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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战略下综合交通格局对武汉功能 

空间的影响
1 

金银，黄亚平 

【摘 要】武汉市作为中部之中，地处京港澳高速及京广铁路构成的“十字形”国家级复合发展轴线交汇处，具

有显著交通区位优势。新时期国家发展战略对武汉的发展提出新要求，同时对区域重大交通设施的建设提供了政策

支持。重大交通设施的供给能够促进城市职能转变，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影响城市功能区空间分布，本文着重探讨

在《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2016-2025 年)》的战

略背景下，分析武汉综合交通格局的建设对武汉城市功能空间的影响与国家发展战略对武汉提出的城市发展要求是

否吻合。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中部崛起，综合交通格局，城市发展 

1、新战略对武汉城市发展提出新要求 

1.1、武汉面临的新发展战略 

1.1.1、《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 

规划范围包括上海、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云南等 11个省市。纲要提出：提升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

加快建设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提升武汉、成都、上海等机场的枢纽功能；全面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走创新驱动道路，发挥东湖高新区示范作用，强化武汉中心城市功能；培育内陆全方位对外开放高地。 

1.1.2、《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 

长江中游城市群包括“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武汉城市圈”，规划旨在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建成第一个跨行

政区域的国家级城市群带动中部地区与东西部均衡发展。该规划为提出的目标定位提出将中游城市群建成“中国经济新增长极”

“内陆开发合作示范区”；将武汉城市圈建成国家先进制造、科技创新、现代服务业基地和中部地区最重要的交通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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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2016-2025年)》 

该规划对接《长江经济带规划纲要》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强调两个重点：第一，将中部建成东部沿海和中西部

的过渡带、沿海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中转站，扭转“不东不西”的尴尬地位。第二，与“长江经济带”的侧重点不同，该规划

主要强调长江中游城市群对中部地区崛起的区域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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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新战略对武汉提出发展要求 

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5年以前我国的区域发展重在国家内部大的结构板块，其发展规划较为粗放：西部大开发(2000年)——振兴

东北(2002年)——东部率先发展(2003)——中部崛起(2004)。 

第二阶段：2006-2013年划定国家主体功能区，如：长三角，长江中游地区，太原地区等，是在第一阶段发展规划基础上进

行细化。 

第三阶段：2014年以后，国家相继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发展战略。 

由我国重大国家发展战略的演变体现了两大趋势：第一，区域发展重点逐渐由各区域独善其身到区域间互联互通，第二，

由内需型和外向型经济并重主导下的区域对外整合开发合作。 

为了响应这两大发展趋势，国家进一步编制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2016-2025)》，在新

的战略背景下武汉的城市功能及空间发展也将发生重大转变。 

1.2.1、对接外向经济合作区域，建设应对全球化的枢纽城市 

国家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意图之一在于开放国家沿海和内陆经济，顺应内需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转型。因此，武汉作

为中部崛起战略支点，长江经济带关键一环，长江中游城市群核心城市，应积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成为区域经济核心以及

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关键环节。武汉应走创新发展道路，转变要素驱动、投资驱动为主的发展方式，大力发展生物医药、节

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现代物流业六大新兴战略性产业；走开放式发展道路，转变城市功能，加快建设国

际化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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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响应对内区域统筹发展战略，打造内陆门户城市 

一方面，以城市群、城市圈为单元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增强区域竞争力的大趋势。实施“中部崛起”、“长江经济带”“长

江中游城市群”等提升国家中部地区区域竞争力的发展战略,仅仅依靠武汉等区域中心城市是不够的。武汉应响应区域统筹发展

战略，提升武汉与各层级区域的一体化发展水平。 

另一方面，武汉的区位优势决定其在中部地区发展中要扮演承东启西，贯南通北的内陆门户的角色；其经济发展水平、科

创实力决定了武汉在中部发展战略实施中的支点作用。 

2、综合交通影响武汉城市功能发展 

2.1、新时代交通方式转变对武汉的影响 

2.1.1、高铁时代 

京广高铁全线贯通，标志着武汉跨入“高铁时代”，武汉作为中部最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汇聚了全国南北向的京广高铁

和东西向的沪蓉客专。目前，武汉到全国主要城市时间大大缩短，武汉与深圳、上海、北京、西安等大城市之间已形成 4 小时

高铁圈。 

2.1.2、城铁时代 

武汉城市圈借助获批国家“两型社会”试验区的契机争取了建设城市圈城际轨道交通网的政策支持，城际轨道交通网建成

后，武汉城市圈形成武汉与周边 8 市的“半小时经济圈”，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后又一个有密集城铁交通网的城市群，随着

城际铁路交通线网的形成,武汉城市圈迈入“城铁时代” 

2.1.3、航空时代 

天河机场将新建 4F 级第二跑道，为国内最高等级，可起降全球最大的飞机 A380。新建 T3 航站楼定位为国际航站楼，计划

新开马尔代夫、东京、吉隆坡、长滩岛、莫斯科、墨尔本、芝加哥 7 条国际航线。天河机场将成为中部最高等级机场，弥补中

西部地区在国家级航空枢纽上的空白，成为北京、上海、广州之后的全国第四大枢纽机场。 

2.1.4、深港时代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推动长江经济轴线成为国家新的战略发展中心，湖北作为黄金水道的龙腰区域，上启龙头（长三

