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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新型城镇化的高速廊道物流资源整合研究 

——以昆明东南绕为例 

 

 

孙莉芬 唐翀 刘洪 文杰 

 

 

【摘要】为了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发挥“一带一路”的重要作用，昆明借力世界知名旅

游城市的建设，利用国际大通道、机场等交通枢纽和国家高等级交通网络建设的契机，拓展交通辐射范围，

提升区域交通周转效率；昆明东南绕高速的建设将支撑城市空间的拓展，根据昆明市高速路网的逐步完善

与向外延伸，其所支持的城市周边区域的特殊空间区位，将成为当前乃至今后城镇化发展的“主战场”，并

承载着构建昆明城市健康合理空间发展格局的重要职责，面对快速扩张的强大诉求和资源稀缺、生态环境

保护的双向压力，以新型城镇化为导向，强化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规划模式，结合地域特征和物流需求，

对东南绕廊道进行物流资源整合，达到交通、产业和用地三者的高度匹配，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重构。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  高速廊道  经济带  物流园区 

 

 

1 引语 

新型城镇化是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破除城乡二元结

构的重要依托。在以新型城镇化为导向，昆明市不断完善综合交通网络，推动交通、产业和

空间的三要素的协同发展，实现不同产业集聚的空间引导，以高快速路网和货运枢纽体系衔

接产业布局，引导产业向高端转型升级，促进产业布局由核心城市向外圈层扩张；基于此，

展开昆明东南绕城高速廊道沿线的资源整合研究。国道主干线昆明东南绕城公路是国家高速

公路网城市绕城环线和云南省干线公路“9210”骨架网的环线之一，该项目的建设推进，将

使通道沿线城市率先融入国家综合运输网络体系，可达性和交通区位优势将得到提高，人口

聚集和城市化速度将明显高于外围地区，城镇将沿东南绕城高速廊道连绵发展，逐步构筑起

区域空间的基本格局。同时，东南绕城高速的建设将扭转昆明交通“外拥内堵、过境交通线

缺乏”的局面，加快客、货流通，实现低碳经济，快速推进滇中城市经济圈建设。 

2 东南绕城高速概况及交通区位 

昆明绕城高速公路既是国家高速公路网和西部开发省际通道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

也是云南干线公路骨架网的环线之一，根据《国家高速公路网路线规划方案》，是构筑国家

交通大动脉、畅通省际交通主动脉，改善昆明交通内拥外堵状况，促进公路沿线城乡经济一

体化发展的关键设施。东南绕高速是其中绕城高速外环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起于官渡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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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龙，与昆曲高速公路交叉，利用昆曲高速公路与绕城高速西北段形成交叉，止于晋宁县余

家海，与昆玉高速公路交叉，同时连接绕城高速的西南段。沿线通过官渡区、嵩明县、宜良

县、晋宁县及澄江县，总长约 130.092 公里。全线共有立交 15 座，包含余家海立交、澄江

西立交、澄江东立交、甸头立交、中对龙立交等 5 座大型互通立交，实现高速对高速、快对

快的交通节点，包含上蒜立交、十里铺（预留）立交、立牌村（预留）立交、龙街立交、狗

街立交、宜良南立交、宜良枢纽立交、宜良北立交、北羊街立交、杨林立交等 9 座高速公路

与地方公路相衔接的立交，实现高速公路与地方公路交通相互转换，较好的服务于地方，带

动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图 1 东南绕高速交通区位 

3 东南绕城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分析 

3.1 东南绕高速公路对城乡结构的影响 

东南绕高速公路与其他高速公路构成的环射结构系统，作用十分显著，就城乡关系来讲，

它对于缩小城乡差距、改变城乡形态、疏通城乡经脉、协调城乡关系、增加农民收入、发展

沿线经济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如下： 

（1）拓展发展空间，加快城乡一体化。东南绕高速穿越昆明 4 县一区，并连接 10 个外

围组团，较大程度的缩短城乡之间的空间距离，使沿线百姓享受到快捷高效的交通通行方式，

使人才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生产力要素向绕城高速沿线地区聚集，推动沿线地区城

镇的开发与建设，并在主城区外围形成各具特色的“卫星城镇”，即拓展了城市发展的空间，

也缓解了主城区交通压力，改善昆明主城交通环境，缓解二环路进出拥堵的矛盾，减轻机动

车出行经济负担；东南绕高速与5条向外辐射的骨架高速公路交叉形成5个枢纽互通式立交，

通过与快速干道和沿线经济组团配合，构成了连外通内的高快路网，显著改善了城乡间的交

通条件，提升了其区位优势，促进城镇与地方城镇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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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东南绕高速对城乡结构的影响 

