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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投资一千亿构建大枢纽 

李晓明 

【摘 要】2003 年春节刚过，重庆市政府便将交通问题摆上议事日程，确定了 2010 年前重庆市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的总体目标:构建综合运输主通道，建成长江上游的交通枢纽，以图加快推动重庆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重

庆直辖市的重要作用。为此，重庆在今后的 8到 10年内将“五管齐下”，投资 1 000 亿元人民币建设长江上游的交

通枢纽，为实现“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的目标奠定基础。 

现存问题与发展机遇是直接诱因 

在我国的大城市尤其是直辖市当中，重庆的交通方式可以算是最多的: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管道、轻轨，还有在大城

市中重庆唯一具有的索道。 

但是，重庆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对外交通出口不足，交通主骨架尚未形成。目前，铁路对外有南、西、北 3 个方向的出口，但缺少向东的出海大通道，高

速公路主骨架还处于建设中，对外公路快速通道尚未形成; 

网络发育程度低，抗御灾害能力弱。现有公路网密度仅 33 公里/百平方公里，虽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1 公里/百平方公

里)，但人均公路拥有量还是低于全国水平。 

而且，在现有公路中，低等级(三、四级和等外级)占总里程的近 91%，山岭重丘地区道路地形、地质条件恶劣，交通常因自

然灾害中断，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水运运力过剩，需要进行结构调整。水运受公路、铁路竞争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呈现萎缩态势，客、货运力明显过剩，

水运企业结构调整显得十分迫切。同时，三峡库区港口复建工程也进展缓慢。 

“十五”期间，是我国实施第三步战略目标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起步阶段，重庆市将这一阶段定为自身综合交通发展

的攻坚阶段。因为，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主要任务之一，国家对基础交通建设政策扶持将升

重庆市交通建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难得的政策机遇。 

而经济的发展以及重庆在西部地区的地位则为重庆打造长江上游的交通枢纽提供了充足的理由:预计“十五”末全市客运量

将达到 81860万人次，货运量将达到 36700万吨，分别比 2000年增加 42%和 32%。 

其中，公路客运量将达到 76500 万人次，货运量达到 32000 万吨，分别比 2000一年增加 43.9%和 35.1%;铁路客运量将达到

3000 万人次，货运量达到 3400 万吨，分别比 2000 年增加 41%和 21.90%航空客运量将达到 360 万人次，比 2000 年增加 29.5%;

水运客运量为 2000万人次，货运量为 1300万吨，分别比 2000年下降 10.8%和 6.6%。 

从以上数据看出，除了水运受三峡工程影响及其他交通方式的瓜分而有所下降，其他几种交通方式均会发生较大幅度的增

长。重庆之所以要打造长江上游的立体交通枢纽，除了提高自身竞争力，占领未来的潜在市场恐怕也是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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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打造“长江上游的立体交通枢纽”，重庆提出了“五管齐下”策略 

到 2010 年前后，新建高速公路 1600 公里、高等级公路 3000 公里，使重庆的高速公路和高等级公路总里程分别达到 2000

公里和 6000公里，形成全市完善的高速公路主骨架网络和高等级公路网络; 

充分利用三峡工程成库的机会，大力疏浚航道，加快港口建设，使集装箱吞吐能力由现在的不足 10万标箱达到 120万标箱，

建成长江上游内河航运中心; 

在现有 4条铁路的基础上，加快建设 4条铁路，力争在今后六、七年形成铁路枢纽; 

加大机场改造力度，使重庆机场在 2004年达到吞吐 1500万人的能力; 

