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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推动郑州综合交通枢纽高质量发

展既是国家战略要求，也是枢纽自身发展的阶段要求。准确把握新时期综合交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与要求，从国际竞争力、区域辐射力、枢纽运转效率、枢纽经济带动等维度对郑州综合交通枢纽发

展现状进行评估，同时对其优势和短板进行分析。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高标准建设国际性综合交

通枢纽城市，从提能级、强辐射、增效率、促融合等4个方面提出推动郑州综合交通枢纽高质量发

展的策略与行动建议。通过不断提升枢纽内外双向辐射能力，增强资源要素全球配置能力，推动郑

州综合交通枢纽由做大向做强转变。

关键词：综合交通枢纽；枢纽城市；枢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融合发展；郑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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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urban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system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Promoting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Zhengzhou's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hub is not only a national strategy requirement, but also a stage requirement for the develop-

ment of the Zhengzhou hub itself. It is necessary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connotation and requirement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Zhengzhou's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hub from the dimensions of internation-

al competitiveness, regional radiation, hub operation efficiency, and hub economic drive, and analyzes its

advantages and weaknesses. To better serve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e should build an international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hub city with high standards. Strategies and action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Zhengzhou's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hub from four as-

pects: improving energy level, strengthening radiation, increasing efficiency, and promoting integration.

By continuously enhancing the bidirectional radiation ability inside and outside the hub, the global alloca-

tion capacity of resource elements is improved,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Zhengzhou's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hub is promoted from being bigger to stronger.

Keywords: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hub; hub city; hub econom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mprove

quality and increase efficiency;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Zhe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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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综合交通枢纽是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高综合交通运输效

率、加快交通运输转型发展中具有重要作

用。伴随着中国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

善，国家综合交通枢纽建设也进入高质量发

展阶段，从传统的以枢纽基础设施建设为主

新时期郑州综合交通枢纽高质量发展策略新时期郑州综合交通枢纽高质量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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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郑州市地处中原腹地，交通区位优越，

历来是国家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也是

全国首批 20个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之

一[1]。作为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主要节点

城市，郑州市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中地位突出。作为中原

城市群核心城市、黄河流域的重要节点城

市，郑州市在国家城镇化格局中承担着引领

区域发展和支撑中部崛起的重要作用。加快

推动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建设，提升枢

纽能级和内外辐射力，促进交通区位优势向

枢纽经济优势转化[2]，是郑州综合交通枢纽

(以下简称“郑州枢纽”)在高质量发展阶段

的主要任务，也是郑州市落实国家战略、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内在要求。

11 新时期综合交通枢纽高质量发展内涵新时期综合交通枢纽高质量发展内涵

新中国成立以来，综合交通运输发展取

得了巨大成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由

供给不足到总体缓解再到基本适应的阶段性

转变，形成覆盖全国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

《“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

划》 [3]的印发，标志着中国现代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建设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4]。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将由追求速度规模向更加

注重质量效益转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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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依靠传统要素驱动向更加注重创新驱动转变[5]。

新时期推动国家综合交通枢纽体系高质

量发展的内涵和要求包括：1)全面提升枢纽

的内外双向辐射能力，强化国际性综合交通

枢纽竞争力；2)推动跨区域枢纽之间的协同

联动，打造高质量枢纽集群；3)加强枢纽内

部及枢纽之间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促进联

程联运、多式联运发展，提升整体服务效率

和服务品质；4)推动“枢产城”融合发展，

提升重要枢纽的资源要素集聚能力和经济带

动能力；5)加快枢纽创新驱动发展，促进枢

纽智慧安全绿色发展[6-7]。

22 郑州枢纽发展历程与阶段判断郑州枢纽发展历程与阶段判断

郑州市的城市发展因交通而兴。20世纪

初，随着京汉铁路与汴洛铁路建成通车，郑

州逐渐成为国家重要铁路枢纽。枢纽地位的

提升直接带动了郑州城市地位的提升和社会

经济的快速发展。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连霍

高速公路和京港澳高速公路陆续建成通车，

郑州成为全国重要的高速公路枢纽。进入21

世纪，郑州航空货运快速发展，在中国率先

开创了依托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建设推动内陆

开放发展的新路径。近年伴随着高速铁路

(以下简称“高铁”)的快速发展，郑州率先

建成米字形高铁网，3小时高铁交通圈可以

到达京津冀、长三角及中东部大部分地区。

从国家重要铁路枢纽到国际航空货运枢纽，

从国内枢纽到内陆开放门户枢纽，郑州枢纽

建设取得瞩目成就，在经历了铁路、公路、

航空、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快速发展阶段之

后，从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进入提质增效高

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见图1)。

图1 郑州综合交通枢纽发展阶段

Fig.1 Development stage of Zhengzhou's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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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郑州枢纽发展现状多维评估郑州枢纽发展现状多维评估