角）下接龙尾（成渝）（王振波，2015）,积极发展武汉新港建设亿吨级大港。 

2.2、综合交通格局发展对武汉的影响 

2.2.1、枢纽地位提升推动城市职能转变 

影响城市职能的因素大体可分为三类：政治因素、交通区位、自然条件。武汉最初是因滨江临水的自然条件而出现的军事

堡垒；后依靠长江航道开埠发展成为内陆的工商业中心；又因长江航运能力下降，加之国家政策指导而发展成为以制造加工为

主的工业城市。由其城市职能发展历史可见，交通枢纽地位的变化是武汉城市职能转变的重要因素。 



 

 5 

重大交通设施的建设和发展态势影响该区域的交通枢纽地位。武汉新港、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米字形”高铁线网、

天河机场的建设完善将使武汉重新成为中部最重要的交通枢纽。武汉应抓住交通枢纽地位提升的契机，转变以制造加工为主导

的城市职能，重点发展科教、金融、交通、商贸职能，巩固工业职能。 

2.2.2、重大交通枢纽带动节点空间的发展 

大型综合交通枢纽，是有几种现代交通方式聚集交汇的城市空间，例如武汉新港深水港口、天河现代航空港、武汉高铁站；

这些枢纽由于自身的高可达性能对周边地域产生很大的“集聚效应”，使得周边地域的用地性质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合理的

规划下布局与各类各等级交通枢纽相匹配，与用地区位相符合的城市功能，成为一定区域范围的中心为其周边区域提供服务。 

例如上海徐家汇聚集了 3条轨道交通线路和几十条公交线路是上海重要的交通枢纽，徐汇区借轨道交通 1号线建设的机遇，

建设集购物、娱乐、办公、商贸、休闲、住宿、餐饮、培训教育为一体的综合性商业区域，形成上海市的城市副中心。 

2.2.3、综合交通廊道引导城市空间的延伸 

由高速公路、快速路、城际铁路线等交通线组成的武咸、鄂黄黄、天仙潜、孝应安四条综合交通廊道比单独的交通线路更

具引导力，才有带动武汉这类特大城市空间延伸的能力。一方面，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各类要素依托综合交通廊道

分布，带动这四条交通廊道沿线城市土地开发；另一方面，交通廊道改变导致武汉三环外城市土地区位、地价改变, 

有助于城市中心区的某些功能区依托交通廊道在城市外围选择更为合适的地域发展，由此带动城市空间沿交通廊道的拓展。 

例如 1947年哥本哈提出的与交通规划相适应的土地利用规划，城市空间沿 5条由市中心放射出的交通线路拓展，市中心与

各放射线上的次中心互动形成“指状”空间布局。 

3、综合交通格局与新战略对武汉城市功能空间要求的耦合 

3.1、交通区位提升与城市多边开放耦合 

3.1.1、增强城市区域担当助力区域协同发展 

第一,武汉作为中部地区沿江临港大城市，应抓住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的建设的契机,担当对“东部沿海”和"西部开发”

的“双向支撑”，助力国家区域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转变，转变长江上、中、下游发展差距大的现状，加强上中下游产业和

资源的区域协调。 

第二，通过长江中游城市群之间的高铁及城铁的建设，增强与武汉城市圈与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的经济联系，

协调三大城市群之间职能互补，引导武汉与长沙、江西走错位发展道路。 

第三，依托城际轨道交通建设，促进武汉城市圈内部资源要素流动，向周边城市转移工业制造业，强化武汉的服务能力。 

3.1.2优化城市“边缘”空间功能结构 

以武汉市为核心的武汉城市圈在地域空间上联系紧密，由明显的地缘优势，但仅仅依靠地缘优势无法形成人口、经济、产

业区域合理分布的城镇密集区。由高速公路、快速路、城际轨道交通、高铁线网组成的四条综合交通廊道强化了武汉市与鄂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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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咸赤嘉、天仙潜、孝应安四大次区域的联合发展。 

东向鄂黄黄地域与武汉实现空间连绵,打破行政界线与武汉跨界交流人口、产业、经济，扩展东湖高新技术园区辐射范围。 

 

南向增加拓展储备空间吸引力，引导武汉与咸赤嘉次区域对向发展，培育科教创新聚集区。 

西向强化常福、蔡甸两条发展轴，发展先进制造产业集群。 

北向拓展临空产业空间，延伸临空产业发展轴对接孝感地区。 

3.2、交通枢纽建设与新兴战略产业空间耦合 

3.2.1、依托航空枢纽提质扩张临空产业板块 

《武汉综合交通枢纽总体规划》指出：天河机场将成为中部最高等级机场，成为北京、上海、广州之后的全国第四大枢纽

机场,天河机场的建设运营带来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便利的交通、通信条件。机场相关服务和产业又扩大了地区的就业和居住人口

