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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综合交通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71)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国

家铁路局规划与标准研究院、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东南大学、郑州综合交通运

输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起草人员：孙相军、韩继国、金敬东、刘振国、马衍军、田春林、崔愿、杨东、李艳红、陈

璟、李可、简艳春、刘晨、赵羽、王明文、郑维清、张甜甜、李鹏林、孙鹏、朱苍晖、戴晓晴、靳廉洁、

张兵、莫辉辉、王涵、刘建军、范丁元、于文儒、江捷、安健、陈澍、杨玮、过秀成、杨洁、甘家华、

奉鸣、方曾利、王芳、梁亚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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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编制技术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的基本要求、准备工作、规划内容和规划成果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区域（城市群、都市圈）、地市等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规划编制，县（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编制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integrated transportation system 

    由铁路、公路、水路、民航、管道、邮政快递、城市道路、城市轨道（地铁、轻轨）等组成，包含

基础设施、运输服务、运输装备、支持保障系统的交通运输有机整体。 

 3.2 

综合交通网  integrated transport network  

由铁路、公路、水路、民航、管道、城市道路、城市轨道（地铁、轻轨）等共同组成、相互衔接、

协同运行的基础设施网络。 

 3.3 

综合运输通道  integrated transportation corridor 

由两种及以上运输方式线路及附属配套服务设施组成，连接主要交通流发源地，有共同客货流向的

带状交通设施集合。 

 3.4 

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integrated transportation hub city 

实现不同运输方式间高效衔接和一体化组织的城市节点。 

 3.5 

综合客运枢纽  multimodal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hub 

将两种及以上对外运输方式与城市交通的客流转换场所在同一空间（或区域）内集中布设，实现设

施设备、运输组织、公共信息服务等有效衔接的客运基础设施。 

注： 对外运输方式是指铁路、公路、水路和民航等运输方式。 

[来源：JT/T 1065—2016，2.1] 

 3.6 

综合货运枢纽  integrated freight transportation hub 

具有多式联运换装、货物集散、仓储、中转运输等功能，集中布设实现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货物有

效换装与衔接，具备完善信息系统的货运作业及配套服务功能的设施综合体。 

[来源：GB/T 42184—2022，6.1，有修改] 

 3.7 

旅客联运  passenger intermodal transport 

通过两种或两种以上对外运输方式完成的旅客连续运输。 

注： 其发展目标为由单一旅客联运承运人或代理人为旅客及其行李全程负责，旅客全程使用一本票证。 

[来源：JT/T 1109—2017，2.1] 

 3.8 

多式联运  intermodal tran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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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由一种且不变的运载单元装载，相继以两种及以上运输方式运输，并且在转换运输方式的过程

中不对货物本身进行操作的联合运输形式。 

[来源：GB/T 42184—2022，3.2] 

4 基本要求 

规划类型 4.1 

4.1.1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按功能分为布局规划和发展规划，按范围分为国家规划、省（自治区、

直辖市）规划、区域（城市群、都市圈）规划、地市规划、县（市）规划。 

4.1.2 布局规划应在现有交通基础设施适应性评价基础上，提出基础设施中长期空间布局和能力配置

方案，规划期限一般为 15~20年。 

4.1.3 发展规划应提出交通运输发展的目标、重点任务和重点工程项目，规划期限一般为 5年。 

规划对象与重点 4.2 

4.2.1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对象宜包括铁路、公路、水运、民航、管道、邮政等，应加强与城市交

通的衔接。 

4.2.2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应突出综合运输通道、综合客运枢纽、综合货运枢纽、旅客联运、多式

联运、运输结构调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等涉及各种运输方式系统集成、衔接平衡的规划内容。 

规划衔接 4.3 

4.3.1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宜与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城市交通等专项规划统筹编制，

吸纳各专项规划成果，并在约束性指标、基础设施布局、重大工程、重大政策等方面对各专项规划提出

要求。 

4.3.2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应与周边区域交通规划做好衔接， 包括交通基础设施线路走向、技术等

级、建设时间、一体化运营管理等。 

4.3.3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应与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等进行衔接，主要规

划成果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  

编制原则 4.4 

4.4.1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编制要落实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战略部署，优化交通网络结构和功能，统

筹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统筹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4.4.2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编制要做好与财政预算、土地供应等政策协同，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