抓住国家西气东输的机遇，加快建设畅达的管道运输。 

公路:立体交通枢纽的重头戏 

重庆市交通委员会负责人介绍，到 2010 年，重庆公路建设要实现“两个 2000 公里”目标，高速公路形成“两条环线、八

条射线”的高速公路体系，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 2000公里。 

在 8年投资的 797亿元公路建设资金中，高速公路投资约 546亿元，地方公路投资约 251亿元。 

两条环线高速公路由国道主干线在重庆市主城区的过境路段组成，西部通道绕城高速将把北碚、江津、巴南、南岸、江北、

渝北等“掉角儿”的主城区外围全部串联起来，组团连接成一个整体，全长约 180公里。 

8 条射线分别是重庆至成都、重庆至四川遂宁、重庆至四川南充、重庆至四川邻水(通向陕西)、重庆至湖北(规划中有两条

高速公路，一条在长江北岸，为万宜高速公路，一条在南岸，从邻水-垫江-忠县-石柱-湖北利川)、重庆至长沙大通道、重庆至

贵阳、重庆至四川泸州(规划中的东南亚出海通道)8条高速通道。此外，还将增加万州至湖北刘家垭口、垫江至湖北利川、万州

至开县等 3条高速公路。 

这 8条通道全部打通后，无论是连接西部各省，还是通向东南沿海，重庆都将成为连接东西部的交通枢纽。 

就具体项目而言，近期主要是确保在建的重庆至四川邻水(重庆段)、长寿至梁平公路、梁平至万州公路、渝黔路二期和綦

江至万盛公路在“十五”期间全部建成，同时力争 2005年前开工、2010年前建成合川至四川南充高速公路(重庆段)、重庆至四

川遂宁高速公路(重庆段)、重庆至长沙通道、万州至湖北刘家垭口高速公路、垫江至湖北利川公路(重庆段)、西部通道重庆绕

城高速公路、万州至开县公路等 7段高速公路。 

重庆市还计划在“十五”期间或“十一五”初期开工建设重庆至泸州公路(重庆段)、万州至苏拉口段高速公路。 

到 2005年，可以取得阶段性成果:建成渝邻(重庆-邻水)、长梁(长寿-梁平)、梁万(梁平-万州)、渝黔二期和綦万(綦江-万

盛)等 5条高速公路，约 315公里;同时加快建设万开、渝遂、重庆-长沙通道、外环、重庆-庐州、万州-宜昌、垫江-忠县-石柱

-利川等 8条高速公路。 

为保证提速计划如期实现，重庆市 2000年规划的所有高速公路项目，都必须在 2007年前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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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0年前，重庆还计划新增高等级公路 2000公里以上，所有行政乡镇及 90%以上的行政村通公路，形成较为完善的公路

网络。 

而今年，作为“打造立体交通枢纽”计划的第一年，101亿元的投资也创下了历史之最。 

这 101 亿元巨资，主要投向高速公路和地方公路。据重庆市交通委员会领导称，万梁高速和梁长高速，今年底必须实现初

通;除了已开工的武胜-合川高速公路，重庆今年还将启动另几条高速公路的建设。 

今年新开工建设的公路项目主要有:万开(万州-开县)、渝合二期(合川-四川武胜)、渝遂(重庆-遂宁)、重庆-长沙通道界石

-南川-水江段等 4条高速公路，同时，重庆-长沙通道秀山-洪安段，也将提前到今年开工。 

作为万(州)达(川)高等级公路的一部分，万州至开县高等级公路建设将率先启动。据悉，万开高等级公路全长约 40公里，

总投资 20亿元。 

该路将洞穿隔在两地间的大山，形成重庆市公路建设中长度空前的公路隧道，最长的两座隧道长度分别达 4000多米和 9000

多米。 

万开高等级公路还仅仅是万州规划中“一环四射”公路网中的一条。根据规划，万州还将建设两座公路长江大桥。“一环四

射”建成后，万州将成为库区拥有跨江大桥最多的城市。 

由于今年是“8小时重庆”的竣工年，重庆市交委下了死命令:国道 319线涪陵-秀山段、省道 202线城口一开县段，务必在

今年底实现初通。届时，秀山、城口等到重庆主城区，完全可以控制在 8小时以内。 

而在县际公路、农村公路、山区公路的建设方面，主要任务是提高现有公路等级和通达深度，增加公路网密度。 

在 2010 年实现所有的县际之间、高等级、出境公路有一条二级以上的公路相连，新增高等级公路 2000 公里以上，所有行

政乡镇及 90%以上的行政村通公路，形成较为完善的公路网络。 

[近期开工和前期筹备项目] 

公路 

重庆-遂宁公路:高速公路 110 公里，计划 20肠年开工。 

上海-成都公路垫江-邻水支线:高速公路 7公里，计划 2004 年开工。 

重庆主城过境外环公路(二环)=高速公路约 200公里，争取“十五”开工。 

重庆-长沙公路:高速公路约 400 公里，争取“十五”末或“十一五”初开工建设重庆至武隆段。 

上海-成都公路万州一巫山段支线(接宜昌):高速公路约 215公里，争取“十一五”开工。 

江津-合江公路:推进前期工作，争取“十一五”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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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陵-秀山公路 2004 年完成国道 319 线涪陵-武隆、武隆绕城线、彭水-黔江、黔江-酉阳、酉阳-秀山段胡 3 公里二级路改

建。 

开县一城口公路:2004年完成马鞍-汉丰、大进-通渝隧道南口、通渝隧道、通渝隧道北口-鸡鸣 75公里二级路新改建。 

铁路 

渝怀线(重庆至湖南怀化):国家 1级干线，预留复线条件，一次建成电气化。全线正线建筑长度约 640公里，其中重庆境内

45。公里。该线与遂渝线的建设将形成川、渝东通道，完善西南路网布局，同时对促进沿线地方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该项

