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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综合交通（公路）
发展战略（2018-2030）

第 一 章 发展基础

一、发展现状

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大力支持下，自治区党委、自

治区人民政府高度重视交通运输工作，认真贯彻落实新发展理

念，大力支持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规模

大幅提升，运输服务保障水平显著增强，进出境、进出疆、南北

疆之间交通更加便利，群众出行条件明显改善，为建设丝绸之路

经济带核心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

治久安总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保障。

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公路交通网络逐步完善。截至 2017

年底，公路通车总里程达 18.5 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 4578 公里，

随着 G3012 墨玉至和田高速公路建成通车，所有地（州、市）均

迈入了高速公路时代，全区 105 个县（市、区）中 66 个实现通

高速（一级）公路；普通国省干线技术状况进一步提高，普通国

道二级及以上公路比重达到 54.7%，2020 年将力争实现县县通二

级的目标；口岸公路技术状况全面改善，全区 15 个陆路口岸中

7 个实现了二级及以上公路连接；农村公路覆盖水平显著提升，

自治区乡镇通达率和通畅率分别为 100%和 99.5%，建制村通达率

和通畅率分别为 99.4%和 97.5%，兵团已实现 99%的营和 98%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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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通硬化道路，南疆四地州农村地区的交通条件明显改善。全区

道路等级客运站达 567 个，等级货运站达 113 个。

表 1-1 新疆 2017 年底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指 标 单位 2017 年 2015 年

公路通车里程 万公里 18.53 17.83

高速公路里程 公里 4578 4316

普通国道二级及以上公路比重 % 54.7 50

乡镇通畅率 % 99.33 98.81

建制村通畅率 % 97.63 91.05

（数据来源：2017 年全国公路统计资料摘要）

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不断提高，服务水平整体提升。公路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一步提高，2017 年全区完成经营性道路

客运 2.36 亿人次，共有道路客运班线 4706 条，平均日发班次

4.3 万次；开通农村客运班线 3441 条，完成农村道路客运 0.9

亿人次，具备条件的乡（镇）通车率达 99.5%，建制村（连队）

通车率达 98.4%。货运方面，运输能力持续提升，新疆物流公共

信息平台建设基本完成，实现运单数达 76 万单，注册车辆近 10

万辆，平台实时活跃车辆达 3 万多辆。

国际运输发展迅速，便利化程度明显提高。客运方面，2017

年，开通国际公路客运线路 26 条，拥有国际道路旅客运输车辆

130 辆，完成班线客运量 43.2 万人次。货运方面，2017 年，全

区口岸过货量达 4700 万吨，其中经营性国际道路货运量达 425

万吨。根据海关统计数据，2017 年，全区国际集装箱运输量 18.4

万标准箱，其中 67.9%的集装箱通过江、海运输，30.3%通过铁

路运输实现进出口；除外贸集装箱外，其他外贸货物货值 410 亿



— 4 —

美元，其中约 45.8%的外贸货物通过汽车运输完成。国际道路运

输坚持“巩固双边、拓展多边”的原则，与周边 5 国（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开通直达国

际道路货运线路 20 条，有国际道路货运车辆 4473 辆，在 13 个

已开放公路口岸（阿拉山口口岸、霍尔果斯口岸、都拉塔口岸、

巴克图口岸、吐尔尕特口岸、伊尔克什坦口岸、乌拉斯台口岸、

红其拉甫口岸、卡拉苏口岸、老爷庙口岸、红山嘴口岸、吉木乃

口岸、塔克什肯口岸）中，9 个口岸（阿拉山口口岸、霍尔果斯

口岸、都拉塔口岸、巴克图口岸、吐尔尕特口岸、伊尔克什坦口

岸、卡拉苏口岸、老爷庙口岸、吉木乃口岸、塔克什肯口岸）年

过货量超过 10 万吨。

表 1-2 新疆 2017 年公路客货运输情况

指 标 单位 2017 年 2015 年

经营性道路客运量 亿人次 2.36 3.32

经营性道路货运量 亿吨 7.48 6.45

经营性国际道路客运量 万人次 43.20 85.07

经营性国际道路货运量 万吨 425.38 414.85

农村道路客运量 亿人次 0.9 —

（数据来源：2017 年全国交通运输简明统计资料）

安全应急体系逐步完善，维稳保障能力不断增强。狠抓重点

领域、重点时段安全保障，大力开展“平安交通”专项行动，6

个地（州、市）（伊犁、阿勒泰、喀什、哈密、乌鲁木齐、昌吉）

已引入重点营运车辆管理第三方监控服务。积极落实交通运输安

全生产和应急双基（基层、基础）建设活动的有关要求，加强安

全应急体系建设，成立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加强应急保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C%8D%E5%B0%94%E6%9E%9C%E6%96%AF/169377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A2%E5%85%B6%E6%8B%89%E7%94%AB/750733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A2%E5%B1%B1/86852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C%8D%E5%B0%94%E6%9E%9C%E6%96%AF/169377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C%8D%E5%B0%94%E6%9E%9C%E6%96%AF/1693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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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队伍，制定完善了《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重、特大生产事故应急

救援预案》、《交通运输厅突发事件总体预案》等一系列应急救援

预案。建设完成交通应急指挥监控中心，覆盖行业业务管理、出

行信息、运行监测、应急保障等综合信息服务，维稳保障能力不

断增强。

二、主要问题

基础设施总量仍显不足。一是路网覆盖深度仍然不足。高速

公路对县级行政节点的覆盖率仅为 65%，远低于全国 85%的平均

水平，普通干线公路对部分资源和产业基地、旅游景区的连接还

不够顺畅，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不强。二是进出境、进出疆、

南北疆通道单一。跨境基础设施建设协调推进难度大，中巴方向

尚未形成二级及以上的公路通道。向东联系内地方向单一，主要

依托 G30 连霍高速和 G7 京新高速，通道数量不足。南北疆之间

交通联系薄弱，主要依靠国高 G3012、国道 G312 线，乌鲁木齐

经巴仑台至库尔勒尚未形成快速通道；独山子至库车通道中国道

G217 线跨越天山路段以二级公路为主，全年通行时间不足 5 个

月；伊宁至阿克苏通道公路建设还处在规划研究阶段。三是普通

国省干线亟待贯通和提升等级。普通国省干线技术等级偏低，沿

边国道 G219 线尚未完全贯通，部分城市过境路段街道化严重；

兵地交通“一张网”有待加强，部分穿越兵团垦区的干线公路建

设改造滞后，团场、城镇与自治区的高速公路、干线公路衔接不

够。四是南疆地区、沿边地区、农村地区交通运输发展相对滞后，

南疆地区二级及以上公路比重偏低，34 个沿边县仅有 16 个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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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或一级公路，农村公路建设任务仍然艰巨，还有 65%左右的

