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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嘉善片区综合交通规划 

（征求意见稿） 

1 总则 

1.1 规划背景 

1、党中央提出交通强国发展战略。党的十九大作出了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两个阶段的战略性案安排，实

现“两个一百年”宏伟奋斗目标，并提出了建设交通强国的

重大战略决策。2019 年 9 月 14 日，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交

通强国建设纲要》对新时代交通运输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交通运输工作作出重大决策部署，提

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意味着建设交通强国的步伐驶入

了快车道。 

2、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推动长江三角洲区

域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

推动的重大战略。2018 年 1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

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3、建立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2019 年 11

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出台，

明确在上海青浦区、江苏苏州吴江区和浙江嘉兴嘉善县建立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作为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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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棋和突破口。 

4、嘉善打造“重要窗口”的重要窗口。2020 年 3 月 29

日至 4月 1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浙江考察调研并发表重要讲

话，赋予浙江“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的新目标新定位。浙江省委、省政

府高度重视示范区嘉善片区的建设，提出全力将嘉善打造为

“重要窗口”的重要窗口。 

5、浙江省确立示范区嘉善片区“2+6”规划体系。浙江

省委、省政府为切实推进示范区建设，确立了嘉善片区

“2+6”规划体系，即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发展规划+6 个专项

规划，并上升至省级规划。其中，《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嘉善片区综合交通规划》为 6个专项规划之一。 

1.2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嘉善县域，约 506.97 平方公里。其中，嘉

善境内启动区为重点规划范围，约 157.39 平方公里。 

研究范围：拓展至示范区以及周边城市，加强衔接与联

系。 

1.3 规划年限 

近期至 2025 年，远期至 2035 年，远景展望至 20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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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展战略 

2.1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牢牢把握“人

民满意”这一根本要求，聚焦“高质量、一体化”两个关键，

坚持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构建开放联通、绿色生态、

多式融合、服务优质的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体系，为将嘉善

建设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

重要窗口”的重要窗口，提供综合交通体系的有力支撑和保

障。 

2.2 战略定位 

总体目标：“嘉善模式、示范窗口”。打造综合交通体系

发展的嘉善模式，作为展现浙江省“重要窗口”定位的示范

窗口。 

战略目标： 

引搏区域，打造长三角区域战略枢纽。 

示范全国，树立全国交通强国建设示范。 

领先全球，打造国际领先绿色交通标杆。 

铸造未来，创建交通科技创新发展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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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发展目标 

（1）到 2025 年，聚焦一体化，重点建设互联互通的骨

干交通网络。 

（2）到 2035 年，聚焦高质量，全面建成高质量交通一

体化示范区。 

（3）到 2050 年，全面建成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世界

前列的高水平交通强县。 

2.4 总体框架 

立足“嘉善模式、示范窗口”的总体发展定位，嘉善重

点构建“三圈六网一枢、生态数字一体”的综合交通体系。 

（1）以“三圈”为目标 

打造长三角主要城市之间半小时互达，示范区主要节点

之间半小时互达，县域内部各组团之间半小时互达的三个

“半小时交通圈”。 

（2）以“六网”为骨架 

打造“四通八达航空网、多式一体轨铁网、内畅外达道

路网、交旅融合水运网、休闲漫游碧道网、功能复合地下网”

六张网络。 

（3）以“一枢”为重点 

在区域层面，共享共用周边优势交通资源，与周边门户

枢纽高效衔接，将嘉善整个县域作为区域交通枢纽节点，打

造为长三角区域战略枢纽。 

在县域层面，构建“一枢两站”枢纽体系，“一枢”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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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善站城际枢纽；“两站”即嘉善南站、嘉兴北站两个高铁

过境站。 

（4）以“生态”为导向 

统筹推进绿色用地布局、绿色交通出行、绿色交通设施、

绿色交通装备、绿色交通管理。 

（5）以“数字”为支撑 

综合利用北斗、5G、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

“车、路、网、云一体化”示范区。 

（6）以“一体”为保障 

协同推进区域交通一体化、服务一体化、出行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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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综合交通网络体系 