目已于 2000年底开工，2005年底全部竣工。 

遂渝线(四川遂宁至重庆):国家规划的快速铁路。线路建筑长度 142 公里，其中重庆境内 104 公里。该线较成渝线短!50 公

里，功能以客运为主，与渝怀线共同形成川渝东通道。该项目拟于“十五”期内建成。 

重庆枢纽:结合渝怀、遂渝、兰渝线的引入和集装箱运输的发展改扩建重庆枢纽，重点建设江北新客站和集装箱运输网络重

庆节点站。集装箱运输网络点站近期按 400 万吨/年吞吐能力建设，远期按 900 万吨/年吞吐能力控制，逐步成为重庆及周边地

区及长江上游国际集装箱的主要设施。江北新客站近期设 6个站台，13条到发线，今后逐步形成枢纽内主要客站。 

万枝(宜)钱(重庆万州至湖北宜昌):国家规划的铁路网主骨架重庆到上海沿江铁路一段。万枝线起于达万铁路万州站，在万

州跨长江，经湖北利川、，县施到宜昌。全长约 45。公里，争取在“十五”期间开工建设。 

兰渝线(甘肃兰州至重庆):连接西北和西南的一条大通道，该项目争取在“十五”期内完成前期工作。 

涪利线(重庆涪陵至湖北利川):国家规划的沿江铁路的辅助通道，全线长 208公里，争取 2010 年前开工建设。 

南涪线(南川至涪陵):万盛至南川铁路的延伸，全线长 89.8 公里。该线与渝怀线连接形成重庆境内铁路大环线。该项目争

取“十五”期间开工建设。 

民航 

江北国际机场:国家规划的干线机场，按国家规划，要尽快完成改扩建，增强枢纽功能。 

“十五”期间要完成航站区配套设施改扩建工程，建设内容是航站楼(6.4万平方米)、机坪、停车场、货运仓库以及相应配

套设施。本期工程建成后，将形成年旅客吞吐能力 700万人次，年货运吞吐能力 18万吨。 

黔江舟白机场:建设!条长度为 1800米的跑道，以及相应的航站区和配套设施，“十五”期间开工建设。 

水运 

重庆港:重庆汽车滚装码头;寸滩港区。 

三峡库区港口复建:重点抓好万州港、涪陵港复建，确保奉节、巫山、云阳、，忠县、石柱、丰都 6 县(自治县)2003 年各完

成 1个客运和 1个货运码头的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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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航道:“十五”期间，国家将重点整治长江中上游航道，重庆市要积极配合国家做好长江干流忠县以下航道治理工作。 

嘉陵江航道对嘉陵江进行航电结合梯级开发。 

乌江航道:完成乌江河口段(了公里)治理项目前期工作，2002年开工建设。 

管道 

忠县-武汉输气管道起点为重庆忠县，途经重庆市石柱县，末端为湖北省武汉市，全长 695公里，输气能力为 30亿立方米/

年。 

兰渝偷油管道起于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北淮油库，途经甘肃、陕西、四川 3省最终到达重庆。管道干线全长 1242公里，其

中重庆辖区 115公里，入渝设计年输油量为 250万吨。 

县际之间的公路连接也是重点，因此，重庆将在今年开工建设此条县际公路，里程达 1000 公里。这些公路包括合川-潼南、

大足-内江、奉节-巫溪等路段。 

为加强不同运输方式的交汇或转换，重庆还将建设一批节点枢纽，特别是客货运输量较大的站场设施。水路:打造长江上游

航运中心 

重庆的水路交通建设将以发展重庆、带动周边和实现共同发展为出发点，以长江、嘉陵江和乌江航道及寸滩港区等基础设

施建设为重点，通过结构调整和实施信息化战略，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航运市场体系，力争在 2010年把重庆建设成

长江上游航运中心。从今年开始到 2010年，重庆市水路建设总投资约 147亿元(其中船舶技术改造约 27亿元)。 

具体的航道规划是:以长江干线、嘉陵江、乌江水运主通道和渠江、小江、大宁河等“三主三干”航道为骨架，其它五、六

级航道为基础，形成干支相通、通江达海的叶脉型航道体系;在港口建设方面，将以重庆主城、万州两个主枢纽港和涪陵、江津、

奉节、合川、彭水 5 个重要港口为中心，以其他县城港及集镇港等中小港口为基础，形成层次分明、布局合理、大中小结合的

港口群。 

集装箱运输的快速发展是一个地区经济繁荣程度和物流业发达的标志，也是港口现代化的必然趋势。重庆市即将对九龙坡

港区集装箱码头进行技术改造和扩建，将建成 1000 吨级集装箱泊位 3 个，新增能力 15 万标箱。工程投资约 2 亿元人民币，将

在 2003年底完成。届时，它将成为重庆交通枢纽中内河航运中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重庆市的另外一个重要港口-蓝家沱，重庆港务集团已于去年底决定投资 1.2亿元，对它进行全面改造和扩建，将其建成

