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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式联运与交通基础设施融合特点

§ 融合性特点

1. 以枢纽为核心的多式联运体系构建，实现不同交通方式的互

联互通，形成无缝衔接的运输网络。

2. 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实现旅客和货物运输的便捷换乘，提高

运输效率和服务水平。

3. 物流园区与交通基础设施协同发展，形成集运输、仓储、加

工、配送于一体的现代化物流体系。

§ 一体化发展

1. 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中纳入多式联运需求，实现一体化

设计和协同施工。

2. 多式联运政策与交通基础设施规划相协调，共同促进运输体

系优化和可持续发展。

3. 交通基础设施和多式联运管理一体化，提高监管效能，保障

运输安全和效率。



 多式联运与交通基础设施融合特点

信息化支撑

1. 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多式联运中广泛应用，提升运输信息化水平和管理效率。

2. 多式联运信息平台搭建，实现运输信息共享、实时监测和智能调度。

3. 统一的多式联运票务系统构建，方便旅客和货主办理运输手续，提升出行及物流体验。

标准化促进

1. 多式联运标准体系建立，包括运价、单证、责任划分、技术规范等方面。

2. 标准化作业流程，提高运输效率和安全性，降低运营成本。

3. 多式联运设备和设施标准化，促进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互联互用。



 多式联运与交通基础设施融合特点

绿色化发展

1. 可持续交通方式，如铁路和水路的优先发展，减少碳排放和环境污染。

2. 绿色交通技术推广，如电动汽车、新能源船舶，降低运输对环境的影响。

3. 多式联运减少运输途中换装次数，优化运输路线，提升运输能效。

智慧化管理

1. 智能交通系统在多式联运中的应用，实现运输过程的智能化管理和决策支持。

2. 多式联运大数据分析，提高运输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优化运输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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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式联运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需求

多式联运对交通枢纽建设需求

1. 统筹规划多式联运枢纽，充分发挥其集散、换乘、仓储等功

能，提升交通效率和服务水平。

2. 加强枢纽与城市综合开发联动，打造以枢纽为核心的综合交

通 TOD（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有效整合资源，

提升枢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3. 推动枢纽数字化智能化建设，运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

实现枢纽的智慧管理和高效运营。

多式联运对综合交通走廊建设需求

1. 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综合交通走廊体系，统筹规划铁路、公

路、水运、航空等运输方式，实现无缝衔接和高效协作。

2. 加强走廊沿线枢纽与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形成综合运

输网络，提升走廊运输能力和服务保障水平。

3. 推进走廊的智能化协同管理，实现沿线交通设施的实时监测、

预警和联动响应，提高走廊的安全性、可靠性和通行效率。



 多式联运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需求

§ 多式联运对物流仓储设施建设需求

1. 建设高效智能的物流仓储中心，满足多式联运货物吞吐和中

转需求，提升物流配送效率。

2. 优化仓储设施布局，与交通枢纽、综合交通走廊协同规划，

形成便捷高效的物流网络。

3. 推进物流仓储数字化转型，实现仓储管理的智能化、自动化

和可视化，提升物流仓储的运营效率和服务水平。

§ 多式联运对城市交通体系建设需求

1. 完善城市道路交通网络，畅通城市与枢纽、走廊之间的衔接，

保障多式联运高效便捷。

2. 优化城市公共交通体系，提高与多式联运的协同性，为市民

提供无缝衔接的出行服务。

3. 推进城市交通智能化建设，通过交通大数据、智能交通管理

系统等技术，提升城市交通系统的运行效率和管理水平。



 多式联运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需求

§ 多式联运对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需求

1. 加强多式联运信息平台建设，实现交通运输信息互联互通和

共享，提升多式联运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

2. 推进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开发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搭

建智能化的多式联运信息系统。

3. 提升多式联运信息安全保障水平，建立完善的信息安全体系，

确保多式联运信息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 多式联运对可持续发展建设需求

1. 加强绿色多式联运发展，推进新能源、清洁能源的应用，降

低多式联运的碳排放和环境影响。

2. 注重多式联运与城市发展、环境保护的协调，打造绿色环保、

宜居宜业的城市空间。

3. 积极探索多式联运与智慧城市、低碳城市建设的融合发展，

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向可持续发展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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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基础设施对多式联运服务影响

交通网络互联互通

1. 建立完善的交通网络，实现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无缝衔接，打破地域限制，扩大多式联运的服务

范围。

2. 推进交通运输大通道建设，形成高效、便捷、安全的多式联运运输走廊，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支

撑。

3. 加强交通枢纽建设，将机场、港口、铁路、公路等交通枢纽整合，形成综合性交通物流中心，提

高运输效率和服务水平。

运输设备兼容性

1. 标准化货箱、托盘等运输设备，确保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货物兼容，实现无障碍换装和运输。

2. 推广使用集装箱化、多式联运装备，提高装卸效率，降低运输成本，增强多式联运的竞争力。

3. 加快新兴运输设备的研发和应用，如无人驾驶汽车、智能物流平台，提升多式联运服务的科技含

量和效率。



 交通基础设施对多式联运服务影响

§ 信息技术协同

1. 建立多式联运信息平台，实现运输过程信息的共享和交换，提高运输计划协调性，降低运

输成本。

2. 推广应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实现货物全程可视化追踪和管理，提升运输透明度和可

靠性。



 协同发展政策框架与机制

多式联运与交通基础设施协同发展多式联运与交通基础设施协同发展



 协同发展政策框架与机制

§ 多式联运政策协同

1. 完善多式联运的法律法规体系，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保障

多式联运有序运行。

2. 建立统一的多式联运信息平台，实现多式联运全流程衔接，

提高信息共享和协作效率。

3. 实施多式联运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发展多式联运业务，激发

市场活力。

§ 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协同

1. 将多式联运纳入交通基础设施规划，统筹考虑不同交通方式

的衔接和互通。

2. 注重多式联运枢纽和换乘设施的建设，方便旅客和货物的快

速中转。

3. 推动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实现多式联运智能化管理和

协同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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