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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综合交通运输“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
明确提出，重庆将构建新型智能交通，推动交通发展由单点
信息化向场景智能化、全面智慧化转变，积极打造智慧交通
3大样板区，包括西部（重庆）科学城智慧交通样板区、永川
智慧交通样板区和两江新区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

西部（重庆）科学城智慧交通样板区将立足城市交通智
慧出行、智慧建设、智慧管理和智慧应用，加快推动科学城
智慧交通规划建设。推动科学大道、西双大道智能路网和
自动驾驶封闭场地测试基地（重庆）建设。建设智慧停车、
响应式公交系统。推进车路协同与自动驾驶应用试点。加
强智慧交通在管理、运输、应急、公交等领域的场景化应用，
助力“智慧名城”建设。

永川智慧交通样板区将以基础设施智慧连接、交通
管理智慧运行、市民出行智慧服务为目标，推动建立智慧
交通科技创新合作示范基地。建设数字永川交通云平
台、智慧交通综合应用平台、智慧出行服务平台。推动无
人公交、无人驾驶及车路协同示范运用，建设可推广复制
的智慧交通样板。

两江新区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将在重点高速公路、城
市道路规模部署C-V2X（以移动蜂窝通信技术为基础）网
络，做好与5G和智慧城市发展的统筹衔接，逐步实现车路
协同规模化应用。推进自动驾驶和车联网功能在交通、物
流等领域应用，推动G5021石渝高速涪丰段及礼嘉片区、协
同创新发展区等城区道路车路协同场景应用。

重庆将打造智慧交通3大样板区
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市，构建重庆市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

体交通网，全市交通强市建设工作推进会上发布了《支持交通
强市建设若干政策措施》，共涉及20条支持政策，主要包括7
方面内容：健全交通强市规划体系和衔接机制、加强交通建设
资金保障和投融资政策支持、优化交通项目前期审批流程、加
强交通项目建设用地等资源要素保障、推动交通建管养运高
质量协调发展、支持智慧交通创新发展、支持完善交通行业法
规标准体系等。

在健全规划体系和衔接机制方面，重庆明确提出优先支
持交通项目纳入各级国土空间规划，通过正面清单等多种形
式，落实线性交通工程廊道预留和线位动态调整政策；加强城
市快速路、主干道与高速公路、干线公路的线位、标准、实施时

序等有效对接；强化部门规划政策信息共享和项目策划生成，
在项目可行性研究和设计编制阶段，负有审批职责的部门主
动提前介入，就审批有关的重要节点、控制条件、否决因素、交
叉工程、文物保护等内容提前做好协同论证。

在加强建设用地等资源要素保障方面，重庆明确提出市
级财政资金保障，“十四五”时期，将安排1150亿元市级财政
资金，统筹用于高铁、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民航、水
运以及支持乡村振兴的农村公路等。深化交通投融资体制改
革，继续支持并完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建设模式，支
持区县推进地方高速公路建设，支持通过资产证券化和试点
发行REITs（一般指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多种方式盘活
存量资产，引导和撬动社会资本参与交通建设。

20条政策支持重庆建设交通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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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稿件由记者杨永芹采写

到2035年，基本建成便捷顺畅、经济高效、绿色集约、智能

先进、安全可靠的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建成发达的

快速网、完善的干线网、广泛的基础网，交通基础设施高质量、

现代化水平居全国前列，交通产业发展水平全国领先，基本形

成“123出行交通圈”和“123快货物流圈”。

到2035年，重庆市综合立体交通网实体线网总规模合计约

24万公里。其中，由高速铁路、城际铁路、高速公路组成的快速网

约1万公里；由普速铁路、市域铁路、普通国省道、高等级航道组成

的干线网约2.4万公里；由轨道交通、农村公路和支流航道组成的

基础网约20.6万公里。

交通枢纽全面具备寄递功能

实现与寄递枢纽无缝衔接

目标

建设1个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区。

建设“市内航空双枢纽协同、成渝四大

机场联动”世界级机场群，高标准打造寸滩

国际邮轮母港。强化团结村铁路中心站、果

园港、南彭公路物流基地、江津珞璜港—铁

路小南垭站等国际物流枢纽功能，发挥重庆

链接全球、引领西部的战略性枢纽作用。

建设1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

以万州区为引领，带动万达开川渝统筹

发展示范区和万开云同城化片区共建全国

性综合交通枢纽，重点推动万州五桥机场、

万州北站、新田港等重要客货运枢纽建设。

建设 6 个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即

涪陵、永川、合川、綦江—万盛、黔江、秀

山。

建设潼南、荣昌、长寿、巫山、秀山等22

个一般性综合交通枢纽，形成覆盖广泛、沟

通市域、服务城乡的枢纽节点城市体系，有

力支撑“一区两群”协调发展。

2035年重庆将基本建成交通强市
10月12日，在全市交通强市建设工作推进会上，我市正式发布《重庆市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2021-2035年）》

（简称《规划纲要》）。到2035年，重庆将基本建成交通强市。

重庆交通强市如何建？发展目标是什么？怎样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怎样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打

造全国交通“4极”之一，又该如何大幅缩短“4极”间的时空距离？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解读。

