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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新一代铁路客运站规划和建设中，贯彻“五性”要求，就是要从“以旅客为

中心”出发，实现铁路客运站建设中位置选择、功能设施、时代特征、文化底蕴、先进性和

经济性的和谐统一。  

  [关键词] 铁路客运站；“五性”；设计理念；转变  

 

  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和谐铁路的过程中，铁道部提出

了新时期规划和建设铁路客运站的“五性”要求，即“功能性、系统性、先进性、文化性和

经济性”。   

  在新一代铁路客运站建设中，贯彻“五性”要求，实现设计理念从传统模式向现代化客

运站的转变，其设计思路就是要从管理旅客向“以人为本”、“ 以流为主”、方便旅客的

建筑理念转变；在功能设计上要满足快捷通过、旅客进出站和换乘方便、候车环境舒适的要

求；在系统设计上要体现系统论的方法，实现以客站为中心，铁路与城市其他交通的有机结

合；在车站规模、设备设置、建筑材料及建筑技术上体现现代化和环保，适应可持续发展要

求；在文化性上追求客站交通功能与时代特征和地域文化的完美结合；在经济性上要合理把

握车站规模与建筑标准的关系、注重近期与远期的结合。  

  一、贯彻“五性”要求，就是要合理选择客运站的位置，实现铁路客运站与城市规划、

城市轨道交通以及其他交通方式的和谐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催生了特大或大城市以城市轨道交通为骨

干，以公共交通为主体，多种交通方式相互协调的综合交通系统的建立。  

  铁路客运站是城市重要的交通设施和主要的客流疏散中心，每天有大量的旅客在这里换

乘，其位置是否合理，是实现铁路客运站与城市规划、城市轨道交通以及其他交通方式是否

和谐的关键，也是能否实现以铁路客运站为中心，建立各种交通方式方便换乘的综合枢纽的

关键。  

  1、改革现有交通建设管理体制  

  我国铁路、航空、城市规划、城市轨道交通归属于不同的部门管理，各部门在进行规划

时就存在行政壁垒，注重从本部门的利益出发寻求最优解决方案，致使我国传统的客运站没

有一个铁路干线车站、城市轻轨车站、地铁站和城市道路交通共用的立体交通枢纽。  

  德国通过设立联邦交通、建设与城市发展部，统筹交通运输、国土开发利用以及城市规

划与建设，在规划时是从经济的角度整体考虑，实现了城市与各种交通方式的协调发展。如

德国的柏林中央火车站，大量的客流都可以换乘到市内的所有车站。因此，尽管每天有 1400

趟列车经过，客流上百万人，但车站广场却没有象北京站人潮拥挤的现象。目前我国城市正

在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各种交通运输方式、交通设施以及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分割，将会对

我国综合交通和城市的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打破这种行政分割的管理体制刻不容缓。