3.1 四通八达航空网 

构建区域航空网、县域直升机网、低空无人飞行网三张

空中网络。 

区域航空网。构建与周边机场高效衔接的高快速交通网

络，设置异地城市航站楼和货运站，共享共用区域优势资源。 

县域直升机网。打造直升机基地，建设直升机停机坪网

络。 

低空无人飞行网。规划通过综合利用北斗定位、5G 通讯、

无人机等技术，建立无人机低空航路网。 

3.2 多式一体轨铁网 

打造“轨道上的嘉善”，构建多层次一体融合的轨铁交

通网络。 

区域交通：“2221”轨铁网。构建由高速铁路、普速铁

路、城际铁路及市域轨道组成的“2221”轨铁网，服务跨区

域快速客运出行。 

县域交通：中运量公交网。构建县域中运量公交网，作

为市域轨道的补充，提供重要交通枢纽间、组团间快速公交

服务，兼顾城市交通与旅游交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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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内畅外达道路网 

构建面向区域的、由高快速路和干线公路组成的一体化

骨干路网，强化跨区域通道对接和县域内各板块之间的快速

出行联系。 

重构县域骨架，建立“七横五纵”高快道路体系，加强

与青浦、吴江、嘉兴市区等毗邻地区的道路联通，打通省际

断头路，形成跨区多通道对接。 

 

3.4 交旅融合水运网 

依托河湖水系资源，打造“水运+旅游”模式。 

1、协同贯通的航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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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内河航道整治，打造“两横两纵”骨干航道，

形成江浙沪三地互联互通的水路交通。 

 

优化布局内河港口，加快建设生态绿色公用性码头，打

造多式联运货运枢纽，推进运输结构调整。 

2、水上特色漫游系统 

与上海、苏州水城联动，打通三地旅游资源，打造重走

红色之路、重识江南古镇、生态休闲体验、县域南北游览线

等水上主题游线，推动全域旅游发展。 

3.5 休闲漫游碧道网 

提升慢行出行环境，实现出门“5分钟亲水见绿”。 

1、水乡碧道 

构建“两横两纵”省际风景碧道网络，与示范区层面风

景道相连通，对接区域自然、人文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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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县域水系网络，构建“八横四纵”县域骨干碧道系

统，串联县域内部各城镇、景区及城市功能区。 

2、四好农村路 

规划“三环四片”四好农村路网络，加强“多道合一”

系统建设，助推美丽经济发展。 

3.6 功能复合地下网 

1、“一轴四片多点”总体结构 

构建“一轴四片多点”的地下空间总体结构，实现地下、

地面、地上空间综合开发。 

一轴：县域南北向地下空间发展轴线； 

四片：站点区域地下空间集中开发片区； 

多点：组团中心、商业中心等多个地下空间重要节点。 

2、探索地下物流系统 

积极探索地下物流系统，打造地下物流创新示范区。 

3、加强地下停车设施建设 

结合交通、公园绿地、广场、学校操场等用地设置地下

公共停车场；对于新建建筑，制定配建停车地下化比例指引。 

3.7 长三角战略枢纽 

1、区域层面：高效衔接区域资源 

共享共用区域优势交通资源，与周边门户枢纽高效衔

接，将嘉善整个县域作为区域交通枢纽节点，打造为长三角

区域战略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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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县域层面：“一枢两站”枢纽体系 

构建“一枢两站”的县域枢纽体系。一枢为嘉善站城际

枢纽，主要服务对外中短距离城际交通出行。两站为嘉善南

站、嘉兴北站两个高铁过境站，服务对外长距离出行。 

“一枢两站”之间高效衔接，任意两站之间联系时间在

30 分钟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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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综合运输服务体系 

