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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考察工作时发表重要讲话

并就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重要指示。以此为标志，京津冀协同发

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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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疏解非首都功能 

 交通一体化作为推进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先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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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互联互通综合交通网

络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提出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要求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规划》 

战略核心：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有效缓解“大城市

病”，推动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 

京津冀区域定位：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

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

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 

空间格局：“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  

对交通要求： 

• 交通、生态、产业三个领域率先突破； 

• 网络化布局、智能化管理、一体化服务 

• 建设“轨道上的京津冀” 

• 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多节点、网络状、全覆盖的

交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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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区域概况 

战略地位和作用突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国际门户地区 

区 域 
面 积 
(万平方
公里） 

常住人口 
（万人） 

GDP 
（亿元） 

人均GDP 
（元/人） 

GDP占全
国的比重 

京津冀 21.6 11052 66474 60146 10% 

长三角 21 15894 128803 81040 20% 

珠三角 18 10724 67792 63215 11% 

 携揽“三北” 

 北方地区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的门户 

 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 

 全国重要能源通道 

 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 

京津冀空间尺度上与国际上著名的世界级城市群相当 



京津冀区域概况 

京津冀区域在人口、经济及城镇化格局等方面分布不均衡 

人口：北京、天津人

口高度聚集 

经济：北京、天津两大城市与周边地区发展水

平反差较大，呈现断层式发展 



京津冀区域概况 

京津冀区域在人口、经济及城镇化格局等方面分布不均衡 

城镇化： 

• 北京、天津两个超大城市城镇化率已超过80%，进入高度城镇化阶段 

• 河北的城镇化率仅为48%,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3.7%），仍处于城镇化的加速发

展阶段 

 

京津冀 长三角 珠三角 

全国平均水平 



京津冀综合运输发展现状 

目前，京津冀地区基本形成了涵盖铁路、公路、航空、港口等多种运输方

式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并且在交通设施的发展水平上与长三角、珠三角

实力相当，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京津冀城市群高速公路现状图 京津冀城市群机场现状分布图 京津冀城市群港口现状分布图 

铁路：8509公里 

京津冀城市群机场现状分布图 

公路：8005公里 机场：8个 港口：4个 



京津冀综合运输主要问题 

1.运输结构不合理，交通与城市协调性差，粗放式发展方式亟待转变 发展方式 

2.网络空间布局不合理、一体化运输效率较低，网络化运输体系亟待完善 运输网络 

3.缺乏区域统筹和协调、资金缺口大，体制机制和投融资模式亟待创新 体制机制 



问题1：运输结构不合理，交通与城市协调性差，粗放
式发展方式亟待转变 

（1）京津冀地区客货运输均严重依赖公路 

直线距离：400km 260km 140km 



问题1：运输结构不合理，交通与城市协调性差，粗放
式发展方式亟待转变 

（2）大城市中心区小汽车出行比例偏高 

   

    以北京为例，小汽车分担率达到32.7%（二环内核心区小汽车出行比例是世界大城市可比

区域的2倍） ；自行车出行比例逐年萎缩，2000以来平均每年下降2个百分点，目前仅为

11.3% 



问题1：运输结构不合理，交通与城市协调性差，粗放
式发展方式亟待转变 

（3）大型综合枢纽如机场、火车站等集疏散方式依然以小汽车和公路方式为主 

机场：大容量公共交通方式所占比例偏低。 

港口：铁路集疏运比例低。以天津港为例，2013年，铁路集疏运占比仅为16.7%，公路高达
80.4%，特别是集装箱，98%依靠公路运输 

火车站：北京南站地面出站客流中75%
通过小汽车方式疏解 

美国
模式 

欧洲
模式 

亚洲
模式 



问题1：运输结构不合理，交通与城市协调性差，粗放
式发展方式亟待转变 

（4）大型综合枢纽的布局与城市功能布局严重脱节，枢纽功能定位与周边土地利用

协调性差 

 
东京综合交通枢纽与城市功能布局相结合 

北京南站周边用地示意图 保定东站周边用地示意图 

高铁车站周边的用地基
本上以居住功能为主
（保定东站周边主要是
大片农田），缺乏办公、
商业、娱乐等综合型功
能的开发 



（1）围绕首都的“单中心、放射状、非均衡”的网络格局与实际需求不相匹配 

• 铁路客运功能过度集中在北京，晋

中南与冀东城镇间的铁路联系、京

津冀以外地区至东北地区的过境客

流等中转组织功能仍主要由北京枢

纽承担 

 

• 天津、石家庄等枢纽对于区域交通

组织的功能目前尚未得到有效发挥，

加剧了北京的交通压力 

问题2:网络空间布局不合理、一体化运输效率较低，
网络化运输体系亟待完善 

北京 

天津 石家庄 



（1）围绕首都的“单中心、放射状、非均衡”的网络格局与实际需求不相匹配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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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京津冀各城市货运总量（万吨） 

• 货运方面，大量的过境交通在北京中转，即降低了运输效率，又增加了北京
运输网络压力 

• 例如铁路双桥、丰台西编组站货运量的90%为过境交通。公路方面，2013年
内蒙、山西有超过2000万吨煤炭通过公路过境北京运抵天津港 

 

铁路网（过境及能源通道） 公路网（过境示意图） 

西北方
向 

东北方
向 

秦皇岛 

黄骅港 

大同 

山西 
神池 

问题2:网络空间布局不合理、一体化运输效率较低，
网络化运输体系亟待完善 



问题2:网络空间布局不合理、一体化运输效率较低，
网络化运输体系亟待完善 

缺乏服务于都市圈快速通勤出行的
市郊轨道系统 

缺乏服务于城市群各主要城市之间中
短途旅客高效出行的城际铁路系统 

（2）功能层次不完善，缺乏能够支撑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多层次、大容量、高效的轨