郑州市地处京港澳-粤港澳主轴和大陆

桥走廊[1]的交汇处，交通区位优势突出，形

成了由航空、铁路、公路、内河航运等多种

运输方式构成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本文从

国际竞争力、区域辐射力、枢纽运转效率和

枢纽经济带动等维度对郑州枢纽的发展现

状进行评估。

33..11 国际竞争力国际竞争力

1）国际航空发展迅速，货运航空枢纽

竞争力持续提升。

郑州航空枢纽在以货为先的战略引领

下，经过近 10年快速发展，已成为中西部

地区最大的货运枢纽机场。2021年郑州新郑

国际机场(以下简称“新政机场”)货邮吞吐

量突破 70万 t，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期间

逆势增长 35%，稳居全国第 6，并跻身全球

货运机场 40强；2023年完成 60.8万 t。2023

年货运航线 49条，其中国际航线 32条，全

货机通达全球 61个机场，其中国际机场 43

个。无论是国际货邮吞吐量(见图 2)还是货

运航线分布，郑州航空枢纽在中西部城市中

都表现突出。

2）国际陆港中欧班列持续增长，引领

内陆开放的作用持续增强。

郑州位于中欧班列西部通道和中部通道

的交汇处，为全国五大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之

一，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重要支点

作用。郑州中欧班列(中豫号)现已形成21个

境外直达车站、8个出入境口岸的国际物流

网络，境外网络覆盖欧亚、东盟等 40个国

家 140余个城市，境内辐射至珠三角、长三

角、京津冀等地区，初步实现连通境内外、

辐射东中西的物流网络布局。截至 2023年

10月底，郑州中欧班列(中豫号)累计开行突

破 1万列，班次与货值都呈持续增长态势，

综合运营评价指标在全国位居前列。

33..22 区域辐射力区域辐射力

1）交通区位优势突出，面向区域的枢

纽辐射能力强。

郑州地处中原腹地，是全国“十纵十

横”综合运输大通道中陆桥通道、黑河至港

澳运输通道、烟台至重庆运输通道 3条大通

道交汇点，也是中国内陆腹地海、陆、空多

式联运节点(见图3)。郑州枢纽2小时航空圈

覆盖全国 90%以上地区，3小时高铁圈可达

中部与东南沿海大部分地区。无论是交通网

络设施规模还是交通网络连通度，郑州枢纽

都表现出较强的区域辐射优势。

2）都市圈交通网络不断完善，一体化

交通运输服务体系尚待构建。

以郑州市为中心的放射状综合交通运输

网已基本形成。随着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网

络的不断完善，与之相对应的综合交通枢纽

建设也进入提质增效阶段。不论是人口经济

规模，还是交通枢纽能级，郑州市在都市圈

中均占有绝对主导地位。交通功能的过度集

聚也带来了设施能力饱和、空间发展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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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西部城市机场货邮吞吐量历年变化

Fig.2 Changes in cargo and mail throughput of airport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ities over th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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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郑州枢纽交通区位

Fig.3 Transportation location of Zhengzhou 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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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衔接不便、交通组织矛盾突出等一系列

