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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30日，是北京軌道

交通極為值得紀念的一天，4條

地鐵新線同時向市民開放運營，

「悄然」融入龐大的地下交通網

絡，8號線南段直達鼓樓站疏堵

回龍觀；10號線一期二期貫通

成世界最長地鐵線；6號線一期

8節編組新車開啟地鐵大容量運

行篇章。

至此，北京地鐵總里程從372

公里增至442公里，躍居世界第

一。拋開傲人的里程數與諸多

「第一」的聲望，要客觀勾勒北

京新地鐵網絡的形象，最好方式

莫過於傾聽與之朝夕相處的民眾

的感受——這次，我們從兩個乘

客講起。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添翼、高麗丹、王由頁

早晨5點，北京尚沉睡在一片寒冷的寂靜中，這個習慣了奔跑的城
市，這一刻顯得安詳可愛、呼吸綿長。而在它平靜的皮膚之下，呈
輻射狀的15條鋼鐵動脈早已提前甦醒，開始為這個龐大的肌體輸送
一整天的活力和繁忙。
5點15分，隨 一道強光閃過，黃白相間的6號線早班地鐵，呼嘯

開進了嶄新的東部始發站「草房」，隨 為數不多的乘客，記者開始
了一天的體驗行程。向車尾眺望，略顯空曠但暖意盎然的車廂內，
乘客們隨地鐵的脈動有節奏地搖晃 。今年66歲的老北京人田千
里，腰板挺直地坐在座位上，在昏昏欲睡的人群中顯得格外引人注
目，而他臉上莫名的笑意，更讓記者為之精神一振。
田千里告訴記者，「雖然6號線剛開通不久，但自己已是這條線路

的鐵杆乘客了」，他住在北京市政府為其提供的經濟適用房「麗景園」
小區中，雖然退休多年，但閒不住的自己，又在城西邊的五棵松尋
了一份打雜的工作。
他告訴記者，在6號線開通前，自己出行的方式主要是公交、地鐵

加步行，在上班高峰時期，自己這身板根本擠不過年輕人，在八通
線的雙橋站，「人只有上的，基本沒有下的。要使勁兒背 身硬往
裡頭擠，才能成功。這一來一回，路上得花去4個小時。」
6號線開通後，他每天都會早早起身，乘坐6號線第一趟車，舒舒服

服地橫穿四九城去上班，整段路程也因此縮短到了一個小時。並
且，由於軌道交通極大地緩解了路面交通的壓力，他常坐的公交車
上也鬆快了不少。現在，每次晚上乘坐306路公交回家時，上面總有
五六個空位，「北京的夜景我可是怎麼也看不夠的呀。」⋯⋯
田千里不知道的是，這次同時開通的4條新線，全部位於中心城

區，這場「地鐵疏堵」攻堅戰，其實早在五年前就已悄然打響。
2007年，北京市委、市政府領導已經開始謀劃後奧運時期的城市建
設，其間多次強調了軌道交通建設的重要性。當年，在北京軌

道交通建設指揮部組織下，上千名設計師集中到一起展
開新線設計。6號線、8號線、10號線二期、亦莊
線、大興線5條新線繼而宣布開工，在建軌道交
通線達到創紀錄的10條。自此，北京最大規

模的地鐵建設高潮拉開大幕，平均每年
都有60多公里的軌道交通線投入運
營，這樣的建設速度在全球堪稱奇
跡。

同樣的奇跡，北京的建設者們
還創造了很多，6號線，最小
發車間隔僅4分鐘，大容量
列車快速疏散客流的功
效發揮得淋漓盡致；8
號線、9號線最小
發車間隔，分別
達到5分鐘和4
分鐘。

「在全世界，還
只有北京能讓新線一
步跨入成熟地鐵的運營狀
態。」市軌道交通建設管理公司
總經理丁樹奎說，「以極短時間達到成
熟地鐵運營線的水平，這在新舊線大規模對
接中令人難以置信。這是多年來分段調試、分段
開通的經驗積累結果，也是北京地鐵超大客流壓力下
的必然選擇。」

