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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批复的《青岛市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
2035 年)》中明确，我市将围
绕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建设目标，增强胶东国际机
场、青岛港枢纽功能，提升
国际航运等现代服务能级，
加强青岛港与黄渤海区域
港口功能的协同布局，完善
多向联通、多式联运的对外
对内通道。强化综合交通
网络建设，打造“一环八射、
四主多辅”的铁路格局；完善
以青岛为中心、辐射胶东经
济圈的干线公路网络，构建

“高快一体、环湾辐射、七横
九纵多连”的环湾都市区骨
架路网格局；健全多层次轨
道体系，建设“轨道上的青岛
都市圈”。

此次公示的《青岛市综
合 交 通 体 系 规 划（2021-
2035 年）》（以 下 简 称《规
划》），坚 持 稳 中 求 进 工 作
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
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
革创新 为 根 本 动 力 ，以 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
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国
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构 建 互 联 互 通 、公 平 普
惠、智慧创新、绿色低碳、
治理高效的可持续高质量
综合交通系统。以交通强
国建设为总要求，以国际
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建设
为总目标，将青岛打造成
为全球陆海交汇的重要枢
纽，有力推动和构建东西
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
的开放格局。建设国际枢
纽海港、山东半岛世界级
港 口 群 的 龙 头 ，打 造东北
亚国际航运枢纽和物流中
心，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
争和资源配置。增强胶东
国际机场区域枢纽功能，
强化门户功能，提升国际
联通水平，加强中转组织，
增强区域辐射能力。加强
铁路网络建设，全力推进
沿海通道建设，完善区域城
际网络，积极开行市域（郊）
铁路班列。构建高效、便捷、
绿色、智慧、多元，可持续的
现代化城市交通系统，提供
国际一流的现代化城市交通
服务。

城以港兴、港为城用。对青
岛而言，港口承载着不一样的使
命。根据《规划》，我市将优化“一
港六区”功能布局，实现各港区分
工协作，统筹临港产业和港口布
局，优先为港口码头及配套设施
建设预留空间。加快完善港口集
疏运体系。完善港区疏港道路网
络、铁路通道，强化多式联运枢纽
功能，促进海铁联运发展。

不久前，山东港口青岛港迎
来全球首艘“万箱级”甲醇双燃料
集装箱船，进一步提升了青岛港
在现代航运业的国际影响力，加
快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10月
以来，青岛港以“新”增“质”，依托
创新一流的直靠率，一流的装卸
效率，一流的口岸环境、一流的绿
色服务持续打造新质生产力。10
月 18 日 ，太 平 船 务 在 青 岛 港

QQCT 开通中东航线，10 月 24
日，天敬海运在青岛港上线东南
亚航线，10 月 29 日德翔海运上线
中非洲航线，一个月开通3条国际

集装箱干线再创年度月开航线最
高纪录。据交通运输部数据，青
岛港今年前九月集装箱完成吞吐
量2413万标准箱，同比增长8.0%。

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机场是一座城市与外界互
联互通的重要枢纽节点。2021年8月12日，青岛迎来一个
值得铭记的历史性时刻。这一天，青岛胶东国际机场转场
启用，山东有了首座民航运行最高等级——4F级国际机
场。根据《规划》，我市将增强胶东国际机场区域枢纽功能，
构建以胶东国际机场为中心，通用航空机场为补充的机场
服务体系。强化面向东北亚的门户功能，增加国际航线、航
点，提升国际服务水平。完善由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城市
快速路、轨道交通、地面道路组成的陆侧衔接网络。保障空
港物流中心建设空间，发展航空物流，强化空铁、空海联运，
完善多式联运体系。深化开放合作和改革创新，引导和推
动临空经济区发展。

今年是青岛国际航线开航30周年。目前，青岛机场
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客运航线累计达到 23条，通达首尔、
釜山、济州、大阪、东京、新加坡、曼谷、吉隆坡、芽庄、加德
满都、迪拜、莫斯科、伦敦、墨尔本、悉尼等国际城市及中
国港澳台地区。货运方面，累计运营首尔、东京、大阪、名
古屋、多伦多、洛杉矶、纽约、孟菲斯等 8 条国际货运航
线。作为北方对外开放门户，青岛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对
外开放，今年前十月青岛机场累计完成货邮吞吐量22.94
万吨，同比增长9.27%。

高铁是经济大动脉、关键基
础设施和重大民生工程，是带动
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引擎之一，可
极大便利人员、物资流动。根据

《规划》，我市将加强铁路网络建
设，提升引入城市中心的铁路通
道能力，强化枢纽互连互通预留
铁路设施发展空间。与京津冀城
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中原城市
群、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中心城市
实现3小时互达。与山东半岛城
市群全部地市两小时互达。青岛
都市圈1小时全覆盖。

潍烟高铁建成通车，潍宿
高铁至青岛连接线刷新进度条
……近年来，随着多条高铁线
路的投运，青岛从铁路末端城
市化身铁路枢纽城市。为抢抓
国铁集团修编全路大中型铁路
枢 纽 总 图 规 划 契 机 ，提 升 城 市
发 展 能 级 ，我 市 启 动 了 新 一 轮
铁 路 枢 纽 布 局 规 划 研 究 项 目 。

我市将深入研究青岛铁路枢纽
布 局 规 划 ，结 合 青 岛 市 国 土 空
间 总 体 规 划 ，系 统 梳 理 青 岛 枢
纽铁路现状、运输需求、枢纽内
点线能力、设施设备使用情况，

针对当前铁路运输存在的短板
和薄弱环节，提出针对性的改进
与解决方案，推动枢纽格局与路
网格局相匹配，进一步提高青岛
铁路枢纽地位。

干线公路具有较强的经济、政治、文化或国防等重要
服务职能。根据《规划》，我市将完善以青岛为中心、辐射
胶东经济圈的干线公路网络，提高普通国、省道的通行能
力，促进公路与城市道路街接融合，构建一体化道路骨架。

