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设加快

本报记者 李嫒嫒

10月24日，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的意见。 其中提出，到2035年，主骨架全面建成，网络韧性显著增强，基础设施质量和安全、智能、绿色水平达到世界前列，有力支撑“全国 123出行交通圈” 和“全球123 快 货 物 流 圈 ” 构建，为基本建成交通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主骨架空间格局已基本形成

根据上述意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由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中最为关键的线网构成，包括6条主轴、7条走廊、8条通道，连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4极，长江中游、山东半岛、海峡西岸等8个组群，以及呼包鄂榆、黔中、滇中等9个组团，实体线网规划里程达29万公里左右。

经过多年建设，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空间格局已基本形成。截至2021年底，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已建成25.1万公里，约占规划里程86%。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是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通道、国土空间开发的主轴线、国民经济循环的主动脉，也是技术等级最高、运输强度最大的骨干网络。 发展目标方面，到2025年，主骨架能力利用率显著提高，运行效率、服务质量和统筹融合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实体线网里程达到26万公里左右。 “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基本建成，普速铁路瓶颈路段基本消除。 “71118”国家高速公路网主线基本贯通，普通国道质量进一步提升。

到2030年，主骨架基本建成，实体线网里程达到28万公里左右，多层次一体化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基本建成。 到2035年，主骨架全面建成。 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拥有世界一流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全面建成交通强国。

建立完善主骨架建设项目库

上述意见提出，加强主骨架路线联网、补网、强链，提升网络效益。 以国家高等级航道为核心，加快长江干线、西江航运干线、京杭运河等干线航道扩能升级，加快打通长三角、珠三角和支流高等级航道瓶颈节点，积极推进航道向内陆纵深拓展延伸；打造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提升江海联运、铁水联运发展水平；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强化与内地联系综合通道。

同时，提升枢纽能级，加强国际性、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建设，增强集聚辐射能力。 推进广州、深圳、昆明等枢纽机场改扩建，强化国际枢纽机场与轨道交通高效衔接。 依托枢纽机场、主要港口、高铁车站打造一批综合客货运枢纽站场，推进湖北国际物流核心枢纽（鄂州）等建设，完善国家邮政快递枢纽体系。

推进以低碳为特征的绿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港区、机场、公路服务区、交通枢纽场站等近零碳示范区，将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理念贯穿于主骨架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和维护等全过程，降低全生命周期能耗和碳排放。 坚持创新驱动，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线，推动感知、传输、计算等设施与主骨架交通基础设施协同融合建设。

此外，加强建设协同，坚持全网“一盘棋” ，制定出台主骨架路线方案。 开展主骨架适应性评估，摸排铁路能力紧张路段、公路待贯通和瓶颈路段、未达标高等级航道，建立完善主骨架建设项目库，适度超前、科学有序确定建设改造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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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提前终止减持计划及承诺不减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简称同正文）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根据2022年9月2日的减持计划通知，本公司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计划减持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即2,669,655,211股，下同）3%

的A股，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1%的A股、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2%的A股。

●减持计划提前终止及承诺不减持

经综合考虑，复星高科技决定于2022年10月24日提前终止减持计划，并承诺自2022年10月24日起的一年内不减持本公司股份。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自2022年9月14日至2022年9月30日（含首尾两日），于减持计划下复星高科技累计减持本公司39,106,635股A股，约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1.46%。

2022年10月24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收到控股股东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复星高科技” ）关于提前终止减持计划的通知。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复星高科技 5%以上第一大股东 1,009,628,790 37.82%

IPO前取得：868,902,887股，全

部为A股

协议转让取得：41,446,642

股，全部为A股

非公开发行取得：4,773,000

股，全部为A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22,972,

761股，全部为A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71,533,

500股，全部为H股

注：IPO前、协议转让及非公开发行取得的A股数量包含该等股份历年产生的孳息股数量。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复星高科技 1,009,628,790 37.82% -