自然村（组）没有通硬化路。

运输服务品质有待提升。客运方面，公路客运班线通达深度

不足，农牧民群众出行乘车难问题依然存在，客运线路和班次有

待优化。道路运输企业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还相对较弱，集约化

经营程度不高，企业信息化建设相对滞后，多式联运、甩挂运输、

城市共同配送、综合物流服务等先进运输组织方式还未得到广泛

应用；城乡配送和农村物流发展缓慢，农牧民物资运送难等问题

仍然存在；国际运输的便利化、规范化亟待加强。

公路与其他运输方式衔接不够顺畅。公路与其他运输方式衔

接不畅，尚未建立顺畅的统筹协调机制，各种运输方式管理职能

分散在多个部门，客运联程联运和货物多式联运推进协调难度较

大。城市综合交通枢纽的建设缺乏统筹协调，集疏运体系建设较

为滞后。综合交通、城市客运、现代物流、智能交通、节能环保

等领域法规政策、标准规范仍不完善、不统一，公路、铁路线路

在规划、建设过程中国土空间和线位资源统筹利用不够。

行业现代治理能力仍然不足。交通运输信息化服务水平不

高，综合交通运输公共信息平台未有效建立，自治区物流公共信

息平台的跨行业物流公共信息共享有待进一步加强；公路建设与

区域产业经济、旅游资源开发创新融合发展不足；外部环境的变

化影响不容忽视，交通建设的土地和环保审批的要求愈加严格；

交通运输建设发展的投融资体制机制仍不完善，资金筹措渠道较

为单一，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等运作方式运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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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面临的形势

一、发展需求

按照自治区党委“1+3+3+改革开放”的工作部署，未来一段

时期，新疆公路交通发展的重大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服务“一带一路”战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加快立足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推进公路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贯通新疆通往中亚、西亚、南亚和欧洲的国际通道，畅通新

疆连接内地的运输通道，以互联互通引领对外开放，以贸易运输

便利化促进经济繁荣。

（二）全力推进交通强国战略实施，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

展，建设人民满意交通。统筹公路与铁路、民航及城市交通的协

调发展，加快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支撑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一步

加大对南疆地区、沿边地区、农村地区交通建设的支持力度，提

高公路交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四）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升。进一步提升公路运输服务品质、降低物流成本，优化运输组

织方式和服务方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的旅客出行和

货物运输服务，为社会公众提供更优质、更便捷、更经济的运输

和出行体验。

（五）支撑全域旅游发展，实施旅游兴疆战略。公路交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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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当好先行官，加大交通旅游供给能力，提高旅游运输服务水

平，提升交通旅游服务品质，全力推进交通与旅游融合发展。

（六）保障国土安全，稳边固边兴边。加强沿边公路交通布

局和建设，加强公路交通安全应急体系建设，提升公路交通运输

保障能力。

二、公路交通发展定位

新疆公路交通的发展，要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总

目标，全面贯彻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一系列工作部署，

加快推进交通强国战略实施，全力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交

通枢纽中心，使新疆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通道和我国向西

开放的门户枢纽，将公路交通建设成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先

行领域和推动高质量发展与人民生活品质提升的有效支撑。

截至 2017 年底，新疆机动车保有量 531.7 万辆，其中私人

汽车保有量 301.8 万辆，公路是目前新疆主要的运输方式，承担

了大量的国际、省际和疆内客货运输，也是新疆实施乡村振兴，

促进脱贫攻坚的重要依托。根据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和《推

进运输结构调整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要求，以及新

疆自然地理条件、人口社会经济基础、交通运输现状及需求特点，

今后一段时期，随着铁路运输能力的提升和综合运输结构的优化

调整，新疆高速公路将主要承担新疆与临近国家、临近省份的客

货运输以及疆内的中短途客货运输；普通国省道是高速公路的重

要补充，主要承担疆内中短途的客货运输，同时还承担集疏运、

安全维稳、应急救援等重要功能；农村公路是交通运输基本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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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基础，主要承担乡镇、团场以及广大农牧区的出行服务和

货运运输；此外，公路还将承担铁路、民航集疏运，以及扶贫及

乡村振兴、旅游交通、国边防交通等功能。

三、阶段性发展特征

总体判断，未来一段时期新疆公路交通发展的突出特征是：

（一）仍处于基础设施加快成网的攻坚时期。交通基础设施

网络不完善、不充分，仍是当前新疆公路交通发展面临的首要问

题，未来一段时期内仍需保持一定建设规模和发展速度，加快贯

通国家高速公路网和普通国道网，继续完善省级公路网，全面提

升城乡基础网，大力提升基础设施的总体供给能力。

（二）仍处于运输服务全面提升的重要时期。社会主要矛盾

的转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全面提升运输服务效率与品

质，培育运输新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满足多元化、个性

化、差异化的出行需求，提供更加可靠、可见、可控的货运服务。

（三）将进入运输结构加速调整的关键时期。随着综合交通

网络的逐步完善，运输结构将加速调整，公路承担的中长途客货

运输将逐步向铁路转移，在中短距离客货运输以及惠及全民的交

通基本公共服务、适应个性化旅客运输需求、提供其他运输方式

集疏运、保障应急救灾和国防安全等方面，公路交通仍将发挥无

可替代的作用。

（四）将进入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时期。我国经济由高速度增

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要求公路交通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

转变发展方式、优化发展结构、转换增长动力，进一步调整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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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机制，加快推广绿色、环保、低碳的建设方式和运输组织方

式，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性“窗口期”，实现转型升级。

（五）将进入行业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未来一段时期

是我国实施收费公路管理政策调整、推进中央与地方事权与支出

责任改革、深化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时期。公路交通发展要

统筹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全面提升行业治理水平。

第三章 指导思想与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疆方略、特别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

标，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自治区党委“1+3+3+改革开放”工作

部署，以实施交通强国战略为总揽，以建设人民满意交通为宗旨，

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聚焦“互联互通、惠民利民、稳边兴边、

兵地融合、绿色低碳、交旅融合”重点领域，加快构筑公路交通

基础设施网络，着力贯通国家高速公路网和普通国道网，全面提

升南疆地区、沿边地区、农村地区的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

提高客货运输服务能力和服务品质，全力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

心区交通枢纽中心，加快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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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公路交通体系，为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

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新疆奠定坚实基础。

二、基本原则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

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助推旅游兴疆战略为着力点，全力加快公路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先行引领作用，走具有新疆特色的

交通强国建设之路。

补齐短板、改善民生。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求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推进关键通道、重要枢纽和重

点领域的建设，集中突破发展短板领域和薄弱环节，全力支持南

疆地区、沿边地区、农村地区的发展，切实改善各族群众交通出

行条件。

统筹谋划、协调合作。着眼全局、统筹谋划，积极推进跨区

域、跨部门、跨领域合作，协调推动公路与铁路共用通道的规划

建设，促进公路与多种运输方式的深度融合，全面提升交通运输

服务效率和品质，实现由单一方式独立发展向多方式协同发展转

变。

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加强政策引导，强化规划引领，充分

发挥各方积极性，调动一切有利因素，形成发展合力；发挥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着力构建以政府投资为引导、以市

场融资为基础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积极吸引社会资本特

别是民营资本，大力推进交通市场化。

深化改革、绿色发展。全面、系统、协同推进行业改革，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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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顶层制度框架设计，着力补齐机制短板，破除体制弊端，实现

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效转变行业发展方式，用集

约、循环、可持续的方式开展公路交通建设和运输服务，节约资

源、保护环境，实现公路交通可持续发展。

三、发展目标

到 2030 年，公路交通发展实现“一建成，三突破，三提升”，

主要指标水平明显提高，为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交

通强国奠定坚实基础，为维护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提供有

力支撑。

“一建成”，即基本建成以高速公路为骨架、国省干线为支

撑、县乡公路为脉络、通村公路为基础的公路交通网络；到 2025

年，实现国家高速公路网、普通国道网基本贯通，到 2030 年，

实现省级高速公路网、普通省道网基本贯通。

“三突破”，即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枢纽中心建设取得重大

突破；南疆地区、沿边地区、农村地区交通发展取得重大突破；

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取得重大突破。

“三提升”，即综合交通运输协调衔接水平实现显著提升；

客货运输服务品质实现显著提升；行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实现

显著提升。

（一）基础设施逐步完善

到 2025 年，我区公路总里程达到 23 万公里。国家高速公路

网、普通国道网基本贯通。高速公路里程达到 10000 公里左右，

我区境内的国家高速公路除国高展望线 G4218 界山达坂至叶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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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全部建成通车，基本实现高速（一级）公路“县县通”目标。