问题，都市圈一体化的综合交通运输服务体

系尚待构建。

33..33 枢纽运转效率枢纽运转效率

1）口岸通关效率不断提升，对外开放

体系加速构建。

郑州市已建成 2个一类口岸、2个综合

保税区、9个功能性口岸，是中国功能性口

岸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内陆城市。在口岸

通关方面，流程持续简化、效率不断提升，

机场口岸和铁路口岸通关效率均排在全国前

列，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打造内陆地区

开放高地、加快建设国际物流枢纽中心奠定

了坚实基础。

2）枢纽内部及枢纽之间的衔接换乘效

率、联程联运效率有待提升。

郑州市已形成以郑州站、郑州东站、新

郑机场为核心的客运枢纽体系和以空港、陆

港和物流园区为主体的货运枢纽体系。主要

客运枢纽之间的换乘次数和换乘时间在全国

主要城市联程联运发展排名中相对靠后。货

运总体结构仍表现出以公路运输为绝对主导

的特征，运输结构有待优化、多式联运水平

有待提升。伴随着多枢纽格局的形成，枢纽

内部及枢纽之间的衔接换乘效率、联程联运

效率成为影响枢纽进一步提质增效的关键。

33..44 枢纽经济带动枢纽经济带动

1）枢纽偏好型产业带动。

郑州市具备发展枢纽经济的基础优势，

以空港经济为代表的枢纽经济发展迅速，但

枢纽偏好型产业如航空装备、轨道交通装

备、新能源、新材料等高端制造业，金融保

险、服务贸易、商务办公、文化旅游等现代

服务业，尚未形成高水平集群和规模化发展

态势。由于本地产业基础薄弱，郑州枢纽经

济总体呈现产业结构单一、规模较小、层次

不高的特点，对产业链上下游的拓展和带动

不足[8]。

2）“枢产城”融合发展。

推动综合交通枢纽与周边用地、产业融

合是促进枢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郑州航

空港区作为国家级航空港经济先行区，临空

经济发展初具规模；作为国际陆港中欧班列

发展迅速，但由于空间发展受限的问题，周

边关联产业集聚不明显；郑州高铁枢纽的站

城融合多处于培育阶段，站城一体、布局紧

凑的现代城市综合中心尚待形成，总体发展

水平仍需提升。

44 郑州枢纽的优势与短板分析郑州枢纽的优势与短板分析

1）内陆开放门户作用突出，但枢纽能

级和服务能力仍需提升。

郑州凭借“空港+陆港”双枢纽链接全

球，内陆开放门户的作用日益凸显，但综合

交通枢纽的能级和总体服务能力仍需提升。

首先，国际航空枢纽能级仍需提升。郑州航

空货运发展迅速，但先发优势在减弱，竞争

压力渐增。与航空货运发展相比，航空客运

发展相对较慢，与西安、成都、重庆等中西

部主要枢纽城市相比仍存在差距。其次，国

际陆港枢纽亟须提级扩容。郑欧班列的发展

质量在中国位居前列，但开行班次低于成

都、重庆、西安，单位货值与成都、重庆也

存在差距。此外，国际陆港面临空间拓展受

限问题，与西安、成都、重庆等相比规模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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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综合交通枢纽能级与经济体量关系分析

Fig.4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hub energy level and economic volume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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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亟须加快推进国家新陆港的选址和建设

