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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ervice Facility Layout in Transit Railway Station Area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Location Optimization

选址优化视角下的轨道站点地区公共设施布局

钱征寒   刘  泉   张莞莅    QIAN Zhenghan, LIU Quan,  ZHANG Wanli

轨道站点地区的公共设施规划建设工作十分重要，但是针对性的规划研究并不充分。针对少子化、老龄化和城市收缩等

问题，日本近年来兴起以扩张型城市向集约型城市转型发展为主要理念的选址优化规划，将轨道站点地区的公共设施规

划建设作为主要工作内容之一。通过案例对比，对相关方法进行总结，主要包括3方面的借鉴价值：一是在站点周边地区配

置比例更高的公益性设施，而不是过度关注商业开发；二是公益性设施并不一定是独立占地，而是与其他设施进行混合

布局和共享利用；三是公共设施的布局原则重视步行尺度，但不强求直接布局在社区步行范围内，而是利用轨道公交形

成不同站点地区之间的统筹布局。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railway station areas are very important, but targeted planning research is 

not enough. In order to solve problems such as an aging population, fewer children and shrinking cities, Japan has developed 

the location optimization planning transforming from expanding cities to compact cities, which takes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railway station areas as part of the main work content. Through case comparison studies, 

the analysis of relevant methods can provide experience references. Firstly, TOD planning should allocate a higher proportion 

of public welfare facilities in transit railway station surrounding areas, rather than pay excessive concern to commercial 

development. Secondly, public welfare facilities do not necessarily occupy independent lots, but can be mixed and shared 

with other facilities. Thirdly, the layout principle of public faciliti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walking scale, which does not 

require building within the walking range of the community, but uses rail transit to form the comprehensive facility planning 

between different station areas.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公益性设施；TOD；收缩城市；老龄化；选址优化规划

public service facility planning; public welfare facility; TOD; shrinking city; aging; location optimization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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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城市轨道建设如火如荼，TOD

（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公交导向

开发）规划成为热点。在TOD规划中，如何进

行公共设施规划配置是这一规划的重要内容

之一。各地实践开始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探

索，如南京[1]7-9、雄安[2]29和上海[3]25等。国土空

间规划的相关编制要求也提出坚持公交引导

城市发展，规划编制需要提出与城市功能布

局相融合的公共交通体系与设施布局 [4]。总

体上，针对TOD规划中公共设施的规划规划

布局方法亟待更加深入地开展研究。

2014年以来，日本各城市开展了一系列

具有TOD特征的新规划类型——选址优化规

划（日文为“立地適正化計画”，又译为“立

地适正化规划”）①。这一规划以轨道公交网

络为依托，以轨道公交站点地区为节点，对城

市结构、用地功能和公共设施等内容进行规

划调整[5]4。选址优化规划与TOD规划模式近

似，但与当前我国开展的TOD规划相比，选址

优化规划以公共设施规划为重点内容[6]，对公

共设施特别是公益性设施规划的关注程度明

显更高，方法更加丰富且具有针对性，从而为

① 选址优化规划的英文翻译较为多样，包括国土交通省的统计表格、学术期刊《日本不动产学会志》2017年选址优化规划专辑的翻译及佐藤彻治的论文中采用的

location optimization plan；富山市的规划及部分论文中采用的urban facility location plan或facility location plan；以及其他日本论文常用的location normalization plan。
上述3种表述均较为常见。国内也有学者将其翻译为site adjustment plan。为了尽量保持这一概念的原意，笔者采用“选址优化规划”这一中文翻译，采用“location 
optimization plan”这一英文翻译。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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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规划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参考方法。