普通国省道技术等级明显提升，普通国道二级及以上公路比重提

高到 75%左右，沿边国道 G219、G331 二级及以上公路比重达到

90%以上，普通省道三级及以上公路比重达到 80%以上；强化旅

游交通“最后一公里”建设，实现全区现有 A 级景区全部通等级

公路。到 2025 年，解决 1 万个自然村（组）通硬化道路问题，

自然村（组）通硬化路的比例达到 70%。

到 2030 年，公路基础设施网络进一步完善，覆盖深度不断

延伸，公路总里程达到 25 万公里，高速（一级）公路连接全部

县市区，普通国道二级及以上公路比重达到 80%以上，基本消除

普通省道等外路，自然村（组）通硬化路的比例提高到 90%以上。

（二）运输服务高效便捷

公众出行更加便捷。基本实现国际客运便利化、长途客运快

速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旅游客运精品化，省际、城际客运

更加高效，城乡、农村客运更加便捷；共享出行等新业态、新模

式得到长足发展。

物流运输更加高效。国际货物运输更加便利，规模不断扩大；

运输结构更加优化，公路运输在煤炭、矿石等大宗物资运输以及

中长途运输中的占比逐步下降，物流运输成本不断下降；多式联

运、甩挂运输、无车承运人、冷链运输等先进运输方式得到有效

推广，基本实现“无缝衔接”；邮政普遍服务和快递服务两个体

系全面建立，疆内物流分拨网络和城市配送网络更加健全，农村

快递网点基本覆盖乡镇和兵团团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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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与旅游发展实现高度融合。“快进慢游”网络基本形成，

景区通达状况明显改善，旅游风景道和自驾游精品线路建设取得

成效，旅游精品线路品牌效应显著提升，交通基础设施旅游服务

功能得到强化，旅游客运服务能力显著提高，旅客联程运输、定

制化旅游、“互联网+”旅游等得到长足发展，交旅信息基本实现

共享，自驾车等租赁服务得到普及，交通运输与旅游资源一体化

开发机制初步形成。

（三）转型发展取得成效

交通科技水平显著提升。交通要素信息（基础设施、运载装

备、经营业户和从业人员等）全面实现数字化；客货运输基本信

息服务实现全覆盖；绿色交通建设技术、高寒高海拔地区交通建

设技术等关键技术取得突破。

绿色公路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绿色交通建设理念得到有效贯

彻，交通运输发展与环境更协调；生态示范公路建设得到有效推

广，重大交通工程生态修复取得显著进展；结构性减排取得显著

成效，交通能耗水平显著下降，交通排放、噪声污染得到明显缓

解。

安全应急保障能力不断提升。公路交通安全水平不断提升，

运输安全态势保持平稳；应急保障能力不断增强，突发事件交通

应急保障体系更加完善，应急反应更加迅速；实现一般灾害情况

下应急救援 1 小时内到达；干线公路除雪作业覆盖率达到 100%。

（四）行业治理规范有序

交通运输投融资、建设、养护、管理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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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法规体系更加健全，交通运输体制机制

更加完善，基本形成成熟规范、运行有效的交通运输制度体系，

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明显提升，适应行业可持续发展的要

求。

第四章 新疆干线公路网布局

新疆干线公路网包括高速公路网和普通干线公路网。高速公

路网由国家高速公路、省级高速公路及高速连接线组成，普通干

线公路网由普通国道与普通省道组成。2013 年 5 月，《国家公路

网规划（2013 年-2030 年）》经国务院批准已印发实施。《新疆省

道网规划（2016-2030 年）》已通过审批。

一、高速公路网

新疆高速公路网由国家高速公路、省级高速公路及高速连接

线组成，规划总规模约 1.63 万公里。其中，国家高速公路 13

条，总里程约 7900 公里，省级高速公路 42 条，总里程约 6000

公里，高速连接线 42 条，总里程约 2400 公里，可实现所有地州

市、兵团师部所在地和县市区（含兵团直接管理的自治区直辖市、

中心团场）和 5A 景区、重要口岸等高速（或一级）连接。

（一）国家高速公路

新疆境内国家高速公路规划总里程 8000 公里，共有 12 条线

路，包括 G0612 西和高速、G7 京新高速、G0711 乌若高速、G30

连霍高速、G3012 吐和高速、G3013 喀伊高速、G3014 奎阿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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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015 奎塔高速、G3016 清伊高速、G3018 精阿高速、G3019 博阿

高速、G4218 雅叶高速。

表 4-1 新疆境内国家高速公路规划情况

路线名称
路线

编号

路线

类别
起讫点 主要节点

新疆境内规划里

程（公里）

西和高速 G0612
联络线、展

望线
西宁-和田

若羌、且末、民丰、于田、

和田
1080

京新高速 G7
主线、展望

线

北京-乌鲁

木齐

哈密（梧桐大泉）、伊吾、

巴里坤、奇台、阜康、乌

鲁木齐

963

乌若高速 G0711
联络线、展

望线

乌鲁木齐－

若羌

乌鲁木齐、库尔勒、尉犁、

若羌
754

连霍高速 G30 主线
连云港－霍

尔果斯

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

奎屯、霍尔果斯（口岸）
1439

吐和高速 G3012 联络线
吐鲁番－和

田

吐鲁番、库尔勒、库车、

阿克苏、喀什、和田
1962

喀伊高速 G3013 联络线
喀什-伊尔

克什坦
伊尔克什坦（口岸） 97

奎阿高速 G3014 联络线
奎屯－阿勒

泰
奎屯、克拉玛依、阿勒泰 563

奎塔高速 G3015 联络线 奎屯－塔城
奎屯、克拉玛依、塔城、

巴克图（口岸）
245

清伊高速 G3016 联络线
清水河－伊

宁
清水河、伊宁 53

精阿高速 G3018 联络线
精河－阿拉

山口
精河、阿拉山口（口岸） 78

博阿高速 G3019 联络线
博乐－阿拉

山口
博乐、阿拉山口（口岸） 73

雅叶高速 G4218
联络线、展

望线
雅安－叶城 叶城、界山达坂 705

合计 8013

（注：1.规划里程已扣除共线里程。2.数据来源：《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2030 年）》）

（二）省级高速公路

新疆共规划省级高速公路 17 条，包括横线 4 条、纵线 8 条、

联络线 5 条，总里程约 600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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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新疆省级高速公路规划情况

