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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印发〈交通强

国建设纲要〉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综

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的通知》精神，加快建设高质量交

通强省，构建吉林省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有力支

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吉林建设，结合吉

林实际，编制本规划纲要。规划期至2035年，远景展望到

本世纪中叶。

一、规划基础

（一）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家有关部委大力支持和全

省上下不懈努力下，我们围绕更好服务“一主六双”高质量

发展战略，全面实施项目建设提速、运输服务提质、行业治

理提升三项工程，提升支撑重大战略、可持续发展、优质服

务供给、行业现代治理和创新发展等五个能力，以打造综

合运输大通道为骨干，以构建多层级综合交通枢纽体系为

主要支点，以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多层次网络为依托，

加快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

综合运输大通道加快构建。“人字形”“双通道”通边达海、

作用更加突出；京哈通道运输能力更加充沛、八车道高速

公路全线贯通；沿边旅游开放大通道加快推进、区域保障

能力不断增强；长白山战略通道不断完善、交通运输服务

和支撑旅游发展更加有力。二是综合交通网络持续完

善。至2022年年底，全省铁路营业里程5152公里，高（快）

速铁路1255公里、连通6个市（州）；公路通车里程10.9万

公里，高速通车里程4395公里、92%县（市）通高速；机场布

局进一步优化，形成了“一主多辅”发展格局。三是运输服

务能力和水平明显提升。长春火车站、龙嘉机场等枢纽实

现“零换乘”。航线网络更加完善，累计开通民航航线223

条，覆盖全国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补链强链工作取得

突破性进展，长春市与哈尔滨市联合荣获国家 2023 年综

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前 10城市。长春—大连、天津铁海

联运外贸实现“一单制”，“长满欧”班列与11个国家30多

个站点连接，“长珲欧”班列开通，实现“借港出海”、内贸

外运,“长同欧”班列顺利开通。四是科技安全绿色发展水

平持续提升。季冻区高速公路抗冻耐久及生态环境保护

关键技术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冬奥版智能动车组亮相

京张智能高铁，红旗汽车获得多项智能网联、电动化重大

技术突破。完成全国“平安交通”安全体系建设试点任务

并推广应用。T2航站楼和鹤大、集通高速等绿色品质工

程建成，城市公交新能源车辆占比不断提升。交通运输发

展有效促进了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提

升了人民群众出行的幸福感、获得感。

与此同时，全省综合交通运输发展与高质量发展和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和短板。

综合运输大通道布局还不完善，综合交通枢纽有待提升，各

种运输方式衔接转换水平还不高，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结构有

待优化、韧性有待加强，国际运输能力和水平有待拓展，交通

运输与相关产业协同融合有待深化，科技创新能力、安全智

慧绿色发展水平还要进一步提升，“大交通”发展体制机制还

需完善。

（二）发展要求
党的二十大，对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和推动东北全面振

兴取得新突破作出了全面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

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强调，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

个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个战略任务，努力走出一

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奋力谱写东北全面

振兴新篇章。我们要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定不移

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吉林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若干政策措施落

