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多个建设项目压茬推进

自2017年设立以来，雄安新区经过五年

多的规划和建设，累计完成投资超过4000亿

元，已进入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和建设同步

推进的重要阶段。

聚焦到2022年投资投入，据雄安新区改革

发展局消息，2022年雄安新区建设项目谋划安

排322个，总投资7905亿元，年度计划投资2000

亿元。启动区、容东片区、高铁站枢纽片区市场

化地块，正在有序推进项目开工建设。

“按照‘在建一批、新开工一批、储备论证

一批’的原则，100多个建设项目压茬推进，累

计完成投资超过4000亿元。新区参建劳动力

稳定保持在10万人以上，高峰时期约有20万

建设者在紧张有序施工。目前，新区启动区市

政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项目进展顺利，起步

区重大基础设施加快推进，容东片区城市框

架逐步形成，6万多名征迁群众喜搬新居，京

雄城际铁路建成并稳定运营，京雄高速公路

河北段等建成通车。”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司

副司长曹元猛在9月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

雄安新区的项目建设近况。

按照雄安新区建设的相关规划，雄安新

区有三个重要定位：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

载地、京津冀城市群重要一极、高质量高水平

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

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一定位上，从

2021年起以在京部委所属高校、医院和央企

总部为重点，已分期分批推动相关非首都功

能向雄安新区疏解。目前，首批标志性疏解项

目加快在新区落地，中国星网、中国中化、中

国华能等3家央企总部启动建设，中国矿产资

源集团注册落地，首批疏解的高校、医院基本

确定选址。同时，一批符合新区功能定位的市

场化疏解项目如中科院雄安创新研究院市场

化疏解项目落地建设。

据人民雄安网数据显示，截至7月初，央

企在雄安新区注册设立各类机构共计110

家，在新区本级注册的北京投资来源企业达

3700多家。

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治理

作为国家级战略，雄安新区的建设资金十

分充足。2017年成立之初，曾有机构预测，未来

5-10年，雄安新区的投资规模不会小于10万

亿元，其中相当部分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预

计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铁路、公路、机场、市

政、房建等一大批建设项目即将陆续开工。

“从开发建设上看，雄安新区的前期建设

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建

设，主要包括轨道交通、高速公路、电力网络、

综合管廊等建设；二是生态环境治理，主要包

括水治理、垃圾处置和生态治理等。”国新未

来科学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徐光瑞此前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该观点在过去五年间雄安新区的10亿量

级大项目上也有所体现。交通配套上，总投资

约20.7亿元的雄安新区高铁站片区供热（冷）、

燃气工程和总投资21.21亿元的K1快速路 （一

期）项目等，在2019年发布并陆续开工建设；

商业配套上，总投资约20亿元的雄安站枢纽

片区核心区域地下空间一体化方案和总投资

约86亿元（不含土地费用）的雄安商务服务中

心项目也在2019年发布。

时间快进到2022年，在基础设施建设已

有一定进展的基础上，雄安的10亿量级项目

向市场化建设倾斜，今年8月1日，预计投资

129.6074亿元的雄安国贸中心综合体开工，

作为雄安新区启动区建设的首个TOD商业综

合体，通过地上地下及周边地块一体化开发，

配套建设立体交通枢纽，建成后将实现TOD

站城一体化发展，打造新区的城市门户和汇

聚世界影响力的雄安中央活力区。

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过去五年，

雄安新区10亿量级重大投资项目大都集中在

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商业中心等方面。

进入第三个发展时期

“这些项目将会给雄安新区带来两个方面

的发展机遇。第一，这座现代化的‘未来之城’，

通过‘筑巢引凤’，将聚集大量人才和优质的企

业等市场化的资源要素，在此落地生根，进而

为雄安新区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

支撑。第二，通过‘软件’与‘硬件’的打造，雄安

新区起点将会更高，有助于未来促进产业加快

深度集聚于此，为其‘更上一层楼’走向世界奠

定基础。”经济学家宋清辉评价道。

“雄安新区建设肯定是分层次、有阶段、

有重点的。短期之内，还是以基础设施建设、

商业配套、公共服务为主，打好基础后才能更

好地吸引产业和人才的进入。”北京社科院研

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智能社会治理研究中心

研究员王鹏评价道，“中长期来说，更多的还

是要和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的城市功

能定位、产业协同、人才发展相结合，向数字

化转型升级。”

