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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迈向世界级交通先锋城市 



一   交通现状 

二   发展目标 

三   行动纲领 

ontents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5年的发展，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人口

超过1800万的超大型城市，创造了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史上的奇迹。 





      深圳经济运行呈现“速度稳、质量好、创新强、结构优”的态势，

2015年全市生产总值1.75万亿元，同比增长8.9%。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2727亿元，增长31%。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物流业和文化产业等

四大支柱产业占GDP比重达到64%。 



       近年来，我市围绕“建设全球性物流枢纽城市”、“打造国际水准

公交都市”和“构建现代化国际化一体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总体目

标，初步形成了国际国内高效辐射、功能布局基本合理、资源配置相对

集约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交通在支撑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 

深圳市综合交通“十二五”发展规划布局图 



 集装箱吞吐量达2420万标准箱，连续三年保持全球第三 

 机场旅客吞吐量3972.2万人次，综合实力连续十二年位居全国第四 

1. 海空双港枢纽功能全面提升 

深圳盐田港 深圳机场T3航站楼 



2. 基本建成国家级铁路枢纽城市 

 京广深港、厦深铁路在深圳交汇，形成“双十字”国家铁路网络 

 铁路旅客发送量达到5680万人次 

福田站——亚洲最大的地下火车站 



 博深高速、广深沿江高速等多条道路建成通车，穗莞深城际线开工建设 

 口岸通关能力、通关服务显著提升，一线口岸出入境旅客日均58.8万人次 

3. 区域交通规划建设稳步推进 

福田口岸实景 广深沿江高速实景 



4. 国家公交都市示范市建设成效显著 

 单日最高公交客流量突破1000万人次，公交分担率达到56% 

 轨道交通总运营里程178公里，日均客流量达到307万人次 

深圳地铁 新能源公交 



 陆续出台路内停车收费、限购限行、自愿停驶等需求管理措施 

 交通治堵工作常态化 

 中心城区晚高峰平均车速27.5公里/小时，同比提升5% 

5. 城市交通拥堵综合治理成效显著 

绿色出行活动 路边停车手机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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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期，国家和区域提出了新的发展战略，深圳市经济

社会进入全面转型发展阶段。面对新一轮的机遇和挑战，交通

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撑，需要在发展战略和措施上作出积极

应对。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桥头堡 

 构建“一带一路”重要的生产贸易组织中心，高科技服务中心、现代服务业中

心、全球物流枢纽 

1. 强化对外交通辐射，支持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进一步整合区域交通资源，落实“湾区经济”战略 

 持续加强国家铁路、城际轨道、公路建设，支撑深圳对珠江西岸、莞惠、河

汕地区辐射带动作用，形成新的区域发展格局 

2. 整合区域交通资源，促进都市圈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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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深圳实际管理人口可能超过2000万，主城区人口密度超过2.0万人/km2 

 关键地区、轴向走廊和重要节点交通压力持续增长，预计5年内跨二线高峰交通

需求将至少增长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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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新交通治理模式，适应超大城市发展要求 

人口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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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大型城市的向心集聚发展，引发“居住外迁、岗位内聚”，当前开发计划

中，居住类建筑75%位于原特区外，而商业和办公类建筑60%集中于原特区内 

4. 发挥交通先导作用，促进城市均衡发展 

原特区内外新增建筑比例（已批新建及更新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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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城市间的竞争已体现为枢纽地位的竞争、城市运行效率的竞争、

城市环境品质的竞争。 

全球视野：当今世界交通发展趋势 

纽约2040 东京2020 伦敦2040 首尔2030 

 东京：建设世界一流的城市，世界一流的交通体系，强化枢纽功能 

 纽约：规划一个强大而公正的城市，提高就业岗位的可达性 

 伦敦：通过区域轨道快线网络，引导形成“多中心”空间格局 

 首尔：构建一个不依靠私家车也可以便利生活的城市 



 更具辐射力的全国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更开放共享的国际物流枢纽城市 

 更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公交都市 

 更具创新引领作用的品质交通城市 

目标：迈向世界级交通先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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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期，深圳将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发展理念，坚持问题导向、民生为先，努力建设更

