备设施，加装电梯、人
脸识别、智能门锁等智能化设施设备，并植入年
轻人喜爱的娱乐、办公、社交等更多功能。目前，
这个集中式长租公寓入住率已超过80%，深受都
市年轻一族青睐。

未来的地铁沿线，将催生出更多烟火气、时
尚气浓郁的人文空间、生活空间，形成为数众多
的地标消费场景，营造新消费发展的生态环境，
为提升周边上班族和居民消费满意度、生活幸福
感赋能助力。

构建利他共赢产业生态圈

随着安全、便捷、绿色、经济的现代交通体系
日益成熟，城市轨道交通行业技术、设备国产化
水平不断提升，城市轨道交通资本运作及产业发
展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机遇与合作空间，利他共
赢、打造良性的产业生态圈成为历史趋势与时代
潮流。

作为我市 24 条重点产业链之一，轨道交通
装备产业是青岛的优势产业、支柱产业和名片产
业，2021 年成功入选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青岛地铁顺势而为，以“战略引领、产业推动、合
作共赢”为宗旨，倡议共同组建资本运作和产业
发展联盟。4月26日，轨道交通行业资本运作板
块的首个全国性联盟组织——全国城市轨道交
通资本运作和产业发展联盟在青岛揭牌。首届
联盟理事长、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总会计师华杰表示，作为行业资源整合平台，联
盟将以金融根植实体产业，实现资产资本化运
营。今后将推动联盟单位成员合作创新金融产
品、助力核心技术突破、扩展投资生态圈、积极参
与行业和国家标准化工作，推动轨道交通产业链
及上下游共同发展。

2021 年以来，青岛地铁聚焦战略投资主方
向，优化产业布局，投资多个产业链优质项目；初
步搭建由“产业链股权投资基金群”“地铁建设基
金群”“城市更新基金群”构成的百亿产业基金集
群。积极实施“上市公司+”战略，迅速布局拟上
市公司。其中，博宁福田项目在青岛地铁入资后
迅速提升其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2022 年底启
动上市筹备；东湖绿能项目通过复合储能装置、
永磁牵引系统、新型能源智能管理系统、氢能及
迭代产品等绿色节能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推动青
岛地铁乃至整个轨道交通行业绿色转型发展。

“十四五”期间，青岛地铁建设预计完成投资
1100 亿元，由此将衍生出千亿级的市场场景。
青岛地铁创新资源经营模式，拓展资本运作赛
道，研究梳理出包括传统土建、设备以及新兴
领域在内的 36 大类 146 个开放场景，为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提供充足的产业投资和市场参与
机会。通过场景开放，提速布局青岛轨交产业
链，助力青岛轨交产业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
集群。

■青岛地铁 6 号线 TACS
（列车自主运行系统）示范线首列
电客车到段。

■中山公园站成热门站点。

■青岛地铁全力推进10条在建线路建设。

■■青岛地铁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青岛地铁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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