地实施。一是深入实施“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需要

进一步优化通道布局、提升枢纽转换能力，提高整体效率、

降低物流成本。二是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推进乡村振

兴，需要继续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进一步扩大路网覆

盖范围，提升交通运输转换效率，构建大容量、低成本、高

效率的运输通道，满足粮食产业链的集疏运需求，着力推

动交通运输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

为安全的发展，巩固提升综合保障能力。三是抓住中俄

“东北—远东”地区互利合作历史机遇，推进扩大高水平开

放，需要持续提升交通互联互通和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

畅通“滨海2号”国际运输走廊，做大做强陆海空交通网络，

提升对内对外互联互通水平。四是加快创新驱动发展，培

育发展新动能新优势，需要交通运输智慧发展，更加注重科

技创新赋能，促进新型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研发推广应

用，加快“数字交通”建设。

（三）运输需求
客运方面，人均出行次数明显增加，预计到2035年旅客

出行量年均增速为3.5%左右。高品质、多样化、个性化的旅客

出行需求不断扩大，高铁、民航、小汽车出行占比不断提高。

特别是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长白山区域出行强度加快提升，与

哈尔滨都市圈、辽中南都市圈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

区之间的中长途出行需求更加旺盛，与俄、朝、日、韩之间的国

际游和沿边游出行将呈现稳步增长。

货运方面，货物运输需求稳步增长，预计到2035年全社

会货运量年均增速为2.5%左右。跨省域中长途大宗物资运输

稳中有升，小型化、多批次、时效强和附加值高的货物运输需

求增加。运输强度分布上，南北方向高于东西方向，集中于哈

尔滨—长春—沈阳—大连、北京方向，以长春为中心向南、向

东方向高于向北、向西方向。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视察吉

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

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

格局，以解放思想为引领，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聚

焦“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和“一圈三区四轴”城镇化布

局，继续优化综合交通网络布局，打造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核心

交通网，做强京哈运输主轴，畅通珲乌国际走廊，强化轴廊间、

市州节点间通道建设，完善枢纽场站布局，推进各种运输方式

统筹融合发展，全力构建“通道+枢纽+网络”的综合立体交通

网络，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

交通体系，努力建设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

合作中心枢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吉林当好开路

先锋。

（二）基本原则
服务大局、服务人民。牢记“五大安全”重要使命，服务

全面振兴，坚持适度超前，推进交通与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促进

军民融合发展，有效支撑重大战略。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

点，稳定有效投资规模，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兼顾效率与

公平、城市与乡村、硬件与软件，促进共同富裕，建设人民

满意交通。

改革创新、增强后劲。坚持创新驱动、综合施策，促进交

通运输发展提效能、扩功能、增动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

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交通运输领域“五个合作”，加强与国

内外互联互通，提高区域运输网络和供应链体系的安全性、开

放性、可靠性。坚持实用科技与前沿科技研发并举，支持先进

技术装备创新应用，强化“数字交通”顶层设计，有序推动新一

代信息技术应用，推进交通运输现代化。

统筹规划、有序推进。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

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结合吉林实际，合理确定

发展目标任务，为交通强国建成贡献力量。加强规划统筹，对

接国家、邻省区综合立体交通网，优化网络布局，创新运输组织

模式，调整运输结构，实现供给与需求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坚

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对上争取、省地共建，优先实施补链、强

链、延链项目，合理安排建设时序，积极稳妥推进项目建设。

强化融合、提质增效。推动融合发展，加强交通运输资源

整合和集约利用，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推动交通运输

与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相互促进。强化衔接联通，提升设

施网络化和运输服务一体化水平，提升综合交通运输整体效

率。推动东北区域交通运输一体化，跨区域的重大基础设施

项目要同步规划建设、同步建成使用、同步发挥作用，逐步实

现规制标准有效对接。

绿色低碳、安全可靠。突出绿色低碳发展，注重生态环

境保护修复，促进交通与自然和谐共生，助力建设美丽吉

林。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质量优先理念，提升交通本质

安全水平，强化服务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安全与应急保障

能力建设。

（三）发展目标
到2035年，基本建成便捷顺畅、经济高效、绿色集约、智

能先进、安全可靠的现代化高质量吉林省综合立体交通网，实

现国际省际互联互通、全国主要城市立体畅达、市级节点通高

铁、县级节点通高速，建成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和东北亚

地区合作中心枢纽，达到“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

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

球123快货物流圈”（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

主要城市3天送达）要求。交通基础设施质量、智能化和绿色

化水平居全国中等以上水平。建成高质量交通强省，为交通

强国作出吉林应有贡献，交通运输全面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有力保障国家安全，支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吉林。

