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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上海市开展推进长三角交通一体化等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关于审批〈交通强国建设上海试点实施方案〉（送审稿）及交
通强国建设试点任务申报表的请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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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同意在推进长三角交通一体化、打造世界一流国际航运中心、提升城市交
通服务体系系统协同能力、提升交通创新发展能力、提高交通运输治理体系精细化管理
能力等方面开展试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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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在区域一体化交通运输市场建立、高端航运服务能
力提升、道路运行效率提升、高端制造业关键领域技术突破、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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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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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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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交通强国建设上海市试点任务要点

一、推进长三角交通一体化

（一）试点单位。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机场（集团）有限
公司、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
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二）试点内容及实施路径。

1.协同推进世界级机场群与港口群建设。强化上海国际航空枢纽引领作用，打造与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匹配的国际航空枢纽，有效支撑世界级机场群建设。加强
沪浙港口合作、沪苏港航合作，推动港航资源整合，优化港口布局，健全一体化发展机
制。探索跨区域交通投资运营新模式，联合推进小洋山北侧综合开发。

2.打造区域一体化综合交通网络。优化对外通道布局，推进交通廊道复合化发展，
提升沿江、沿海通道服务国家战略能力。推动轨道交通多网融合研究，重点开展不同模
式下的功能定位、网络层次、技术标准、运营模式、管理机制等研究。优化高速公路和
国省干线通道布局，完善长三角城市群高速公路网络、骨干公路网络，提高都市圈客货
运输服务能力。加快完善高等级内河航道网，提升内河航道服务能级。

3.建立区域一体化交通运输市场。探索打破行政壁垒，完善交通运输市场建设相关
法律法规，加强协同监管，促进交通运输市场要素自由流动。推进长三角毗邻地区公交
客运一体化。完善货运枢纽布局，促进区域货运协同发展。建立区域一体化生活公共服
务平台，推动形成统一政府管理标准和行业服务规范。推进交通与旅游融合发展，发展
水上旅游交通项目。推行联网售票“一网通”、交通“一卡通”，提升交通出行体验。

4.促进行业高效协同管理。构建协同规划机制，探索建立统一编制、联合报批、共
同实施的规划管理体制。加强信息互通共享，提升交通基础设施、运输服务、行业管理
信息共享能力。构建交通运输行业公共信用管理体系，推行跨区域信用联合奖惩制度。
加强交通联勤联动执法，完善一体化执法工作机制。

（三）预期成果。

通过1—2年时间，浦东综合交通枢纽规划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长三角毗邻地区公
交客运线路体系不断完善，完成长三角一体化车生活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方案设计，初步
实现统一管理标准和行业服务规范。一体化执法工作机制初步建立，毗邻地区交通执法
部门联勤联动执法取得有效成效。交通运输行业管理信息互通互联取得积极进展。

通过3—5年时间，上海国际航空枢纽服务和管理水平显著增强，有力推动长三角民
航协同发展，建成浦东综合交通枢纽。长三角毗邻地区公交客运基本实现一体化发展，
长三角一体化车生活公共服务平台在长三角地区初步实现推广，建成长三角交通联勤联
动执法常态化工作机制。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融合发
展水平大幅提高，在功能定位、网络层次、技术标准、运营模式、管理机制等方面取得
典型研究成果和应用经验，并出台相关政策成果。

二、打造世界一流国际航运中心



（一）试点单位。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城投（集团）有
限公司。

（二）试点内容及实施路径。

1.提升上海国际航空枢纽能级。大力提升上海浦东机场洲际航线、国际中转、国际
货运国际竞争力。推进通用机场建设，完善上海机场体系，提高上海国际航空枢纽服务
品质。完善航空物流体系，推进航空货运枢纽建设，推动航空货邮服务发展。完善集疏
运体系建设，提升机场与周边城市大巴服务能力。推进绿色机场建设。

2.推动国际海港枢纽功能升级。拓展全球枢纽港功能，探索沿海捎带、国际船舶登
记业务。优化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提升上海港与全球各主要地区港口通达率。加强集
装箱枢纽港建设，完善深水港布局，推进港口设施能力合理扩容、泊位结构优化调整。
推进外高桥港区引入铁路线路，完善海铁联运机制。推进江（河）海直达运输，提升水
水中转比例。推进洋山港区铁公水一体化自动驾驶集疏运体系建设，提升港口自动化水
平。