近年来，从TOD视角开展的研究对日本

选址优化规划越加关注[7-9]。以选址优化规划

为对象，以公共设施规划为重点进行研究，总

结相关经验，解读规划方法，能够为我国TOD

规划中轨道站点地区公共设施配置工作的开

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1   TOD规划中公共设施规划的问题及选

址优化规划的借鉴意义

一直以来，TOD模式关注轨道公交站

点地区商业开发的可行性，在空间建设方面

推崇紧凑、高强度的建设形态，重视用地的高

效利用和人性化的空间环境营造，多以城市

综合体或轨道上盖物业为主要载体[10]，如大

型商业配套、办公设施、住宅和混合功能建筑

等，而对公益性设施的配置关注相对不足。

对于如何布局学校或医院等公益设施，成为

TOD规划中较为薄弱的环节。

在我国TOD规划工作中，部分实践尝试

探索TOD规划中如何进行公共设施规划建设

管理的工作方法，如中新天津生态城、珠海总

体规划等城市借鉴新加坡邻里中心模式，结

合TOD模式进行规划实践时，较为重视轨道

站点地区公共设施的规划配置，特别是对公

益性设施有所侧重，内容更加完善②[11]。我国

TOD规划的相关指引编制中涉及部分公共设

施规划的要求[12]12，[13-14]。也有部分城市针对

轨道站点地区的公共设施配套开展了专门的

标准编制研究，如南京[1]1-2。

此外，当前的热点地区规划建设较为重

视轨道站点地区的公共设施规划建设，如雄

安新区启动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中提出，结

合轨道站点布局各级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和公

共活动空间，实行集中建设、混合布局和综合

使用[2]28。上海15分钟生活圈规划将轨道站点

核心区（半径300—500 m服务范围内）作

为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优先布局的地区，鼓

励结合医院、学校等各类公共设施、公园广场

等就近设置公交站点[3]25。

TOD规划中的公共设施规划越来越受到

重视，但是如何进行系统规划尚需要进行方

法上的研究探索，特别是针对公益性设施的

规划方法更为不足。针对类似问题，日本开展

选址优化规划以提供新的路径，通过这一工

作，以轨道公交站点为依托，将公共设施规划

与TOD模式进行创新结合，优化公共服务设

施的配置，并促进城市的可持续运营。针对我

国TOD规划中如何进行公共设施规划建设的

问题，可以从日本选址优化规划中得到经验

和启发。

  

