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郑政办 〔2017〕54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郑州市推动交通物流融合发展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郑州市推动交通物流融合发展工作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7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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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推动交通物流融合发展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推动交

通物流融合发展工作方案的通知》(豫政办 〔2016〕182号),推

动我市交通物流融合发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基本思路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 《营造良好市场环境推动交通

物流融合发展实施方案》 (国办发 〔2016〕43号) (以下简称

《实施方案》)、《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

要》(豫政 〔2016〕22号)和 《郑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三个五年规划纲要》(郑政 〔2016〕19号)等文件精神,顺应经

济发展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以提质、降本、增效为

导向,以交通、物流、信息融合发展为主线,以畅通全链条、打

造大平台、创建新模式为核心,充分发挥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

加大政策引导支持力度,推动交通物流一体化、集装化、网络

化、社会化、智能化发展,构建交通物流融合发展新体系,更好

地发挥交通物流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

(二)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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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0年,基本形成设施一体衔接、信息互联互通、市场

公平有序、运行安全高效的交通物流发展新体系。交通与物流各

环节瓶颈制约基本消除,运行效率大幅提高,物流成本明显降

低,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效率显著提升。

现代交通物流网络体系更加完善。通达全球主要枢纽机场的

国际货运航线更加完善;米字形高速铁路网和 “两环多放射”高

速公路网全面建成,基本实现所有县 (市)通高速;建成一批现

代化综合货运枢纽、物流园区和城市配送中心。

交通物流运营组织水平显著提升。物流的社会化、专业化、

标准化、集装化水平进一步提升,“一单制”运输制度基本建立;

现代信息技术和先进运输方式应用更加广泛,多式联运比率稳步

提升,第三方物流、第四方物流比重明显提高,形成一批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大型综合物流企业集团和物流服务品牌,运输空驶率

明显下降。

二、完善交通物流网络

以综合交通物流枢纽、航空网、铁路网、高等级公路网为重

点,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布局合理、覆盖广泛、便

捷高效、保障有力的交通物流网络体系。

(一)航空国际物流通道工程

强化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以下简称郑州机场)门户功能,引

进国际货运航空公司,加密北美、欧盟航线,串联日韩、东南亚

航线,开辟澳大利亚、南美航线,拓展西亚、俄罗斯航线,在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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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卢森堡、芝加哥航线网络优势的基础上,构建联通孟菲斯、安

克雷奇、法兰克福、仁川、迪拜等全球主要货运机场的空中通

道。到2020年,郑州机场国际货运航线达到40条 (含加密和中

转航线),通航点达到35个,力争机场全年货邮吞吐量达到70

万吨。

(二)陆桥国际物流通道工程

依托国家陆桥通道,向东开通连接青岛、连云港、日照、天

津、上海等沿海港口群的五定 (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定

价)班列,向西开辟加密郑州—土耳其-卢森堡、郑州—汉堡等

中欧班列 (郑州)线路,增加俄罗斯、白俄罗斯、北欧等境外集

疏网点。到2020年,中欧班列 (郑州)实现每日往返对开各一

班,形成贯通欧亚主要经济体的国际物流通道。

(三)国内物流通道工程

全面建成米字形高速铁路网,积极发展高铁货运列车,打造

联通全国主要经济区域的4小时快递物流通道。打通省级公路市

际断头路,实施干线公路瓶颈拥堵路段升级改造,构建联通四

面、辐射八方的大能力货运通道。

  专栏1:骨干物流通道及重点建设任务

  陆桥通道:由陇 (兰州)海 (连云港)铁路、徐 (州)郑 (州)
兰 (州)高铁、三门峡至沿海港口铁路、连 (云港)霍 (尔果斯)高
速 (G30)、郑 (州)民 (权)高速 (S82)、商 (丘)登 (封)高速
(S60)、国道310等线路组成,服务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带沿线地区资
源要素流通。“十三五”期间重点实施商登高速郑州市境段建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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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310改线扩建等项目。
京港澳通道:由 (北)京广 (州)铁路、 (北)京 (香)港澳

(门)高速 (G4)、郑州至机场高速 (S1)、郑州至新乡高速、国道107
等线路组成,服务京津冀、中原、长江中游、珠三角等地区。 “十三
五”期间重点推进国道107改线扩建、国道107官渡黄河大桥建设等
项目。

