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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驰  观  察 
2024 年第 18 期（总第 43 期）           2024 年 7 月 16 日 

 

 “十五五”交通规划前瞻：以“三个转变”引领

“十五五”期交通运输规划研究 
 

“十五五”期，交通运输发展内外部环境将进一步发生变化。

经济增长面临更大压力和不确定性，投资仍将在经济结构调整中

发挥重要作用。重工业化阶段基本结束，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

新旧动能持续转换。人口规模继续收缩，人口向城市群都市圈集

聚，老龄化日益严重。交通基础设施大规模集中建设时期逐渐过

去，开始转入存量维护时代。交通运输仍将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重要应用场景，交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趋势愈发明

显。土地、生态、资金等要素约束进一步凸显，能源、资源及产

业供应链保障需求升级，交通运输可持续发展面临更大考验。 

面对新的形势要求，“十五五”期交通运输规划应以切实推

动《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的“三个转变”为根本指向，深入

研究“网络布局优化”以推动交通发展由追求速度规模向更加注

重质量效益转变，深入研究“统筹融合发展”以推动由各种交通

方式相对独立发展向更加注重一体化融合发展转变，深入研究

“转型提质升级”以推动由依靠传统要素驱动向更加注重创新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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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转变，努力发挥规划对于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

用。 

一、深入研究网络布局优化问题 

“十五五”期，建议在各种交通方式已经形成大规模网络的

基础上，充分落实国土空间开发要求，把联网（抓重点）、补网

（补短板）、强链（提质量）作为建设重点，优化基础设施布局、

结构和功能，努力实现交通基础设施网络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

效提升。重点规划研究领域建议如下： 

（一）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加快建成京津冀、长

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等 4 大城市群之间 6 条主

轴性综合运输通道，夯实综合交通主骨架，强化 4 大城市群的辐

射带动作用。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西部陆海新通道等战略

通道建设，研究启动面向南亚东南亚交通走廊、面向东北亚交通

走廊以及沿黄陆海大通道、中原地区出海新通道等综合运输通道

建设。探索推动综合运输通道内新建基础设施的协同规划、设计

和建设，引导土地等要素资源集约化利用。 

（二）完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布局与建设。基于不同功能

定位进一步优化枢纽城市建设规划，明确枢纽场站、集疏运体系、

智慧协同运行体系等建设方案及实施计划，提升枢纽城市的系统

功能和运行效能。加快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

渝双城经济圈等 4 大城市群交通枢纽，构建畅通全球的国际客货

运输体系。推进省级行政区域内核心枢纽城市的交通枢纽场站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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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构建便捷互联的全国客货运输体系。深入推进国家综合货运

枢纽补链强链，有效降低物流成本。 

（三）优化完善及高质量维护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推进

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城市群轨道交通建设，加快干线铁路、城

际铁路、市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等四网融合，树立人口与城镇

密集区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模板。推进国家高速公路待贯通路段、

省际瓶颈路段建设及繁忙通道能力提升，加快普通国道贯通和低

等级路段提质升级。推动内河航道建设，强化部分地区的运河工

程可行性论证，因地制宜构建水运网络和多式联运体系，发挥运

输网络规模效应。更加关注提升交通基础设施养护水平，保障交

通基础设施质量。推进适老化无障碍交通出行服务设施建设，改

善货车司机在途休憩设施，提高行业社会形象。 

二、深入研究统筹融合发展问题 

“十五五”期，建议在过去几个五年规划探索实践的基础上，

继续推动跨方式、跨区域、跨行业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行业视角

升级到产业视角，努力发挥综合交通运输的整体效益，加快构建

现代交通运输业。重点规划研究领域建议如下： 

（一）推动多方式协同一体化发展。持续推动大宗货物和

集装箱中长距离运输“公转水”“公转铁”，促进铁路专用线

“进港区、进园区、进厂区”，推进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以“用

户有感”为标准，推进“硬联通”与“软联通”并重，切实提升

旅客一站式出行服务水平，推动铁路、民航与城市轨道交通安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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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等服务优化，探索发展“一票制”旅客联程联运。 

（二）推动区域交通及城乡交通统筹发展。贯彻长江经济

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发展战略，以交

通运输率先高质量发展支撑区域协调发展。完善重点城市群和都

市圈轨道交通、快速公路网络布局，支撑交通运输一体化发展，

构建客货运输服务“一张网”。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启动“四

好农村路”新十年高品质建设，建成更多产业路、旅游路、资源

路，创新农村客运发展模式，探索客运、快递、邮政、道路养护

巡查等一体化发展。 

（三）推进“交通+”产业融合发展。壮大“交通+”产业

生态，培育“链长”企业，加快交通与先进制造、现代农业、能

源、信息、商贸、旅游等产业的融合，发展平台经济、通道经济、

路衍经济、枢纽经济、低空经济等，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

输产业。以数据资源赋能交通运输发展，加快业务数字化，发展

数字化业务，推动形成数字交通相关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

业。 

三、深入研究转型提质升级问题 

“十五五”期，建议面向实现交通运输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

强化安全、智慧、绿色发展，推动综合交通运输发展理念变革、

动力变革、模式变革。重点规划研究领域建议如下： 

（一）强化统筹发展与安全。开展综合交通运输网络韧性

提升系统研究与工程实施，提高有效应对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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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健全能源、铁矿石、粮食等大宗物资交通运输保障体系，

构建多元化国际物流通道，加强国际物流供应链运行动态监测，

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始终强化交通安全生产和安全监管，排

除公路桥梁、隧道等重点基础设施安全隐患，提升“两客一危”

重点车辆智能化监管和应急救助水平，强化寄递渠道安全监管。

强化交通运输领域网络安全保障，确保交通数据安全。 

（二）强化数字化智慧化转型。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数

字化转型，加快创新应用场景规模化落地。推进综合交通运输信

息平台和交通大数据体系建设，推动有条件开放共享，鼓励各类

市场主体搭建综合出行服务平台、综合物流服务平台，实现精确

分析、精准管控、精细管理和精心服务。加快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推动数据资源资产化，推进有条件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依

托具备条件的公路通道建设科创走廊，建设集物流通道、产业通

道、科创通道于一体的新一代公路发展样板。 

（三）强化绿色低碳发展。以“双碳”战略为指引优化交

通运输结构，引导大城市绿色集约出行，推进货物运输结构调整。

以“零排放”为愿景优化交通能源结构，加快新能源车船、电力

机车、港口岸电等应用，推进城市公共交通工具电动化，推动公

路沿线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探索近零碳公路服务区建设。推动设

备更新与资源循环利用相结合，加强老旧设施更新利用，大力推

进施工材料、废旧材料的再生和综合利用，提高资源再利用和循

环利用水平，发展交通资源循环利用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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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执笔人： 

王  洧，同济大学中国交通研究院 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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