(见图4)。

2）交通枢纽功能优势突出，但优势转

化和经济辐射带动作用偏弱。

郑州交通枢纽优势突出，但交通优势尚

未有效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对本地经济的

辐射和带动作用偏弱。例如，中欧班列、航

空货运与本地产业联动不足，临港、临空与

本地产业关联较弱，省外货源比例超过

70%，与成都、重庆等省内货源占 70%的状

况形成明显对比；物流企业的竞争力不强，

仍以“小散弱”为主，物流发展质量不高。

2021年郑州市物流业增加值 1 002亿元，占

GDP的7.8%。对比同为中部城市的武汉，2021

年物流业增加值1 617亿元，占GDP的9.1%。

3）交通通道设施日趋完善，但枢纽组

织能力及枢纽之间的统筹协调需加强。

郑州地处中国经济地理中心，多方向放

射状交通网络已基本形成，多枢纽格局也在

形成中。伴随着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枢纽

内部组织及枢纽之间的统筹协调仍需加强。

例如，当前米字形高铁网络已率先建成，但

铁路枢纽内部仍存在瓶颈，部分区间通过能

力已饱和，枢纽内部组织、转换能力与多通

道格局仍不匹配，枢纽之间线路组织灵活性

仍需提升。其次，伴随着多枢纽格局的形

成，不同枢纽之间的功能定位、组织衔接关

系均需要进行统筹，一体化的枢纽网络体系

尚待完善。

4）交通联运需求逐渐增长，但多式联

运效率和联程联运发展水平待提升。

首先，枢纽内部及枢纽之间的平均换乘

时间过长，联程联运效率不高，影响枢纽联

动优势发挥。郑州站至机场之间乘坐城市轨

道交通需要换乘两次，经过机场的城际铁路

班次也有限。其次，多式联运发展水平不

高。货源集散主要通过公路运输，铁路运输

优势未充分发挥，运输结构亟待优化调整；

多式联运仍以空公、公铁为主，空铁、铁海

联运发展不充分。

55 推动郑州枢纽高质量发展的策略与推动郑州枢纽高质量发展的策略与

行动建议行动建议

新时期国家赋予郑州市国际性综合交通

枢纽城市的高定位。推动郑州枢纽高质量发

展既是国家战略要求，也是郑州枢纽自身发

展的阶段要求。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将郑州

建设成为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国际性

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建议从提能级、强辐

射、增效率、促融合4个方面开展提升行动。

1）提能级：持续强化内陆开放门户作

用，提升综合交通枢纽能级。

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经济增长级作为支点[7]，郑州作为国家战略

重要支点城市和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综合交通枢纽能级仍需进一步提升。一方

面，继续巩固国际航空货运优势，持续提升

航空枢纽国际服务水平。加强全球性国际邮

政快递枢纽建设[8]；国际货运航线拓展至中

东、亚太、非洲等地，实现与全球主要货运

枢纽的航线高效通达；新增至东南亚、欧

美、非洲等地国际客运航线，提升国际航空

客运服务水平。另一方面，加强新国际陆港

建设，打造国家内外双循环枢纽示范。巩固

中欧班列国际线路网络，开拓中亚班列货运

新通道；加快全球转运分拨中心、国际交易

中心、国际结算中心建设，提升枢纽全球资

源要素配置能力。

2）强辐射：提升综合交通网络内畅外

联水平，增强枢纽辐射和带动作用。

构建内畅外联的综合交通运输网，不断

提升郑州枢纽内外双向辐射能力。在巩固新

亚欧大陆桥通道优势的同时，积极对接新兴

国际运输大通道，南向拓展经凭祥、瑞丽口

岸至东盟的国际运输通道，深化与东盟十国

的经贸合作水平。在米字形高铁网的基础

上，规划研究新增郑宁、郑洛银等区域高铁

通道。战略预留超级高铁通道，提升与国家

四大城市群的时空通达效率。完善中原城市

群城际网络，推进郑洛城际、郑开商城际、

郑安城际、郑信城际等通道规划建设，加强

区域城际网络与新郑机场的衔接。推进郑州

都市圈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构建都市

圈多层级枢纽体系。

3）增效率：提高综合交通枢纽运转效

率，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

完善多层次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提升交

通枢纽运转效率。推动旅客联程运输、货物

多式联运发展，实现人畅其行、物畅其流。

加快推进城市轨道交通快线建设，提升重要

客运枢纽之间的衔接换乘效率；新增高铁联

络线，推动京广高铁直接进入航空港站及新

郑机场，提高空铁联程服务水平；推进郑州

航空港站高铁物流基地及空铁联运中心建

设；推动实施铁路专用线入企入园工程，提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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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货运多式联运效率；加强“空、陆、铁、

水”四港联动建设，完善重大枢纽集疏运体

系；加快国际陆港枢纽铁路口岸大监管区及

扩区建设，提高通关效率；拓展新郑机场电

子货运试点应用范围，提高机场货物通行

时效。

4）促融合：促进“枢产城”高质量融

合发展，推动枢纽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

加强交通枢纽与关联产业的融合，培育

壮大临空、临港、临铁经济，推动郑州枢纽

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 [9- 12]。推进郑州东站、

郑州南站、郑州航空港站等高铁枢纽站城一

体化建设；促进高铁物流、高端商务、商贸

零售娱乐、跨境电子商务等产业发展；优化

临空产业布局，推动总部经济、高端产业、

科技研发等功能集聚，做强临空经济；大力

推动“班列+口岸”“班列+园区”模式，形

成班列带产业、产业促班列的发展格局，推

动“运贸产”联动发展。以新郑机场、新国

际陆港枢纽为核心，推动“空、陆、铁、

水”四港联动发展，高标准打造国家枢纽经

济示范高地。

66 结束语结束语

综合交通枢纽是提高综合交通运输效

率、发展枢纽经济的核心载体，也是影响城

市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通过综合交通枢纽城

市建设推动交通枢纽与城市功能、与关联产

业的融合发展，已成为当前提升城市竞争力

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郑州市

作为国家重要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新时期要

准确把握高质量发展内涵，不断提升枢纽内

外双向辐射能力，增强资源要素集聚能力和

经济带动能力，由做大枢纽向做强枢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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