济 (南)郑 (州)渝 (重庆)通道:由郑 (州)济 (南)高铁、
郑 (州)万 (州)高铁、兰 (考)南 (阳)高速 (S83)、省道103、
省道101等线路组成,服务环渤海、中原、成渝地区。“十三五”期间
重点推进郑济高铁河南段、郑万高铁等项目。

太 (原)郑 (州)合 (肥)通道:由郑 (州)太 (原)高铁、郑
(州)合 (肥)高铁、机 (郑州机场)西 (华)高速 (S89)、省道102
等线路组成,服务太原、中原、长三角地区。“十三五”期间重点推进
郑太高铁、郑合高铁、机西高速二期等项目建设。

(四)城乡物流配送网络工程

合理布局建设物流分拨中心、配送中心、末端配送网点三级

配送网络。不断扩大城市共同配送范围,加快公用型城市配送节

点建设。支持社区、机关、学校、商务区设置智能收件箱等末端

配送设备。探索城市夜间配送,分时段、分路段充分利用骨干道

路。鼓励全程带拖运输,有效减少货物装卸、转运、倒载次数。

推进普通干线公路低等级路段升级改造,实现普通干线公路二级

以上比例达到75%,实施农村公路畅通安全工程和新农村现代

流通网络建设工程,整合利用现有邮政、供销、交通等物流资

源,支持和鼓励主要乡镇建设一批集客、货、邮等功能于一体的

综合服务平台。

(五)综合交通物流枢纽工程

建设完善郑州航空港、铁路港、公路港,合理布局货运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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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物流园区、配送中心等次级节点,丰富快递、冷链、保税等

功能,持续提升郑州国家中心城市交通物流枢纽功能和辐射能

力。

  专栏2:综合交通物流枢纽重点建设任务

  郑州全国性综合交通物流枢纽

航空港。启动第三跑道前期工作,建成郑州机场北货运区国际货

物转运中心、进口冷链食品批发交易中心、跨境电商物流中心、大型

物流集散中心和中国邮政航空邮件处理中心等五个中心项目,研究推

动河南省快递物流港建设,完善货运仓储、航空维修、客货处理、卡

车运输、信息系统等配套基础设施。依托郑州南站建设高铁物流中心。
完善航空港 “三纵两横”高速公路网和 “四纵六横”快速路网。

铁路港。加快推进郑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二期建设,完善中转调

度、仓储分拨、多式联运等功能,积极开展换装、集批和分拨业务。
建设郑州铁路国际枢纽口岸,支持郑州多式联运监管中心先行先试创

新发展,建成汽车整车进口口岸二期工程,推动铁路一类口岸转型升

级。支持国际陆港公司与沿海港口共建联运专用设施。加快建设中欧

班列 (郑州)“一干三支”铁路海运公路多式联运工程,不断提升中欧

班列 (郑州)运营能力,推动将其培育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和信誉度

的国际著名物流品牌,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公路港。加快郑州国际物流园区内电子商务快递、冷链物流、汽

车物流、医药物流等功能区建设,加强与航空港、铁路港联络通道建

设,吸引国内外知名第三方物流企业入驻建设仓储作业基地。
次级节点。开工建设圃田、薛店、关帝庙铁路物流基地。
区域性和地区性综合交通物流枢纽

提升郑州国际航空物流园区、河南保税物流中心、郑州国际陆港、
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园、郑州国际物流园区等物流园区建设,支