路线名称
路线

编号

路线

类别
线路走向

规划里程

（公里）

塔吉高速 S18 横线 塔克什肯口岸-北屯-吉木乃口岸 500

乌克高速 S20 横线 乌鲁木齐-克拉玛依 290

高伊高速 S12 横线 高昌-托克逊-阿乐惠-巴仑台-伊宁市 584

喀伊高速 S26 横线 康苏-伊尔克什坦国门 82

老伊高速 S19 纵线 老爷庙口岸-巴里坤-伊州区 246

吉阿高速 S25 纵线 吉克普林-冲乎尔-阿勒泰 238

阿乌高速 S21 纵线 阿勒泰-五家渠-乌鲁木齐 355

独康高速 S17 纵线 独山子-库车-阿拉尔-和田-康西瓦 1475

精木高速 S23 纵线 精河-墩麻扎-特克斯-昭苏-木扎尔特口岸 357

阿巴高速 S15 纵线 阿拉尔-图木舒克-巴楚 327

三莎高速 S13 纵线 三岔口（巴楚）-莎车 235

喀红高速 S27 纵线 疏附-塔什库尔干-红其拉甫国门 426

梧骆线 S22 联络线 梧桐大泉-骆驼圈子 80

富大线 S11 联络线 喀拉通克-大黄山 297

鄯库线 S24 联络线 鄯善-库米什 240

阿拉线 S14 联络线 阿克苏-阿拉尔 120

麦喀线 S16 联络线 麦盖提-喀什 144

合计 5996

（数据来源：《新疆省道网规划（2016－2030年）》）

（三）高速连接线

新疆共规划高速连接线 42 条，总里程 2400 公里，其中高速

公路 260 公里，一级公路 2140 公里。其中，县县通连接线 33

条，规划建设高速公路 260 公里，一级公路 1440 公里，5A 级景

区连接线 6 条，规划建设一级公路 500 公里，口岸连接线 3 条，

规划建设一级公路 20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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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新疆高速连接线规划情况

路线编号
路线

类别
线路走向

技术等级（公里）

高速 一级

S116 县县通 乌鲁木齐-南山旅游基地 23

G331 县县通 布尔津-哈巴河 60

S228 县县通 科克塔斯-青河 25

S225 县县通 和布克赛尔-和什托洛盖 42

S501 县县通 二道桥-额敏 12

S502 县县通 喀拉苏-塔城 7

G335 县县通 托里-额敏 65

G219 县县通 塔城-裕民 66

G576 县县通 东阜城-莫索湾-石河子 96

G219 县县通 博乐-温泉 87

S503 县县通 双岔口-双河市 15

G578 县县通 墩麻扎-尼勒克 65

G578 县县通 旱田-巩留 56

S504 县县通 界梁子牧场-可克达拉市-佛尕善-孙扎齐牛录 30

S505 县县通 黄田农场-红星一场 30

S506 县县通 塔尔拉克-轮台 20

G218 县县通 和静-焉耆-博湖 70

S507 县县通 米兰-罗布庄 65

G579 县县通 盐水沟-拜城-察尔齐-喀拉玉尔滚 174

S508 县县通 西立交－新和 14

G219 县县通 阿克苏-乌什-阿合奇 185

S208 县县通 阿克苏-阿瓦提-丰收场 75

S509 县县通 一间房-图木舒克 45

S308 县县通 柯坪-阿恰勒 24

S510 县县通 河东立交-阿克萨克马热勒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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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编号
路线

类别
线路走向

技术等级（公里）

高速 一级

S511 县县通 琼库尔恰克立交-色力布亚 14

S311 县县通 夏普吐勒立交-伽师 16

S512 县县通 提埂-岳普湖 11

S513 县县通 希依提墩立交-麦盖提 14

S514 县县通 艾尔木东-阿克陶 17

S519 县县通 梧桐大泉-沙泉子 67

S520 县县通 福海黄金海岸-黄花沟南 86 11

S91 县县通 喀什绕城 111

S232 通 5A 景区 喀纳斯-布尔津 170

G217 通 5A 景区 布尔津-乌图布拉克 70

S226 通 5A 景区 喀拉通克-富蕴-可可托海 86

S515 通 5A 景区 冰湖-天池 35

S516 通 5A 景区 特克斯-喀拉峻 48

S321 通 5A 景区 盖干塔克勒根-巴音布鲁克 54

S517 通 5A 景区 泽普立交-金胡杨 35

S313 通口岸 伊宁-察布查尔县-都拉塔口岸 74

S518 通口岸 卡拉苏口岸-阔勒买达坂 14

G315 通口岸 吐尔尕特国门-边贸口岸景观区 110

合 计 264 2140

（数据来源：《新疆省道网规划（2016－2030年）》）

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网

新疆普通干线公路网由 16 条普通国道和 148 条普通省道组

成，规划总规模约 3.88 万公里。普通国省道共同连接县级及以

上行政区（含兵团中心团场）、交通枢纽、边境口岸和重要国防

设施，连接或覆盖重要乡镇，国家级、自治区级和兵团级经济开

发区和工业园区，3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国家级和自治区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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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名胜区。

（一）普通国道

新疆境内普通国道规划总里程约1.96万公里，共16条线路，

包括红山嘴-吉隆（G216）、阿勒泰－塔什库尔干（G217）、霍尔

果斯－若羌（G218）、喀纳斯－东兴（G219）、上海－霍尔果斯

（G312）、乌鲁木齐－红其拉甫（G314）、西宁－吐尔尕特（G315）、

丹东－阿勒泰（G331）、承德－塔城（G335）、老爷庙－哈密（G575）、

北屯－石河子（G576）、精河－昭苏（G577）、新源－尼勒克（G578）、

拜城连接线（G579）、阿克苏－康西瓦（G580）、喀什－伊尔克什

坦（G581）。

表 4-4 新疆境内普通国道规划情况

路线

编号

路线

类别
起讫点 主要节点

新疆境内规划里

程（公里）

G216 纵线 红山嘴－吉隆
红山嘴（口岸）、阿勒泰、阜康、乌鲁木

齐、巴仑台、库尔勒、轮台、民丰
2111

G217 纵线
阿勒泰－塔什

库尔干

阿勒泰、布尔津、克拉玛依、奎屯、库车、

沙雅、阿拉尔、阿瓦提、图木舒克、巴楚、

麦盖提、莎车、塔什库尔干

2159

G218 纵线
霍尔果斯－若

羌

霍尔果斯（口岸）、伊宁、巴仑台、库尔

勒、尉犁、若羌
1189

G219 纵线 喀纳斯－东兴

喀纳斯、哈巴河、吉木乃、和布克赛尔、

裕民、博乐、温泉、昭苏、温宿、乌什、

阿合奇、伽师、岳普湖、英吉沙、莎车、

泽普、叶城

3328

G312 横线
上海－霍尔果

斯

哈密、鄯善、吐鲁番、乌鲁木齐、昌吉、

呼图壁、石河子、沙湾、奎屯、乌苏、精

河、霍尔果斯（口岸）

1440

G314 横线
乌鲁木齐－红

其拉甫

乌鲁木齐、托克逊、和硕、焉耆、库尔勒、

轮台、库车、新和、阿克苏、阿图什、喀

什、塔什库尔干、红其拉甫（口岸）

1896

G315 横线
西宁－吐尔尕

特

若羌、且末、民丰、于田、策勒、洛浦、

和田、墨玉、皮山、叶城、泽普、莎车、
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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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

编号

路线

类别
起讫点 主要节点

新疆境内规划里

程（公里）

英吉沙、阿克陶、疏勒、喀什、吐尔尕特

（口岸）

G331 横线 丹东－阿勒泰
塔克什肯、青河、富蕴、阿勒泰、布尔津、

哈巴河、阿勒泰（阿黑土别克口岸）
1464

G335 横线 承德－塔城

伊吾、巴里坤、木垒、奇台、吉木萨尔、

阜康、五家渠、克拉玛依、托里、额敏、

塔城（巴克图口岸）

1423

G575 联络线 老爷庙－哈密 老爷庙（口岸）、巴里坤、哈密 310

G576 联络线 北屯－石河子 北屯、石河子 530

G577 联络线 精河－昭苏 精河、特克斯、昭苏 426

G578 联络线 新源－尼勒克 新源、巩留、尼勒克 264

G579 联络线 拜城连接线 拜城 180

G580 联络线
阿克苏－康西

瓦
阿克苏、阿瓦提、阿拉尔、和田、康西瓦 789

G581 联络线
喀什－伊尔克

什坦
喀什（托帕）、乌恰、伊尔克什坦（口岸） 214

合计 19566

（数据来源：《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2030 年）》）

（二）普通省道

新疆普通省道由首府放射线、南北纵线和东西横线组成，共

148 条，规划总里程 19239 公里。其中，普通省道放射线路 4 条，

规划里程 467 公里；普通省道南北纵线 82 条，规划里程 8692

公里；普通省道东西横线 62 条，规划里程 10080 公里。

第五章 “十四五”时期发展任务和重点

“十四五”时期，新疆公路交通建设发展的主要任务是“贯

通两网、提升三区、全面融合、转型发展”，实施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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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护的六大工程，开展引领高质量发展的五大行动，推进关键领