4.1 生态：系统全方位绿色化 

践行生态绿色发展理念，构建全方位绿色交通系统。 

1、绿色交通出行 

构建公交主导、慢行支撑、水上交通补充的绿色出行方

式。大力推进公共交通优先，落实高质量公交服务示范工程。 

2、绿色用地布局 

参照新加坡、日本、香港等 TOD 开发模式，围绕轨铁交

通站点进行交通与城市空间一体化开发。 

3、绿色交通设施 

节约集约利用通道线位资源，打造立体多元的复合运输

通道，提高国土空间利用效率。 

4、绿色交通装备 

在客运营运、特种作业、物流配送、工程建造等行业推

广使用清洁能源车辆。通过政策导向、交通管理等措施，鼓

励私人燃油汽车向清洁能源车辆转换。 

5、绿色交通管理 

设置城市交换中心（CEC），截流外来车辆，引导外来私

人燃油汽车转换为绿色交通出行方式。 

4.2 数字：设施全要素数字化 

推进国家“新基建”战略，综合利用北斗、5G、云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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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车、路、网、云一体化”示范区。 

1、数字化“车” 

各类车辆推广使用数字交通智能终端、手机 APP 等，公

交、清洁环卫、垃圾运输、物流配送等公共领域车辆先行试

用自动驾驶技术。 

2、数字化“路” 

推动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交通主体感知网、基础

设施健康状态监控网，推进交通设施信息模型(BIM)技术应

用，构建高精度交通地理信息平台(GIS)等。 

3、数字化“网” 

构建网络化的信息传输体系，结合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

进行信息网的一体化建设，交通专网与“天网”（公安天网

系统）、“公网”（ 公共通信网络）三网合一。 

4、数字化“云” 

大力推进数字交通云服务，搭建“嘉善交通云”管控平

台，打造智慧公路，建设自动驾驶道路示范区，推广 5G 微

公交、响应式公交、智慧物流等智能应用。 

4.3 一体：服务全过程一体化 

规划从区域、服务、出行三个方面，构建一体化交通运

输服务体系。 

1、区域一体化 

打破区域、行业壁垒，建立区域一体化机制，促进交通

行业管理协同高效。规划协同：构建协同规划机制，探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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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统一编制、联合报批、共同实施的规划管理体制。信息共

享：建立信息交换共享机制，促进交通基础设施、交通运输、

交通行业管理信息的互通与共享。治理一体：构建交通管理

法规协调机制和公共信用管理体系，推行跨区域联合治理。 

2、服务一体化 

公交服务一体化。一体化毗邻公交服务：加快推进省际

毗邻公交标准化，进一步加密运行班次，拓展服务范围。一

站式换乘枢纽服务：构建服务导向的换乘枢纽，简化乘车流

程，提供一站式出行服务。公交一卡通服务：推进跨区公交

卡互联互通，实现跨区公交互通、刷卡互乘、信息共享。 

物流服务一体化。全面建成布局合理、层次匹配、功能

完善、运转高效的城乡一体化物流体系，打造现代物流发展

县域样板。完善城乡配送体系，推广交快合作、快快合作等

模式，探索共同配送、闲时配送。 

3、出行一体化 

大力推行“出行即服务（MaaS）”全新交通模式，将各

种运输方式高度整合在一个系统中，充分利用大数据进行决

策，提供个性化、全过程、高品质的定制交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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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规划实施保障 

5.1 机制体制保障 

1、建立示范区交通一体化推进机制。建立统一高效的

示范区综合交通规划、建设、运营、管理协调机制，实现规

划一张图、建设一盘棋、管理一体化。 

2、建立县域交通一体化推进机制。建立交通运输、发

改、自然资源及住建等部门协同推进机制，推进县域交通一

体化布局。 

5.2 资源要素保障 

1、加强资金保障。扩大和鼓励多元化投融资模式，积

极争取国家和省级财政支持。推广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的

开发模式，吸引社会资金开展建设和经营活动。 

2、加强用地保障。完善建设用地统筹机制和存量建设

用地盘活机制。以集约节约为原则，保障各类交通项目的合

理用地，优先保障公共交通等集约化交通设施用地。 

5.3 法规政策保障 

1、健全法规标准体系。充分对接示范区三地法律法规

和技术标准，加强交通规划、投资建设、运输管理等方面的

法律法规梳理、评估和完善，强化标准合作及许可互认互准。 

2、加大法规政策鼓励。突出重点领域和新业态、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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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发展需要，研究起草相关法规政策。加大对绿色交通、

数字交通、服务创新等方面的政策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