复星国际有限公司， 复星高科技董事、

监事及高管，及复星国际有限公司董事

及高管

6,387,725 0.24%

复星国际有限公司系复

星高科技的控股股东

合计 1,016,016,515 38.06% —

二、提前终止减持计划及承诺不减持

1、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其他情形：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股东

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

价格

区间

（元/

股）

注1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情

况

当前持股数量

（股）注2

当前持

股比例

注2

复 星

高 科

技

39,106,635 1.46%

2022/9/14

～

2022/9/30

集 中 竞

价交易、

大 宗 交

易

27.54

－

32.75

1,183,229,848

未完成：40,

983,021股

957,129,455 35.85%

注1：减持计划下，通过集中竞价减持本公司26,696,535股A股，价格区间为人民币29.58元/股–30.57元/股；通过大宗交易减持本

公司12,410,100股A股，价格区间为人民币27.54元/股–32.75元/股。

注2：系截至2022年10月24日收市的持股数量及比例，已反映2022年9月30日至10月11日期间（含首尾两日）于减持计划外减持

13,392,700股A股（该等股份为复星高科技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取得）后的情况。

2、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3、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4、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经综合考虑，复星高科技决定提前终止减持计划，并承诺自2022年10月24日起的一年内不减持本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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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9月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2年9月，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及所属子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 ）合并旅客周转量（按收入客公里计）同比下降、环比下降。客运运力投入（按

可用座位公里计）同比下降43.5%，环比下降38.1%；旅客周转量同比下降45.2%，环比下降40.3%。 其中，国内客运运力投入同比下降46.7%，环比下降41.6%；旅客周转量同比下降

47.8%，环比下降43.2%；国际客运运力投入同比上升79.6%，环比上升43.0%；旅客周转量同比上升69.0%，环比上升50.1%；地区客运运力投入同比下降18.0%，环比上升121.9%；旅客周

转量同比下降22.8%，环比上升134.3%。平均客座率为64.5%，同比下降2.1个百分点，环比下降2.3个百分点。其中，国内航线同比下降1.4个百分点，环比下降1.8个百分点；国际航线同比

下降3.5个百分点，环比上升2.6个百分点；地区航线同比下降2.8个百分点，环比上升2.4个百分点。

货运方面，货运运力投入（按可用货运吨公里计）同比下降24.2%，环比上升12.0%；货邮周转量（按收入货运吨公里计）同比下降31.5%，环比上升19.8%；货运载运率为41.9%，同

比下降4.5个百分点，环比上升2.7个百分点。

2022年9月，本集团共引进2架ARJ21-700飞机。 截至2022年9月底，本集团合计运营752架飞机，其中自有飞机303架，融资租赁245架，经营租赁204架。