（2）升级地区产业结构，整合沿线资源。东南绕城的建成将与西北绕城、安晋高速闭

合形成外环高速，标志着昆明进入“外环时代”，主城区工业化、城镇化的主战场从内环向

内外环之间，以及外环的沿线拓展，形成“外环经济带”，，该经济区域是昆明市未来的产业

布局、人口迁移重要的外延地带。昆明进入外环时代，将为城市空间的拓展和城市结构、经

济结构、社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升级创造条件，将推动昆明市主城区产业与人口的集聚扩展，

促进昆明产业结构实现新的战略布局，形成昆明特殊的“多中心、组团式”城市发展模式，

实现建设千万级大都市的目标。 

“外环时代”将带动大都市连绵带的形成，昆明市的产业结构将由三圈层产业发展梯度

向两圈层产业发展梯度转变，中心城区工业生产主体向周边地区的扩散，转变为城市商务圈。

环滇池区域积极发展无污染、综合型现代服务业为主，以高新技术产业和特色旅游休闲产业

为辅；重要城市周边区域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和劳动密集特征兼备的工业门类；重化工业实施

南下东进的重型化调整，逐步将昆明现状存在的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门类转移到昆曼、

昆玉经济带和昆曲经济带的外围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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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东南绕高速对产业布局的影响 

3.2 东南绕高速公路对货运物流结构的影响 

随着产业集聚度的提高，传统粗放型的产业模式逐步向规划科学、布局合理、优势突出、

技术促进型产业过渡；粗放型、重化工业向外转移，中心城区以发展商贸物流为主，昆明市

的产业结构向两圈层产业发展梯度转变。物流园区的建设与一个城市的产业经济和产业发展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城市资源决定了一个城市的产业特点；另一方面一个城市的产

业特点也决定了这个城市的物流特点，而物流的特点势必要通过城市物流园区的建设予以表

现。城市产业的集聚发展，向外转移，以及降低城市物流成本的需求，势必要求城市物流实

现 3 大转变，行业发展模式由以个体分散经营向以专业企业规模化经营的方向转变；设施配

套方式由经营者自备、零散分布向政府统一规划、集中布局的方向转变；总体布局分布由中

心区分散向外围区集中转变。 

东南绕高速公路将促进区域经济在沿线产值变化，外向型经济的崛起，产业结构调整等

方面的发展。因其形成的外环高速公路经济带是以东南绕高速公路作为主要运输通道和发展

轴线，通过区位条件的改善，吸引各种资源的集聚并逐步形成优化配置的带状区域经济系统。

总体来看，对货运物流的影响表现如下： 

（1）东南绕高速拓展了物流发展空间，直接影响体现在高速公路出入口附近区域直接

通过高速公路与其他区域发生物资、资金和信息等交换。 

（2）东南绕高速构建了昆明东部南北向的物流通道，实现了货物快速、高效、低成本

的从源地到目的地的流动，连接了重要物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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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东南绕高速是整合物流资源的有效载体，将东南绕及其串联的高速公路网被纳入

到物流服务体系中，通过在高速公路网上整合物流服务，来构建区域性的高速公路物流网络。

进而实现城区物流设施布局的散、小、弱、乱，一盘散沙的格局向外聚集，缓解昆明坝区用

地紧张，物流用地选址困难等一系列问题。 

4 战略愿景及总体定位 

4.1 外部环境与机遇 

（1）作为中国西南的门户城市，国内末梢向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转变 

2011 年 4 月，《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发布，

提出“加快建设以昆明为中心，包括曲靖、玉溪、楚雄的滇中城市经济圈，使之成为重要的

区域性国际交通枢纽”；昆明处于泛亚大通道的北端源地，是“直通印度洋”大战略的起点，

同时，北上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下连接海上丝绸之路，可以同时从陆上沟通东南亚、南