3.推进航运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吴淞口邮轮港，重点推动上海港国际客运中
心访问港和高端邮轮服务业发展。完善邮轮港口集疏运体系，建设客运交通枢纽，优化
交通运输组织。健全邮轮船票制度，提升邮轮服务品质。鼓励邮轮公司创新邮轮产品、
依法开发邮轮航线。打造黄浦江游览世界级旅游精品项目。

4.提升高端航运服务能力。支持国际知名航运服务企业、航运组织和功能性机构发
展，加强与国际航运规则体系对接。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加强航运金融业
务创新，推动航运金融衍生品业务发展，开展航运融资、航运保险、航运结算、航材租
赁、船舶交易与航运仲裁等服务。打造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品牌。支持企业参与“一带
一路”、长江经济带沿线建设与合作，加大开放力度。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推进行业新
型智库建设。

（三）预期成果。

通过1—2年时间，浦东机场四期工程建设取得显著进展，辐射能力进一步增强。完
成洋山港区铁公水一体化自动驾驶集疏运体系项目前期工作。国际集装箱运输交易平台
建设及运营取得初步进展。邮轮航线数量逐步提升，实现邮轮船票认证码和口岸通关认
证码等多码合一。

通过3—5年时间，洋山港区铁公水一体化自动驾驶集疏运体系基本建成并投入运
营，在集装箱卡车自动驾驶技术研发应用方面取得典型经验，并形成技术标准、意见指
南等政策成果。基本建成国际集装箱运输交易平台。国际航运创新政策实施取得实效。
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平台品牌影响力大幅提升。洲际游等邮轮服务产品力争实现创新突
破，在发展邮轮经济方面取得典型经验，并形成相关政策成果。

三、提升城市交通服务体系系统协同能力

（一）试点单位。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
团）有限公司。

（二）试点内容及实施路径。

1.建设多层次一体化的综合交通枢纽。完善综合客运交通枢纽体系，推进浦东综合
交通枢纽、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城市级客运枢纽建设。加强货运枢纽体系规划建
设，探索创新货运枢纽投资、建设、运营模式。促进综合交通枢纽统筹开发，探索推动
开发模式、用地、容积率等相关制度创新。

2.提升公共交通服务水平。推进公交都市建设，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公共汽
（电）车为基础、轮渡与定制班线为补充的公共交通系统。增强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能
力，提高运能精细化配置水平。优化公共交通线网结构，推进公交走廊线网调整，提高
线路运行效率。强化公交专用道与合乘车道等建设，创新标准规范和管理体系。强化轨
道交通和地面公交衔接，推进定制班线发展。

3.提升道路运行效率。优化道路分级分类体系，提升交通基础设服务能力，提高道
路交通网络化运行系统弹性。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加强重点路段改造、路口渠化、增
设可变车道等措施，缓解道路交通拥堵。强化步行、自行车等城市慢行交通系统建设。
提升道路连通水平，推动城镇化地区公路与城市道路规划建设与标准相衔接。

4.加强道路交通需求管理。加强非营业性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统筹各类机动车协
调有序发展，探索创新新能源小汽车、沪C号牌小客车等车辆管理模式，完善非沪籍车
辆管理措施。探索小汽车出行调节政策方案，合理引导个体机动化出行。

（三）预期成果。

通过1—2年时间，完成临港新片区城市级客运枢纽建设前期工作，既有轨道交通提
能增效3%以上，逸仙路等通道公交骨干线网优化方案实施取得进展，在公交专用道及合
乘车道设置、建设、运营方面取得典型经验，并形成技术标准等政策成果。在城市拥堵
治理上取得重要突破，形成城市关键交通通道拥堵主动管控与协同诱导等系列研究成
果。小汽车额度拍卖管理制度进一步优化。完成重点区域慢行空间系统建设，在慢行交
通方面形成规划设计要求等政策成果。

通过3—5年时间，临港新片区城市级客运枢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在综合交通枢纽
综合开发新模式方面形成意见指南等政策成果。力争在货运枢纽投资、建设、运营模式
上取得突破，并形成相关政策成果。非沪籍小汽车管理机制建设取得进展，小汽车管理
制度进一步完善。

四、提升交通创新发展能力

（一）试点单位。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振
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机场（集
团）有限公司、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集团）有限公司、宝武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上海嘉定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上海市停车
服务业行业协会、上海长江智能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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