2   选址优化规划中的公共设施规划

2.1   收缩城市背景下日本公共设施规划建

设面临的问题

目前日本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社会③，从

2000年开始，日本的城市建设也进入收缩时

代[15]47。在少子化、老龄化和城市收缩等问题

背景下，日本城市的公共设施建设存在诸多

问题。社会福利成本上升，城市居民点和村落

开始衰落，公共设施重复建设、设施老化、利

用不便等问题亟待解决，如设施维护管理、福

利服务等行政费用的增加也不断加重城市财

政的负荷[16]；郊区蔓延发展，政府难以对分散

的广大住宅区域提供完善的生活服务[17]2。其

中较为重要的问题涉及公共交通设施与公共

服务设施两大方面。

在具体的城市发展实践中，如东京都城

市收缩的主要问题包括人口减少、老龄化、公

共交通服务下降和住宅空置4个方面[18]2-3；石

川县金泽市存在公共交通客源不足的危机；

青森县弘前市存在冬季公共交通运营难以维

持的状况；山形县鹤冈市存在房屋空置成为

城市负资产的现象[19]；北九州市存在大量老

旧公共设施改造改建费用不足、生活性服务

供给不足的问题[20]41；新泻市则出现地价下降

的情形等[21]。

2.2   选址优化规划的背景及意图

选址优化规划是日本针对少子化、老龄

化和城市收缩问题所提出的一种创新型规划

类型。2014年，以《城市再生特别措施法》

的修订为契机，日本提出选址优化规划制度，

通过完善居住、医疗、养老、商业和公共交通

等多种城市功能，促进紧凑城市发展模式的

形成[22]。

日本国土交通省提出，在人口减少和老

龄化的进程中，特别是在城市层面，要维持发

展活力，确保医疗、福利、商业等生活服务功

能的可持续运营，让老年人能够安心生活，必

须以区域公共交通为基础，推进紧凑城市建

设，依托公共交通轴带综合布局住宅，配置

医疗设施、福利设施和商业设施等，即构建

“紧凑型+网络型城市”或“网络型紧凑城

市”[19]3。

在内容上，选址优化规划以紧凑发展模

式为指导，具有应对收缩城市问题并对国土

空间规划结构进行优化的意图，涉及国土空

间规划的用地调整、城市更新、公共设施规划

和公共交通规划等复杂内容，具体包括用地

功能调整、公共设施布局及轨道公交网络优

化等主要方面，落实为城市功能引导区域、居

住引导区域和引导设施3个主要部分的规划

布局[23]65。

2.3   选址优化规划中的公共设施规划

日本选址优化规划采用低碳可持续、减

少小汽车出行、城市功能向轨道站点周边地

区集聚、重视步行尺度等原则，反映出与TOD

规划在理念、原则和空间规划模式上较多的

共性。二者的主要区别之一是对公共设施规

划的重视程度不同，与TOD规划相比，公共服

务设施规划在选址优化规划中的分量更重。

公共设施规划建设是选址优化规划的重

要内容，选址优化规划中的公共设施配置需

要考虑3个视角：一是从功能视角对公共设施

进行分级分类，二是从布局视角对公共设施

进行分类，三是将空间节点地区的发展方向

与设施配置的政策进行综合[24]59。因而，在轨

道站点地区，公共设施的安排与站点地区的

功能类型和规划目标密切相关，公共设施的

规划需要结合轨道站点地区的特征进行分类

的基础上加以规划布局。

②与美国TOD模式相比，由于城市开发的机制和目标不同，新加坡新市镇规划中的轨道站点地区公共设施规划更重视公益性设施，规划引导要求更加完善。

③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65岁以上人口超过整个社会人口的21%，即属“超高龄社会”。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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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OD模式视角下选址优化规划中的公

共设施规划方法解读

通过总结可以发现，选址优化规划中的

公共设施规划配置包括以下3个步骤。 

（1） 结合公共设施配置要求的站点地区

分级分类

在TOD规划中，分级分类是一种常用的规

划方法。在城市层面TOD规划管理实践中，美

国及中国的TOD规划均比较注重城市层面的

分级分类管理，方法较为丰富和多样[12]6， [25-29]。

选址优化规划的主要目标是对城市整体结

构进行优化，同样重视对轨道站点地区的分

级分类。这使得选址优化规划与TOD规划存

在方法的近似性。相比之下，选址优化规划

中站点地区分级分类更加重视配置适宜的

公共设施。

选址优化规划的主要目的是针对少子

化、老龄化和收缩城市的需求，引导医疗、福

利和育儿设施向轨道站点周边集聚，形成集

约发展。选址优化规划对站点地区的分级分

类较为系统，如国土交通省将选址优化规划

的轨道公交站点地区分为中心节点和地域或

生活节点，不同类型的节点在公共设施配置

方面形成差异化配置。具体的设施分类布局

关注公益性公共设施，主要涉及行政办公、福

利设施、育儿设施、商业设施、医疗设施、金融

办公设施和教育文化设施等几个方面[5]74。

基于国土交通省的指引，在不同城市的

具体规划编制中，轨道公交站点地区形成更

加精细和具有针对性的站点地区分类分级。

如枚方市和宇都宫市的规划中重视不同节点

地区的分级，枚方市分为广域中心节点、广

域节点和地域节点；宇都宫市分为高等级城

市功能引导区域和城市功能引导区域两级，

高级别节点重视补充商业和文化设施等公共

性较强的设施，较低等级节点则重视生活服

务设施的完善（见表1-表2）[30]87， [31]66。静冈

市选址优化规划按照不同节点地区的定位差

异，分为历史文化节点、海洋文化节点和教育

文化节点等类型，历史文化节点和海洋文化

节点在博物馆类设施方面形成设施的优先配

分类 城市功能引导区域

生活服务功能 魅力活力提升功能基本生活服务功能
医疗 商业 育儿 商业 文化教育

医院 诊所 商业 保育园 幼儿园 商业 图书馆 文化
设施

广域中心节点 枚方市站周边地区 ○ ○ ○ ○ ○ ● — ●

广域节点
樟叶站周边地区 ○ ○ ○ ○ ○ ○ ○ ○
长尾站周边地区 ○ ○ ● ○ △ — ○ ○
枚方公园站周边地区 ○ ○ ○ ○ △ — — ○

地域节点

牧野站周边地区 ● ○ ○ ○ ○ — ○ ○
御殿山站周边地区 ○ ○ ○ ○ ○ — ○ ○
光善寺站周边地区 ○ ○ ● ○ ○ — ○ ○
宫之阪站周边地区 ○ ○ △ ○ ○ △ — △
津田站周边地区 ○ ○ ○ ○ △ ○ △ △
香里丘站周边地区 ○ ○ ○ ○ ○ — ○ ○