域的四个示范项目。

“贯通两网”，即到“十四五”末，实现国家高速公路网、

普通国道网新疆境内路段基本贯通，全面完善新疆公路网主骨

架。

“提升三区”，即以南疆地区、农村地区、沿边地区为重点，

服务和支持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保障边疆稳定和边境安全，进

一步提高公路基础设施的可达性、运输服务的便利性和出行的经

济性，着力满足人民群众的出行需求。

“全面融合”，即促进兵地融合、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

以及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融合。强化兵团与自治区间交通发展的融

合，做到“兵地一盘棋”；加快推进“交通+旅游”融合发展，全

力支撑全域旅游的发展；促进多种运输方式融合，提升客货运输

服务的一体化水平。

“转型发展”，即要贯彻发展新理念，提高发展的质量效益，

促进公路交通绿色发展、智慧发展，全面提升行业治理现代化水

平。

一、基础设施建设养护六大工程

（一）高速公路贯通成网工程。

加快推进国家高速公路网贯通，有序推进省级高速公路、高

速（一级）连接线建设，构建“互联互通、覆盖广泛、畅通高效”

的高速公路网。

加快推进国家高速公路建设。加快推进国家高速公路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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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线剩余路段建设，到“十四五”末，实现国家高速公路主线、

实线全部贯通。加快推动 G0612 依托布拉克至和田高速、G0711

乌鲁木齐至若羌高速等需求迫切的国高展望线建设，加快形成新

的进疆高速公路通道；适时开展 G30 连霍高速、G3012 吐鲁番至

和田等国家高速公路拥挤通道改造扩容，畅通高速公路主通道。

有序推进省级高速公路建设。积极推进省级高速公路建设，

加快畅通丝绸之路经济带通道和南北疆通道的重要路段，与国家

高速公路共同形成北疆环线和南疆环线；综合考虑路网完善、交

通需求、工程建设条件等因素，科学确定技术标准和建设时序；

稳步推进喀什等重点城市绕城路、城市过境段建设，提高路网便

捷性和衔接转换效率。

加快重要高速（一级）连接线建设。加强高速（一级）公路

对县（市、区）的连接，加快开工建设一批建设必要性强、前期

工作进展快、资金落实情况好的“县县通”项目，加快改善沿边

地州县级行政节点的交通条件；改善重要沿边口岸的对外交通条

件，提升口岸公路等级；服务新疆全域旅游发展，加强高速（一

级）连接线对 5A 级旅游景区的覆盖。

要综合考虑建设必要性、交通需求、工程建设条件等因素，

逐步开展 G4218 界山达坂-叶城、阿勒泰市—禾木（吉克普林）、

康苏—伊尔克什坦国门等项目的前期研究，适时推进项目建设，

不断完善省级高速公路网，更好地服务和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



— 24 —

专栏一：2018-2025 年高速公路建设的任务重点

一、国家高速公路

国高主线、实线待贯通路段建设： G3012 线喀什（疏勒）至叶城至墨玉高速公路

二期工程（在建）、G7 梧桐大泉-伊吾、G3018 线精河-阿拉山口、G3001 线乌鲁木齐绕

城高速公路(西线)、G7 伊吾-巴里坤-木垒、G3019 博乐-阿拉山口、G3013 乌恰—康苏。

国高展望线建设：G0711 乌鲁木齐-库尔勒（尉犁）、G0711 线尉犁-35 团-若羌、

G0612 线依吞布拉克-若羌-民丰-洛浦。

拥挤通道升级扩容：G30 线小草湖-乌鲁木齐（在建）、G30 线乌鲁木齐-奎屯（在

建）、G7 大黄山-乌鲁木齐（在建）、G3012 托克逊至库米什段改造工程、G3012 库尔勒

过境、G30 线清水河-霍尔果斯段高速公路改扩建、G3014 一二八团至塔岔口升级改造、

G3012 库尔勒至野云沟升级改造、G3012 轮台西至库车升级改造。

二、省级高速公路

丝绸之路经济带北通道：S18（G216）喀拉通克（富蕴）-北屯（在建）、S18 北屯

-吉木乃、S20 线乌鲁木齐（六工镇）-克拉玛依。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通道：S12（G218）线墩麻扎-那拉提（在建）、S12 高昌-巴仑

台、S14 阿克苏-阿拉尔、S91（G314）喀什过境公路、S24 鄯善至库米什。

丝绸之路经济带南通道：S336 线拉配泉—巴什库尔干等。

南北疆通道：S19（G575）线巴里坤-哈密（在建）、S11（G216）喀拉通克（富蕴）

-五彩湾（在建）、S21 阿勒泰-乌鲁木齐。

三、高速（一级）连接线

县县通：推进连接市县区的高速（一级）公路建设，裕民（在建）、和布克赛尔、

青河、托里、乌什、阿合奇、新和、昭苏（在建）、黄田农场（拟建红星市）、哈巴河、

阿瓦提、新源（在建）、阿克陶（在建）、图木舒克、双河市等。

连接沿边口岸：推进连接吐尔尕特等口岸的高速（一级）公路建设。

连接 5A 景区：推进连接喀纳斯（机场）、可可托海、天池、喀拉峻、博湖、金胡

杨等的高速（一级）公路建设。

（二）国省干线升级改造工程。适应稳边兴边和新型城镇化

建设的需要，加快推进普通国省道升级改造，全面提升普通国省

道的保障能力和服务品质。

加快低等级路段升级改造。全面推进普通国道待贯通路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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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加强沿边国道建设，实现国道 G219 线、国道 G331 线三级及

以上公路贯通。以南疆地区 G216、G217 等低等级线路为重点，

加强普通国省道低等级路段升级改造力度，着力提升普通国省道

公路技术等级和服务能力。

加强普通干线公路服务能力。适应新疆经济建设、对外开放、

旅游开发及城镇化发展的要求，加快建设一批连接口岸、交通枢

纽、旅游景区、产业园区的普通国省道项目，实现重点乡镇（含

地方重点镇、兵团建制镇）、重要园区及 3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三

级及以上公路覆盖。推动军民融合发展。推动兵地融合发展，加

快建设一批连接自治区县市、乡镇与周边兵团城市、团场的公路

建设，加强兵地交通联系。

推进普通国省道城镇过境路段改造。结合城镇体系规划，选

用合理的方式推进国道 G312 线、国道 G314 线、国道 G217 线等

城镇过境段改造，促进干线公路与城市道路的有机衔接，减少过

境交通与城市交通相互干扰。

协调好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道建设的关系。对于同一通道

内的高速公路与普通国省道，要对建设时序、通道线位、建设标

准进行合理安排，节约集约利用资金、土地资源。

（三）交通运输枢纽优化工程。以推进交通枢纽建设为抓手，

以优化枢纽衔接为重点，提升运输服务能力，促进运输服务一体

化发展，实现“客运零换乘”和“货运无缝衔接”。

完善综合运输枢纽节点布局。重点打造乌鲁木齐国际性综合

交通枢纽，推进乌鲁木齐国际陆路港建设，发挥向西开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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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交通枢纽中心建设，进一步提升国际

