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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年-2030年)》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3年6月20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请交通运输部总规划师戴东昌、发展改革委基础产业司司长黄民介绍《国家公路网

规划(2013年-2030年)》的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中国新闻社记者：  

  我们看到在这次规划中，国家高速公路的里程提高了到11.8万公里，较之前的8.5万公里提高了3万公里。有人认为，中国的高速公路是

不是修得过快，修得过多了，请问对此有何看法？另外对于高速公路的收费问题，我们国家有什么规划或看法？谢谢。 

  黄民：  

  谢谢记者朋友关心高速公路发展问题。我们国家的高速公路起步于80年代，30多年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大家都有深切的感受。我们

的高速公路目前已经达到了9.6万公里，其中国家高速公路约7万公里。目前无论是它的规模和水平，在全球范围内来看都应该居前列。我们

也能感受到，正因为高速公路的存在，目前支撑着我们的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这次我们为什么对高速公路又进行了一次调整？目前执行的国家高速公路规划是2004年国务院批准颁布的，当时的布局是“7918”，7条

放射线，以首都为中心；9条南北向的纵向线；18条东西向的横向线，简称为“7、9、18”，总规模8.5万公里。当时这个规划的目标是，国

家高速公路网络要覆盖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现在再来看，刚才戴总作了介绍，即使看现在，就已经有18个超过20万

人口的城市，没有国家高速公路网的覆盖。同时还有29个地级行政中心没有高速公路通达，再加上目前有些地区高速公路非常拥堵，所以我

们按照国家高速公路的布局原则作了深入的研究，主要考虑了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没有通达的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和地级行政中心，应该从规划层面考虑国家高速公路网的通达、覆盖。第二，原来的“7、9、

18”线路，8.5万公里，不知道记者朋友有没有看那张图，很多线路是共线的。比如京台、京沪，在北方这段到上海、到福建都是共线的，随

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共线车流量增长非常快，所以需要分开。第三，有的线路能力非常紧张，需要四车道改成八车道甚至更多，改造的

代价非常之高，所以只能再修建一些并行线，以适应交通运输量高速增长的需要。同时还有一些区域性的连接，仅仅靠这“7、9、18”的干

线，从网络层面上感觉它的有效性还不是很好，需要增加一些联络线。第四，考虑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我们注意到，这次我们提的是高速

公路网，刚才戴总提的是“7、11、18”，7是首都放射线没有变，18东西向没有变，9增加了两条是11，11就是在西部地区增加了两条南北向

的，纵贯南北的通道。原来的9条纵线绝大部分是在东中部地区，那西部地区，自身西南西北有个连接，有个联系，未来我们认为也需要规划

一条纵贯南北的线路，所以我们增加了两条线，再加上联络线，再加上分开设置的原“7、9、18”的线路，再加上一些平行线和延伸的线

路，总规模达到了11.8万公里，我们还考虑到1.8万公里的远期展望线，总体是这样的规模。 

  从研究的结果来看是需要的，因为我们国家的国土面积大、人口多，我们的交通运输需求是非常大的，尤其是交通量的增长。人们自驾

车，刚才说了，我们已经进入了汽车时代，未来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基础的普通网络，未来还有一个高效服务网络作为干线通道，对于出行者

来说有一个个性化的选择，如果说考虑成本或考虑其他方面的因素甚至于沿线的旅途、游玩，可能走普通国道。如果我有一些事要办，我要

很快的实现某一个点到一个点，可能选择的是高速公路，这时效率更高，却有一个付费的问题。 

  戴东昌：  



  简单补充一下收费问题。收费公路政策对我们国家公路交通建设的快速发展发挥了十分巨大的作用。在收费公路整个发展过程当中，自

收费公路出现以来，交通运输部配合相关部门一直在致力于收费公路政策的不断调整、完善，中间经历了多次的清理、整顿、调整。这是一

个不断发展、不断调整的过程。 

  大家也知道，近年来开展的一些工作，包括收费工作清理的专项工作，包括我们对于收费公路转让经营权这种规定的相关法规以及目前

正在进行的收费公路管理条例这些方面的修订工作，而且是在全社会征求了意见，据我了解，这个意见已经反馈了，我们也正在研究梳理。

整个的过程和目的就是想使收费公路政策更加完善，更加适应我国公路交通发展的要求。总的方向来讲，这次在规划过程中，我们在国家干

线公路网顶层规划的过程中，对于将来公路发展的收费和不收费的趋势方面也作了政策方面的研究。 

  按照目前的政策取向，将来我们中国的公路交通是由两大体系构成：一类是以高速公路为主的收费公路体系，体现高速公路高效、集约

这样一种特征，这以收费公路为主；除了高速公路之外，原则是以不收费的公路体系为主，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普遍的、基础性的服

务。 

  按照这样一个构想，从长远来看，我们收费公路占整个里程的比例大概是3%左右。97%左右的，绝大部分都是非收费公路体系。这是发展

的一个过程，我们将在这个过程中，正像我刚才介绍的，我们将继续不断调整和完善收费公路政策，使它更好地适应发展形势和发展环境的

变化，适应于公路交通发展和建设的需要，谢谢。 

  黄民：  

  我想作个补充，从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介绍公路收费和不收费的问题。我们设想，未来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的基础设施网络，首

先它有一个基础，基础就是不收费的公路，它是由什么组成？由国家公路、省级公路和乡村公路，要覆盖所有的行政村、乡、县、市、口

岸、重要经济节点，这个公路是不收费的，所以我们把它叫基础，以普通公路为基础，以铁路、高速公路为骨干，加强空中的航空网络和内

河水运及沿海运输的通道，将共同构成我们国家的综合交通运输的基础设施网络，有地面，有水上，有空中。这张基础设施网络，最基础的

就是公路，就是普通公路。所以我们立足于普通公路是不收费的，提供的是交通出行的普通服务，刚才戴总作了介绍，是占到97%以上，收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