時間轉至上午9點30分，北京地鐵剛剛將早間的人群送往他們各自
的生活戰場，這一時刻出現在車站裡的乘客，神情已沒有了一個小
時前的焦急和疲倦。
來自英國的Alvin，選擇在這個時候乘地鐵前往自己位於國貿的辦公
室，今年29歲的他，已經在北京生活了3年，是一家全球性環保組織
的工作人員。由於上班時間較有彈性，Alvin一般會有意錯開北京
「著名」的早高峰。
他告訴記者，自己的國家在多年前，就已經嘗到了環境污染帶來的

惡果，「霧都」的稱號並不像聽起來那麼浪漫，在污染最嚴重的時
候，曾經出現過因大霧4天致死4,000人的惡性事件。在他們眼中，環
保已經成為深入人心、發自肺腑的自發行為。
他認為，現在正發力走向世界城市行列的北京，或許將面臨相似的

問題。在倫敦，發展地鐵等公共交通，減少私家車的「剛性需求」，
已經成為政府最有效的施治手段，「這同樣也適用於現在的北京，
很高興看見你們的政府，正在走一條長久有利於民眾的道路」。
在有多國生活經歷的Alvin看來，北京不僅是中國的首都，更是逐步
吸引 世界目光的國際性大都會。將地下交通建設融入到城市的規
劃中，為民眾出行提供更多的選擇，營造更主動的環保氛圍，或許
正暗合了中國人的思考方式——「順水推舟、水到渠成」。
與記者同行了半小時後，Alvin離開車站走入人流中，外面的北京，
剛從連續多日的霧霾天氣中走出。
或許Alvin不知道的是，在北京市政府的規劃下，地鐵已全面升級進
入了網絡化運營時代，新的地鐵網絡初步形成了「環線+棋盤+放射
線」的軌道線網格局，將多條郊區線路納入了網絡，並在原有基礎
上，打通了北京西南向北部和向東部的延伸。
此外，新開通的地鐵線較老線路在設計上更人性化，先進的一體化

理念，將使乘客實現「邊逛街邊換乘」，包括6號線、10號線等多處
站點，走出地鐵站即是商舖，或直接進入寫字樓、酒店，這不僅令
換乘路線更順暢，亦促進了地鐵沿線新的商業氛圍形成。
上述設計與規劃，不僅方便了城郊及市中心居民的出行，更潛移默

化地改變 北京百姓出行方式，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選擇使用地鐵這
種更低碳環保的交通手段。目前，北京地鐵日客流量達到近870萬人
次，預計2013年日客運量將突破900萬人次。

我的地鐵我的城

你們的地鐵世界的城

走過了42個年頭，已入「不惑之年」的北京地鐵，在
2012年底，再次煥發生機迎來了自己的「花樣年華」。

北京的中軸線，從南四環一路向北，貫穿京城。而地
下，另一條「中軸線」也將用現代的方式折射出北京的美
麗。北京地鐵8號線二期北起回龍觀地區，南至中國美術館
東街，與地鐵6號線銜接，是貫穿北京市南北的骨架線路，
它的走向基本與中軸線吻合，車站內的空間結構、燈光
等，處處體現了「中軸」概念。
在車站的設計中，8號線南段建築、裝修設計風格力求表

現「中心軸」的人文及環境特點，既能夠體現出線路的城
市區位，又蘊涵 深厚的北京文化韻味，是最為貼切的設
計主題。
8號線二期南段共設3站，分別為安華橋站、安德里北街

站、鼓樓大街站。安華橋站係灰、藍系列色，安德里北街
站係灰、粉紅系列色。車站中軸區域採用鮮艷的色彩，與
兩側白色、灰色的界面色彩形成對比，突出了中軸的形
象，每站的頂部均為方格拼接的一條「色帶」貫穿，象徵
「中軸線」。

鼓樓之韻
而在8號線新開通的三個站點中，鼓樓大街站則是最具特

色的車站。鐘鼓樓作為北京城的重要標誌，也是老北京的
象徵。四周的老胡同原汁原味地反映 老北京人的生活，
以及歷史的變遷所留下的歲月痕跡。因此，該站的設計理
念為「鼓韻清幽」，貫穿車站的設計思路是晨鐘暮鼓、紅牆
綠瓦、幽幽古韻。
在鼓樓站裡，立柱色彩也與鼓形燈相呼應，分別是紅色和