辐射能力；建设喀什、库尔勒等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同步提升

综合运输服务功能；结合城镇体系布局，围绕地区性中心城市，

建设一批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及口岸枢纽，加强对综合运输通道

和国际性、全国性枢纽的支撑。

提高综合客运枢纽一体化水平。加强顶层设计，从建设运营

全周期、运输服务全过程，系统规划综合客运枢纽的建设和发展，

统筹协调各种运输方式以及相关部门，推动实现统一规划、同步

建设和一体运营。按照零距离换乘要求，推动接驳换乘体系不完

善的既有客运枢纽站场改造，提升空间立体性、平面协调性和整

体适用性，结合乌鲁木齐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以及铁路枢纽的建

设，打造综合立体客运枢纽示范工程，提高旅客中转集散效率，

加强综合客运枢纽与城市空间、产业发展的联动融合。

增强综合货运枢纽服务功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性作用，合理引导推进综合货运枢纽（物流园区）发展。按照无

缝衔接要求，推进一批多式联运和干支衔接型货运枢纽（物流园

区）建设，重点围绕服务“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打造中欧班列

货运集结中心、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口岸物流园区等，优化物

流运输组织方式，推进物流运输信息共享，提升货物周转能力和

集散效率。

（四）支撑乡村振兴交通惠民工程。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

大力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按照建设“四好农村路”的要求，

进一步提高农村公路的发展质量和服务水平，促进基本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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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等化。

推动通自然村（组）硬化路建设。继续提高农村公路通达深

度，在 2019 年确保完成建制村（含兵团营连）通硬化路目标的

基础上，推进通自然村（组）的公路建设，逐步提高农村公路通

达深度和通畅水平。

推进县（乡）公路升级改造。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推进

毗邻乡镇之间、毗邻建制村（兵团营连）之间公路有效联通；推

动县乡公路提档升级，加强旅游路、资源路、产业路等主要经济

节点连通公路建设，逐步消除制约农村地区发展的交通瓶颈，有

效推动乡村产业兴旺。

夯实农村公路安全基础。因地制宜、统筹推进农村公路拓宽

改造和危桥改造，推进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提高农村公路的

安全水平和抗灾能力。

加强乡村客货运输综合站点建设。依托乡镇、兵团团场节点，

建设一批集客运、物流、供销、邮政等功能为一体的乡村客货运

输综合站点，完善邮政普遍服务城乡终端服务体系，推动邮政普

遍服务站点、农村客运站点及养护道班、服务设施整合。

（五）稳边兴边沿边交通畅通工程。加快完善沿边地区交通

基础设施网络，着力保障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促进沿边开发开

放和兴边富民。

加快构筑沿边快速交通体系。加快建设以高速公路、干线公

路为主，通达新疆沿边地州的快速通道，打通沿边地州的对内对

外交通联系，提升沿边地区的快速通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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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沿边地（州）干线交通网。畅通串联沿边地区县级

节点的沿边干线公路，推进连接沿边县（市、区）的高速（一级）

公路建设，推进沿边国道 G219 线、国道 G331 线的建设改造，改

善沿边地区口岸、经济节点、旅游景区、资源富集区的对外交通

条件。

不断完善沿边地（州）城乡基础交通网。按照“保基本、

补短板、抓重点”的方针，着力提高路网通达性，充分考虑沿边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大力推进服务于沿边地区经济发展和

边疆稳固的公路建设，加强口岸公路、国边防公路以及沿边地区

乡镇、建制村、抵边自然村、国有林区林场场部通硬化路建设。

加强对沿边地区交通建设的支持力度。从路网规划、项目安

排、资金投入等方面，对互联互通运输通道、口岸公路、沿边路、

扶贫路等的建设给予支持，为沿边地区的开发开放提供有利条

件。

（六）公路养护管理提升工程。进一步加大养护资金投入力

度，完善养护管理体制，全面提升公路养护管理水平，改善公路

路况。

改善公路路况，提高养护管理水平。逐步加大公路养护资金

投入，科学有序推进高速公路、国省干线的大中修工程实施；加

强国省干线、农村公路的安保防护工程、桥涵建设和危桥改造；

积极推进县（乡）道老旧油路、破损路面、油返砂路面维修，着

力提高农村公路管理养护水平；组织做好各层次路网的日常养护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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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养护规范化和标准化。牢固树立全寿命周期成本的

理念，积极推行预防性养护，进一步明确预防性养护的技术要求

和质量标准；大力推行精细化养护和机械化养护，推进养护装备

技术进步；建立公路养护日常监测、综合评估和规划决策体系，

科学安排养护计划。

进一步完善养护管理体制。在理清自治区各级政府对各层次

公路网的管理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基础上，界定各层次公路网养护

管理主体的责任，合理设置各层次路网管理机构及职能；加快完

善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机构设置，推行农村公路区域“建管养一体

化”模式；建立完善以公共财政为主的非收费公路养护保障机制，

加强养护资金使用监管。

二、引领高质量发展五大行动

（一）客运服务品质提升行动。以公共客运为主导，大力推

进国际、省际、城际、城乡客运协调发展，优化提升客运服务品

质，积极推进公路客运服务便捷化、多样化水平，更好满足公众

多层次出行需求。

大力提升国际客运服务水平。立足新疆地理区位、历史文化

和民族宗教等优势，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政策优势，加

快建设交通枢纽中心；完善国际公路运输协定及相关协议，开辟

和完善至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等国际公路客运服务精品线

路，不断提升新疆国际公路客运服务品质。

加快构建进出疆快速客运网。借助综合运输通道建设，依托

连霍高速、京新高速等，优化与周边地区快速直达客运班线，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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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与干线铁路平行的营运线路上的客运班线，稳步拓展短途、多

样化与个性化客运服务。

积极提升城际客运服务品质。进一步优化公路班线客运结

构，积极发展城际间中短途快速直达客运服务，积极开展长途客

运接驳运输工作，在具备条件的天山北坡城市群等地发展城际快

速公交客运，引导规范共享汽车、旅游包车等客运新业态发展。

有效推动城乡客运协调发展。根据新疆地广人稀特点，进一

步完善城乡客运网络，通过新辟、改线和延伸既有农村客运班线

等方式，增加农牧区客运覆盖范围和通达深度，满足广大农牧民

群众出行需求；稳步推广客运片区经营模式，推动城区周边等有

条件的乡镇客运班线实行公交化改造，探索开行隔日班、周班、

节日或赶集班等固定或非固定班次，采用城乡公交、区域经营班

车、预约响应客车等农村客运组织形式，提升农村客运组织模式

灵活性、适应性；加大补贴和扶持力度，有效降低农牧民出行成

本。

大力发展旅客联程运输。加强公路和航空、铁路运输资源的

协调配置，支持不同运输方式企业间的合作，建设一体化的联程

客运系统，优化不同运输方式间运力、时间、班次安排，实现不

同地区联运资源共享、运营规则衔接、服务标准统一，建设“一

票制”旅客运输服务平台，更好地满足不同层次旅客个性化、多

样化、高品质出行需求。培育和鼓励发展新模式、新业态，进一

步规范和鼓励网络约车、定制出行、共享出行发展。

（二）物流运输便利化行动。着力推动国际道路货运便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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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物流运输组织，促进城乡配送和农村物流发展，培育专业化