2022年9月主要运营数据如下表：

本月实际完成数 比上年同期增长(%)1 环比增长(%)1

当年累计

完成数

比上年同期累计增长

(%)1

一、运输能力

1、可用吨公里(百万)2 1,260.4 -35.6 -21.2 13,857.6 -25.9

其中:�国内航线 767.6 -46.1 -38.5 8,322.1 -38.0

国际航线 466.9 -8.0 38.9 5,340.5 6.6

地区航线 25.9 0.4 72.5 195.0 -28.2

2、可用座位公里(百万)3 7,312.2 -43.5 -38.1 75,967.8 -36.8

其中:�国内航线 6,647.7 -46.7 -41.6 72,117.8 -37.4

国际航线 510.1 79.6 43.0 2,771.8 -11.6

地区航线 154.4 -18.0 121.9 1,078.2 -43.9

3、可用货运吨公里(百万)4 601.4 -24.2 12.0 7,019.2 -10.8

其中:�国内航线 169.6 -44.1 -24.4 1,838.5 -39.8

国际航线 421.0 -12.6 38.5 5,091.1 7.7

地区航线 10.8 45.0 28.9 89.6 9.0

二、运输

1、收入吨公里(百万)5 674.3 -40.8 -24.8 7,059.3 -33.2

其中:�国内航线 456.8 -47.2 -37.8 4,720.1 -42.2

国际航线 207.9 -20.5 33.1 2,260.4 -0.1

地区航线 9.6 -24.3 77.9 78.9 -41.9

2、收入客公里(百万)6 4,716.6 -45.2 -40.3 47,681.2 -43.1

其中:�国内航线 4,362.1 -47.8 -43.2 45,966.9 -43.4

国际航线 284.3 69.0 50.1 1,214.9 -16.7

地区航线 70.2 -22.8 134.3 499.4 -53.4

3、收入货运吨公里(百万)7 251.9 -31.5 19.8 2,853.1 -9.0

其中:�国内航线 66.6 -43.3 -2.4 670.5 -31.0

国际航线 182.6 -25.9 30.9 2,152.8 0.9

地区航线 2.7 -27.0 5.3 29.8 1.3

4、乘客人数(千) 3,056.8 -45.7 -40.3 30,758.4 -44.3

其中:�国内航线 2,969.2 -46.6 -41.4 30,259.3 -44.3

国际航线 49.0 87.9 29.8 211.2 -10.2

地区航线 38.6 -24.3 139.1 287.9 -55.2

5、货物及邮件(吨) 65,799.0 -36.1 6.8 688,795.5 -22.6

其中:�国内航线 41,178.7 -42.6 -1.3 405,706.7 -32.3

国际航线 22,859.1 -21.2 26.4 264,035.2 -3.0

地区航线 1,761.3 -18.4 -0.1 19,053.6 3.5

三、载运率

1、客座利用率(%)8 64.5 -2.1 -2.3 62.8 -6.9

其中:�国内航线 65.6 -1.4 -1.8 63.7 -6.8

国际航线 55.7 -3.5 2.6 43.8 -2.7

地区航线 45.5 -2.8 2.4 46.3 -9.4

2、货物及邮件载运率(%)9 41.9 -4.5 2.7 40.6 0.8

其中:�国内航线 39.3 0.6 8.9 36.5 4.7

国际航线 43.4 -7.8 -2.5 42.3 -2.8

地区航线 25.2 -24.8 -5.6 33.3 -2.5

3、综合载运率(%)10 53.5 -4.7 -2.6 50.9 -5.6

其中:�国内航线 59.5 -1.2 0.6 56.7 -4.2

国际航线 44.5 -7.0 -2.0 42.3 -2.8

地区航线 37.0 -12.1 1.1 40.4 -9.6

注：1、运输能力及运输同比、环比单位为百分比，载运率同比、环比单位为百分点

2、可用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用运载吨位数量

3、可用座位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出售座位数量

4、可用货运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载货物及邮件吨位数量

5、收入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乘客及货物）吨位量

6、收入客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旅客人数

7、收入货运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货物及邮件吨位

8、客座利用率指以收入客公里除以可用座位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9、货物及邮件载运率指以收入货运吨公里除以可用货运吨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10、综合载运率指以收入吨公里除以可用吨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以上主要运营数据来自本集团内部统计，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中国北京，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坚持“矿化一体”发展

川发龙蟒发力磷酸铁锂业务

● 本报记者 康曦

基于对新能源行业发展前景的看

好， 手握磷矿资源的川发龙蟒顺势进行

产业链延伸，涉足磷酸铁锂领域。 目前，

公司投建的德阳川发龙蟒锂电新能源材

料项目已完成10万吨磷酸铁锂厂房招标

工作， 研发楼等主体楼宇建设施工正在

有条不紊进行中。

川发龙蟒总裁朱全芳近日在接受中

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受益于新

能源和储能行业的发展， 磷酸铁锂产品

需求旺盛。 公司拥有上游磷矿资源，并深

耕化工行业20多年。 公司将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稳步推进磷酸铁锂项目建设，力

争将公司打造成为国内领先的精细磷酸

盐和新能源材料企业。 ”

