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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2012—2020）》批后公布 

《南通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2012—2020）》已于 2013 年 9 月 25 日获得南通市人民政府批复。我局现将《南

通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2012—2020）》进行批后公布。 

联系电话：0513-83534327 

联 系 人：王建国 

通讯地址：青年西路 39 号南通市规划局技术处     

2013 年 10 月 12 日 

    规划范围 

市域：范围覆盖全市域，陆域土地面积 8001 平方公里，由南通市区和 5 个县（市）组成。 

中心城区：南通市城市总体规划中所规定的范围，包括港闸区、崇川区、开发区全部，通州区的金沙镇、五接

镇、平潮镇、平东镇、兴仁镇、兴东镇、先锋镇、张芝山镇、川姜镇，总面积 853 平方公里。 

    规划期限 

近期：2012 年－2015 年 

远期：2016 年－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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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景：展望 2030 年及以后一段时期 

    规划目标 

本次规划将努力使南通市综合交通达到以下目标： 

2020 年南通市综合交通发展目标一览表 

总体目标 战略目标 约束目标 

外畅 

内达 

外部加强与长三角城市的沟通，

全面融入上海 1 小时“交通圈”，增

强城市中心辐射力；内部道路网

络功能完善、结构合理，居民出

行便捷，交通拥堵现象显著减少；

城市内外交通衔接顺畅。 

1. 市域范围内在长三角城市间一日往返的快速、便捷交通网络； 

2. 中心城区至长三角核心城市 90 分钟可达； 

3. 中心城区至县市城区 60 分钟可达； 

4. 规划区融入上海 1 小时都市圈； 

5. 机场、港口和重要城镇 20 分钟上高速公路； 

6. 规划区内任意两点之间 60 分钟可达； 

7. 中心城区内任意两点之间 30 分钟可达； 

8. 中心城区内 95%的居民采用公交方式 50 分钟内可达； 

9. 中心城区内主次干路平均行车速度不低于 25 公里/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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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心城区内换乘枢纽内换乘走行时间小于 5 分钟； 

11. 中心城区内路网总体密度达到 7～9km/km2，形成等级合理、功能完善的路网系统。 

集约 

经济 

公共交通优先发展，小汽车交通

有序发展，停车供需比例合理，

各种交通方式运行高效。 

1. 中心城区公交中途站 300 米半径覆盖率大于 70%，500 米半径覆盖率大于 95%； 

2. 中心城区内常规公交平均行程车速提高到 20 公里/小时以上； 

3. 中心城区内客运走廊内有公交专用道的道路长度比例超过 30%； 

4. 中心城区内机动车拥有总量和停车泊位总量比例达到 1:1.15～1.2。 

品质 

优秀 

更加关注慢行交通的发展，交通

事故显著减少，更加关注弱势群

体的出行。 

1. 公交以及非机动车交通方式出行比例之和达到 70%以上； 

2. 车均交通事故死亡率小于 2 人/万车； 

3. 中心城区城市主次干路无障碍设施铺设率达到 100%； 

4. 给予学生老人、生活困难人员更大的出行优惠政策。 

环保 

优先 

建立基于城市环境可持续发展的

交通方式结构，交通噪声、尾气

污染显著降低。 

1. 公交出行比例提高到 20%以上； 

2. 小汽车出行比例不高于 25%； 

3. 主次干路两侧噪音、大气污染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交通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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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枢纽整合战略 

（1）将南通兴东机场融入上海机场群，打造国内干线机场； 

（2）将铁路网建设纳入国家铁路网，建设铁路枢纽城市； 

（3）内外兼容公路场站，完善公路枢纽布局； 

（4）多方式、多流态统筹，促进枢纽整合发展。 

2、港口优化战略 

（1）大力发展沿海港口，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沿江港口，调整不适合发展的沿江港口； 