物流体系，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枢纽中心奠定坚实基础。

积极推动国际道路货运便利化。继续完善打造一批具有多式

联运功能的大型综合物流基地，完善冷链物流基地、城市配送中

心布局，构筑国际多式联运体系，实现无缝高效衔接。落实国际

公路运输合作协定，建立健全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多边汽车货物

运输合作机制；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相关部门的磋

商，协调解决客货运输线路、运输站场、运营班次、运输价格、

跨国结算、运输形式、交通安全及运输事故处理等方面的问题；

加紧协调、积极推进跨境公路便利化运输，对开展跨国和转口运

输的车辆实行减费优惠。

推进公路货运组织化发展。强化货物运输组织创新，大力发

展多式联运、货运平台等现代组织模式，积极推进平台型物流经

济发展。不断优化货运结构，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中长距离的公路

货运向铁路转移，发展节能、低碳、集约的货运组织模式。完善

电子商务物流服务，以国际陆港区、物流中心、综合枢纽为平台，

以“互联网+物流”为载体，整合现有的电商资源，依托国内大

型电商平台，提升物流服务效率。推动电子数据交换(EDI)、全

球定位(GPS)、物联网、车联网等先进信息技术的应用。加快推

进公共物流信息平台建设，推进信息交换与共享合作。

促进城乡配送和农村物流发展。综合利用物流、商贸、邮政、

快递、供销等多种资源，打造“物流园区、配送中心、农村物流

服务站点”的双向物流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城乡配送和农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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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系，全面打通物流“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使物

流运输更好地服务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培育专业化物流服务系统。推进冷链物流、危险品物流、电

商快递等专业物流规范健康发展，结合新疆优势特色产业，培育

绿色农产品物流、优势资源产品物流等特色物流体系，提高物流

信息化、智能化、网联化水平，强化科技应用，推行智能物流服

务。

（三）交通旅游融合发展行动。深入实施旅游兴疆战略，积

极探索“旅游+交通”产业融合新路径和发展新模式，加快构建

方便快捷的道路客运集疏运网络，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旅游运

输产品，共享旅游交通信息服务，全面提升旅游运输服务水平。

加强旅游公路统筹规划。加强旅游公路发展规划编制，统筹

考虑交通、游憩、娱乐、购物等旅游要素和旅游资源开发，构建

“快进”“慢游”的综合旅游交通网络。构建完善“快进”交通

网络，提高旅游目的地的通达性和便捷性，实现游客远距离快速

进出目的地；加快干线公路与景区公路连接线以及相邻区域景区

之间公路建设。建设集“吃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慢游”交通

网络。因地制宜建设旅游风景道，结合沿线景观风貌和旅游资源，

打造具有通达、游憩、体验、运动、健身、文化、教育等复合功

能的主题线路。

健全交通服务设施旅游服务功能。加强旅游交通服务设施改

造，增设道路观景台、临时停车带、旅游宣传中心、停车场、自

驾车房车营地等服务设施；根据需求建设游憩小径、旅游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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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道等休闲慢行系统建设；支持为红色旅游景区直接配套的

红色旅游公路建设，支持通往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风情小镇等旅

游景点的乡村旅游公路建设。依托机场、铁路车站、城市综合客

运枢纽、客运站点等建设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旅游咨询中心、

游客集散中心。

提升旅游交通服务质量。以市场为纽带，推进游客联程联运，

加强旅游交通的公铁联运、陆空联运，完善旅游交通信息服务。

积极推进增开旅游班线，依托城市客运和城乡公交，开行连接城

市周边景区的旅游班线。加强旅游交通规划与景区规划、美丽乡

村规划等的衔接，增强旅游交通的带动效应、串联作用。

推进旅游交通产品创新。积极发展“丝路驿站”等精品旅游

产品，建设有广泛影响力的自然风景线、历史人文线、文化旅游

线，推广精品旅游公路自驾游线路。

（四）兵地交通融合发展行动。加强与兵团的沟通协商和统

筹协调，推动兵地交通发展统筹规划、同步建设、衔接协调，强

化与兵团的互联互通，实现兵团与自治区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的规划同图、建设同步；全面深化与兵团在路网建设、枢纽建设、

运输服务、应急保障以及交通信息化等方面的协调合作，积极支

持兵团向南发展。

（五）行业治理现代化行动。以行业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

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推进法治政

府部门建设，提升行业管理信息化水平，加快形成规范、高效、

完备的行业治理体系，为交通强国战略的实施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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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交通运输领域行政审批事项改革，

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完善行政审批事项承接落实机制，精简行政

审批环节，优化审批流程，健全公开制度，推行网上办理；明确

公共服务职责，规范行政权力，逐步推行权利清单、责任清单、

负面清单制度；强化市场监管职责，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加强对

安全生产、工程质量、环境保护、服务质量等方面的监管；逐步

推动交通运输行业政府管理职能整合，建立与构建综合运输体系

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理顺协调机制，推动形成管理高效、运

行顺畅的综合交通运输管理新格局。

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交通运输市场规则，建立公平

开放、统一透明的交通运输市场，完善市场准入与退出制度，探

索分类建立负面清单。完善交通运输市场价格形成机制，逐步放

开竞争性环节价格，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消除运输市场壁垒，

清理阻碍旅客联程运输、货物多式联运、旅游客运等发展的规章

和政策，着力解决地方保护以及阻碍企业网络化、联盟化发展等

突出问题，促进运输资源优化配置。加强诚信体系建设，完善信

用考核标准，加强信用考核评价监督管理，建立综合运输服务统

一的信用信息平台，推进与公安、工商、税务、金融等部门信用

系统的有效对接和信息共享。

扎实推进法治建设。加快完善法规体系，推进地方性标准制

修订，并加强规范性文件的监督管理。提高依法行政能力，明确

执法职责，推进综合执法、统一执法、联合执法、路警共建等交

通运输行政执法模式改革，理顺各门类执法机构管理关系，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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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层级，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多头执法、职责交叉、重复处罚、

执法扰民等问题。加强执法监督，加强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创新

市场监管方式；细化并公开发布执法细则和操作流程，完善违规

执法举报投诉处理制度；继续联合相关部门深入长效推进治超工

作。

提高行业信息化管理水平。推进公路交通要素信息（基础设

施、运载装备、经营业户和从业人员等）全面数字化，推动各种

运输方式信息交换共享“无障碍”，实现客货运输基本信息服务

全覆盖。推进交通运输网上在线许可一站式服务，推进许可证件

（书）数字化，促进跨部门行政许可信息互联互通。加强执法信

息化建设。建设跨区域执法信息共享平台，利用信息化手段提高

行政执法水平，实现违法行为的自动在线筛查、取证，推进执法

案件（文书）数字化，促进跨区域、跨部门行政执法信息共享互

认。应用信息化手段创新监管方式，建立交通运输监管信息服务

平台，推进监管信息的归集和共享。完善公路收费管理，推动取

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提升和完善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ETC

服务），替代人工收费；开展高速公路车辆识别、手机移动支付

等新技术研发、试点和应用，不断提升公路服务水平和车辆运行

效率，推动收费模式从有人向无人、从现金向非现金转变。

三、关键领域四个示范项目

（一）公路与铁路共用通道线位资源示范项目

贯彻落实发展新理念，节约集约利用运输通道线位资源，按

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集约高效、安全可靠的要求，综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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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建设条件，选取温宿至昭苏、独山子至库车等具备条件的跨

