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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专题新闻发布会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 舒驰】2022-07-25 10:14:51

女士们、先生们，新闻媒体的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今天的新闻发布会。

近期，经国务院批准同意，《国家公路网规划》已正式对外公布。7月12日，国家
发改委与交通运输部共同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为便于社会各界更加详细了解和准确把握
《规划》有关内容，今天交通运输部就《规划》的编制工作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将重
点从专业解读和推进落实两方面向大家作进一步介绍，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

出席今天发布会的有：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王松波先生，交通运输部公路
局副局长王太先生，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副院长石良清先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
运输厅厅长艾山江•艾合买提先生，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汪东杰先生，我是交通运输
部新闻发言人舒驰。

首先，我先向大家简要介绍《规划》的总体情况。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交通运输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快建设交通强
国，围绕“交通先行”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出“要想富，先修路”不过时。特别
是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上，总书记明确指出，交通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开
路先锋，这赋予了交通运输新的历史使命，为新时代交通运输发展注入了强大力量。党
的十九大提出建设交通强国战略目标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于2019年9月印发了《交通
强国建设纲要》，于2021年2月印发《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这两个《纲
要》共同构成了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纲领性文件。

此次出台的《国家公路网规划》，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部署要求，是针对新时期国家公路发展作出的中长期专项规
划，是对两个《纲要》的细化和落实，也是优化完善国家公路网络，有力支撑现代化经
济体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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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行政等级划分，我国公路分为国家公路、省级公路和农村公路。国家公路网包
括国家高速公路网和普通国道网，是公路网中最高层次的路网，具有全国性和区域性政
治、经济、国防意义，是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基础和主骨架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规
划一直是引领国家公路网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后，我国先后印发了《国
家干线公路网（试行方案）》和《国道主干线系统规划》。2004年，为了改善国道主干
线联网不够、覆盖面不足、标准不统一等问题，经国务院批准，《国家高速公路网规
划》发布实施，首次采用放射线与纵横网格相结合的布局方案，提出了“7918”国家高
速公路网络布局。为适应新的发展要求，保障国家公路健康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大
后，2013年，《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2030年）》印发实施，首次提出国家公路网
由提供高效服务的国家高速公路网和提供普遍服务的普通国道网两个层次路网组成。

本次印发的《规划》，是对2013版国家公路网规划的修编调整。为了编制好这版
《规划》，早在2019年初，交通运输部即开始了对国家公路网规划调整的研究工作。经
过前后长达3年的研究论证，在大量调研、多次专家论证、多轮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
成了这一版《规划》。

这版《规划》是在我国进入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指导国家公路高质量发展
的纲领性文件，《规划》明确提出了国家公路网到2035年的布局方案，总规模约46.1万
公里，其中，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总里程约16.2万公里，由7条首都放射线、11条北南
纵线、18条东西横线，以及6条地区环线、12条都市圈环线、30条城市绕城环线、31条
并行线、163条联络线组成，未来建设改造需求约5.8万公里，其中含扩容改造约3万公
里；普通国道网规划总里程约29.9万公里，由12条首都放射线、47条北南纵线、60条东
西横线，以及182条联络线组成，未来建设改造需求约11万公里。

《规划》的印发实施，将对我国公路交通高质量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将有
效完善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有力支撑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畅通国内国
际双循环，助力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下一步，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切实抓好贯彻落实工作。

我先介绍到这里。下面进入提问环节。请在提问之前通报一下所在的媒体机构。现
在开始提问。

【央视记者提问】2022-07-25 10:25:03

刚才您提到了这次《国家公路网规划》提出到2035年总规模将达到46.1万公里。请
问其中新增的线路布局都考虑了哪些因素？将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谢谢。

【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 王松波】2022-07-25 10:26:30

谢谢你的提问！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国的国家公路网总体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极大便利了人民群众出行，有力支撑了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为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提供了坚实保障，也为开启第二个百年新征程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也需要看
到，面对支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需求，我国
的国家公路网还存在着一些短板和弱项，需要进一步优化完善。因此，《规划》的布局
总体思路是"用足存量，做优增量"，对于新增路线更加注重精准和有效供给，重点考虑
了五方面因素，归结起来就是"两支撑，三增强"。