多个新能源材料项目落地

在四川省德阳市德阿产业园区，川

发龙蟒计划投资120亿元建设的德阳川

发龙蟒锂电新能源材料项目现场塔吊

林立，各种建材已经入场，工人们在紧

张施工。

德阳川发龙蟒锂电新能源材料项目

包括建设年产20万吨磷酸铁锂、20万吨

磷酸铁生产线及配套产品项目。 其中，一

期项目暂定于2024年12月建成投产，二

期项目暂定于2026年12月建成投产。 该

项目于2022年3月正式开工建设，是四川

省重点推进项目。

朱全芳告诉记者：“一期10万吨磷酸

铁锂项目已完成厂房招标工作， 接下来

会全力以赴确保项目按期达标投产。 ”

同时， 川发龙蟒计划在攀枝花投资

72.5亿元建设年产20万吨新材料项目。

2022年6月， 川发龙蟒全资子公司

攀枝花川发龙蟒与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正式签署了20万

吨/年新材料项目投资合同。 攀枝花川发

龙蟒将在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建设年产20万吨磷酸铁锂、20万吨磷

酸铁生产线及配套设施。项目已于今年7

月底正式开工。

另外， 为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实

现公司产业链固链、强链、补链、延链，

川发龙蟒全资孙公司南漳龙蟒磷制品

拟在襄阳产业园投资建设年产5万吨新

能源材料磷酸铁项目， 同时建设年产

40万吨硫磺制酸项目。 公司全资子公

司荆州川发龙蟒拟在湖北省荆州市松

滋经济开发区临港工业园建设年产5万

吨新能源材料磷酸铁及40万吨硫磺制

酸项目。

完善矿产资源配置

川发龙蟒的磷化工业务主要产品为

工业级磷酸一铵、饲料级磷酸氢钙、肥料

级磷酸一铵等。

为打造新的利润增长点，2021年公

司积极布局增量市场， 通过延伸产业链

切入磷酸铁锂领域。

选择进入磷酸铁锂行业， 川发龙蟒

有自己的考量。 一方面，公司是全球产销

量最大同时也是国内出口量最大的工业

级磷酸一铵生产企业， 而工业级磷酸一

铵是磷酸铁锂的前驱体磷酸铁的重要原

料之一；另一方面，在新能源汽车行业和

储能行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 公司看好

磷酸铁锂市场前景。

“公司拥有上游磷矿资源，且控股股

东磷矿资源丰富；同时，公司正在积极获

取锂矿资源。 因此，公司进入磷酸铁锂领

域在资源端有保障。 ” 朱全芳表示，公司

目前正开展电池级磷酸铁、 纳米磷酸铁

锂材料制备以及湿法磷酸阳离子萃取提

纯的技术研究。

在磷矿资源方面， 川发龙蟒已完成

天瑞矿业100%股权收购。 天瑞矿业主营

业务为磷矿石的采选与销售， 拥有四川

省老河坝磷矿铜厂埂（八号矿块）磷矿

资源， 并已取得生产规模250万吨/年磷

矿对应的采矿许可证。

在锂资源方面，今年6月公司与中创

新航、圣洁甘孜、眉山产投在甘孜州共同

成立的合资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

续。 各方将以合资公司为主体，在甘孜州

投资建设锂资源深加工项目， 开展甘孜

州锂矿资源勘探开发、矿产品贸易、精深

加工等业务， 为公司锂电新能源材料项

目提供原料保障。

华西证券认为， 川发龙蟒持续深化

“矿化一体” 优势，完善自身矿产资源配

置，有助于实现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牧原股份

第三季度净赚81.96亿元

● 本报记者 潘宇静

10月24日，牧原股份发布三

季报。今年第三季度，牧原股份实

现净利润81.96亿元， 同比增长

1097.41%。牧原股份高管近日表

示，随着生猪价格回升，公司整体

盈利状况有所好转。 公司将持续

优化经营管理， 不断提升智能化

应用水平，进一步提高盈利能力。

盈利状况好转

三季报显示， 牧原股份前三

季度实现营业收入807.74亿元，

同比增长 43.52% ； 净利润为

15.12亿元，同比下降82.63%。 其

中， 第三季度营业收入为365.06

亿元，同比增长147.60%；净利润