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现代化高质量吉林省综合立体交

通网。出行安全便捷舒适，物流高效经济可靠，实现“人享其

行、物畅其流”，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吉林当好先行。

三、优化综合立体交通网布局

（一）构建覆盖广泛的综合立体交通网
吉林省综合立体交通网覆盖所有乡镇，连接所有县级及

以上行政中心、边境口岸、主要景区等。以统筹融合为导向，

兼顾存量资源优化利用和增量供给质量提升，保持铁路、机

场、航道、邮政网布局稳定，着力补短板、优网络、强支撑、提效

能，主要优化省级干线公路网络布局结构，构建以铁路为主

干，以公路为基础，民航、水运比较优势充分发挥的综合立体

交通网。

到2035年，吉林省综合立体交通网实体线网总规模合计

约12万公里，包括铁路约5900公里（高快速铁路约2000公

里），干线公路约1.96万公里（高速公路约7200公里）、农村公

路约9.3万公里，内河航道约2000公里（高等级航道约630公

里），民用运输机场15个，邮政快递枢纽12个。

（二）重点打造畅通高效的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
根据国家、邻省区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布局，全省国土

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和“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一圈三区

四轴”城镇化发展新格局，结合未来交通运输发展及空间分布

特点，构建“一核一轴一廊五通道”的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

布局，由综合立体交通网中最为关键的线网构成，是对内互联

省域各城镇集聚发展区、主要产业区域和主要口岸城市，对外

互通全国各大区域、城市群及全球主要地区的主动脉，是承担

主要客货运输任务的主廊道，也是各种运输方式资源配置效

率最高、运输强度最大的骨干网络，打造经济和产业发展走

廊，发展通道经济。全省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实体线网里

程1.5万公里左右，其中：高（快）速铁路1730公里、普速铁路

1300公里，高速公路5500公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6000公里，

界河航道510公里。

加快构建“一核”，打造长春都市区1小时交通圈。建设

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主要承载区辐射周边节点、周边节点相互

连通的，综合性、多通道、立体化、大容量、快速化的“环线+放

射”交通网络，助推长春成为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和东北

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的战略支点，更好发挥长春“一主”核心

辐射带动作用。

加快构建“一轴”，打造综合性、多路径、立体化、大容量、

快速化的京哈交通主轴。以长春为核心，覆盖哈长城市群吉

林省主要城市及中部城镇发展区，南连辽中南城市群和京津

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北接哈大齐城市群、中蒙俄经济走

廊，是东北三省重要的客货运输廊道。建设东北三省综合立

体交通网协同发展和国内国际交通衔接转换平台，充分发挥

促进南北互动重要作用，吸引产业聚集、服务开放合作。

加快构建“一廊”，打造多方式、多通道、便捷化珲乌交通

走廊。横贯全省中东西“三大板块”，东起珲春，顺接中俄、中

朝口岸及俄远东地区、朝罗先经济开发区，经长吉图先导区和

“滨海2号”国际运输走廊、东北西部生态经济带，西接蒙东地

区，是吉林省重要的出境运输通道。建设全省综合立体交通

网协同发展和国内国际交通衔接转换平台，充分发挥促进东

西交融的重要作用，带动区域协调发展，服务打造长吉图先导

区。京哈交通主轴、珲乌交通走廊相关路径交汇于长春，构成

“一主六双”的“人字形”“双通道”。

加快构建“五通道”，打造“三纵二横”5条通道。强化东北

地区东部、西部各城市纵向之间联系，加强口岸城市之间及口

岸城市与内地之间的横向沟通，实现轴廊道之间网络化。建

设多方式、便捷化的鹤大、双嫩、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和长白

山、集双通道，便捷人员流动、物流流通，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

源，促进区位优势、特色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支撑

旅游产业等发展。

（三）构建以长春为核心的多层级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体系
依托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系统和吉林省区位优势、交通条