德国的交通建设和城市发展综合管理体制值得我国借鉴。  

  2、坚持科学发展观，以方便旅客为目的，最大程度地实现客运站建设与城市规划和其

他交通方式的和谐  

  铁路客运站应设于客流的集散点并与城市规划和其他交通方式密切配合，以方便旅客的

出行和换乘。目前客运专线引入既有枢纽，一是引入既有客运站，涉及到既有客运站的改扩

建；二是引入新建的客运站，其位置应符合城市发展规划的要求。 



既有客运站的改扩建应因地制宜，充分利用既有客运设施及周边其他交通设施，依据城市发

展规划的要求，按照整体最优、协调发展的原则，合理制定客运站的改扩建方案。实现以铁

路客站为中心，城市各种交通方式的有机结合，建立各种交通方式换乘的综合枢纽。  

  由于城市建筑的限制，新建铁路客运站一般离市中心较远，虽然在吸引客流和换乘方面

不如既有站改扩建方案有利，但却符合城市的发展规划。随着城市经济的增长，城市轨道交

通与其他交通方式的建设与完善，新建客运站方案更容易实现与城市交通网的衔接配合，协

调与城市周边地区在功能、整体景观以及建筑风格等方面的关系，以客站建设带动城市及周

边地区的发展。如郑西客运专线上的西安北客站位于西安市北郊，与张家堡相邻，这是在充

分考虑西安、咸阳、铜川三座城市以及关中城市群未来发展基础上作出的决定。随着西安市

政府北迁至张家堡，张家堡将建为未央新城，成为西安市政治和经济中心，北站也将成为新

兴的客流集散点。为实现各交通方式的无缝衔接，铁路北客站成为正在建设的地铁 2号线的

起点站，并与西安站依靠铁路联络线连接，该联络线将延伸到咸阳国际机场，已经建成了二

环线到北客站公路。西安铁路北客站的建成，将会带动西安及咸阳、铜川等周边城市，乃至

整个关中城市群的发展。  

  二、贯彻“五性”要求，就是要坚持“以旅客为中心”的铁路客运站设计新理念  

  “五性”原则的核心是“以旅客为中心”。 贯彻“五性”要求，就是要坚持“以旅客为中心”，

以方便旅客使用为前提，在流线设计、空间设计到细节设计上，尽力为旅客提供快捷便利的

换乘方式、方便舒适的乘车环境和人性化的优质服务。  

  1、合理的流线设计是实现“以旅客为中心”的关键  

  现代铁路客运站是一座规模宏大的交通城，里面涉及到大量复杂的交通流线，如车站内

外的车辆流线、旅客流线、行包流线等。合理、高效的流线组织是车站设计的关键，也是实

现“以旅客为中心”的关键。  

  流线的设计与旅客站房各功能区的划分密切相关。大中型铁路客运站应采用在车场两侧

设置主、副站舍，“高架候车”、“高进低出”的流线方式。高架通道横跨车场连接主、副站舍，

旅客可分别从主、副站舍进站，利用自动扶梯到高架候车室候车，经过电梯或斜梯直接到站

台上车。出站旅客可直接从主、副站舍出站。这种方式避免了进、出站旅客流线的交叉干扰，

最大限度满足线路两侧旅客进、出站走行距离短的要求，旅客疏散迅速。同时“高架候车”、

“高进低出”的流线方式，易于建立各种交通方式共用的立体综合性枢纽，实现各种交通方式

的无缝衔接和“零换乘”，如南京车站。  

  2、多层次、立体化的空间设计是在满足流线组织合理化的基础上，实现各种交通方式

无缝接轨和 “零换乘”的保证  

  “零换乘”作为一种新型交通理念，在国内外大城市的综合交通枢纽布局中已被广泛接

受。国内的上海铁路南站、南京铁路南站等综合性客运枢纽，都已按照“零换乘”的理念，建

成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公路、航空相结合的大型运输枢纽，使之成为带动城市建设的强劲