为 81.96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097.41%。牧原股份称，屠宰、肉

食业务规模扩大。

一季报显示， 牧原股份亏损

51.8亿元；半年报显示，公司亏损

66.84亿元。

牧原股份相关负责人在股东

大会上表示， 公司整体盈利状况

有所好转。随着猪价上涨，现金流

情况持续改善。未来，公司将实施

更加稳健的财务政策， 相关财务

指标将保持在健康水平。同时，公

司将通过优化负债结构、 匹配期

限结构、创新业务路径等措施，进

一步降低财务成本， 提升公司盈

利能力。

从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看，

三季报显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海南鸿宝投资有限公司均

有减持动作。

降低养殖成本

9月份， 牧原股份销售生猪

446.2万头，销售收入为119.59亿

元， 连续三个月销售收入超过百

亿元。 截至2022年9月底，公司能

繁母猪存栏量为259.8万头。

国泰君安农业研究团队称，

牧原股份9月份能繁母猪存栏量

相较6月份回升12.5万头。随着前

期生猪价格回升， 公司现金流持

续好转。 预计今年年底公司生猪

养殖产能可达7500万头左右。 公

司拥有低成本优势， 且养殖成本

仍存在一定的下降空间。

天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农

业及新兴产业首席分析师吴立表

示， 未来一段时间生猪供给压力

有望改善。需求方面，随着天气转

凉，腌腊备货增加，需求将呈季节

性改善。

牧原股份称，公司将持续优

化经营管理，提升育种技术，加

强营养管理、疫病控制、环境控

制等，实施自动化、智能化、标

准化管理，提高生产效率，降低

养殖成本。 公司将不断提升智

能化应用水平， 进一步提高盈

利能力， 降低生猪价格波动带

来的风险。

德业股份

拟投资微型逆变器项目

● 本报记者 吴科任

德业股份10月24日晚间公

告称， 公司拟在海宁市黄湾镇投

资建设微型逆变器生产制造、逆

变器研发项目。今年上半年，公司

销售微型并网逆变器20.09万台，

对 应 销 售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462.02%。

完善产业布局

根据公告， 上述项目总投资

15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不少

于10亿元。 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或自筹资金。 为保障项目实施推

进， 德业股份拟设立全资子公司

海宁德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海宁德业” ）作为项目实

施主体。

资金实力方面，截至2022年

6月底， 德业股份货币资金余额

为 25.50 亿 元 ， 较 年 初 增 长

53.78%。海宁德业计划在2023年

3月底前完成土地摘牌，3个月内

开工建设，自开工之日起24个月

内竣工， 自竣工之日起3个月内

投产。

德业股份表示，受益于全球

光伏新增装机量高速增长 ，光

伏逆变器行业景气度高企。 公

司光伏逆变器产品海外市场需

求旺盛。 公司管理层基于当前

行业环境及前景判断， 本次投

资有利于完善公司产业布局，

引进“高精尖” 人才，提升综合

竞争力。

上半年， 德业股份逆变器业

务实现营业收入11.49亿元，同比

增长198.42%， 占公司总营业收

入比重提升至48.91%，成为公司

第一大业务板块。

全方位扩产

德业股份逆变器业务发展迅

速，已形成储能、微型并网及组串

式并网逆变器三大类产品。

近年来，德业股份保持较快

发展势头。 公司预计今年前三

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9亿元-9.5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24.64% -