其他
桥本站周边地区 — △ ● — △ — — —
香里园站周边地区 △ ○ △ △ ● △ — —
北山地区 — △ ○ △ — △ — —

表1  枚方市轨道站点地区的公共设施分类配置
Tab.1  Public facility classification in transit station areas in Hirakata

注：○表示城市功能引导区域内维持现有功能的设施；●表示城市功能引导区域内为了增强服务功能而新建的设施；

△表示城市功能引导区域内缺少的设施，设置在相邻的区域内，在功能上能够补充城市功能引导区域功能的设施。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30]103-105。

注：●表示引导设施，包括新建设施和现有设施的功能维护；○表示补充设施，需要补充和完善功能的设施。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31]66。

表2  宇都宫市轨道站点地区的公共设施分类配置
Tab.2  Public facility classification in transit station areas in Utsunomiya

引导区域
类型

都市功能
引导区域

引导设施

高等级功能
设施

日常服务功能设施 针对少子高龄化
问题的专门设施

医疗 商业 金融 教育 公共 老人
支援

育儿
支援

医院 诊所
超市、药店

银行等 中学 小学 办事
窗口

看护保
险服务

教育、
保育
设施

1 000—
10 000 m²

1 000—
3 000 m²

高等级城
市功能引

导区域
城市节点 ● ● ● ● — ● ● ● ● ● ●

城
市
功
能
引
导
区
域

内环线
内侧

轨道站
点周
边型

 

主要公
交线路
节点周
边型

城市节点
（内环线
内侧）

●
图书馆、高
中、大规模

商业 ● ● ● — ● ● ● ● ● ●

南宇都宫
站周边

●
图书馆、剧
场、礼堂

LRT 车辆
段周边

●
大规模商
业、大学

● ● ● — ● ○ ● ○ ● ●

冈本站
周边

●
专科医院 ● ● ● — ● ○ ○ ○ ● ●

江曾岛站
周边

●
大规模商业 ● ● ● — ● ○ ● ○ ● ●

西川田站
周边 — ● ● ● — ● ○ ○ ○ ● ●

雀宫站
周边

●
专科医院 ● ● ● — ● ○ ● ● ● ●

科技城
中心 — ● ● ● — ● ○ ● ○ ● ●

瑞穗野团
地周边 — — ● — ● ○ ○ ● ○ ● ●

上河内地
区市民中
心周边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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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见表3）  [24]63。