道交通系统 



问题2:网络空间布局不合理、一体化运输效率较
低，网络化运输体系亟待完善 

（3）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缺乏一体化统筹考虑，制约联程联运及多式联运的效率 

 新建高铁车站、城际车站与既有普速车站之间以及与城市内部缺乏顺畅衔接 

 

 

 缺乏“空铁公”一体化货运枢纽 

 货运多式联运发展滞后 

 先进运输组织方式如甩挂运输等推进困难 



（1）缺乏可持续的、强有力的区域统筹协调机制 

 缺乏常态化、制度化的议事和决策机制 

 行业条块分割，缺乏区域统筹规划 

 城市交通管理职能分散 

问题3：缺乏区域统筹和协调、资金缺口大，体制机
制和投融资模式亟待突破 

 区域基础设施建设面临大规模融资 

 传统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融资模式难以为继 

（2）传统投融资模式难以为继，投融资模式亟待创新 

（3）与战略、规划相配套的政策法规等保障相对滞后 

 在土地（如占补平衡问题）、资金等方面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导致项目难以推进 

  “铁路+土地开发”模式具体的实施细则和相关扶持政策依然较为缺乏 



京津冀区域交通运输发展趋势研判 

 客运需求发展趋势： 
 

• 随着城际铁路、高速铁路的建设，北京与天津、石家庄等城市之间的联系将更为紧密，

京沪通道、京广通道将承载较大的客流 

• 北京中心区与新城、环京城镇（燕郊、廊坊、固安、涿州等）之间的通勤客流将进一步

增加 

• 都市圈范围内的主要交通通道将呈现多层次、复合型的客流需求 

 

 

北京都市圈范围内2030全方式需求预测  2020高速铁路网流量示意图  2030高速铁路网流量示意图  2013高速铁路网流量示意图 



 货运需求发展趋势： 

京津冀区域交通运输发展趋势研判 

• 货运总量——大宗货物运输需求降低、价值

提升、时效性要求增加 

• 空间分布——北京货运占比降低，天津、河

北货运量快速增长 

• 运输方式——公路运输向铁路运输转化 

• 运输组织——多式联运、甩挂运输需求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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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既有战略规划基础 

“四纵” 

     沿海通道、京沪通道 

     京九通道、京承—京广通道 

“四横” 

     秦承张通道、京秦—京张通道、 

     津保通道、 石沧通道 

“一环” 

     首都地区环线通道 

《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规划》：“四纵四横一环”的综合运输网络格局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既有战略规划基础 

《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规划》：打造“轨道上的京津冀” 

强化干线铁路建设 

重点建设京津冀区
域城际铁路网 

推进市郊铁路建设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发展思路 

按照网络化布局、智能化管理、一体化服务的发展要求，

重点关注完善区域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提升区域运输组织

效率和服务水平、深化重大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 

 
 （一）一体化客运系统发展重点 

（二）一体化货运系统发展重点 

（三）一体化体制机制发展重点 



1、打造“轨道上的京津冀”，加强不同层次轨道网的融合 

 构建都市圈轨道交通复合走廊 

 

• 在京津冀城市群的城际铁路通道

内，综合考虑都市圈通勤客流的

需求 

 

 

 

一体化客运系统的发展重点 



 打造“枢纽上的城市” 

• 将城际铁路车站设置在城市中心区，并与城

市重要功能区相结合 

 

• 将铁路车站作为出行的OD点，从源头上减少

不必要的出行 

 

 

东京站出站客流疏散方式 
东京轨道枢纽与城市

功能布局示意图 

北京西 

北京北 

北京站 

1、打造“轨道上的京津冀”，加强不同层次轨道网的融合 

一体化客运系统的发展重点 



     

    

2、发挥北京新机场对于提升区域对外开放度的作用  

    充分利用新机场的战略优势，建立区域内主要节点城市与北京新机场

的高效、便捷的快速轨道交通联系，构建这些城市对外开放的国际门户，

使新机场成为京津冀的机场，加速区域的国际化进程。 

一体化客运系统的发展重点 



3、推动旅客联程联运发展，有效提升一体化客运服务水平 

注重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一体化衔接，为旅客提供从出发地到目的地的

全过程、全环节、门到门的出行服务 

一体化客运系统的发展重点 



一体化货运系统的发展重点 

• 构建首都分流枢纽网络 

• 提升煤运通道衔接运输能力 

补齐交通基础设施
短板 

• 增加港口集疏运能力 

• 完善港口协同发展机制 

构建现代化的津冀
港口群 

• 以多式联运班列为抓手，促进
货运综合枢纽、多式联运发展 

• 继续鼓励甩挂运输、共同配送 

发展先进运输组织
方式 

 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 

 发展低碳绿色物流 

 提高物流效率 

 降低物流成本 



一体化体制机制发展重点 

（1）完善区域规划统筹、议事决策及行业一体化管理机制 

 成立京津冀区域规划组织，对整个区域进行系统规划并为区域事务的协商决策提供平台 

 建立京津冀交通专区，满足京津冀区域重点行业一体化管理的需要 

 

（2）创新投融资体制，探索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交通投融资模式 

 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促进交通投资主体多元化 

 促进轨道与土地综合开发相结合，实现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 

（3）加强中央在土地、资金方面的专项政策支持 

 土地：在京津冀全域范围探索试行跨省域、数量和质量并重的耕地异地占补平衡政策。 

 资金：设立京津冀区域交通一体化发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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