件，结合吉林省国土空间和新型城镇化、“一主六双”、口岸等布

局，构建枢纽集群、枢纽城市及枢纽港站“三位一体”的综合交

通枢纽系统，以大枢纽促进各种运输方式一体融合，全面提高

各种交通转换效率和空间要素配置效率，巩固提升吉林省作为

我国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地位。

构建枢纽集群和枢纽城市。为更好发挥不同城市在人员

交流交往、物流中转集散、优化资源配置等服务功能上的组织

支撑作用，选择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网络节点上的，具备一

定人口规模和产业基础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区域内不同

交通方式衔接顺畅和高效运行具有全局性或重要影响的城市，

规划建设国际性、全国性和地区性（省级）三个层级的综合交通

枢纽城市，形成“一核三群多点”布局，培育枢纽经济，服务城市

高质量发展。“一核”，即立足长春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长

春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三群”，面向东北亚的长春现代

化都市圈、延龙图珲、通白3个枢纽集群，各城市间资源共享、错

位发展，提升发展合力和竞争力，提高国际国内服务功能及区

域内外衔接转运能力。打造一批省级枢纽，建设长白山全国旅

游枢纽，助力打造世界级生态旅游目的地；培育2个地区性口岸

型枢纽、3个地区性枢纽，发展口岸经济，促进对外开放合作。

提升城际城乡服务功能及周边地区衔接转运能力。

优化完善枢纽城市港站布局。以铁路客运站、机场等一

体化综合客运枢纽和铁路集装箱中心站、航空货运中心等大

型货运枢纽为重点，其他一般性运输站场为补充，构建标准统

一、分工合理、高效衔接、功能融合的枢纽港站布局。对于国

家、省各类规划已明确的枢纽港站，相关城市要加快在建项目

实施，推进待建项目申建；对于有关规划尚未明确枢纽港站布

局的城市，各地结合国土空间规划、枢纽功能定位和产业布

局、快速交通方式布局，以及生产生活、商贸流通等需求，充分

利用现有资源整合，进一步明确城市内各场站发展定位和功

能定位，优化城市客货中转设施布局，为枢纽城市创建及港站

建设提供必要条件。

吉林省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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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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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便捷顺畅

经济高效

绿色集约

智能先进

安全可靠

享受1小时内快速交通服务的人口占比

中心城区至综合客运枢纽半小时可达率

综合客运枢纽平均换乘时间不超过10分钟
达标率

重要景区、雪场30分钟上高速公路比例

多式联运换装1小时完成率

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能力利用率

县乡村“客货邮”物流网络覆盖率

主要通道新增交通基础设施多方式国土
空间综合利用率提高比例

交通基础设施绿色化建设比例

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率

重点区域多路径连接比率

综合立体交通网安全设施完好率

目标值

90%以上

90%以上

100%

100%

90%以上

60%—85%

100%

80%

95%

90%

95%以上

95%以上

便捷顺畅。享受快速交通的人口比例大幅提升，所有
县级行政中心15分钟上高速公路、30分钟上火车，市级行
政中心30分钟上高（快）铁、60分钟到机场。重要景区、雪
场30分钟上高速公路。综合客运枢纽平均换乘时间不超
过10分钟，中心城区至综合客运枢纽半小时到达，中心城
区综合客运枢纽之间公共交通转换时间不超过 1 小时。
交通基础设施实现无障碍化，旅客出行全链条便捷程度显
著提高，达到“全国123出行交通圈”要求。

经济高效。综合立体交通网设施利用更加高效，多式
联运占比、换装效率显著提高，运输结构更加优化，县乡村

“客货邮”三级物流网络100%全覆盖，物流成本进一步降
低，交通枢纽基本具备寄递功能，实现与寄递枢纽的无缝
衔接，达到“全球123快货物流圈”要求。

绿色集约。综合运输通道资源利用的集约化、综合化
水平大幅提高。基本实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过程、全周
期绿色化。单位运输周转量能耗不断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强度显著下降，交通污染防治达到全国先进水平。