轨道站点具有整合和重新配置沿线区域

城市功能和空间资源的作用，不同站点布局

的设施沿轨道线路形成协调合作。在日本《铁

路沿线城市营造指引》中提出，轨道站点地

区按照自身功能定位的不同，在沿线不同城

市间进行协调和优化配置，结合公共设施集

聚功能的差异，可以分为商业娱乐型、急救医

疗型和文化教育型等不同类型，有侧重地集

聚相关设施形成特色化发展，并加强轨道沿

线各地区的协同合作，合理分配功能，充分发

挥价值（见图1）④[32]63。

（2）公共设施要素的分类配置

与以往TOD规划更加关注商业开发是否

可行不同，选址优化规划重视公益性服务设

施的配置。选址优化规划往往会将公共设施

按照需求层次的不同分为日常服务型设施、

提升型设施和少子老龄化设施3类，分别提出

针对性要求。

如枚方市的选址优化规划中分为医疗、商

业、育儿教育为主的生活服务功能以及商业和

文化设施等提升城市魅力和活力的功能。公共

设施规划建设的重点包括4个主要部分，分别

是服务老龄化需求的设施、服务儿童教育的设

施、促进城市经济文化发展的设施，以及表2中

未包含的行政服务设施（见表1）[30]87。宇都宫

市的选址优化规划中，按照高等级功能设施、

日常服务功能设施和针对少子化、老龄化问题

的专门设施3类，面向不同功能引导区域形成

设施配置的安排（见表2）[31]65-66。

吹田市的选址优化规划对各节点地区

的优势与不足进行了总结，提出公共服务设

施的配置涉及3个目标：一是推动建设健康

安心生活的城市；二是推动建设能够安心教

育下一代的城市；三是推进充实文教、学术

功能。这3个目标分别以医疗设施、育儿相关

设施和文教、学术研究设施为载体，以轨道

站点为中心，在其他片区结合相关需求进行

布局，引导具体的设施配置（见表4） [33]83。

札幌市则在规划中分为都心和地域交流节

点两类，在都心重点补充提升国际竞争力的

设施 [34]。

（3）基于步行尺度的公共设施空间布局

具体的公共设施规划布局重视轨道站

点地区空间规划的基本原则，采用以步行

尺度为基础布局设施的模式。与一般TOD

规划的基本原则不同，选址优化规划中的

步行尺度更多是指老年人的出行条件。日

本部分规划中的轨道站点步行范围为半径

500 m或800 m，公交站点步行范围为半

径300 m。

如富山市作为日本网络型紧凑的样板，

其选址优化规划是中国引介较多的规划案

例。这一规划中提出“串丸子”的规划布局

模式，在“丸子（步行圈）”内，日常利用步

行和自行车出行；在“丸子”之间，利用公共

交通串联，减少小汽车的使用，以低碳可持续

的方式获取生活必须的各种服务（见图2a）[35]14。

静冈市的选址优化规划中，生活节点半

径500 m范围内，设置生活服务的必要功

能（见图2b） [36]59。长崎市提出依托轨道

公交线路，以半径500m为标准，按照老年

人出行需要，集聚相应的公共设施（见图

2c） [23]73。

同时，部分城市提出尺度较大的空间范

围，如伊势市的选址优化规划基于不同类型公

共交通步行尺度相叠加，形成公共设施的紧凑

布局。在这一规划中，以伊势市站等主要站点

为中心，设定半径1 km区域的城市功能引导区

域；以二见浦站周边等综合支所⑤及主要公交

站点半径500 m区域为城市功能维持区域，布

局各类设施（见图3）[37]64。

4   选址优化规划中公共设施规划方法

借鉴

选址优化规划重视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

配置与空间布局，这种规划方法为TOD规划

提供了3个方面的借鉴价值。

集约化节点形成区域

引导设施
市
政
府

区
政
府

支
所

综
合
医
院

育儿
支援
中心

中
央
福
利
中
心

地域
福利
推进
中心

大
学

专
科
学
校

博
物
馆

博物
馆类
其他
设施

大
型
礼
堂

图
书
馆

男女
共同
参画
设施

历史文化
节点

静冈站周边
地区 ○ ○ — ○ ○ ○ ○ ○ ○ ○ ○ ○ ○ ○

海洋文化
节点

清水站周边
地区 ○ ○ — ○ ○ — ○ ○ ○ ○ ○ ○ ○ —

教育文化
节点

东静冈站周边
地区 — — — — ○ — — ○ ○ — — ○ ○ —

草薙站周边
地区 — — — — ○ — — ○ ○ — — — ○ —

骏河区政府周边地区 — ○ — — ○ — ○ — — ○ ○ — ○ —
安倍川站周边地区 — — ○ — ○ — — — — — — — ○ —

表3  静冈市轨道站点地区的公共设施分类配置
Tab.3  Public facility classification in transit station areas in Shizuoka

注：○表示集约化节点形成区域内需要配置的公共设施。

资料来源：参照参考文献[24]63制表。

图1  依托轨道站点针对选址优化规划需求的公共服务设施集聚

Fig.1  Public facility agglomeration around transit station for location 
optimization plan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32]63。

④ 1999年6月施行了《男女共同参画社会基本法》，旨在推进男女平等，提升妇女地位，推动男女在所有领域都能共同参与社会规划，男女共同参画设施即是根据相

关法律设立的相关活动设施。

⑤ 综合支所是指日本市区町村等政府机构的分支机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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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周边
地区