西南地区的大型件、散货主枢纽港区，实现年通过能力 300万吨的目标。 

据了解，蓝家沱港区全面技改工程分为两期进行。一期工程项目为:四大中心(70万吨级钢铁原料中转配送中心、30万吨级

煤炭中转配送中心、30万吨级农用化肥中转配送中心、70万吨级化工产品中转配送中心);两大基地(50万吨级露天仓储基地、5

万吨级大型室内仓储基地);5 座码头和 6 个泊位，还有与这些功能配套的数 10 台装卸设备、电子商务交易设施等，年通过能力

可达到 200万吨。二期工程将再扩建一座百万吨级的码头。该方案拟于今年动工，4年左右时间建成。 

蓝家沱港区系上个世纪 60 年代末建成的战备港区，位于长江北岸江津市境内的德感工业园区，现可供 3000 吨级船舶常年

靠泊作业。三峡工程完工后，万吨级船队可直达港区，水路距重庆主城区仅 79 公里，陆路 50 公里，是水陆联运、中转、仓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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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想之地，亦是辐射川、黔、滇的重要水上门户。 

据重庆港务集团董事长张延礼介绍，蓝家沱港区扩建工程完工后，将成为渝、川、黔、滇的大宗货物集散地和西南地区最

大的农资批发交易市场，下一步拟将化肥中转运输、仓储、销售结合起来，引人电子商务，形成化肥装卸、仓储、配送、交易

一条龙服务体系。 

据了解，目前重庆市年通过能力达到 100 万吨的港口只有九龙坡港区、万州港和蓝家沱港区。通过一系列的改造和扩建，

重庆市港口将新增货物吞吐能力 4800万吨，从而使重庆全市的港口货物吞吐能力突破 1亿吨。 

铁路:“一环八射”规划形成 

到 2010 年，重庆将成为国内铁路枢纽，届时有 8 条铁路穿过该市，形成“一环/八射”的铁路网络，使该市铁路总里程达

到 1448公里，其中环线铁路里程有 164公里。来自有关部门的消息称，“一环/八射”铁路网规划已经形成。 

这 8 条铁路包括:已建成的成渝、渝黔、襄渝、达万铁路;将在 20 仍年建成的渝怀、渝遂铁路;在 2010 年前建成的重庆-兰

州、万州-宜昌铁路;加上长度为 164 公里的环线枢纽铁路(已建成 100公里)。 

再过 7年，无论在重庆市内走，还是走东南西北，都有快捷的铁路通道。目前，在建的渝怀铁路正加紧建设步伐，渝遂(重

庆-遂宁)、万宜、万州-湖北宜昌)铁路也紧锣密鼓筹备开工。 

配套保障措施出台 

2003 年 4 月 6 日下午，国家开发银行与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市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在海逸酒店签订合作协议，该行将在

未来 7 年内提供 300 亿元中长期贷款和 60 亿元软贷款，支持该市建设“二环/八射”的高速公路网络。国家开发银行还将为重

庆市交委及高发司提供财务顾问等金融服务，在融资方面展开全方位合作。 

当然，国家开发银行汉仅是资金来源之一，如此浩大立体交通枢纽工程，在建设资金来源方面必须实行“立体化”—在已

拟定的《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综合交通发展重点专题规划》中，着重提出要“积极推进交通设施投融资

体制改革，实行交通运输投资主体、投资渠道与投资方式多元化政策，以筹措建设资金，推动运输市场化进程，发挥市场对投

资活动调节作用”。 

具体方式大致有: 

确立政府基金-盈过实施费改税确立政府基金的稳定来源，用于完全公益性项目的投资和公益兼经营性的部分投资资金;利

用好国内外资金-做好争取利用国外金融组织、国外政府贷款以及国内金融机构贷款的工作，同时采取更加灵活务实的政策，吸

引国内外资金参与重庆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经营; 

鼓动交通建设与土地连带开发一一制定交通建设与土地开发的合理连带投资政策，促进交通发展。 

“随着交通建设步伐的加快和 1000 多亿元的投资，我相信，李白诗中讲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将成为过去”，重庆市

副市长黄奇帆对此充满信心。 

根据区域竞争力理论，城市基础设施、区位和环境状况直接影响着城市产业化的聚集状况，城市基础设施所带来的城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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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潜在盈利机会和良好预期，将提高该城市的吸引力和聚集力，驱动该城市以外的人、财、物不断向该城市聚集，从而不断

壮大城市的产业规模。由此看来，重庆市建设长江上游立体交通枢纽的最终目的，还是要打造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