一是支撑新型城镇化建设。目前我国仍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期，将以城市群、都市
圈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特色化发展，人口经济和资源要素总体呈
现出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的趋势。为此，《规划》一方面从强化城市群核心城市间交
通联系、支撑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发展、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等方面，对国家公路
网进行补强。例如，增设了12条服务特大、超大城市的都市圈环线。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是国家高速公路新增路线的示意图，红色标注的部分就是这次新增的路线。比如，新
增了12条服务特大和超大城市的都市圈环线，有哈尔滨都市圈环线，长春都市圈环线，
中部地区有郑州都市圈环线，武汉都市圈环线，还有像西部地区的成都都市圈环线，以
及重庆的都市圈环线等等。另一方面，《规划》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公路对中小城市和县
城的连接覆盖，增强了地市之间的便捷联系。如，新增了泉州至梅州、抚州至吉安等路
线，将国家高速公路覆盖范围拓展到了所有城区人口10万以上的市县。

二是支撑全面开放新格局。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我国陆海内外联
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正在加快形成。为强化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规划》
进一步优化了国家公路网与亚洲公路网和国际经济合作走廊的衔接，加强了对边境口岸
及县市的连接。如，对甘其毛都、策克等重要口岸新增了国家高速公路的连通。

三是增强国家安全保障能力。为支撑构建国家安全战略屏障、构筑强大稳固的现代
边海防体系，《规划》着重构筑了以国家高速公路为主体、串联沿边沿海地区地级行政
中心等重要节点的临边快速通道，进一步完善了沿边国道和抵边公路路线布设。

四是增强与其它方式衔接和与产业融合发展。为促进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整体效益
发挥，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多元化、个性化的出行需求，《规划》重点新增了一批
普通国道路线，加强了对重要景区和交通枢纽的连接。如，通过新增呼伦贝尔至罕达
盖、钦州至崇左等路线，实现了普通国道对25条国家旅游风景道的全覆盖。这里给大家
展示一下普通国道新增路线的示意图，标红的就是新增的普通国道路线。比如刚才谈到
的呼伦贝尔至罕达盖就是这条路线，钦州至崇左，就是在这边的线。

五是增强国家公路网韧性。为提高国家公路网可靠性，提升整体效率，有效满足人
民群众安全放心的出行需求，《规划》从加密稀疏区域路网、增设迂回替代通道、加强
路网衔接转换等方面新增了部分联络线。如，新增了奎屯至库车高速公路，建成后将成
为沟通新疆天山南北的全天候便捷通道。

《规划》通过优化一批、新增一批、扩能一批国家公路路线，将为人民群众提供更
加优质的现代化公路交通运输服务，为国家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和
保障，路网建成后的效果主要体现在五个"更加"。

一是服务更加便捷。将实现全国所有县市15分钟上普通国道，地级行政中心和城区
人口10万以上的市县30分钟上国家高速公路，人民群众对现代化交通的幸福感、获得
感、安全感将进一步增强。

二是空间联系更加高效。将形成城市群"多中心放射"，区际、省际、群际间"多通道
连通"，重要通道"多线路互补"的多中心网络化路网格局。实现东中部地区省会到地市当
日往返、地市到县半日往返，西部地区省会到地市当日到达；满足全国特大超大城市和
国家中心城市都市圈1小时通勤需要。



三是支撑新发展格局更加有力。将实现国家高速公路连接全国所有边境口岸县市、
普通国道连接全国所有沿边公路口岸，国家公路网全面覆盖亚洲公路网境内路段，国际
省际互联互通水平显著提升，有力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

四是安全保障更加可靠。有效提高了国防安全保障能力和路网韧性，特别是自然灾
害多发、地理自然阻隔、边境等重点区域的安全性、可靠性将得到明显增强，大大提升
应对自然灾害和社会突发事件的能力。

五是衔接融合更加顺畅。国家公路网全面覆盖了5A级景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世
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区），强化了公路交通对旅游产业发展的支撑带动作用；连接
了全国所有重要的交通枢纽，包括74个重要港口、106个铁路枢纽、453个民航运输机
场，有效支撑"全球123快货物流圈"的构建。

谢谢。

【新华社记者提问】2022-07-25 10:35:10

请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家公路网建设成效如何？新的《规划》出台后，在公
路重大工程建设方面，将如何进一步推进与落实？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副局长 王太】2022-07-25 10:36:31

谢谢你的提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公路交通运输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基础设施网络规模居世界前列，运输服务保障能力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出行更加便捷，
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综合实力提升。

2013年发布的国家公路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国家公路网总规模约40万公
里，其中，国家高速公路和普通国道总规模分别为13.6万公里和26.5万公里。经过各方
努力，截至2021年底，国家高速公路已建成11.7万公里，普通国道通车里程25.77万公
里，完成比例分别达到85%和96.5%。