“根据官方规划，雄安新区有三个发展阶

段，基础设施建设阶段（2017-2019年）、雄安

新区初步阶段成形（2019-2022年）、雄安新

区步入快速发展阶段（2022-2029年），每个

阶段有相应的定位。”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

研究所所长洪涛教授分析表示，现在雄安新

区进入第三个发展时期，在前期、中期打基础

后，后期要进一步完善，以低碳绿色为主要投

资内容，即使传统的基本投资也应建立在低

碳绿色的标准上完成。

王鹏认为，雄安新区的建设和发展有三

层含意：“首先，各类10亿量级重点项目的投

入，有利于当地公共服务、城市建设、产业发

展的飞跃；其次，从区域协同角度来看，有利

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同时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最后，自身产业

基础并不完善的雄安新区，在顶层设计和落

地发展中如何更好地面向数字化和新技术，

这个过程为我国其他地区乃至全球提供了新

的发展道路和经验。”

释放三大发展趋势

放眼未来，雄安新区作为未来之城，其

2022年已开工和即将开工的项目，也释放出

新的产业信号。

北京商报记者梳理雄安新区2022年前

三季度重点建设项目集中开工数据发现，

2022年前三个季度，雄安新区集中开工重点

项目142个，其中10亿量级项目49个，总投资

超1700亿元。

各类10亿量级项目中，大致包括疏解项

目、重大产业项目、公共服务项目、基础设施

项目、生态建设项目、市场化项目和智能城市

等方面。具体到重大产业项目，中国星网等首

批央企疏解项目和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

联通三大产业园项目，在一季度重点建设项

目集中开工活动后已全面进场施工；预计投

资17.41亿元的雄安国贸中心在三季度也已

开工。

“从2022年的重点产业投资方向来看，我

认为体现了雄安未来发展的三大趋势。”王鹏

评价道，“未来发展从投资建筑上，第一是数

字化、信息化方向，以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

国联通三大产业园为代表的产业项目正在建

设数字经济、智慧城市的底座；第二是环保方

向，双碳路径、绿色化的环保项目相关产业也

会是投资重点；第三是产城融合方向，产业和

城市包括人口相融合，雄安前期的承接疏解

企业、交通、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等发展良好，

为了产城融合更好发展，相关建设产业也是

未来的投资重点。”

展望未来，宋清辉认为，2022年新开工的

10亿量级项目类型，也紧紧契合了雄安新区

未来之城、科技之城和生态之城的定位。

北京商报记者方彬楠陆珊珊

雄安新区累计完成投资4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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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总里程接近翻番

1969年，北京建成通车全国首条地铁，50

年来，北京地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

显著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北京以解决城市人口

出行问题为出发点，以优化城市空间布局、缓

解城市交通拥堵、便捷市民出行为目标，大力

发展轨道交通，带领轨道交通进入大发展时

期，运营总里程和日均客运量实现翻番。

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新闻发言人童

梅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十年来，地铁网络进一

步织补、加密、优化，北京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线路由16条增加至27条，总里程由442公里增

至783公里，涵盖了地铁、轻轨、磁悬浮、有轨

电车等多种制式，线路覆盖12个行政区和北

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同时，随着轨道新线的陆续开通，线路的

通达性和便利性有效提升，轨道交通的吸引

力也日趋增强。城市轨道交通路网日均客运

量由2012年的672万人次增至2019年的1000

万人次，最高日客运量达1378万人次。同期在

公共交通出行中的占比也从32.3%增至

57.4%，提高了25个百分点。

当前，轨道交通因其便捷、准时、快速等

特点成为市民通勤的首选，有效遏制了道路

交通拥堵进一步恶化，北京市交通指数近年

来稳定在“轻度拥堵”级别。

服务可靠度提升近11倍

十年间，北京城市轨道交通逐步由追求

建设速度规模向注重质量效率转变、由相对

独立发展向一体化融合发展转变、由依靠传

统要素向聚焦创新驱动转变，轨道交通运行

更加安全、快捷。

一方面，通过优化行车组织、改造设备设

施、应用科技手段等措施，北京不断提升路网

安全和服务水平。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

副总经理梁樑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当前，路网兑现率、正点率等主要运行指

标在CoMET（国际地铁协会）均排名前列。

同时，梁樑介绍，列车服务可靠度达到

3000万车公里/次，比2012年的267.02万车公

里/ 次提升近11倍；自动售检票、电扶梯等服

务设备可靠度均常年保持在99.9%以上，并固

化形成了消毒、通风、测体温、戴口罩等疫情

防控策略，筑牢轨道交通疫情防线。

另一方面，北京不断缩短发车间隔，提

升运力。“2012年至今，全路网累计缩短行车

间隔150余次，目前有10条线路最小行车间

隔已达到2分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童梅

表示，“同时组织运营企业采取交路套路、灵

活编组等多样的列车组织模式，持续挖潜运

力、提升路网运输效能，更好地满足乘客出

行需求。”