持创建新的一批国家级、省级示范物流园区。

—6—



  (六)交通物流枢纽微循环工程

打通连接枢纽的 “最后一公里”,强化枢纽内机场、铁路货

场、公路货站和物流园区的便利化衔接,着力构建集多种交通方

式于一体的交通廊道。统筹推进京广和陇海铁路郑州段等铁路枢

纽外绕线建设,适时启动大关庄经小李庄至郑州站联络线、郑州

铁路货运环线、建设。实施干线公路城区拥堵路段绕行改建,布

局货运专用通道。

三、提高联运服务水平

充分发挥我市铁路、公路、航空运输优势,加强与沿海港口

功能对接,重点发展空陆联运、公铁联运和铁海联运,不断扩大

和提升我省多式联运规模和服务水平。

(一)空铁联运工程

配合推动省机场集团、航投公司、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

局、郑州陆港公司等进行深度合作,在设施设备、产品开发、对

外营销等方面实现统一规划设计。探索制定高铁货运组织形式、

空铁联运设施标准和转运流程,积极促成郑州南站空铁联运项目

申建国家多式联运示范工程。促进航空港、国际陆港业务衔接,

扩大日韩经郑州至欧洲空铁联运产品规模。到2020年,实现国

际航空货运与国内高铁快运在装载单元、组织形式、流程设计等

方面一体融合,空铁联运规模力争达到20万吨。

(二)铁海联运工程

配合省通过收购、控股或参与建设沿海港口码头等多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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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推动沿海港口功能内移,打造我市对外开放的海洋门户。鼓

励铁路运输企业在沿海主要港口与我市物流园区之间开行小编

组、快运行的集装箱列车,探索铁路自备箱下海、水陆滚装运输

等联运新模式。稳定并逐步扩大郑州-沿海港口-日韩地区的海

铁联运业务规模,开通郑州至保加利亚海铁联运航线。

(三)空路、公铁联运工程

研究组建本土卡车航班公司,加密郑州至北京、上海、广州

及青岛的卡车航班,新开通至长三角、环渤海、京津冀、长江中

游、关中-天水等经济区域和城市群的卡车航班。推动以集装箱

运输和甩挂运输为重点的公铁联运发展,推广多式联运甩挂、企

业联盟甩挂等组织模式。建设公路驿站,发展往返式公路接驳运

输。

(四)一体化服务保障工程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建立以 “一单制”为核心的便捷运输制

度,强化交通、仓储、装卸等环节对接,推进单证单据、设施设

备、组织流程等标准化,实现一站托运、一次收费、一单到底,

力争在郑州国际陆港集装箱铁海联运、公铁联运领域率先实现

“一单制”运输。全面推行货物电子标签制度,对整箱、整车等

标准化货物单元进行统一赋码,推进全链条对接、全过程追踪。

依托河南电子口岸平台,建设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推动通关

模式由关检合作 “三个一” (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

向 “三互”(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转变,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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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通关便捷机制。

四、打造资源共享的交通物流平台

整合信息资源,链接服务资源,拓展需求资源,加快构建交

通物流服务运行平台体系,促进资源共享、高效配置。

(一)专业化经营平台工程

完善区域性、行业性交通物流信息服务平台,依托中原云,

加快建设全市统一的物流云平台,建设承载 “一单制”电子标签

赋码及信息汇集、共享、监测等功能的公共服务平台。鼓励第三

方物流企业建设面向生产制造、商贸流通企业的供应链服务平

台,推动生产、流通环节与配套物流服务数据对接和信息共享。

支持集成综合运输信息、物流资源交易、大宗商品交易等服务的

专业化经营平台建设,逐步推广 “平台+”物流交易、供应链、

跨境电商等合作模式。推动各平台与全省信用信息平台对接,强

化信用记录归集,建立物流企业信用信息档案。

(二)跨平台信息共享共用工程

建立交通物流经营平台与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公安、商

务、银行、保险等相关平台的信息交换通道,实现人、车、货、

账、单等数据互联共享。建立健全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与

国家、省交通运输物流共享服务平台紧密对接,建设郑州市交换

节点,完善物流政务公共信息服务系统、物流商务公共信息服务

系统、政府监管信息服务系统等子系统。依托铁路、公路、民

航、邮政等管理部门和企业已有信息系统,建设一批跨行业、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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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跨区域的数据交换节点,实现交通物流行业信息互联互