亚的省，并通过中东连接欧洲、非洲，昆明在云南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战略中发挥“引擎”

作用；目前，“八出省四出境”的铁路格局已成形，“七出省四出境”公路全部实现高等级化；

北进长江、南下珠江、沟通“两洋”、连接“三亚”的水路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也提上日程；

昆明长水机场成为中国第四大门户枢纽机场，种种便利的交通条件将助推桥头堡建设，使云

南从开放“末端”归位于“前沿”。 

面向国内通道
亚欧大陆桥通道

泛
亚
通
道

北部湾太平洋通道

 

图 4 昆明的国际区位优势 

（2）作为滇中城市经济圈的“中央处理器”，需要适应大规模国际国内客货流量 

昆明作为滇中城市群的核心发挥龙头引领的作用，以支撑和服务于构筑孟中印缅经济走

廊和打造长江中国经济新支撑带为目标，以城际铁路、高速公路为主骨架，干线公路、国省

道公路、通用通勤航空为补充，加强与省内其他地区和省外长三角、泛珠三角、成渝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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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境外东南亚、南亚等区域的互联互通，构筑滇中城市经济圈对外综合交通运输大通道，构

建滇中城市经济圈城际交通网，形成综合交通运输一体化体系。昆明面临着滇中城市群发展

的重大机遇，如何将自身发展与区域发展充分结合，带动和引领区域发展、适应大规模的客

货流量在滇中的周转也是要面对的重大挑战。 

 

图 5 滇中城市经济圈的发展布局 

（3）滇中产业新区的推进，需要以交通作为突破口 

滇中产业新区是滇中经济区“一区、两带、四城、多点”战略布局中的重点和核心，以

产业发展作为新区建设的重中之重，着力打造一大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科技、绿色产业，

成为桥头堡建设的新引擎、产城融合的示范区、绿色发展的样板区和实现全省跨越发展的新

支撑，需要建设以城际铁路、高速公路为主骨架，多层次、多样化的城际交通网，有效支撑

和保障滇中产业新区的建设，昆明绕城高速系统是联系滇中产业新区的核心高速枢纽环，是

实现四城交通一体化同步协调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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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滇中产业新区的空间布局图 

4.2 愿景目标 

东南绕经过地区是昆明市人口多、经济实力强的地区，是昆明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亦是引领全省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高速修通以后，该区域高速公路网将更加畅通，沿线的

老百姓出行将更加方便，这将带动当地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交通量增长。东南绕外环经济带的

发展需要抓住“产业、空间、生态”三条主线，保障新型工业化为主导，基础设施建设优先、

生态环境保护优先，城镇崛起与农村发展互动、内力与外力互动、产业成长与环境保护互动、

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将东南绕外环经济带建设成为： 

（1）联系滇中城市群的内环黄金产业带； 

（2）昆明半小时经济圈的经济高速走廊，昆明内引外联的黄金廊道； 

（3）促进昆明进入多中心、组团式城市发展的外环时代，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主战场

向外转移的外环经济带； 

（4）工业化与城镇化融合发展示范区，昆明市高速路经济发展先导区。 

5 空间布局与功能结构 

东南绕沿线的资源目前处在“离散状态”，需要结合沿线旅游山水资源较为丰富条件，

针对三产发展趋势，提出生态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思路，在梁王山等地区，依托环境优势，

发展大都市边缘地区以创意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区块；再依托高速公路互通口物流转换

特点以及东南绕连接四县一区的优势，构筑完善区域物流基地，形成与玉溪、建水、澄江、

石林、曲靖五条物流走廊。 

首先紧紧围绕东南绕高速公路经济带自身空间发展特点，并结合沿线现有城镇发展空间

基础，进行空间发展模式与形态布局。东南绕立交互通区出入口将与所在镇区形成联动跨越



8 
 

式发展。通过对经济带空间结构演变的趋势与模式进行研判，提出经济带在空间结构上构建

东南绕城镇集群空间构想。在东南绕建成以前，沿线各城镇由于缺乏交通的快速联系导致各

自发展，随着东南绕的建成，沿线城镇联系紧密，因高速公路的诱导作用，将先带动立交互

通区出入口的发展，并逐步向外拓展、横向延伸，形成纵横联动的发展格局，拉开整个东南

绕经济带的开发空间，最终形成区域一体，城镇集群的发展形势。 

 

