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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厦门市开展综合交通枢纽辐射能力提升等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

厦门市交通运输局：

《厦门市交通运输局关于申请审批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及试点任务申请书的
请示》收悉。为重在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相关领域的目标任务，根据《交通运输
部关于开展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交规划函〔2019〕859号），经研究，主
要意见回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在提升综合交通枢纽辐射能力、公共交通车路协同应用、打造立体化
丝绸之路服务品牌、提升重点领域现代治理能力、提升运输服务智慧和绿色发展水平等
方面开展试点（具体要点附后），请进一步完善试点实施方案，细化试点任务，落实具
体举措，明确阶段目标和时间进度，并及时向我部报备。

二、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试点工作推进机制，明确责任分工，强
化政策支持。加强上下联动，强化协同配合，鼓励各方积极参与。

三、统筹推进、突出重点，力争在发展枢纽经济、车路协同技术不同场景应用、
“丝路海运”品牌建设、交通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形成一批先进经验和典
型成果，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交通强国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四、加强跟踪、督导和总结，试点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以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成功经验模式及时报告我部和厦门市人民政府。每年12月底之前向我部报送年度试点工
作总结。

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单位、专家对试点工作积极指导，在相关“十四五”规划编
制等工作中加强支持。适时开展跟踪调研、监测评估和经验交流。在试点任务实施完成
后组织开展考核、成果认定、宣传推广等工作。

交通运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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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交通强国建设厦门市试点任务要点

一、提升综合交通枢纽辐射能力

（一）试点单位。

厦门市交通运输局，厦门翔安机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二）试点内容及实施路径。

1.强化区域公路网联接能力。有序推进厦门第三东通道和南石高速联络线等项目规
划与建设，加强厦门本岛、泉州与厦门新机场有效衔接。

2.提升陆路货运枢纽功能。推动沈海高速厦门段与前场物流园陆路货运枢纽连接通
道建设，强化前场物流园区与沈海、厦蓉高速、G319国道、G324国道等相关国省干线
有效衔接。

3.构建厦门北站高铁枢纽体系。有序推动厦门北站高铁枢纽规划建设，打造区域高
铁客运枢纽，强化辐射东南、华南和华东地区能力。加强高铁枢纽站与高快速路、国省
干线及城市干道重要节点衔接。提升高铁与沿海通道联接能力，强化高铁枢纽站与城市
轨道、城市公交的衔接，构建综合立体换乘体系。

4.建设厦门新机场综合交通枢纽。建立机场快速集散通道体系，优化陆侧交通资
源，构建以轨道交通为核心、公共交通为主体、多种交通方式紧密衔接的机场集疏运体
系。

5.发展枢纽经济。加快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提升区域对外开放能力，增强厦门
对周边地区经济辐射能力。依托厦门新机场，积极发展空港经济新模式。加强厦门港集
疏运体系建设，推进港城一体化发展。

（三）预期成果。

通过1—2年时间，厦门北站高铁枢纽、前场物流园陆路货运枢纽及集疏运体系基本
建成。综合交通枢纽服务效能不断增强，城市人口集聚区覆盖度显著提高，在枢纽与产
业、居住功能区的有效衔接方面取得典型经验，并形成意见指南等相关成果。

通过3—5年时间，基本建成新机场综合交通枢纽，航空服务质量显著提升。城际铁
路网与城市轨道交通网有效衔接，厦门北站高铁枢纽周边资源实现高效开发利用。在国
省干线公路与城市交通网顺畅衔接、港城一体化发展等方面取得典型经验，并形成意见
指南、技术标准等政策成果。

二、公共交通车路协同应用

（一）试点单位。

厦门市交通运输局，厦门公交集团有限公司。

（二）试点内容及实施路径。

1.快速公交（BRT）—车路协同系统应用。探索推动实时车路协同、超视距防碰
撞、智能车速策略、安全精准停靠等技术应用，促进BRT系统与车路协同系统融合发
展。研究推动北斗导航在安全、效率、节能等城市公共交通重点领域应用。以车用无线



通信技术（C-V2X）为基础，加快推动部分BRT路段试行自动驾驶，完善BRT应用场
景。

2.城市场景车路协同应用。以BRT车路协同测试为基础，加快推动城市普通公交、
消防车、物流车、出租车、清扫车等车路协同应用，扩大智慧高速、港区（空港）、景
区等场景应用程度。

3.夜间智慧物流配送应用。充分利用BRT道路资源，以无人轻型卡车为载体，强化
车路协同技术应用，探索推动夜间L4级智能物流测试。

4.车路协同商业模式探索。加快推进C-V2X无线通信频段许可，积极开展频段规划
和路侧网络建设。充分考虑现有ETC系统，推进高速公路场景下货运车辆自动驾驶安全
辅助、车辆编队、交通信息实时提醒等应用。以集美区具备C-V2X网络覆盖的智慧站台
建设为依托，提升群众共享出行服务能力，探索按服务收费商业模式。

5.产业集群发展。有序推动“5G+智慧交通”联合实验室、智慧交通产业创新联盟
建设。打造核心技术研发中心，建设车路协同创新生态体系，积极推进相关科研机构和
企业联合建设自动驾驶研发平台。探索推动成立“车路协同产业基金”，发展车路协同
关联产业，研究制定配套支持政策。探索建立车路协同平台，推动智能汽车、道路基础
设施、通信基站、车联网平台等信息交互与数据应用。

（三）预期成果。

通过1—2年时间，完成集美区部分公交车站间智能网络建设和快速公交路段路口C-
V2X车网通信、车车通信设备部署，实现部分路段BRT车辆自动驾驶功能测试与应用，
在快速公交（BRT）—车路协同应用方面取得典型经验，并形成工作指南、技术标准等
政策成果。

通过3—5年时间，快速公交（BRT）—车路协同技术基本实现推广，在城市、物流
等场景车路协同应用方面取得典型经验，并形成工作指南、技术标准等政策成果。基本
建成“5G+智慧交通”联合实验室，车路协同相关产业发展取得初步成效，在车路协同
城市场景应用方面取得典型经验。

三、打造立体化丝绸之路服务品牌

（一）试点单位。

厦门市交通运输局、厦门港口管理局，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元翔（厦门）国际航空
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试点内容及实施路径。

1.加快发展中欧班列通道经济。提升公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完善重要节点一站式服
务。以“海铁联运+过境运输”为重点，加快推动中欧班列通道沿线关联产业发展。探
索开行汽车平行进口班列，打造跨境电商物流通道。

2.积极建设“丝路海运”品牌。提升“丝路海运”运营质量，研究制定“丝路海
运”高质量服务标准，完善“丝路海运联盟”机制。拓展“丝路海运”航运网络，鼓励
航运企业开行、加密“丝路海运”航线，加大沿海内支线建设力度。拓展“丝路海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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