各区域城市功能相关优势与不足 引导设施

医疗设施 育儿相关
设施 文教、学术研究设施 保育所、

幼儿园 儿童馆 育儿支
援设施 大学 图书馆 社区中心 特殊功能

医院
区域中心

医院

北千里、山田、南
千里、桃山台区域 —

不足：该区域进行
了大规模住宅建设，
育儿设施不足

优势：千里金兰大学选址
不足：图书馆分馆老化、藏
书偏少、服务水平不高。社
区中心未开展整备

○ ○ ○ ○ ○ ○ — —

千里山、关大前、
丰津、绿地公园
区域

— 同上 优势：关西大学选址 ○ — — ○ — — — —

江坂、南吹田站
区域 —

不足：0-5 岁人口阶
段的保育人员不足，
育儿设施不足

不足：江坂图书馆藏书偏少、
服务水平不高。社区中心未
开展整备

○ — — — ○ ○ — —

万博纪念公园、公
园东口、阪大医院
前区域

— — 优势：大阪大学、国立民族
大学博物馆选址 — — — ○ — — — —

宇野边、千里丘
区域 —

不足：该区域进行
了大规模住宅建设，
育儿设施不足

— ○ — — — — — — —

JR 岸边、正雀
区域

优势：计划建设特
定功能医院——国
立循环系统疾病研
究中心及市立吹田
市民医院

—
优势：大阪学院大学选址，
计划在北大阪健康医疗都
市建设图书馆

— — — ○ ○ — ○ ○

JR 吹田、阪急吹
田、相川区域 — —

优势：大和大学选址。
不足：中央图书馆老化藏
书偏少、服务水平不高

— — — ○ ○ — — —

表4  吹田市轨道站点地区的公共设施分类配置
Tab.4  Public facility classification in transit station areas in Suita

注：○表示补充设施。

资料来源：参照参考文献[33]83制表。

图2  老年人的步行尺度与公共设施布局

Fig.2  Walking scale of the elderly and planning 
pattern of public facilities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3]73，[35]14，[36]59。

图3  伊势市的步行尺度范围与公共设施布局
Fig.3  Walking scale and planning pattern of public facility in Ise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37]64。

4.1   轨道站点地区配置更加完善的公益性

设施

选址优化规划在站点周边地区配置比例

更高的公益性设施，而不是过度关注商业开

发。选址优化规划中的站点地区分类方法与

TOD规划方法类似，但是TOD规划中针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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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性设施功能配置的方法研究相对不足。选

址优化规划正好对TOD规划中的公共设施规

划，特别是公益性设施规划进行了方法上的

补充。

TOD规划中设施配置更多的是面向增量

开发，重视配置商业设施，如商业综合体等。

与之不同，选址优化规划更加重视少子化、老

龄化和收缩城市的直接需求，其目的不是过

度关注站点地区土地开发的增值，而是充分

利用交通节点的区位价值，为居民提供生活

服务，重视公益性设施的补充与完善，主要包

括育儿设施、医疗设施、文教设施及老年人活

动设施等在站点地区的配置，服务于老人、儿

童等居民的实际需求。这种方法具有底线思

维特征，使得轨道站点地区的公益性设施配

置得到进一步重视。如市原市，站点地区除了

商业功能以外，也重视教育、医疗和福利功能

向轨道站点集聚（见图4）[38]82。

我国当前的城市规划工作重视依托轨

道站点布局公共设施的原则，但我国当前

的城市规划标准和公共设施规划较为重视

保障公益性设施功能的独立完整，如医疗、

教育设施要求独立站点。高标准的规划占

地要求与TOD规划紧凑布局的原则存在一

定的抵触，这使得如何在轨道站点地区集

中建设公共设施，需要进行规划方法的创

新探索。

图4  市原市轨道站点的公共服务功能集聚
Fig.4  Public service function agglomeration in transit station area in Ichihara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38]82。

图5  门司港站的复合型公共设施
Fig.5  Multi-functional facility in Mojiko station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0]136。