大优质增量供给。 

4.4.3 规划编制采用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公众参与的方式，对规划成果进行专家咨询论证。 

5 准备工作 

资料收集 5.1 

5.1.1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编制前应收集和分析下列基础资料： 

a) 社会经济资料，包括行政区划、地理区位、区域人口、城镇化水平、矿产资源、文化旅游资

源、经济产业、对外贸易等； 

b) 交通基础设施现状资料，包括高速公路、普通干线公路、农村公路、铁路、轨道交通、航道、

港口、机场、管道等基础设施里程规模、技术等级、通行能力、养护管理，以及主要客货枢

纽的技术等级、到发能力、集疏运设施等； 

c) 交通运行资料，包括各方式客货运输量、各方式客货周转量、公路断面交通量、高速公路出

入口流量、铁路区段密度、铁路客运站日发班次、铁路站到站客货流量、航道船闸货物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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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机场客货吞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公共交通客运量、客运枢纽换乘量、货运枢纽换装

量等，必要时收集公路收费数据、车辆卫星定位数据、手机信令数据、地图位置数据等； 

d) 行业发展资料，包括交通建设投资规模、用地用海规模、投融资模式、碳排放监测数据、信

息化平台、相关政策法规等； 

e) 规划资料，包括区域发展战略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交通专项规

划等。 

5.1.2 基础资料收集符合下列要求： 

a) 基础资料应来源可靠、数据准确、内容完整； 

b) 反映现状的资料应采用规划基年前 1 年的数据，用于发展趋势分析的数据应不少于连续 5 个

年度，且最近的年份应为规划基年的前 1年； 

c) 规划资料应收集最新批复的规划成果或在编的规划草案。 

交通调查 5.2 

5.2.1 应根据规划要求开展交通流量调查、城际间旅客出行调查、货物运输调查等，调查范围、调查

内容、调查精度根据交通需求分析的要求确定。 

5.2.2 交通调查应涵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所涉及的各方式建设、运行和管理等。 

5.2.3 交通调查采用新技术方法和工具时，调查数据应与行业统计数据相互校验。 

6 规划内容 

现状分析 6.1 

6.1.1 应分析规划范围内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综合交通运输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 

6.1.2 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分析应包括下列内容： 

a) 人口分析，包括人口总量、人口结构、空间分布等现状及历史发展特征； 

b) 经济产业分析，包括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产业结构等现状及历史发展特征； 

c) 城镇化分析，包括地理区位、城镇化水平、城镇空间分布等发展现状及历史发展特征； 

d) 对外贸易分析，包括对外贸易额和主要对外贸易产品等发展现状及历史发展特征； 

e) 资源环境分析，包括土地资源、旅游资源、矿产资源等基本情况。 

6.1.3  综合交通运输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分析应包括下列内容： 

a) 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分析，包括综合运输通道、综合交通网络、综合客运枢纽、综合货运枢纽

及基础设施投资等； 

b) 客货运输分析，包括客货运输总量和结构、旅客运输、货运物流等； 

c) 智慧交通分析，包括交通科技创新、交通数字化、智慧出行、智慧物流、智慧管理等； 

d) 绿色交通分析，包括节能降碳、资源集约节约利用、重点领域污染防治等； 

e) 交通安全应急分析，包括交通网络韧性、保通保畅、安全生产、应急体系等； 

f) 支持保障分析，包括体制机制、运输市场、法规标准、人才队伍和文化建设等； 

g) 交通运输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分析，包括综合交通网与城镇布局、产业布局的匹

配性，交通运输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国家安全等。 

6.1.4 现状分析编写符合下列要求： 

a) 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分析应体现经济社会活动与交通运输的相关性； 

b) 综合交通运输发展现状分析应从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角度，分析交通网络布局形态、技

术水平、等级结构、运输结构、覆盖连通水平、各方式协调衔接水平，以及旅客联运、多式

联运等方面发展情况； 

c) 综合交通运输发展现状分析宜根据规划区域实际情况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定性与定量相

结合的方式，综合运用类比、情景分析等方法进行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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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需求  6.2 

6.2.1 应分析综合交通运输发展面临的形势，预测规划期内运输需求。 

6.2.2 发展形势分析应包括下列内容： 

a) 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分析，包括人口、就业、地区生产总值、主导产业、资源开发利用等； 

b) 交通需求发展趋势分析，结合规划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分析客货运输需求特征。 