（2）重点发展公用港区，协调发展业主港区，优先发展沿江集装箱港区，大力发展沿海散货运输港区。 

3、交通转型战略 

（1）实行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的一体化规划； 

（2）划定交通分区，指导城市道路网络、公共交通和停车设施规划； 

（3）建设城市双快（快速路、快速公共交通）系统，便捷居民出行。 

    市域交通规划 

在发展方向上，建设复合通道，由公路、铁路、航道等两种以上方式构成，提供多样化交通选择。 

在规划布局上，构筑两环（南通绕城、扬启）、三射（南通至海安、南通至中部沿海地区、南通至启东）复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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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公路：规划形成“三环、三射、四通道”的高速公路网络，以及“八横十一纵”的一级公路干线网络，全市域建设形

成 11 处公路客运站，13 处公路货运站。 

    铁路：规划一条沿海高速铁路，两条城际铁路（通苏嘉城际与北沿江城际铁路），“一纵两横一环四支线”的普通

铁路以及四条市域铁路的铁路网系统。 

港口：南通港由 9 个沿江港区与 3 个沿海港区组成，充分发挥沟通江海的特殊区位优势，大力推进江海联运，

加快建设能源、原材料综合物流加工基地，加强港口集疏运通道的建设，增强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服务功能。 

航空：参与上海国际航空枢纽和长三角运输体系的分工，拓展干线，强化支线，扩大航空货运，发展通用航空，

把南通机场建成为上海第三机场，使之成为以支线航空和货运航空为主，通用航空为辅的上海国际航空枢纽重要组

合机场。 

航道：规划形成“五横五纵”的五级以上航道网络。 

    中心城区交通系统规划 

1、道路网系统规划 

依据分区、分层交通组织原则，构建体系完善、衔接便捷、等级匹配、交通组织合理、运输高效的道路网络。 

规划中心城区形成“两纵两横一环八射”的快速路网布局，以及“十八横十五纵”的主干路网布局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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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共交通系统规划 

发展目标：建立以轨道交通为城市客运交通骨架，以常规公交为主体，以旅游公交、出租车为辅助的便捷、快

速、高效的公交网络，充分重视客运换乘枢纽建设，便捷各交通方式之间的换乘。 

轨道交通：规划南通中心城区远景年城市轨道交通由 4 条线路组成，总体呈较为均质的网络状布局，线路总长

度约 171 公里。 

常规公交：规划远期南通市区公交线路总长度约为 1780 公里（不计郊区长途公交线路），约 120－150 条线路，

“六纵六横”共计约 144 公里公交专用道，公交枢纽站 12 处，公交停车保养场共 15 个。 

3、城市综合客运枢纽布局规划 

构筑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枢纽设施，支撑城市内外交通高效转换；以枢纽引导用地布局形态，优化公共客运

服务。规划中心城区一级枢纽 3 个，二级枢纽 23 个。 

4、慢行交通系统规划 

改善慢行交通设施，建立以人为本的慢行交通空间，打造“安全、宜人、连续”的慢行交通环境。 

步行交通系统主要包含：19 处城市休憩游览广场、5 处交通和旅游集散广场以及滨水地带林荫步道、商业步行

街、人行道与行人过街横道。 

非机动车道分为：专用非机动车道、隔离非机动车道、划线非机动车道。 



 

7 
 

5、停车设施系统规划 

建立以配建停车位为主，路外公共停车位为辅，路内停车位为补充的停车系统结构。 

为了使停车设施能够更好地满足城市不同区域的交通供应与管理的需要，贯彻区域差别化的停车供应与管理理

念，此次规划综合考虑各交通小区内现状以及规划的用地性质，结合交通分区，将规划范围划分为四个不同类型的

停车区域进行分区考虑。 

远期共规划大型社会公共停车设施 122 处，可提供约 2.12 万个泊位，并结合下位规划予以具体落实。同时结

合城市出入口、轨道交通线路、主要枢纽布局，规划在中心城区外围形成 10 个停车换乘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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