规模，针对这些人口的扩大而增添的商业和社会服务设施，又进一步改善地区的服务条件，最终形成功能完备的空港新城，包

括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航空产业新城、新港空港综合保税区等新型城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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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武汉将改建江夏山坡机场，建设江南机场国际航空物流港。国际航空物流港周边区域将形成以中转配送、采购、增

值加工、仓储、信息服务为一体的现代物流中心。 

3.2.2、依托新港沿江分类聚集新兴产业集群 

武汉新港根据其空间分布可分为东、中西、西南三大港群板块，这三大根据其主要货运类型和与之相协调的临港产业园主

导产业，将带动不同性质的产业空间发展，促使石化加工、钢铁深加工、装备制造、汽车制造等一系列产业依托港口群分类沿

江聚集。形成以中西部港口群为依托的新港现代服务业板块；以及以西南部港口群为依托，以汽车、机电、机械制造等产业为

主导的先迸制造产业集群板块。以东部港口群为依托的钢铁、石油化工运输的现代物流业产业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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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依托城际站点疏散城市中心区产业空间 

城际铁路与干线铁路相比交通联系跨度并不大，但网络化、公交化运营使其主要优势。在城市区域化发展的背景下，城铁

线路的延伸有利于加强中心城市与外围圈层的经济社会联系，其作用主要依靠城际站点对周边地域的辐射作用实现。城际站点

不仅能够为周边小城镇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有利于沿线优势资源在区域范围内的合理配置，使得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的产业

层级分明，结构更为合理。 

光谷火车站地处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规划范围内，是武黄城际铁路位于武汉市内的一个城际车站，未来将是集城际铁路、

长途汽车、城市轨道、常规公交等多种交通方式为一体的综合交通枢纽，是武咸城际、武黄城际铁路、地铁线路、BRT的重要节

点；此外临近光谷火车站将配套新建关山长途汽车站；因此，光谷站及其配套设施的建设，将增强该节点的集聚功能，有利于

缓解高新区建成区过于集中于规划范围西部，东部吸引力不足的问题，带动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在规划范围内均衡发展，提升

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的自身功能。 

3.2.4、依托高铁枢纽协调配置周边用地功能 

武汉一西安的铁路客运枢纽方案一按四主（武汉站、汉口站、武昌站、武汉西站）两辅（流芳站、汉阳站）规划布局。大

大改善了汉阳的客运能力，均衡了武汉三镇的客流，带动汉阳地区的发展。同时，武汉西站将结合中法生态城发展节能环保、

生物医药等新兴战略性产业，建设聚合国际先进的生态、环保、节能技术，重点发展研发设计、健康医疗、节能环保、信息电

商、文化创意、教育培训、生态旅游等产业的智慧创意产业中心，成为引导城市向西南方向发展、对接天仙潜的重要空间节点。 

3.3、交通廊道延伸与城市新型功能 

空间耦合 

3.2.1、自由贸易区 

优化东西湖、东湖高新、武汉临空港开发区三大保税物流园区的交通多式联运，强化申报自贸区的基础。武汉依托现有的

苓大综合保税物流园区的基础，积极申报我国首个内河自由贸易区，保税物流的发展是自贸区发展的基础，武汉发展保税物流

需加强综合交通联运节点建设，重点突破铁水联运、江海航线联运，在全国范围内将武汉建设成对接东部沿海和西部内陆的中

部物流转运枢纽；在世界范围内建成国际中转、配送、采购枢纽城市。 

3.2.2、临港经济区 

武汉作为黄金水道沿岸深港城市，通过武汉新港建设提升港口现代化水平和服务功能,推动发展沿江“港产城一体”的临港

经济区。如：阳逻新港、阳逻新城以保税物流、钢铁及深加工、重型装备制造为主导产业；汉口北港、汉口北产业园以钢铁深

加工、物流（市场、建材等）、商贸服务等为主导产业。 

4、结语 

国家重大发展政策的转变对区域核心城市的战略定位、城市职能、城市空间布局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国家强调区域均衡发

展和经济外向型发展的背景下，武汉作为中部地区增长核心、黄金水道沿岸大都市，其城市发展必然顺应国家发展政策要求。

但是实现发展政策的目标要求都需要多方面因素的支撑，武汉作为依靠区位优势和交通条件发展繁荣的城市，其综合交通格局

的改变必然对城市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9 

本文探讨了涉及武汉的国家发展政策提出的城市发展目标和城市综合交通格局对城市功能及空间发展呈现吻合的态势，也

就是说武汉综合交通格局的发展有利于推动武汉巩固城市圈中心城市地位，建成中部崛起战略支点和长江中游核心城市。 

但由于有部分规划政策尚未正式出台，且目前文章分析的综合交通格局仅限于规划格局，在未来规划实施多有变数，因此

本文分析的发展政策与交通格局的耦合关系未必完全成立，亟待规划进一步实施后再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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