6.2.3 需求预测应包括下列内容： 

a) 主要经济指标预测，包括人口、地区生产总值、产业结构等； 

b) 主要运输需求指标预测，包括客货运输总量、分方式客货运输量及周转量、客货运起讫点分

布、通道运输需求、枢纽运输需求、城市公共交通运量等。 

6.2.4 形势需求编写符合下列要求： 

a) 发展形势分析应总结经济社会发展对交通运输的要求，包括经济产业、城乡融合、区域协调、

安全保障、对外开放、科技创新、生态文明、深化改革等； 

b) 需求预测的基础数据宜利用区域客货运输量及周转量、线路运输量、枢纽港站业务量等历史

统计数据和车辆卫星定位、手机信令、地图位置数据等多元化数据，应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

可靠性； 

c) 需求预测应选取恰当的模型方法，包括 SWOT法、PEST法、时间序列法、回归分析法、弹性系

数法、强度指标法、经济计量模型法、投入产出法、四阶段法等，需求预测方法见附录 A.1。 

总体思路 6.3 

6.3.1 应明确综合交通运输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提出综合交通运输发展的主要目标指标。 

6.3.2 指导思想应提出未来综合交通运输发展的主题、主线和战略重点。 

6.3.3 基本原则应提出综合交通运输发展指导性的价值准则。 

6.3.4 发展目标应提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的总体目标、分阶段目标和量化指标体系。 

6.3.5 总体思路编写符合下列要求： 

a) 指导思想应贯彻落实宏观战略导向，立足本地区实际情况及未来发展战略，贯彻上位规划及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战略部署，体现综合交通运输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b) 基本原则应体现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等发展要求； 

c) 量化指标设置应遵循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等价值取向，遵循引领性、

代表性、综合性、可操作性等原则，宜分为约束性指标和参考性指标，提出适合本地区特征

的指标。 

交通基础设施规划 6.4 

6.4.1 应以现有交通基础设施优化配置为重点，分析综合立体交通网现状适应性，提出综合运输通道、

综合交通枢纽和综合交通网的规划方案。 

6.4.2 综合运输通道规划包括下列内容： 

a) 应对现有综合运输通道开展适应性评价，计算通道内各交通线路的能力饱和度，开展通道能

力适应性评价，通道内交通线路能力饱和度要求见表 1。根据规划区域实际情况，综合评价综

合运输通道与经济社会的适应性，见附录 A.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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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综合运输通道内线路能力饱和度要求 

综合运输通道内线路类型 能力饱和度要求 

高速公路 服务水平不低于三级，v/c≤0.75 

一级公路 服务水平不低于三级，v/c≤0.7 

干线铁路 单线能力利用率小于等于80%、双线能力利用率小于等于85% 

注： v/c是在理想条件下公路最大服务交通量与基本通行能力之比；能力利用率是铁路实际被占用能力与现有通过

能力之比。 

b) 应结合区域产业、城镇空间布局规划对既有综合运输通道空间布局优化调整，明确各通道的

主要控制点、通道功能，综合运输通道空间布局方法见附录 A.2.2； 

c) 应结合适应性评价结论及未来交通发展趋势，对通道内线路走向、技术标准、建设时机、数

字化改造等提出优化调整建议，通道内线路优化配置方法见附录 A.2.4。 

6.4.3 综合交通枢纽规划包括下列内容： 

a) 应对规划区域内的综合交通枢纽城市进行层次划分，宜划分为国际性、全国性、区域性和地

区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各层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交通功能应满足表 2 要求。综合交通枢纽

城市层次划分方法见附录 A.3.1； 

表2 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层次划分与基本要求 

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层级 
基本要求 

国际性 

1. 至少具备国际枢纽机场、国际枢纽海港、国际铁路枢纽、国际邮政快递处理中心其中一种，能

够提供国际旅客、跨境物流中转服务； 

2. 拥有连接世界重要机场、港口的航线网络，或国际铁路班列； 

3. 积极建设全球转运分拨中心、国际交易中心、国际结算中心，提升全球资源要素配置能力。 

全国性 

1. 至少具备枢纽机场、枢纽海港、铁路站等其中一种枢纽港站的换乘换装功能设施和配套服务网

络，能够实现跨区域人员交往和物资中转组织功能； 

2. 拥有国际、区际、城际等不同层次有效衔接的交通基础设施与运输服务网络，实现与国际性、

区域性枢纽城市协同发展。 

区域性 

1. 具备城际、城乡服务功能及区域衔接转运能力，能够承接本区域内运输需求，实现与服务腹地

的对接和末端辐射； 

2. 具备跨方式运输组织功能，与国际性、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之间交通联系便捷，具备一定