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局获悉，2023年我市大力实施全
长312公里普通国省道大中修工程，强化便民利民意识，

“修路不堵路”，优化施工组织设计和交通组织方案，实现
年内全部完工通车。

根据《规划》，我市将打造轨道引领、多元融合的公共交通
系统。坚持公共交通优先发展，建设公交都市。构建以城市
轨道为主体、常规公交为基础、辅助公交为补充的城市公共交
通体系，各层次公共交通系统之间互相协调、紧密衔接，共同
构成一体化、多层级的公共交通系统。此外，我市将积极推进
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TOD)，促进轨道线路与城市
空间结构相互协调，轨道站点建设与土地使用相互支撑，节约
集约土地、优化空间资源要素配置、提升城市品质能级，推进
轨道交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青岛是近十年来我国地铁发展最快城市之一。随着今年6
号线一期开通，青岛地铁运营线路达到8条、348公里，通车里程
居国内前十。随着地铁逐渐连线成网，青岛加快搭建安全、便
捷、高效、绿色的城市轨道交通网络体系，岛城的公共交通格局
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公交地铁两网向着深度融合发展转型，
更好支撑公共交通整体效能发挥，提升绿色出行吸引力。今年1
至10月，市南区、市北区、李沧区、崂山区、城阳区共优化调整公
交线路37条，调整会展中心地铁站、枯桃地铁站、石老人浴场地
铁站等195个公交站点。目前，以上五区公交地铁换乘距离小
于150米的地铁站点数量共有95处，占比达到91.3%。

根据“配建为主、公共为辅、路内为补”的目标，
我市将适度提高泊位供给，促进存量泊位共享利用，
合理引导停车需求，优化道路交通环境。坚持配建
停车位的主体作用，实行配建停车标准的分类型、分
区域、差别化、精细化管理。推进公共停车场建设，
重点支持老旧小区、医院、旅游景区、大型交通枢纽、
外围轨道站点等周边增加公共停车设施。路内停车
位设置需与道路容量、道路运行状况和停车需求相
适应，并进行动态调整。加强规划引领、用地保障、
建设统筹、智慧停车、综合治理、价格引导、执法监
督，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共治的综合治理模式，提
升城市停车管理水平。

此外，根据《规划》我市还将建立效率、公平、绿
色、集约的路权分配体系，实现城市道路路权逐步向
以人为本、协同共治的方向转变。结合道路承担的
城市服务功能，对各类道路的人行道、自行车道、公
交专用道、机动车道、路内泊位、其他设施、建筑退界
空间等空间要素进行协同管控和安排。结合城镇集
中建设区中的居住生活区、综合服务区、商业商务
区、工业发展区、物流仓储区、交通枢纽区、历史特色
区的主导运输需求，按照稳静舒适、便捷有序、活力
多元、智慧畅通、秩序高效、品质形象的目标确定不
同分区的道路功能规划指引。

以科技发展为手段，以信息化建设为平台，以整
合集聚和开放共享为重点，面向未来构建“人、车、
路”协同运作的智慧交通管理与服务体系。大力发
展低空经济，提前谋划低空空域资源使用，研究低空
交通工具的空间规划要求，逐步完善低空交通基础
设施体系。推动5G、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
兴技术在城市交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积极引导无
人驾驶等新兴交通模式健康发展。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掌上青岛 记者 徐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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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港口布局，优先
为港口码头及配套设施建
设预留空间；大力发展航
空运输，强化面向东北亚
的门户功能；持续拓展铁
路网络，与半岛城市群全
部地市2小时互达……26
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发布《青岛市综合交通体
系规划（2021-2035年）》
批前公示，给出了岛城未
来综合交通“蓝图”。

按照《规划》，我市将建
设步行和自行车友好城市，
保障步行和自行车路权，提
高 慢 行 网 络 的 连 续 性 和 功
能 性 。 因 地 制 宜 规 划 建 设
自 行 车 交 通 设 施 。 营 造 具
备 高 品 质 和 包 容 性 的 步 行
交 通 设 施 ，提 高 步 行 道 密
度 ，提 升 可 达 性 、舒 适 性 和
包容性，打造高品质的滨海
步行系统。

按照快速路贯通成网、主干路畅通衔接、次支路
层层加密的目标，形成包容多元、功能分明、内外衔接
的快速道路网络。构建“高快一体、环湾辐射、七横九
纵多连”的环湾都市区骨架路网格局，强化城市快速
路与高速公路一体化街接，实现中心城区、副中心城
市、专业化节点城市及重大交通枢纽之间快速联系。
环湾各城区主干路网络既自成系统又互连互通，不断
完善干路网络体系。有序推进次干路、支路建设，建
立士地利用开发与周边道路同步推进制度。

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开展以来，一
座座高架桥拔地而起，一条条快速路网不断延展，城
市空间因此得以拓展，市民出行也由此变得更为顺
畅。成环成网的高架路网，让青岛的城市快速路骨架
更加健壮。

根据《规划》，我市将优化交通枢纽体系，构建三级客
运枢纽体系。布局 6个一级客运枢纽，11个二级客运枢
纽和13个三级客运枢纽，全面服务城市客运出行。实现
客运枢纽及周边地区一体化统筹利用和开发，提升交通
枢纽对城市的服务功能。构建三级货运枢纽体系。围绕
空港、海港、陆港，建设6处物流枢纽、11处物流中心，布
局配送中心，全面服务城市生产生活。促进货运枢纽与
产业空间协同发展，推进空港型、港口型、生产服务型、商
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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