白色柱身，突出濃郁的中國傳統民俗風格。立柱運用的是
古典的紅色，天
花板上的燈是一
個個大圓形，

四周是紅色，中間發光，就像是一面面大鼓，充分體現鼓
樓大街的地區特色。
即將開通的地鐵8號線二期南段年底僅開通三站，而二期

剩餘的三站南鑼鼓巷、什剎海、美術館要在2013年以後開
通，不過，這未開通的三個車站仍將延續「中軸」概念，
特別是美術館站內的大幅壁畫，未來將成為京城地鐵獨具
特色的一景。

10號線之綻放
「自然、夢想、綻放」的主題可謂是10號線二期站台設計

的亮點。列車剛一駛入潘家園站，不少乘客就紛紛讚歎「真
漂亮！」記者看到，恬淡藍色的柱面裝飾，充滿了大自然的
美感，反射到地面的燈光倒影，猶如水面波紋般緩緩流動。
而大紅門站粉紅色的整體色調，則似最初夢想般純粹。

6號線之風貌
從西往東的6號線一期，與1號線、八通線平行，是北京地

鐵線網中重要的「一橫」，將北京最古老的胡同和最前衛的
未來通州新城聯繫在一起，展示「古城風貌」，體現老城區
車站的古樸、渾厚的文化塑造。
車站牆面以「磚的長方特點」為基礎，體

現「磚之韻」的構思。根據途經的區域來
區分，二環以西為紅磚，回味工業化
時代的特點，二環以內為古城青
磚，記憶古城的韻歷。二
環以東為現代彩磚，體
現朝陽門外時尚、
現代的商業圈
特點。

中軸之媚 北京地鐵建設速度全球罕見，背後離不開強有力的資金支持。根據
國家發改委批覆顯示，到2016年，北京地鐵運營里程將達664公里，屆
時，還將再投入近2,000億元，而這其中將有近550億，來自央企及香
港等社會資本的投入。

14號線再引港資150億
2008年，地鐵4號線投入運營，女乘務員貝雷帽的裝束令人耳目一

新。而車廂禁止飲食等服務細節也打上了深深的港鐵烙印。這是北京
地鐵首次引入外資參與建設的項目。通過7：3的出資比例，港鐵公司
在4號線投入40多億元建設資金，並獲得30年特許經營權，成為內地
軌道交通領域第一次以PPP(公私合營)模式引入社會資本的成功嘗試。
在2012年11月6日的京港洽談會上，京港再次傳來合作的佳音。北京

市交通委代表市政府與京港地鐵草簽《14號線特許協議》，京港地鐵
將斥資150億元參與大容量地鐵14號線的建設，14號線也成為目前內地
單一項目引入社會資本最大的項目。
政府投資是地鐵建設投資的主導力量，但單靠政府顯然力不從心。

資金籌措一直是全球軌道交通發展的瓶頸。多年前，北京地鐵建設也
曾深受其苦。
復興門至四惠東的復八線，斷斷續續建了12年；5號線1992年籌備，

2002年底才勉強開工；13號線與2號線在西直門和東直門一度被迫地面
換乘，只因10億元的資金缺口⋯⋯根據規劃，未來4年北京地鐵近
2,000億元的總投資中，計劃引入社會資本550億元，佔比將超過
27%。「我們還在爭取大型央企、保險資金、境外資金進入北京地鐵
投資領域。」 北京市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司（京投公司）有關負責人
郝偉亞表示。

融資創新相當於免費再修一條地鐵
去年11月，國家發改委批覆北京2016年地鐵建設規劃，2020年地鐵規
劃正在編制中。預計到2020年，北京軌道交通運營里程將達1,000公
里。目前，北京地鐵投資約50%來自銀行貸款。在低票價政策環境
下，京投公司為降低融資成本，率先嘗試利率期權貸款，累計落實銀
行貸款964億元，25年周期內大致節約10%的利息支出。
此外，京投公司還多次嘗試發行企業債券、短期融資債券、中期

票據等公募債券，這些融資創新手段，豐富了北京地鐵投資的資金
來源渠道，相比銀行貸款期限也更靈活，利率更低。據測算，到
2035年，北京地鐵投融資創新將可以節省成本200億元，相當於免費
再修一條地鐵。