的跨区域辐射能力。 

地区性 
1. 通过与更高层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的交通联系，形成错位发展格局； 

2. 具备一定的区域辐射能力。 

b) 应对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发展水平开展综合评价，宜从城市发展能级、设施承载条件、集聚辐

射能力、连通中转水平、运行服务品质、资源配置效率等维度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

分析法、熵权法等综合分析测算，测算方法见附录 A.3.2； 

c) 应按照多种运输方式高效衔接和一体化运输的原则，提出综合交通枢纽港站布局方案，包括

综合客运枢纽、综合货运枢纽、单一方式枢纽港站，明确枢纽港站位置、功能定位、占地规

模等，枢纽港站布局形态及适应情况见附录 A.3.3； 

d) 应提出综合客运枢纽、综合货运枢纽的集疏运规划方案，集疏运能力应与枢纽设施规模、作

业能力相匹配，枢纽机场、主要港口、铁路站、物流园区集疏运规划应满足表 3要求； 

e) 综合客运枢纽集疏运体系应以公共交通集疏运为主体，中心城区综合客运枢纽间公共交通转

换时间应小于 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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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枢纽集疏运规划要求 

枢纽类型 集疏运规划要求 

年旅客吞吐量1000万人次及以上枢纽机场 与2种及以上快速交通方式（高速公路、轨道交通）衔接 

沿海主要港口、内河主要港口 与专用疏港公路、疏港铁路衔接 

铁路站、物流园区 与城市主干路、干线公路衔接 

6.4.4 综合交通网规划包括下列内容： 

a) 应测算铁路、公路、运输机场基础设施规模，测算方法见附录 A.4； 

b) 应以提升综合交通网对城市主要功能区、主要枢纽节点的覆盖连通水平为重点，在既有交通

规划基础上提出综合交通网优化方案，实现县级行政中心 15min 上国道、30min 上高速公路、

60min上铁路，市地级行政中心 45min上高速铁路、60min到机场； 

c) 应根据城市规模、区位条件、空间布局，提出对外交通与城市交通的衔接方案，干线公路道

路断面、设计能力、服务功能应与城市道路衔接段相匹配，高速公路出入口设置应合理，城

市群和都市圈应实现城市轨道与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互联互通、融合发展，可编制对

外交通与城市交通衔接专项规划。 

6.4.5 交通基础设施规划编写符合下列要求： 

a) 综合运输通道空间布局应满足地形条件、运输需求、国土空间开发等要求； 

b) 综合交通枢纽港站布局应统筹城市发展定位、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客货流空间分布等因素，

城市内部和相邻城市间枢纽港站间应实现功能协同，集约利用土地，推动枢纽与产业融合发

展； 

c) 综合交通网规划重点应为各方式的骨架网络，注重对既有交通网络的优化完善，强调各方式

协调衔接，突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综合性、系统性和整体性。 

旅客运输规划 6.5 

6.5.1 应提出城际、城乡、城市交通等方面的旅客运输发展重点任务，注重旅客联程运输等。 

6.5.2 旅客运输规划编写符合下列要求： 

a) 鼓励创新客运服务模式，提供便捷、舒适的旅客出行服务； 

b) 沿边、沿海地区应提出国际客运发展的重点任务。 

货运物流规划 6.6 

6.6.1 应提出物流大通道、城乡物流、邮政快递等方面的货运物流发展重点任务，注重运输结构调整、

货物多式联运。 

6.6.2 货运物流规划内容编写符合下列要求： 

a) 鼓励创新货运组织模式，强化研发应用新技术、新装备，推动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b) 沿边、沿海地区应提出国际货运发展的重点任务。 

科技创新规划 6.7 

6.7.1 应提出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新技术研发、科研平台建设、信息平台建设等重点任务。 

6.7.2 应以推动智慧交通发展为重点，包括智慧设施、智慧服务、智慧装备、智慧运营和智慧管理等。 

绿色低碳规划 6.8 

6.8.1 应提出节能降碳、基础设施绿色化发展、生态保护和污染治理、资源集约节约利用等方面的重

点任务。 

6.8.2 应优先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运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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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应急规划 6.9 