一是网络覆盖更加广泛。目前，以国家高速公路为主体的高速公路网络已经覆盖了
98.8%的城区人口20万以上城市及地级行政中心，连接了全国约88%的县级行政区和约
95%的人口；普通国道基本覆盖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常年开通的边境口岸，有效连接了
重要乡镇、产业园区、交通枢纽以及旅游景区等。

二是设施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到2021年底，国家高速公路中双向六车道及以上的路
段占比达20.9%，京哈、京沪、京港澳、沈海、沪昆等国家高速公路的大量繁忙路段实
施扩容改造，国家公路骨干通道服务保障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全国普通国道二级及以
上占比达79.6%，比2013年提高了约10%；98%以上的路面实现了沥青或水泥混凝土铺
装，比2013年提高了约13%。

三是重大工程持续推进。举世瞩目的港珠澳大桥于2018年10月开通运营，成为集
桥、岛、隧为一体的超级跨海工程。穿越沙漠戈壁无人区的京新高速公路全线贯通，成
为继连霍高速后又一条进出疆大通道。长度超过22公里的乌鲁木齐至尉犁高速天山胜利
隧道开工建设，不断刷新高速公路隧道世界记录。

四是技术创新实现突破。以数字化地图、地质遥感、计算机辅助设计和仿真、北斗
系统应用等为代表的公路勘察设计技术持续进步。软土、黄土、冻土以及沙漠地区公路
修筑技术不断成熟和完善，公路路面结构和材料技术经受住了时间和大交通量的双重检



验。超大跨径桥梁以及山岭区超长隧道、海底沉管隧道、大直径盾构隧道等相关技术和
装备不断取得突破，"中国路、中国桥、中国隧"已成为一张张靓丽的名片。

新的《国家公路网规划》提出，到2035年，我国国家公路网总规模约46.1万公里，
其中国家高速公路约16.2万公里，普通国道约29.9万公里。下一步，我们将按照规划目
标任务，着力推动构建现代化、高质量的国家公路网。

一是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坚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
国家公路省际待贯通路段、瓶颈路段以及连接交通枢纽、陆路边境口岸公路等为重点，
推动相应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实施，畅通节点，补齐短板，尽快发挥路网整体效能。

二是加强与其他交通方式的协调衔接。注重公路与其他交通方式基础设施的协调配
合和衔接转换，通过共用通道、枢纽衔接、共建共享等方式，提高资源整合利用水平，
提升综合交通效率和便捷性。加强公路与城市道路的高效对接，灵活、合理采用公路穿
城段技术标准，推动构建一体化的城市群路网体系。

三是提升公路建设绿色智能水平。以绿色公路建设为载体，坚持集约节约利用资源
和保护沿线生态环境，有效降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促进公路与自然和谐发展。聚焦安
全、高效、便捷出行，以科技创新赋能公路建设发展，注重多网融合，提高国家公路数
字化、网联化水平，提升服务质量效益。

四是推动公路设施网络更加安全可靠。合理布局国家高速公路和普通国道具体线
位，不断改善自然灾害多发、地理自然阻隔等重点区域的路网可靠性，增强安全与应急
保障能力。坚持公路全寿命周期统筹，加强重点项目建设管理，坚守安全底线，不断提
升国家公路基础设施质量和安全耐久水平。

谢谢。

【中国新闻网记者提问】2022-07-25 10:38:06

请问目前我们国家的公路网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水平？这次规划编制是如何落实"两个
纲要"的部署要求？在规划布局和建设标准确定上有哪些创新之处？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副院长 石良清】2022-07-25 10:43:26    

谢谢你的提问。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公路交通建设
取得了历史性成就。2021年底我国公路总里程达到528万公里，路网规模已位居世界前
列，特别是高速公路里程位居世界第一。但综合考虑人口和面积等因素后，我们与发达
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比如，我国每万人拥有公路里程37.4公里、拥有高速公路里
程1.2公里，分别为美国的18%和50%，公路综合密度仅为美国的37%，日本、法国的
25%左右。在通达深度方面，我国高速公路基本覆盖了城镇人口20万以上城市，而美国
州际公路、德国高速公路连接了所有5万人口以上城市，日本的高速公路网则连接了所
有10万人口以上城市。从国际对比和发展规律判断，尤其是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更高要求看，未来我国公路网仍需要保持稳定适度的超前发展，进
一步完善公路交通网络，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率。

《规划》编制以《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和《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为统
领，对"两个纲要"提出的战略要求和目标进行了细化和落实。在路网布局方面，加强了
与其他运输方式和相关产业的融合，充分考虑"四大板块"和城市群地区的区域协调发
展，着力提升路网系统韧性和可靠性。例如，围绕高水平打造"6轴7廊8通道"国家综合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110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