 参照这一经验，在我国深圳、上海等超大

城市，或已出现收缩趋势的中小城市，可以尝

试借鉴选址优化规划，基于轨道公交站点，促

进公益性设施在站点周边地区集约发展，调

整技术标准，尝试研究允许特定条件下公益

性设施与住宅和其他设施在站点地区合并设

置的创新规划建设方法。

4.2   公益性设施与其他设施进行混合布

局和共享利用

在轨道站点地区，公益性设施并不一定

是独立占地，而是被鼓励与其他设施进行混

合布局和共享利用。

在用地规划层面，选址优化规划包括城

市功能引导区域、居住引导区域和引导设施3

个部分，具体用地的功能调整是与设施的规

划建设密切结合的。引导区域以外的用地功

能向引导区域的集聚，与设施的改造建设同

步进行，并配以相应的政策进行支持。如东京

都提出，居住用地调整之后，居住引导区域外

的居住功能转化为开发量，转移到轨道站点

周边用地中，形成功能混合的高强度开发节

点。拆除居住引导区域外的空置房屋，将居住

引导区域内的空置房屋进行功能调整，作为

公共设施加以利用[18]8。

在建筑功能层面，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服

务设施规划建设中，提倡将不必要的公共设

施转化为需求较高的老人看护设施，避免设

施的重复建设以防止浪费，如将中小学、市民

活动设施和养老福利设施合并，形成以学校

为主的综合设施[5]100。此外，国土交通省针对

紧凑城市目标提出的指引中，在缺少福利设

施和医疗设施的区域，可以新建底层为医院、

上层为公寓住宅的混合功能建筑[17]26， [23]160。

提升城市魅力和活力的重要设施中，同

样重视功能的混合布局和复合利用，如北九

州市的门司港站地区，提出设立复合型公共

设施，尝试将区政府、会议室、图书馆和会展

厅等功能进行混合布局和复合利用（见图

5） [20]136。千叶市在千叶站步行15 min范围

内设置“希望之球”（Qiball），即包括政府服

务、商业、育儿支援和医疗保健等功能形成综

合体，具有标志景观、混合功能和共建共营等

特征[15]52。

借鉴这一经验，特定条件下，即便是公益

性设施也并不一定是独立占地，而是可以尝

试与其他设施进行混合布局和共享利用，以

轨道站点为中心，在需要紧凑发展的区域，促

进不同类型公共设施的复合功能建设，以达

到兼顾公益性功能和经营性功能的作用。

4.3   依托轨道公交站点和线路促进公

共设施集约化的布局方法

我国当前的城市规划标准和公共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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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依托轨道公交站点和线路的公共设施利用

模式
Fig.6  Public facility use mode in transit station and 
along transit line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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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依托轨道公交站点，综合站点地区步行

尺度和轨道公交的通勤距离及时间，在更

大尺度上创新划定中小学学区范围，配置

服务老年人需要的各类设施，并在轨道站

点地区补充幼儿园、小学和老年人接送站、

接驳车等设施和交通工具，从而优化公益

性设施的配置。

5   结语

当前时期，随着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热

潮，TOD规划成为热点。在依托轨道公交引

导开发的同时，轨道站点地区如何为周边地

区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是TOD规划建设能否

持续开展的重要方面。日本的选址优化规划

重视公共设施的规划建设，更加关注公益性

设施的配置，将公共设施规划与TOD规划更

加紧密地连接起来，形成规划技术方法的创

新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轨道站点地区的公共设

施规划虽然表现为一种空间规划模式，但真

正确保其成功的则是进行了符合老龄化社会

需要的规划机制创新。从可行性上来看，中日

两国在城市收缩和老龄化问题上的阶段和情

况并不一致，在规划管理制度上也存在差异，

因而对选址优化规划的借鉴需要注意相关经

验的适用性。

一是城市收缩和老龄化差异对经验借鉴

的影响。TOD规划的视角下，重视轨道站点

地区的公共设施规划，结合轨道站点地区特

点进行公共设施分级分类配置，在确定TOD

规划范围和设施规划布局时，考虑老年人等

特定人群需求等经验均适合我国当前相关规

划来借鉴。但在具体的公共设施规划建设中，

公益性设施在站点地区的建设、公益性设施

和经营性设施的混合布局等创新依然存在需

要突破的技术规范壁垒，也需要对公益利益

与商业利益进行协调。

二是规划管理制度上的差异对经验借鉴

的影响。选址优化规划的推进涉及公共交通、

用地规划、公共设施和城市更新等不同领域，

需要不同部门、不同规划与不同政策的协调，

也涉及建筑基准法、农业振兴法、自然公园

法、自然环境保全法、森林法和地质灾害等相

关法律的协同。处理这种复杂协同关系的经

验和教训如何与我国当前国土空间规划的需

求结合，需要在机制和法规层面进行研究。此

外，选址优化规划的实施涉及资金支持机制、

实效评估机制和改造申报制度等一套实施保

障机制的设计，涉及管理程序、奖励罚则等不

同细节的推敲。这些管理制度上的差异也需

要在规划借鉴过程中进一步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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