开放、更畅达、更公平、更低碳、更安全的现代化国际化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深圳勇当“四个全面”排头兵提供

坚实的交通运输服务保障。 

 



  为加快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亟需提升深圳综合

交通枢纽地位，我们提出打造世界级集装箱枢纽港、国际航空

枢纽、国家铁路枢纽和国家公路枢纽“四枢纽”战略。 

打造世界

级集装箱

枢纽港 

打造国际

航空枢纽 

打造国家 

铁路枢纽 

打造国家

公路枢纽 



      结合城市发展要求，开展“东进拓展、中轴提升、西部优

化”三大会战，通过实施十大交通行动，力争形成东西均衡、

南北协调、周边连贯的交通发展格局。 

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07—2020） 



 打造国际航运中心，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重点建设20万吨及以上超大型集装箱深水泊位 

 推进海铁联运和江海联运，积极拓展港口腹地 

行动一：建设世界级集装箱枢纽强港 



行动二：建设更具国际辐射力的航空枢纽 

 推进T4航站楼、第三跑道等项目建设，实现机场扩容 

 破除空域瓶颈、积极拓展国际航线特别是洲际航线 

 打造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城市“4小时航空圈” 

深圳宝安机场扩建计划 深圳宝安机场国际航线图 



行动三：提升国家级铁路枢纽地位 

 尽快推进深茂铁路、赣深客专建设，积极引入沿海客专等战略通道，形成“东西

贯通，南北终到”的国家铁路布局 

 建设面向深莞惠大都市区的铁路“多枢纽”体系，提高铁路对外辐射能力和城市

侧组织效率 



行动四：完善国家公路主枢纽功能 

 加快深中通道、外环高速等通道建设，推进深惠高速、深汕高速西段扩建 

 提高公路客运组织效率和效益，建设集约化、现代化国家公路主枢纽 



行动五：推进区域交通一体化 

深惠城际线 

 推动穗莞深、深莞、深惠、深珠城际线及港深西部快轨规划建设 

 推进深莞惠轨道一体化衔接，实现轨道网络互联互通、拓展延伸 

 完善区域高快速路衔接 

 实现1小时可达粤港澳湾区城市中心城区和深港中心城区半小时互达 

国家铁路及城际轨道深圳地区“十三五”布局图 



行动六：全方位打造公交都市 

 建设以轨道为主体、多种公共交通方式协调发展的公交都市 

 2020年建成11条轨道线路、总里程约426公里 

 开展轨网修编，未来轨网规模将超过1000公里，形成城市客运交通主体地位 

 构建2000公里广泛、连续的公交专用网 



行动七：优化道路网功能结构 

 完善干线路网体系，加快东部过境高速、107国道市政化改造等项目建设 

 建立次支路网建设考核指标体系，促进各区加大次支路网建设力度 

 调整道路路权资源分配，逐步向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倾斜 

深圳十三五道路网规划布局图 



 推进城市交通拥堵治理工作常态化，“强公交、调需求、快实施、优管理” 

 综合运用科技、经济、法律、行政等多手段平衡交通供需 

 滚动推进包括科技园、福田中心等76个重点片区综治零星工程 

行动八：缓解城市交通拥堵 

梅林关改造效果图 布吉关改造效果图 



 推进19个CBD地区、商业街区、居住社区进行差别化的慢行系统改善工作，大力

推广二层步行连廊建设 

 大力发展新能源交通，力争三年内实现全市公交车100%新能源化，到2020年实

现出租车100%新能源化和轻型厢式货车55%新能源化 

行动九：建设高品质宜行城市 

深圳湾滨海休闲带 纯电动出租车 



 推进智慧交通建设，提高交通运输资源利用效率和管理精细化程度 

 促进互联网+多元交通服务的创新和推广，引领交通运输行业转型升级 

行动十：创新智慧交通服务模式 



       深圳将致力于为市民与来访者提供一个安全、健康、友

好的高品质交通环境，为经济和社会增长提供一个公平、便

捷、协调的高效率交通服务，建设一个国际水准的交通先锋

城市，迈向可持续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