6.9.1 应提出交通网络韧性、本质安全、安全生产与应急管理等方面的重点任务。 

6.9.2 应从总体国家安全观角度，将平时使用和应急使用结合，体现交通运输对构建新安全格局的服

务保障作用。 

交通与产业融合规划 6.10 

6.10.1 应提出交通运输与旅游、能源、现代农业、装备制造等产业融合发展的重点任务。 

6.10.2 应注重培育枢纽经济、路衍经济、低空经济和邮轮经济等新业态，推动综合交通运输产业发展。 

治理体系应提出综合交通运输体制机制改革、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建设、投融资模式创新、6.11 

法规标准规范完善、人才队伍和交通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重点任务。 

实施方案 6.12 

6.12.1 应根据综合交通运输发展存在问题、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制定规划期实施方案，项目实施方

案优化方法见附录 A.5。 

6.12.2 应明确分阶段重点建设项目，包括项目建设时序、用地规模和资金需求等。 

环境影响评价 6.13 

6.13.1 应从生态影响、大气环境、水环境、声环境等方面提出规划实施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提出环

境影响减缓措施、风险应急对策等措施建议。 

6.13.2 宜以环境影响篇章形式开展环境影响评价。 

保障措施应提出组织协调、要素保障、政策支持、实施管理等措施建议。 6.14 

7 规划成果 

规划成果应由研究报告、规划文本和规划图集等组成，成果形式应包括纸质文档和电子文档，规7.1 

划内容及报告样式见附录 B。 

研究报告应包括数据分析、研究论证、研究结论和必要的专题研究报告。 7.2 

研究报告应提炼主要研究结论形成规划文本，作为政府印发政策文件的支撑。 7.3 

规划图集应包括综合交通网现状图和规划图、枢纽港站规划图等，并符合下列要求： 7.4 

a) 综合交通网现状图应标示各运输方式的既有线路走向、枢纽站场分布情况； 

b) 综合交通网规划图应标示各运输方式的既有路线走向及规划线路走向，图上应体现既有、在

建和规划项目情况； 

c) 枢纽港站规划图应标示综合客运枢纽、综合货运枢纽、单一方式枢纽港站的现状及规划情况，

图上应体现既有、在建和规划项目情况； 

d) 图纸文件电子版应采用地理信息系统等矢量化文件格式，以便于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 

规划成果应征求发展改革、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的意见，并征询社会公众意见，提高7.5 

规划编制社会参与度。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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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A  

（资料性）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主要技术方法 

A.1 基于多源数据的需求预测方法 

A.1.1 客货运输总量预测可采用以下方法： 

a) 根据客货运输量历史数据，采用指数平滑、时间序列等方法预测未来年客货运输量，适用

于短期预测； 

b) 基于运输量与经济社会影响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预测方法，包括回归分析法、弹性系数法、

强度指标法、经济计量模型法、投入产出法等，适用于中长期预测。 

A.1.2 综合运输通道需求预测可采用以下方法： 

a) 趋势预测法，基于通道运输量历年发展趋势，结合沿线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及经济社会指标

与客货运量的相关关系确定未来年运输需求增长率，预测各通道目标年客货运输需求总量、

通道内各方式客货运量，适用于通道空间格局基本稳定的情况； 

b) 四阶段预测法，以现状客货运量分布为基础，通过运量生成预测、运量分布预测、各方式

运量分担预测和运量分配预测四个阶段，预测各交通线路客货运量，由相关线路客货运量

汇总得到综合运输通道客货运量； 

c) 创新需求预测方法，综合利用交通调查数据、行业统计数据、手机信令数据、互联网数据

等多元数据，分析客货流空间分布、出行特征并预测通道运输需求。  

A.1.3 枢纽需求预测可采用以下方法： 

a) 客运枢纽旅客发送量预测，根据历年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各客运枢纽的旅客发送量

测算人均出行次数，并分析其历年变化趋势，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趋势预测未来年人均出行