大通道
《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4向3轴6

廊”综合立体交通网对外运输大通道，形成
贯通东中西、覆盖海陆空、连接海内外的对
外交通格局。

即1条成渝主轴发展带。构建北线、中线、南线
3条交通轴，实现成渝双核1小时畅达。

南线：重庆—永川—荣昌—内江—资阳—成都。
中线：重庆—大足—安岳—资阳—成都。
北线：重庆—潼南—遂宁—成都。

■延伸轨道线路至璧山、江津等城市；

■探索推动轨道站点与“云巴”等新型交通形式

有效接驳；

■提升轨道站点对组团、街道、社区的服务覆盖，

从轨道站点步行20分钟，到达居住人口、就业岗位的

覆盖率达到80%；

■加强轨道站点与地面公交衔接，构建全天候的

轨道接驳步行系统；

■打造具有山城特色的慢行步道体系，在东西槽

谷积极推动自行车道网络建设，形成布局均衡、结构合

理、功能完善、舒适宜人的城市慢行网络。

主骨架
《规划纲要》提出，推动轨道交通引领主城都市

区同城化发展，强化“一区两群”直连直通，全面构建
“1带1圈2射4联”市域交通主骨架。

轨道网
《规划纲要》提出，坚持以轨道交通引领城

市发展，建立以城市轨道交通为骨干、常规公交
为主体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构建“环射+纵
横”的一体融合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实现中心组
团与其他组团之间轨道半小时可达。

大枢纽
《规划纲要》提出，以打造西部国际综合交

通枢纽为目标，形成“1+1+6+22”的多层级一
体化综合交通枢纽体系，促进各种运输方式高
效融合。

南向西部陆海新通道

推动打造中国—中南半岛、孟中印缅
陆路国际运输通道，打通至缅甸皎漂港陆
路国际运输通道，畅通南向出海通道。

西向丝绸之路经济带通道

推动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
—西亚陆路国际运输通道，与西部陆海新
通道有机衔接。

东向长江经济带通道

推动建设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
廊，充分发挥长江黄金水道优势实现江海
直达。

北向中蒙俄通道

积极融入中蒙俄国际陆路运输通道建
设，推动打造至东北亚开放通道。

空中：打造成渝地区现代化航空枢纽
集群，推动构筑覆盖全球、全面开放的航空
骨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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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1个都市交通圈。着眼主城都市区强核提能

级、扩容提品质，围绕“1小时通勤”目标，推动轨道交

通“四网融合”，优化高速、快速公路空间布局，大力发

展航空运输，打造“4环10线5横6纵”骨架网络。

1
圈

即构建2条综合射线通道，实现“一区”和“两
群”中心城市1小时快速通达、市域2小时全覆盖。

射线通道1：

主城都市区—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有2条路
径，即涪陵—丰都—忠县—万州—云阳—奉节—巫
山/巫溪和长寿—垫江—梁平—万州—开州—城口。

射线通道2：

主城都市区—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有2条路
径，即南川—武隆—彭水—黔江—酉阳—秀山和涪
陵—丰都—石柱。

重庆—京津冀主轴

建设以渝西高铁、郑万高铁为主的高
铁双通道，强化重庆与首都经济圈的快速
联系。

重庆—长三角主轴

形成沿江高速铁路主通道，充分发挥
长江黄金水道优势，打造沿江综合立体交
通走廊。

重庆—粤港澳主轴

建设以渝湘高铁、渝桂高铁为主的高
铁双通道，强化重庆经粤港澳大湾区衔接
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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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北部湾西部陆海走廊

提升南下出海出境大通道通行能力，
全面对接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

重庆—滇中走廊

形成经昆明至缅甸至印度洋的对外通
道，全面对接孟中缅印经济走廊，大幅缩短
重庆衔接欧洲的海上运输距离。

重庆—成都—拉萨走廊

全力构筑重庆入川进藏交通干线通
道，提升国家战略安全维护能力。

重庆—兰西—天山北坡走廊

强化重庆连接兰西、天山北坡城市群
的通道能力，全面对接中国—中亚—西亚、
中巴经济走廊。

重庆—宁夏沿黄走廊

畅通重庆经汉中、宝鸡、银川、甘其毛
都、二连浩特北上出境通道，全面对接中蒙
俄经济走廊。

重庆—海峡西岸走廊

畅通重庆经长沙至海峡西岸交通走
廊，打造成为重庆衔接海上丝绸之路的重
要补充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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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构建4条联络通道，强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实现1小时通达。

南充—潼南—大足—荣昌—泸州联络通道

达州—垫江—丰都—武隆—道真联络通道

达州—万州—忠县—石柱—彭水—黔江联络通道

安康—城口—巫溪—巫山/奉节—恩施联络通道

成
渝
地
区
双

城
经
济
圈
4个
“
1小时交通圈”，市域2小时畅行，全国主

要
城

市3
小
时
覆
盖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双核间实现1小时通达，

毗邻城市实现1小时可达

■重庆市域高铁全覆盖，实现2小时畅行

■主城都市区轨道交通全覆盖，实现1小时通勤

■主城都市区至周边主要城市高铁、城际铁路全覆盖，实现1小时可达

■城区15分钟上高速公路、20分钟上铁路、60分钟到机场，城区到

乡镇60分钟内可达

制图/张辉

渝北莲花站，3号线列车从小区楼房和油菜花旁
驶过。（资料图片）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