图 7 东南绕经济带对城镇发展的影响 

东南绕经济带将以“嵌入整合”的模式来塑造区域空间形态和发展结构，以交通轴线作

为纽带和发展轴线，进行区域空间组织和结构优化，形成组团式、生态型、串珠式的区域空

间形态，并重视生态廊道保护与节点保留，创造区域生态景观安全格局，突出沿线地区的“山、

水、城”城市生态发展格局。 

 
图 8 东南绕与周边城镇的关系 

东南绕经济带最终形成“一轴五县、两区四带、四星拱月、六珠镶嵌”组团式、生态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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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化区域空间形态。 

 五县——沿线五大城镇； 

 两区——两类发展区，城镇产业发展区与生态型经济发展区； 

 四带——杨林工业产业带，宜良工业、农副产业带，澄江生态经济及旅游产业带，

晋宁生态经济产业带； 

 四星——立交区周边四大潜力发展区域的物流园区； 

 月——东南绕带状经济带区域范围； 

 六珠——东南绕城高速沿线六个重要的交通服务区。 

 

图 9 东南绕经济带的功能结构 

其中，四星为四大物流园区，它们的功能定位如下： 

杨林物流园区：中国面向东南亚地区的国际大型物流园枢纽，云南与内陆地区重要的物

流承接地，支撑杨林地区工业发展的集散地； 

宜良物流园区：联系东南沿海的重要物流节点，宜良工、农产品集散地； 

澄江物流中心：澄江地区工、农产副品集散地； 

云南工业品现代物流中心：晋宁地区并辐射玉溪北部区域的工、农副产品集散地。 

对于东南绕经济带的土地控制始终贯彻生态的主线，按照《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耕

地保护促进城镇化科学发展的意见》（云政发〔2011〕185 号）要求，云南省将实施差别化

的土地政策，引导“城镇上山”和工业项目上山，推动城镇尽量向山坡、丘陵发展，多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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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山荒坡搞建设，少占或不占优质农田，努力实现城镇朝着山坡走、良田留给子孙耕的目标。

因此东南绕经济带物流设施整合按照以下原则进行选址建设： 

（1）依山而建，打造特色生态物流园区 

充分利用山区、半山区土地资源，最大限度地利用建设用地规模，促进土地利用空间布

局与结构优化，注重城市建设和自然山体的融合。 

（2）围路而聚，打造交通便利的货运枢纽 

依托高速公路互通口物流转换特点以及东南绕连接四县一区的优势，靠近交通主要干道

出入口，对外交通便捷。 

（3）保护耕地，构建坝区田园风光 

对坝区农田实施最严格的保护，城镇建设占用坝区，“摊大饼”式的传统模式将逐步被

靠山上山、组团发展的山地城镇建设模式所取代；农田环绕组团分布的城镇空间，形成独具

特色的田园城市景观。 

6 结语 

东南高速的建设将增强昆明与宜良、澄江等周边城镇之间的联系，将昆明的中心城市功

能辐射到周边城镇的同时，为昆明市的空间拓展开辟了新的方向和渠道，通过东南绕的导火

索和催化作用，来带动周边土地的不断升值，以新型城镇化为导向，城市外围区域的土地利

用将由城市主导转变为由城市与乡村共同作用，东南绕经济廊道区域特别是东南绕高速出入

口区域的土地利用结构将从废弃农田和零散乡镇企业向城市产业园和物流园区转型，分散的

村庄向城镇居民点合并，小规模的农田经营向农场产业化转型、多种配套服务业出现；在东

南绕经济带的发展过程中，要避免生态环境的破坏、地域特色的消失、产业发展的雷同，对

沿线的土地利用和产业布局进行合理的规划和严格的规划控制，使东南绕经济带朝着健康、

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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