“引擎”。  

  ⑴ 候车空间的设计  

  进站大厅是旅客换乘的交换厅，为使旅客迅速换乘，大厅要克服以往轴线对称或集中布

置的形式，设计成多层次、立体化的结构，使其成为真正快捷和便利的交通联系厅，体现“以

人为本”。车站候车厅是旅客候车和进行各种活动的场所，其设计要克服以往按功能区进行

条块分割的设计模式。采用大跨度结构技术和通透的玻璃幕墙，为旅客营造开放的候车空间、

通透开阔的视野，以及设置各种娱乐服务。使旅客在候车的同时就能看到站台上列车接发，

或欣赏到站外的风景，充分体现人性化的设计理念。配合多层次、立体化的进站大厅，避免

各种流线的相互交叉，实现铁路与其他交通方式的无缝衔接，最大可能地减少旅客换乘走行

距离。  



  ⑵ 站前广场的设计  

  传统的站前广场设计遵循“功能平面分区”的思路。随着客流量的增长，各种车辆如出租

车、私家车、公交车等数量的增多，这种平面一层的广场势必会使客流、行包流及各种车流

的交叉干扰更加严重。因此，站前广场的设计应配合站房“高进低出”的流线组织，采用向空

间发展的立体化设计，这是现代铁路客运站满足旅客高效率的换乘需求和城市交通枢纽附近

用地极为珍贵所决定的必然趋势。站前广场可设置高架平台，将车流直接提升到高架候车广

厅，人流从广场直接进站，经过自动扶梯上高架候车厅，避免人流、车流的交叉干扰。  

  ⑶ 地下空间的综合利用 

 随着人们对地下资源的日益关注，综合利用客运站地下空间，成为铁路客运站设计的新焦

点。利用客运站的地下空间，建设地铁站、停车场、地下商场、步行通道等，对提高土地利

用率、实现各种交通方式的无缝衔接，缓解地面客流拥挤，形成大型、综合性的交通换乘枢

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西安铁路北客站规划将车站站房、站前广场、轨道交通车站和铁路站场站台作为一个有

机整体，通过地下、地面和高架三个层面来组织、疏散客流，通过“立体化”的站前广场、高

架广场和地下共享大厅布局，有序的组织进出站客流，实现各种交通方式的无缝接轨和 “零

换乘”。  

  3、细节设计是实现“人性化”服务的根本  

  大局决定方向，细节决定成败。铁路客运站要成为现代化的交通枢纽，不但在主体设计

上体现“以人为本”，而且在细节设计上突现“人性化”特点。集铁路、地铁、轻轨、公交、出

租以及磁悬浮等各种交通方式与一体的上海铁路南站，却有让人“找不着北”的感觉。铁路若

参照公路交通那样，设置一些简单、明确、直观、相对固定的指路标志，旅客就不会有“找

不着北”的感觉；在楼梯处设置残疾人使用的轮椅，不但体现“人性化”的特点，也是现代文

明的象征；设置一些手推车，可以免去旅客拎包的烦恼；若能随火车票附一张清晰的进站和

候车室示意图，将会克服旅客许多不便；高站台的设置，使旅客抬脚就能上车等等。细节虽

小，却存在于客运服务的各个方面，注重细节设计是客运站实现“人性化”服务的根本。  

  三、贯彻“五性”要求，就是要在客运站总体设计上体现先进性，使其成为功能完善、设

施先进、服务一流的现代化客站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对建筑的空间、形式以及设备配置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城市门户的

铁路客站，传统的购票、候车等服务功能，已不能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出行服务需求。新一

代客运站建设在站房规模、功能布局、设备配置、站场设计及建筑形态上，要具有前瞻性，

充分考虑节能和环保，实现客运站与城市交通的无缝衔接，从而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使

新建的客站具备优质完善的服务功能、方便块捷的换乘方式、合理有效的流线组织、舒适先

进的服务设施。确保建设的客运站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成为一定时期的经典之作。  

  四、贯彻“五性”要求，就是要在客运站设计上体现时代特征和地域文化特质，实现交通

功能与时代特征以及地域文化的有机统一  

  随着建筑设计理念趋向多元化，铁路客运站设计应摒弃单纯追求宏伟、气派和纪念性的

旧模式，在外在形式和内在功能统一的前提下，力求恰如其分地反映当地地域文化、社会人

文特质、代表时代特征，力争使客运站成为具备区域文化底蕴的标志性建筑。如拉萨站在满

足现代化交通枢纽功能的前提下，追求与自然环境和藏文化的协调。在建筑造型上，车站采

用与布达拉宫相似的倾斜墙体、竖向窄窗和木梁结构，使其成为拉萨的代名词，实现了交通

功能与时代特征以及地域文化的有机统一。  

  五、贯彻“五性”要求，就是要实现客运站设计近期与远期的衔接，合理经济地把握建设

规模与建设标准的统一  

  新一代铁路客运站的建设要体现经济性，但经济性不是便宜、低廉，而是正确统筹客运



站设计和建设中近期与远期的关系，正确处理目前使用与远期改造发展的关系。在满足现实

需要的情况下，使目前投入的建设资源充分发挥效益，并为今后客运站的更新、改造、扩建

留有一定发展空间，使设计的车站具有现实性、实用性、前瞻性和超越性。充分考虑节能和

环保的要求。尽最大努力建造规模适度、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并有着长久生命力的客运站，

以最小化的投入，最大化的发挥铁路客运站诸类资源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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