次数，并与人口总量相乘测算客运枢纽旅客发送量； 

b) 货运枢纽物流量预测，根据历年铁路、公路、港口、民航等各货运枢纽的作业量测算全社

会货运量中进入货运枢纽作业的物流量占比，并分析其历年变化趋势，根据经济社会发展

趋势预测未来年进入货运枢纽作业的物流量占比，并与全社会货运量相乘测算货运枢纽物

流量。 

A.2 综合运输通道规划 

A.2.1 综合运输通道适应性评价维度及参考指标见表A.1，适应性分析包括以下方面： 

a) 综合运输功能适应性，主要评价通道是否具有较高运输强度，是否承担城际间、省际间主

要客货运输任务，基础设施能力是否有效满足运输需求、保障运输畅通； 

b) 对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的战略支撑性，主要评价是否实现对城市群、都市圈、主要城市间

的便捷连通，以及是否在城市、人口、产业空间聚集中发挥支撑引领作用； 

c) 通道内线路和枢纽的协同性，主要评价通道内主要枢纽集疏运衔接情况，客货运输在铁路、

公路、内河航道等线路上的结构合理性，以及多式联运跨方式一体衔接水平； 

d) 绿色安全智慧等高质量发展引领性，主要评价通道建设是否体现了对综合立体交通网智慧、

绿色、安全发展等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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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评价维度及参考指标 

评价维度 参考指标 

综合运输功能适应性 
综合运输通道能力利用率、枢纽港站能力利用率、畅行线路里程占比、承担能源粮食等重

点物资运输比例、公路平均车速、船闸待闸时间、港口船舶待港时间等 

对国土开发和经济布

局的战略支撑性 
实现快速交通连接的行政区 GDP占比、通道沿线人口、经济集聚度等 

通道内线路和枢纽的

协同性 
沿海港口重要港区铁路进港率、枢纽机场轨道交通接入率、铁水联运量占比等 

智慧绿色安全等高质

量发展引领性 

基础设施数字化率、设施完好率、单位港口岸线完成吞吐量、干线公路新能源设施配置比

例、长大桥梁隧道数字化监测覆盖率、重点区段应急抢通时间等 

A.2.2 综合运输通道空间布局可采用以下方法： 

a) 交通区位线分析法，综合考虑地域空间经济、政治、安全等因素，将规划区域内交通产生

的高发地带（交通区位线）作为交通干线布局的依据； 

b) 节点重要度法，选取城镇节点的经济社会及交通运输发展指标计算节点重要度，并利用聚

类分析等数学模型对节点进行层次划分，计算路段重要度、路线重要度，并根据图论最小

树理论形成区域路网骨架； 

c) 重要度区位联合布局法，综合运用交通区位线法与节点重要度法，在分析交通位线的基础

上，计算各节点的重要度，并对节点进行层次划分从而确定区域路网骨架。 

A.2.3 在综合运输通道格局基本形成的情况下开展通道空间布局规划，结合既有运输通道分布

格局，根据区域产业、城镇空间布局规划，对既有综合运输通道空间布局进行优化调整。 

A.2.4 综合运输通道内线路优化配置可采用以下方法： 

a) 定性分析，在综合运输通道适应性评价基础上，从合理利用通道内资源、促进通道集约发

展、提升综合运输效率等角度，将问题导向与需求导向相结合，对通道内交通线路的构成、

建设规模、技术标准和建设时序等提出优化方案； 

b) 定量分析，计算通道内各交通线路承担运输量比例，研究确定通道内各交通线路的建设规

模、技术标准等。各交通线路承担比例的计算公式见（A.1）： 

          

'

'

exp( )

exp( )

i

i

i

c
P

c







 ……………………………………（A.1） 

式中： 

iP ——第i种交通线路的选择概率； 𝑐𝑖′ ——第𝑖种交通线路归一化后的广义出行费用。 

A.3 综合交通枢纽规划 

A.3.1 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层次划分可采用以下方法： 

a) 节点重要度法，将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作为交通网络上的节点，选取城市人口、地区生产总

值、客运总量、货运总量等指标计算节点重要度，计算公式见（A.2）： 

                   𝑀𝑖 = (𝑎1 𝑃𝑖�̅� + 𝑎2 𝐺𝑖�̅� + 𝑎3 𝐾𝑖�̅� + 𝑎4 𝐻𝑖�̅� ) × 100%………………………（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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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𝑀𝑖——节点i的重要度； 𝑎1、𝑎₂、𝑎3、𝑎₄——各衡量指标的权重； 𝑃𝑖——节点𝑖的人口，单位为人； �̅�——全部节点人口的平均值，单位为人； 𝐺𝑖——节点𝑖的地区生产总值，单位为元； �̅�——全部节点地区生产总值的平均值，单位为元； 𝐾𝑖——节点𝑖的客运总量，单位为人； �̅�——全部节点客运总量的平均值，单位为人； 𝐻i——节点𝑖的货运总量，单位为吨（t）； �̅�——全部节点货运总量的平均值，单位为吨（t）。 

b) 聚类分析法，按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现状资源与规划特征，设置聚类规则，采用 k 均值聚