智能先进。基本实现综合立体交通网基础设施全要
素全周期数字化。基本建成泛在先进的交通信息基础设
施，实现北斗时空信息服务、交通运输感知全覆盖。智能
列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汽车、自动驾驶、车路协同）技术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安全可靠。交通基础设施耐久性和有效性显著增强，
设施安全隐患大幅降低。交通网韧性和全天候通行保障
能力、应对各类重大风险能力显著提升，重要物资运输高
效可靠。建成完善的交通安全监管和救助体系。交通安
全水平达到全国前列，有效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总体
安全。

专栏一 2035年发展目标

1.铁路。铁路网总规模5900公里左右，其中：高（快）
铁网2000公里，布局为“一轴双翼”；普铁网3900公里，布
局为“五纵三横多联”。

2.公路。公路网总规模11.3万公里左右，其中：高速
公路7200公里，布局为“两环九射八纵三横十一联”；普通
国省干线公路12400公里，布局为“两环两射八横十二纵三
十七联”；农村公路网9.3万公里，包括县道、乡道、村道。

3. 水运。航道通航总里程 2000 公里，其中Ⅲ级航道
630公里（松花江干流129公里、嫩江201公里、松花江吉林
省段290公里、鸭绿江10公里）；Ⅳ级航道186公里（松花江
吉林省段约 80 公里、鸭绿江约 80 公里、图们江约 26 公
里）。港口形成以长春港、吉林港、白城港、松原港等地区
性重要港口为骨干，其他地区一般港口为支撑的多层级协
调发展布局。同步推进松辽水系入海新通道（松辽）运河
工程建设工作。

4. 机场。规划机场 15 个，布局为“一主多辅”，“一
主”——长春龙嘉国际机场，“多辅”——中部的吉林、四
平、辽源、榆树机场，东南部的延吉、长白山、通化、白山、敦
化、珲春、集安、长白机场，西部的白城、松原机场。

5. 邮政快递。规划枢纽 12 个，布局为“1+5+4+2”，
“1”——长春全国性枢纽核心，“5”——吉林、四平、白
城、通化、延边 5 个省域交换型枢纽，“4”——辽源、松
原、白山、梅河口 4 个区域集聚型枢纽，“2”——长春、延
边国际枢纽。终端网—邮政快递服务网（站）点辐射城
乡、覆盖所有乡村。

专栏二 吉林省综合立体交通网布局

“一核一轴一廊五通道”主骨架布局，简称“1115”布局：
“1”，长春都市区1小时交通圈，以长春为中心的“环

线+放射”交通网络。包括“米”字型高（快）铁网、“两环十
三射”高速公路网、龙嘉国际机场。

“1”，京哈交通主轴，由5条路径构成，包括其中的机
场、高铁和普铁、高速公路和普通干线公路。路径1：哈尔
滨—长春—沈阳、锦州、大连—北京，南连辽宁京哈主轴、
北接黑龙江同江（抚远）—哈尔滨—北京通道，是国家综合
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京哈走廊的组成部分，是东北三省重要
的客货运输廊道。路径2：长春—双辽—通辽—承德—北
京，是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京延通道的组成部分，
是入关进京的又一通道。路径3：长春—辽源—梅河口—
通化—丹东、大连，“双通道”之白松长通至辽宁大通道的
一部分。路径4：哈尔滨—吉林—梅河口—沈阳，北接黑龙

专栏三 吉林省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布局

江黑河—哈尔滨—吉林通道。路径 5：大庆、哈尔滨—松
原—双辽—康平—承德—唐山—天津，北接黑龙江嘉荫—
伊春—大庆—广州通道、南入京津冀的通道。

“1”，珲乌交通走廊，由 3 条路径构成，包括其中的机
场、高铁和普铁、高速公路和普通干线公路。路径 1：珲
春—延吉—吉林—长春—松原—白城—乌兰浩特，其中：
长春—珲春暨“长吉珲大通道”是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
骨架京延通道的一部分，白城—长春与京哈走廊的路径3
构成“白松长通至辽宁大通道”，形成“双通道”。路径2：长
春—双阳—桦甸—长白山（北）—和龙—延龙图，形成长吉
图先导区和长春至长白山又一条快速通道，与口岸连通更
便捷。路径3：牡丹江（宁安）—汪清—延龙图—珲春、三合
（口岸），加强哈尔滨、牡丹江等地与长吉图先导区前沿窗
口的联系，构建延龙图珲枢纽，服务区域对外开放。