天山通道，以及和田至若羌等重要通道，作为公路与铁路共用运

输通道线位资源的试点示范，探索通道线位资源集约利用、合理

利用的模式和途径，研究公路与铁路共用通道的建设时序、技术

方案，提出促进通道线位资源共用的对策措施、技术标准及规范，

建立多部门协调机制，协同推进前期工作及项目审批，积极争取

建设资金支持，为有序推进综合运输通道规划、建设和运营管理

提供决策支撑。

（二）国际运输通道建设示范项目

着力加强与中亚、南亚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沟通协调，力争

在中国—中亚—西亚国际通道、中巴国际通道的建设上达成共

识，共同推进跨境公路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和实施计划对接，推

动跨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国际运输通道建设

投融资、国际合作、建设运营等方面，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发

展模式，发挥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运输通道的示范效应，促进互

联互通和共建共赢。

（三）综合交通枢纽衔接示范项目

以提供高品质客货运输服务为核心，以实现“客运零距离换

乘，货运无缝衔接”为目标，推进乌鲁木齐国际机场改扩建、喀

什国际机场枢纽功能提升、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霍尔果斯中哈

边境经济合作区物流中心等综合交通枢纽集疏运系统建设，推进

统筹规划布局，创新体制机制，加强一体衔接，实现多式联运、

联程联运和枢纽集散，打造功能完善、衔接顺畅、运行高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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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便捷的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全面提升综合交通运输整体质量

和综合效率，进一步提升客货运输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四） 精品旅游公路建设示范项目

按照新疆全域旅游发展的要求，结合新疆旅游风景道的建

设，开展阿尔泰山千里画廊旅游公路、塔河胡杨旅游公路、独库

公路、天马文化旅游公路（S237 伊宁-昭苏）、塔城边境旅游公

路、帕米尔旅游公路等示范项目建设，选取旅游特色突出、旅游

交通为主的路线，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示范带动作用强的精品旅

游公路，通过精心设计主体工程、融合利用景观风貌、完善旅游

服务设施、开展特色信息服务、创新投资建设模式等，打造公路

旅游精品路线，激发和释放旅游消费新需求，服务群众旅游休闲

的多样化需要。

第六章 建设规模与资金需求

一、实施原则

“十四五”时期公路交通建设发展的实施应遵循“突出重点、

稳步推进、因地制宜、协调发展”的原则。

（一）突出重点。紧密结合新疆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围绕各

阶段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和核心矛盾，有的放矢，重点突破，确

保建设资金等资源的高效利用。

（二）稳步推进。科学分析各阶段资金等要素供给能力，合

理分配任务，把握好建设节奏，实事求是地确定实施方案，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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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确保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三）因地制宜。充分考虑不同区域的地质地形条件、环境

承载力和交通需求特点，合理确定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标准，尤其

对于沿边和跨越山脉、沙漠等的项目，要合理确定建设方案。

（四）协调发展。注重区域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兵地

融合发展，注重公路与铁路、航空等运输方式的衔接，发挥综合

运输网络的整体效益。

二、建设规模与资金需求

2018-2025 年，全区公路建设改造规模约 10.5 万公里。其

中，建设改造高速公路约 6300 公里，含国家高速公路约 3900

公里、省级高速公路约 1900 公里；建设高速（一级）连接线约

500 公里；建设改造普通国省道 1.9 万公里，其中普通国道近 1.3

万公里、普通省道 6500 公里；其他公路约 1000 公里；建设农村

公路约 7.9 万公里，解决 10500 个左右自然村通硬化路问题，使

自然村通硬化路比例达到 70%。

2018-2025 年，全区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需资金 6600 亿

元，其中“十四五”时期需建设资金近 5200 亿元。分方向来看，

国家高速、省级高速及高速（一级）连接线建设分别需要资金

1270 亿元、500 亿元、120 亿元，普通国省道建设需资金近 3700

亿元，其他公路建设需资金约 70 亿元，农村公路建设需资金 915

亿元，客货场站建设需资金 1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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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2018-2025 年公路建设规模与资金需求

建设类型

建设规模（公里） 投资规模（亿元）

总规模
2018-

2020年

十四五
总投

资

2018-2020

年投资

“十四

五”时

期投资
总规模

结转“十

三五”
新开工

国家

高速公路
3903 2287 2609 993 1616 1272 324 947

省级

高速公路
1921 598 1921 598 1323 506 62 444

高速连接线 522 78 522 78 444 118 33 85

普通国道 12713 8049 10431 5767 4664 3023 789 2234

普通省道 6524 904 5908 266 5642 646 52 593

重点项目

小计
25609 11916 21392 7703 13689 5563 1260 4303

农村公路 79000 24000 55000 915 165 750

其他公路 1000 70 20 50

枢纽站场 100 20 80

合计 6648 1465 5183

（数据来源：本规划国省干线重点项目库（2018-2030））

第七章 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由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牵头，会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财政厅、

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文化和旅游厅等部门建立自治区综合

交通（公路）战略研究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推进全区综合交

通（公路）战略研究及建设项目组织实施工作。各地也要建立完

善公路交通发展协调工作机制，积极稳妥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各

项目标任务有序推进。建立分类指导机制，加强对项目决策、资

金使用、工程建设等方面的科学管理。

二、拓宽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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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要会同有关部门，在推进公路建设中树立

“政府主导、社会办交通”理念，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性作用，着力构建以国家投资为引导、以地方筹资为主导、以市

场融资为主体的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多元化投融资机制，规范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地方债券、政府性基金等投融资模式，

加大各级财政支持力度，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拓宽畅通资金

筹措渠道，全力推进“交通加产业、交通大招商”模式，发挥政

府资金的引导作用，充分挖掘社会资本潜力，鼓励和吸引民间资

本有序进入交通领域，推动向社会公开推介的公路 PPP 项目工程

包落地见效，探索以移交-经营-移交(TOT)、改建—运营—移交

（ROT）、资产证券化（ABS）等方式盘活存量资产。

三、加快前期工作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门，按照“建

设一批、开工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原则，提前谋划重点

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建立完善公路重点建设项目库，细化建设项

目三年滚动计划，动态调整年度投资计划，加快推进项目落地；

加大前期工作中资金、科技和人才投入，提高前期工作质量，做

深做细重大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加强技术方案比选和经济可行性

论证。积极对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开展《交通基础设施国土空

间控制规划》编制工作，实现交通基础设施国土空间资源的提前

储备、多方统筹、有效管控和高效利用。

四、建设绿色公路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要会同生态环境厅、自然资源厅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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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生态环保、节能高效、服务提升”为主

要特征的绿色公路，统筹规划布局公路与铁路、民航等运输方式

的有效衔接，通过改造、扩容等手段积极提高既有交通设施的资

源利用效率。加强生态环保设计、推行生态防护技术，尽可能避

让耕地、林地、湿地等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国土空间，强化建设

期、运营期的生态保护。倡导绿色出行和低碳运输方式，建立公

共交通优先的客运服务模式，提高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鼓励共

享出行；优化货运结构，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中长距离的公路货运

向铁路转移，发展节能、低碳、集约的货运组织模式。

五、加大科技支持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要会同有关部门按照实施“科技强交”的

工作部署，完善交通科技创新体系，积极引进先进适用技术，有

效提高交通科技水平；加强交通运输地方标准、技术指南的制修

订和贯彻实施。推进“人才强交”，建立和完善交通人力资源保

障体系，做好人才援疆工作，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提高专业人才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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