类、密度聚类、层次聚类等方法划分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层次。 

A.3.2 枢纽城市综合评价可包括以下方面： 

a) 城市发展能级，体现枢纽城市的整体发展水平和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采用城市行政级别、

地区生产总值、人口规模、产业结构以及港口、机场等枢纽港站层级等指标； 

b) 设施承载条件，体现枢纽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状况，采用铁路网里程、公路网里程等综

合交通网承载能力以及机场、港口、铁路、公路等各运输方式港站设施设计能力等指标； 

c) 集聚辐射能力，体现枢纽城市在区域经济中的作用和影响力以及对区域发展的带动作用，

采用枢纽城市的综合客货运输规模、交通圈覆盖水平以及商贸服务水平等指标； 

d) 连通中转水平，体现枢纽城市交通网络的对外连通性、中转换乘的能力及便捷程度，评估

其在区域交通网络中的地位，采用主要枢纽港站航线或班次的连通覆盖水平、运输规模频

次以及中转转运比例等指标； 

e) 运行服务品质，体现枢纽城市综合运输服务能力及服务品质，采用综合交通枢纽港站转换

效率、海关口岸通关效率等指标； 

f) 资源配置效率，体现枢纽城市交通运输发展对区域经济产业的带动作用，采用民航及海上

航运业发展水平、枢纽经济发展水平等指标； 

g) 指标数据来源包括经济数据、交通行业统计数据以及手机信令、地图位置、兴趣点数据等

多元数据，指标测算方法采用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熵权法、德尔菲

法、综合评分法等。 

A.3.3 枢纽港站基本布局形态主要有中心式、分散式、均衡式、网络式等类型，见图A.1，在实

践中根据城市特征与交通条件选择合适的布局形态，枢纽港站布局形态及适应情况包括以下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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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中心式布局          b）分散式布局         c） 均衡式布局           d）网络式布局 

图 A.1枢纽港站基本布局形态 

a) 中心式布局适用于城市功能空间紧凑、城市交通发展水平较低、人口规模 20万人以下的中

小城市，在市区中心或独立的城市组团内，集中布设一个综合交通枢纽，衔接各类交通方

式； 

b) 分散式布局适用于城市空间尺度适中、空间形态紧凑或存在相对明显组团特征、人口规模

20 万～100 万人的大中型城市，在城市内分散布设多个综合交通枢纽，承担不同的城市功

能组团居民出行及货物转运； 

c) 均衡式布局适用于空间尺度大、多中心格局、城市发展集约程度较高、人口规模 100 万～

500万人的大城市，在城市内按照城市发展和居住就业等分布情况均衡布设交通枢纽； 

d) 网络式布局适用于城市空间尺度较大、城市发展集约程度非常高的人口规模 500 万人以上

的特大、超大城市或城市群，在中心城区根据客货流辐射主要方向，在城市不同方向出入

口附近布设承担不同功能的综合交通枢纽。 

A.4 综合交通网规模测算 

A.4.1 连通度法，公路网、铁路网等线性网络规模的测算可采用连通度法，以区域面积、城镇

节点数量、网络基本形态和变形系数为主要参数，交通网络规模计算公式见（A.3）： 

L=θ•ε• √𝑁 • 𝐴……………………………………………（A.3） 

式中： 

L——交通网络规模，单位为千米（km）； 

θ——连通度； 

ε——线路变形系数； 

N——城镇节点数量，单位为个； 

A——规划区域面积，单位为平方千米（km
2）。 

A.4.2 运输负荷法，通过计算规划区域内的运输强度，即单位里程规模完成的客货运输周转量，

分析其发展趋势并预测目标年指标值，结合目标年客货运输周转量预测结果测算规划区域内的交

通网络规模，交通网络规模计算公式见（A.4）： 

       𝐿 = 𝑉𝑑……………………………………………………………（A.4） 

式中： 𝐿——交通网络规模，单位为千米（km）； 𝑉——客货运周转量，单位为吨公里或人公里； 𝑑——运输负荷，单位为吨公里每公里或人公里每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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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 类比分析法，通过类比具有借鉴意义的国家或地区综合交通网演变规律，运用人口密度、