“5”，“三纵二横”5条通道，包括其中的机场、高铁和普
铁、高速公路和普通干线公路，界河航道。

——“三纵”：鹤大通道，连接包括敦化、抚松、白山、通
化在内的东北东部13个城市，对接辽宁大连—丹东—桓
仁—通化通道和黑龙江萝北—鹤岗—牡丹江—大连通道，
以服务东北东部绿色经济带和医药健康产业走廊、大图们
江开发开放经济带、避暑休闲冰雪旅游大环线等为目标，
建设东北东部综合运输大通道。双嫩通道，连通黑河、齐
齐哈尔、白城、通榆、双辽、沈阳等地，是国家“十纵十横”综
合运输大通道黑河至港澳运输通道的组成部分，服务融入

“一带一路”、东北地区西部生态经济带建设，强化西部与
辽中南、京津冀区域交通联系，打造国家级综合运输通道，
适时开辟为对俄又一国际运输通道。沿边开放旅游大通
道，对接辽宁大连—丹东—桓仁通道和黑龙江沿边通道，
依托东北边境风景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道丹阿线（G331）
谋划。提升G331主线通行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同步规
划、适时建设与其连通公路和航道码头、口岸桥，实现各种
运输方式内畅外通、有效衔接，形成沿边地区高质量综合
立体交通网络，服务旅游和经济社会发展。

——“二横”：长白山通道，起于长白（口岸），外通朝鲜
惠山市、金策港，内连长白山、抚松、辉南、伊通、长春、通榆，
止于白城，串联长白山（南、西）、鲁能胜地、向海等众多著名
景区，连接全省近30％的产粮大县，打造成为以长春为主要
支点的旅游大通道、粮食安全大通道、国际运输大通道。集
双通道，起于集安（口岸），外通朝鲜满浦市，内连通化、梅河
口、辽源、四平等地，在双辽与双嫩通道相接，横贯吉辽蒙交
界区域，是重要的城镇化发展带，吉西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
区，“双廊”“双线”“双带”的重要区域，打造成为吉林省中南
部区域的产业通道、城际通道及旅游通道。

“一核三群多点”枢纽城市布局，简称“1+3+N”枢纽
布局。

“1”，建设长春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面向东
北亚开放的门户枢纽，共建“一带一路”重要支点，世界
级冰雪旅游目的地、国内城市与东北亚航线的重要中转
枢纽，东北亚国际多式联运中心、汽车制造供应链组织
服务中心，国家粮食等战略物资集散中心，临空经济、现
代物流领先发展区域，枢纽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重点发
展陆空联运、公铁海联运型枢纽。

“3”，面向东北亚、京津冀的3个枢纽集群及主要功
能定位：

——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枢纽集群，以长春国际性综
合交通枢纽城市为核心，吉林全国性和四平、松原、辽
源、梅河口、公主岭5个地区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共同构
成，形成枢纽网络，助力核心功能实现。吉林，全国性综合
枢纽城市、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城市，与长春一体化协
同发展，建设世界级冰雪旅游目的地，航空物流集散中心、
化工物流集散中心、粮食及农产品物流集散基地、应急物流
保障基地；四平，区域人员中转枢纽，粮食及农产品物流集
散基地、农机及汽车物流中心，与长春一体化协同发展；松
原，中西部地区重要交通枢纽，西部生态旅游门户，粮食及
农畜产品物流集散基地；辽源，全省东南部区域性物流中
心，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东北袜业等物流基地；梅河口，向
南开放重要枢纽，商贸物流中心；公主岭，长春南部物流

专栏四 吉林省综合交通枢纽系统布局

吉林省综合立体交通网2035年主要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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