137.12%；预计扣非净利润为9.65

亿元 -10.15亿元 ， 同比增 长

156.05%-169.33%。

对于业绩增长的原因， 德业

股份表示， 公司凭借产品安全性

强、性能优秀等优势，深度挖掘存

量市场，积极开拓增量市场，逆变

器业务收入及利润大幅增长。

德业股份看好光伏逆变器市

场前景。 公司9月下旬与浙江省

海盐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

《项目投资协议》，拟在海盐经济

开发区投资15亿元建设组串式、

储能式逆变器生产项目。

2022年半年报显示，德业股

份位于慈溪滨海的 “年产300万

套热交换器系列产品生产线建设

项目” 和“年产71.5万台环境电

器系列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 厂

房建设基本完成，逐步投产。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设加快

10月24日， 交通运输

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

航空局、 国家邮政局发布

关于加快建设国家综合立

体交通网主骨架的意见。

其中提出，到2035年，主骨

架全面建成， 网络韧性显

著增强， 基础设施质量和

安全、智能、绿色水平达到

世界前列，有力支撑“全国

123出行交通圈” 和“全球

123快货物流圈” 构建，为

基本建成交通强国奠定坚

实基础。

● 本报记者 李嫒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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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完善主骨架建设项目库

上述意见提出， 加强主骨架路线

联网、补网、强链，提升网络效益。 以国

家高等级航道为核心，加快长江干线、

西江航运干线、 京杭运河等干线航道

扩能升级，加快打通长三角、珠三角和

支流高等级航道瓶颈节点， 积极推进

航道向内陆纵深拓展延伸； 打造长江

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 提升江海

联运、铁水联运发展水平；加强粤港澳

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强化与内

地联系综合通道。

同时， 提升枢纽能级， 加强国际

性、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建设，增

强集聚辐射能力。 推进广州、深圳、昆

明等枢纽机场改扩建， 强化国际枢纽

机场与轨道交通高效衔接。 依托枢纽

机场、主要港口、高铁车站打造一批综

合客货运枢纽站场， 推进湖北国际物

流核心枢纽（鄂州）等建设，完善国家

邮政快递枢纽体系。

推进以低碳为特征的绿色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建设港区、机场、公路服务

区、 交通枢纽场站等近零碳示范区，将

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理念贯穿于主骨架

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和维护等全过

程，降低全生命周期能耗和碳排放。 坚

持创新驱动，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为主线，推动感知、传输、计算等设施与

主骨架交通基础设施协同融合建设。

此外， 加强建设协同， 坚持全网

“一盘棋” ， 制定出台主骨架路线方

案。 开展主骨架适应性评估，摸排铁路

能力紧张路段、 公路待贯通和瓶颈路

段、未达标高等级航道，建立完善主骨

架建设项目库，适度超前、科学有序确

定建设改造安排。

主骨架空间格局已基本形成

根据上述意见， 国家综合立体交

通网主骨架由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中

最为关键的线网构成，包括6条主轴、7

条走廊、8条通道， 连接京津冀、 长三

角、 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4极，长江中游、山东半岛、海峡西

岸等8个组群，以及呼包鄂榆、黔中、滇

中等9个组团，实体线网规划里程达29

万公里左右。

经过多年建设，我国综合立体交通

网主骨架空间格局已基本形成。 截至

2021年底，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

已建成25.1万公里，约占规划里程86%。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是我

国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通道、 国土空

间开发的主轴线、 国民经济循环的主

动脉，也是技术等级最高、运输强度最

大的骨干网络。发展目标方面，到2025

年，主骨架能力利用率显著提高，运行

效率、 服务质量和统筹融合发展水平

明显提升， 实体线网里程达到26万公

里左右。“八纵八横” 高速铁路主通道

基本建成， 普速铁路瓶颈路段基本消

除。 “71118” 国家高速公路网主线基

本贯通，普通国道质量进一步提升。

到2030年，主骨架基本建成，实体

线网里程达到28万公里左右，多层次一

体化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基本建成。到

2035年，主骨架全面建成。 到本世纪中

叶，全面建成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

体交通网，拥有世界一流的综合交通基

础设施体系，全面建成交通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