面积密度或综合密度等指标，测算规划区域交通网络规模。 

A.4.4 机场布局数量测算可采用中心地理论法，以机场的空间服务半径等为参数，测算规划区

域内机场布局数量，计算公式见（A.5）： 𝐺 = 2𝐴3√3𝑅2……………………………………………………（A.5） 

式中： 

G——机场数量，单位为个； 

A——规划区域面积，单位为平方千米（km
2）； 

R——机场服务半径，单位为千米（km）。 

A.5 项目实施方案优化 

A.5.1 遵循系统效率、服务水平、资源利用水平“三位一体、一体最优、动态平衡”的原则，

在综合立体交通网布局基础上，以备选规划线路为决策变量，以综合交通网络系统效率、服务水

平和资源利用水平优化为规划目标，采用双层优化模型，通过多目标优化，形成规划期若干备选

建设方案，进而确定最优建设方案。 

A.5.2 在约束条件下测算函数目标值，通过多目标进化算法得到系统效率最大化、服务水平最

大化和资源消耗最小化状态下的规划方案，系统效率计算公式见（A.6），服务水平计算公式见

（A.7），资源消耗计算公式见（A.8）： 

𝐹1(𝑋) =［∑ 𝑃𝑘 • 𝑉𝑘(𝑋) + ∑ 𝑃ℎ • 𝑉ℎ(𝑋)］ ∕ ∑ 𝑅𝑖(𝑋)𝑘∈𝑂𝑗∈𝑁𝑖∈𝑀 ……（A.6） 

式中： 𝑃𝑘   ——客运经济价值系数； 𝑃ℎ   ——货运经济价值系数； 𝑉𝑘    ——客运周转量，单位为人公里； 𝑉ℎ   ——货运周转量，单位为吨公里； 𝑅𝑖   ——第i种运输方式的投资额，单位为元； 𝑂   ——综合交通网各种运输方式的集合。 𝐹2(𝑋) = 𝑃𝑘[𝑍𝑘 • 𝑆𝑘/𝐶𝑘 • 𝐸𝑘] + 𝑃ℎ[𝑍ℎ • 𝑆ℎ/𝐶ℎ • 𝐸ℎ]…………（A.7） 

式中： 𝑃𝑘 ——客运经济价值系数； 𝑃ℎ ——货运经济价值系数； 𝑍𝑘——客运可达性； 𝑍ℎ——货运可达性； 𝑆𝑘——客运速度，单位为公里/小时（km/h）； 𝑆ℎ——货运速度，单位为公里/小时（km/h）； 𝐶𝑘——客运费用，单位为元； 𝐶ℎ——货运费用，单位为元； 𝐸𝑘——客运安全水平； 𝐸ℎ——货运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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𝐹3(𝑋) = 𝑙(𝑋) + 𝛿𝑝(𝑋)………………………………………（A.8） 

式中： 

l——用地消耗； 

p——碳排放； δ——转换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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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主要规划内容及报告样式 

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内容及报告样式见图 B.1，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内容及报告样式见图 B.2。 

 

 

 

 

 

 

 

 

 

 

 

 

 

 

 

 

 

 

 

 

 

 

 

 

 

 

 

 

图B.1 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内容及报告样式 

                             

一、概述 

（一）背景意义 

1.规划背景 

2.规划意义 

（二）规划范围 

1.区域范围 

2.规划对象 

（三）规划期限 

与国土空间规划年限一致，一般为 15～20年。 

（四）规划思路 

二、现状分析 

（一）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二）综合交通运输发展现状 

1.发展现状（历年运输量分析） 

2.适应性分析 

（三）综合交通运输发展存在问题 

三、形势需求 

（一）发展形势 

1.经济社会发展趋势 

2.对交通运输的要求 

（二）交通运输需求分析 

1.未来特征交通运输总体态势研判 

2.未来特征年交通运输需求分析 

四、总体思路 

（一）指导思想 

（二）发展原则 

（三）发展目标 

1.分阶段发展目标 

2.量化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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