「不惑之年」的「花樣年華」
身處頗具科幻感的地鐵隧道中，讓人

難免有時空穿梭之感。事實上，在地鐵
發展第一梯隊的國家中，中國確是極為
年輕的後來者。當北京地鐵硬件建設現
已初具規模、進入世界前三之時，我們
自然會將目光投向那些已將地鐵融入城
市文化的國際都會。那我們不妨就到隧
道的另一端，去端詳一下他們的古韻與
新意。

最古老的地鐵：倫敦地鐵

走進世界地鐵發源地倫敦地鐵，狹窄

的通道上下蜿蜒，配上昏黃的燈光，隨

列車進站，彷彿走入19世紀蒸汽機車

時代，感受復古與時尚的巧妙融合。

在許多出口甬道的牆壁上，有一些記

錄英國歷史文化背景的壁畫塗鴉。購物

天堂邦德街的車站牆上畫 巨大的禮品

盒子，靠近國家美術館的查令十字車

站，壁畫是世界名畫。在貝克街站，偵

探小說迷們可以和牆上的福爾摩斯合

影，還可以猜一猜畫圖出自柯南．道爾

寫的哪個案件故事。

最漂亮的地鐵：莫斯科地鐵

擁有「地下的藝術品宮殿」美譽的莫

斯科地鐵，以其宏大的建築規模和華美

的地鐵站風貌聞名於世。經過了前蘇聯

建築師和藝術家的精心設計，100多個主

站各具特色，以不同的歷史事件或人物

為主題，採用五顏六色的大理石、花崗

石、陶瓷和彩色玻璃鑲嵌出各種浮雕和

壁畫裝飾，輔以華麗的照明燈具，富麗

堂皇的大理石地面，美不勝收，令人流

連忘返。

最發達的地鐵：紐約地鐵

紐約地鐵設施規模宏大，四通八達。
26條線路像蜘蛛網般地通向各地，把布
朗克斯、曼哈頓、昆士和布魯克林四個

區連接在一起。
然而，紐約地鐵的美不止於此。在曼

哈頓堅尼路唐人街地鐵站的牆壁上，拼
貼 具有中國特色的貼畫，81街的自然
歷史博物館站，瓷磚砌出了栩栩如生的
各類動物⋯⋯，設計師的創意寓意和精
湛工藝總是引人入勝，反映 紐約豐富
多彩的多元文化。

最詩意的地鐵：首爾地鐵

如果你尚以為只有紐約、倫敦等古老
城市的地鐵才有令人歎為觀止的藝術風
格，那就大錯特錯了。如今的首爾地鐵
亦步亦趨，向 代表城市文化的詩意空
間在蛻變轉化。
走入首爾地鐵站，最吸引人的莫過於

迄今已有12年歷史的文藝表演。每年的
表演次數達2,600次，這些地鐵站裡表演
的節目，幾乎都是大眾所熟悉的民俗音
樂、拉丁和安第斯音樂等。除了為路人
們提供了休閒和歡樂，為生活增添活力
之外，更是為藝人們提供了希望和勇
氣，創造了追尋夢想最大眾化的舞台空
間。

﹁
穿
越
﹂

下一站：資本市場

■東四地鐵站的設計參考了老北京「牌樓」元
素。 王添翼攝

■工藝精美的地鐵站點裝飾。 王添翼攝

■投入運行已42年的北京地鐵，見證了北京的高
速發展，亦記錄了北京的歷史變遷。 王添翼攝

■倫敦地鐵。

■莫斯科地鐵。

■紐約地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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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地鐵。

■北京地
鐵每天向
各區域輸
送 維持
其高速運
轉 的 能
量。
王添翼攝

■隨 北
京地鐵近
年來的迅
速成長，
軌道交通
成為北京
市民的首
選出行方
式。
王添翼攝

■正因為
有「地下
工 作 者 」
—地鐵工
作人員的
寂 寞 堅
守，地鐵
才能常年
高效安全
運行。
王添翼攝

—未來4年北京地鐵再投2,000億元運營里程達664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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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記者的提議下，田千
里和多年一起換乘地鐵上
班、但從未交談過的「車
友」合影。 王添翼攝

■北京地鐵總里程現已達442公里，躍
居世界第一位。新開通線路均採用新型
國產列車。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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