为改善轨道交通换乘能力，北京也在实

施既有线网优化改造。十年间，完成了宣武门

换乘通道改造，打造“地下立交”，实现内圈通

道2号线换4号线、外圈4号线换2号线的双向

换乘流线，提高换乘能力；实施1号线与八通

线跨线运行改造，乘客无须在四惠站及四惠

东站换乘即可从古城站至环球度假区站一趟

直达，提高了出行体验及效率。

此外，北京还先后开展了多轮消隐改造

工程，完成了全路网视频监控系统扩容、信号

系统升级改造等项目。车站安全门实现全覆

盖。改善乘车环境，先后推出了列车时刻表、

车厢空调温度分区、母婴室、配置自动体外除

颤仪（AED）设备等多项举措。

“这些措施的实施，一方面使轨道交通整

体系统运行更加安全、稳定，另一方面也让市

民乘坐地铁更加便捷、高效。”梁樑表示。

智慧出行场景频上新

十年间，北京不断推进轨道交通“四网融

合”，推动轨道交通与城市生活深度融合，构

建“轨道上的都市生活”，从而进一步增强轨

道交通吸引力和辐射带动能力，发挥轨道交

通在优化城市产业空间布局、推进职住平衡

的向导作用。

其中，在推进与其他交通方式的融合发展

上，北京实现了北京西站、清河站等的地铁、铁

路和市郊铁路的安检互认，探索研究了轨道交

通“四网融合”顶层设计，推动轨道交通融合发

展。推动公交、轨道融合发展，实现公交、轨道

一张网、一张图，衔接换乘更便捷。

此外，北京也在推进规划建设轨道微中

心，实现轨道交通与城市用地、功能、交通、

景观、市政的一体化融合。十年间，公布了第

一批71个轨道微中心名单；规划100个一体

化项目，包括11座车辆基地和89座车站。去

年，134处便利店、药店等站内便民设施也

上线运营。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轨道交通始终坚持

科技引领、创新驱动，不断以科技创新提升地

铁出行智慧化程度。而当前，梁樑介绍，北京

已初步完成由京投公司牵头于2019年发布的

“智慧地铁三年行动策划方案”。

“在进站上，北京顺应支付电子化趋势，

轨道交通全路网实现了支付宝、微信二维

码、银联云闪付等移动支付方式全覆盖，并

融合了相关的测温技术，还建设了乘客信息

服务平台，对乘客反馈的各种诉求进行集中

处理。”梁樑介绍，“在基础设施上，轨指中心

还搭建了反映客流等情况的大数据平台和

目前国内最大的云平台，目前云平台已承载

了3条线路，预计年底会增加到5条线路，未

来也会按照各条线路的建设周期逐步将其

迁入云平台中。”

关于北京轨道交通的未来规划，梁樑向

北京商报记者指出，轨指中心目前已经投入

到智慧大脑2.0的相关工作当中。“轨道交通指

挥中心相当于北京轨道交通的大脑，接下来，

我们将关注并建立乘客服务、智慧票务、人工

智能和云平台等方面的新场景，开发新的产

品，并投入到线路的应用上。”

北京商报记者方彬楠冉黎黎

党的十八大以来，北京轨道交通快速发展，创造了自己的“非凡十年”。10月17日，党的二十大新闻中心组织“立体出行，感受北京智慧交通”采访活动。北京商

报记者从现场获悉，十年来，地铁网络进一步加密，北京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由16条增加至27条。同时，在运营上，列车服务可靠度达到3000万车公里/次，比

2012年的267.02万车公里/次提升近11倍。此外，北京也在持续推进轨道交通“四网融合”，推动轨道交通与城市生活深度融合，构建“轨道上的都市生活”。

雄安新区，千年大计。10月17日，党的二十大新闻中心召开第一场记者招待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赵

辰昕在会上介绍，北京非首都功能正在有序疏解，雄安新区累计完成投资超过4000亿元。业内分析指出，雄安新区10亿

量级重大投资项目，也勾勒出这座未来之城、科技之城和生态之城的产业图谱。

定位

◆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

◆京津冀城市群重要一极

◆高质量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

发展阶段

◆基础设施建设阶段（2017-2019年）

◆初步阶段成形（2019-2022年）

◆快速发展阶段（2022-2029年）

2017年以来累计完成投资

超4000亿元

2022年安排项目322个

总投资7905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2000亿元
2022年前三个季度

集中开工重点项目142个
其中10亿量级项目49个，总投资超1700亿元

新区本级注册的北京投资来源企业

达3700多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