通。

五、创新应用交通物流发展新模式

立足郑州实际,改造传统运输组织方式,拓展物流服务功

能,促进交通物流发展向更高水平迈进。

(一)国内国外 “双枢纽”工程

深化与卢森堡货航公司合作,合资成立货运航空公司,推动

郑州机场飞机维修基地等项目落地,推进以郑州为亚太中心、卢

森堡为欧洲中心的货运网络建设。谋划构建中亚航空 “双枢纽”,

探索建立东欧 “双枢纽”,加快美洲 “双枢纽”布局。依托中欧

班列 (郑州),推进与波兰、俄罗斯等铁路公司合资合作,谋划

建设中波、中蒙、中哈等贸易产业园区,构建以郑州为中心,以

汉堡为西欧枢纽、华沙为中欧枢纽、布拉格为东欧枢纽的物流网

络框架。

(二)“互联网+”融合工程

实施 “互联网+”高效物流工程,鼓励在生产、流通、仓储

等单元推广应用感知技术,推动库存、配送信息及时共享、协同

响应,提升采购、运输、仓储、配送等物流关键环节的网络化、

信息化水平。鼓励供应链企业采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分析决策,提

供系统化解决方案。推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应用,

培育智慧物流示范企业,推动物流资源整合,实现物流信息互联

共享。推进 “互联网+全程监管”,充分利用无线射频、卫星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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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视频监控等技术手段,开展重点领域全程监管,建立完善危

险品物流全过程监管体系和应急救援系统。实施智慧物流升级行

动,以各级示范物流园区为重点,支持一批智慧物流应用示范项

目。

(三)交通物流标准化工程

推进交通物流设施设备 (运载单元)标准化、通用化、轻量

化建设,加大国家交通物流标准应用推广力度,推广使用托盘、

集装箱等标准化基础装载单元,研发推广公铁两用挂车、驮背运

输平车、半挂车和滚装船舶等多式联运专用运输装备。支持企业

更新应用集装化、标准化、模块化货运车辆,提高公路集装箱货

车、厢式货车使用比率。选择国家级、省级示范物流园区和大型

货运场站、重点交通物流企业开展标准化试点。

(四)多式联运承运人培育工程

支持有实力的运输企业向多式联运经营人转变,培育无车

(船)承运人等多式联运经营人,深化与DHL (中外运敦豪)、

UPS (联合包裹)、FedEx (联邦快递)、TNT (荷兰天地)、顺

丰、菜鸟、中国邮政等国内外大型物流集成商战略合作,整合物

流服务资源,向供应链上下游延伸,建立全过程物流服务联盟,

提供系统性物流解决方案。

六、强化实施保障

健全体制机制,加强政策支撑,强化组织实施,营造促进综

合交通和现代物流融合发展的良好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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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化市场环境

发展改革、交通运输、商务、工商、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

等有关部门要按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要求,进一

步完善相关领域市场准入制度,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

大限度优化程序,缩短审批核准时间。发展改革等部门要将交通

物流企业信用体系纳入社会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 “信用郑州”网

站。交通运输、工商等部门要加大对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惩戒力

度。交通运输、公安、安全监管等部门要加大公路超限超载惩治

力度,规范收费管理。

(二)形成一体化建设机制

根据省确定的发展格局,市发展改革、交通运输部门要加强

上下衔接,配合省制定完善全国性、区域性综合交通物流枢纽规

划,编制地区性综合交通物流枢纽规划。完善协调调度机制,明

确主要任务和节点时序,统筹推进枢纽场站和物流园区建设,明

确各种交通方式衔接和集疏运网络建设要求,做好与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城乡规划、交通专项规划的衔接工作。

(三)加强政策支持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对交通物流融合发展的支持

力度。发展改革、交通运输等部门要积极申请中央预算内资金、

中央车购税及各专项建设基金补助。财政部门要统筹使用燃油税

转移支付资金和中央车购税等资金,积极支持交通物流公共基础

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平台构建、节能减排车辆更新等领域。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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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部门要合理界定交通物流公益性设施范围,研究出台差别化

的土地政策,在用地指标上给予保障。税务部门要认真落实物流

业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不断降低物流业税收负担。支持交通物流

企业通过发行债券、股票上市等方式融资,鼓励采取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模式进行项目建设和运营,推动交通物流领域面向社会

资本全面开放。

(四)加强组织协调

市政府建立跨行业、跨部门、跨领域的推进机制,统筹组

织、推进相关工作。发展改革、交通运输、财政、商务、工商等

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落实扶持政策,抓紧组织落实本工作方案。

强化政府、企业、中介组织、行业协会等信息公开与共享,形成

上下联动、横向对接、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各级、各有关部门

要及时反馈工作进展情况,遇有重大问题及时向市政府报告。

(五)加大交通物流人才建设力度

由市政府牵头,企业、高校、科研单位加强相互之间的深层

次合作,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实现教学内容与企业管理技术接

轨,培养优秀的企业所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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