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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综合客运交通
发展对策研究∗

欧阳剑,周志华
(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３０)

摘要:分析广州航空、铁路和公路客运在大湾区综合客运交通中的构成地位、共享服务水平,

结合新时代大湾区发展要求,分析广州市综合客运交通的差距,认为大湾区机场群国际竞争力韧

性不足、大湾区对外通道标准不高、内部互联互通水平有待提升,提出广州市促进大湾区世界级机

场群建设、提升大湾区整体对外辐射能力、高标准建设大湾区直连直通轨道网络和推进大湾区关

键性对外高速公路扩容提质等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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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超过５０％的经济总量来自湾区,旧金山、
纽约、东京等世界著名湾区、城市群均将综合交通发

展水平作为湾区经济、城市群经济发展的重要组

成[１Ｇ２].近年来,国家相继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

合作总体方案»等政策文件,提出构建粤港澳大湾区

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畅通对外联系通道及提

升内部连通水平,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相关研究提出了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的推进策略[３]、大湾区综合立体交通网战略构

思[４]和大湾区临界地区发展策略[５],但从组成城市

切入分析大湾区客运交通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建议的

文献较少.
广州市历来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交通中心[６],其

综合客运交通发展水平在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中起

到重要支撑和引领作用.近年来,随着对外客运交

通结构性改革的发展,广州水路客运交通不断萎缩,
占综合客运总量的比例已不足千分之一.分析广州

机场、铁路和公路客运发展与大湾区发展要求的差

距并提出发展对策,构建更高质量的综合客运交通

系统,对提升大湾区核心竞争力和辐射带动作用具

有重要作用.

１　广州市综合客运交通发展现状

广州综合客运交通主要由航空、铁路和公路构

成,白云机场旅客吞吐量在大湾区中排名第一,大湾

区的轨道、公路网络均以广州为中心进行组织,广州

是大湾区综合客运交通发展引擎.考虑到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已全面放开,为更好地反映广州

及大湾区综合客运交通的常态化发展水平,主要采

用２０１９年交通数据进行分析.

１．１　机场在大湾区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白云机场是国内三大航空枢纽之一,已建成

２座航站楼和３条４F跑道,是代表国家和大湾区联

系全球的窗口.２０１９年,白云机场年旅客吞吐量为

７３３８万人次,超越香港成为大湾区旅客吞吐量最

大的机场,在大湾区五大主要机场中占３３．４％[７].
机场客流来源中,广州市占６７．８％,大湾区其他

城市占２０．８％,初步具备一定的区域服务功能(见
图１).主要满足旅客长距离出行,９９．７％机场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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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地在广东省以外,其中国内城市占７８．３％,以
北京、浙江、四川三地最多,合计占２８．４％,其余各省

区市均少于５．０％[８].

图１　广州市综合客运交通枢纽客流来源分布

１．２　引领大湾区多模式轨道交通网络加速发展

广州是华南地区最大铁路枢纽,已建成京广(北
京—广州)、广深港(广州—深圳—香港)、贵广(贵
阳—广州)和南广(南宁—广州)４条高速铁路,广
珠(广州—珠海)、广佛肇(广州—佛山—肇庆)、穗
莞(广州—东莞)等多条城际铁路及国内首条跨市地

铁广佛(广州—佛山)线.广州对外轨道线路数量占

大湾区对外轨道线路的６０％,已初步形成以广州为

中心的高速铁路、城际铁路、跨市地铁等多模式大湾

区轨道交通网络[９Ｇ１０].２０１９年,广州铁路客运站客

运量 为 １．４５ 亿 人 次,占 大 湾 区 铁 路 客 运 量 的

５４．９％,在大湾区中居主体地位[１１].
广州南站、广州站、广州东站、广州北站４个铁

路客运站的客流来源中,广州市内占５８．１％,大湾区

其他城市占２８．４％,已成为区域共享铁路客运站的

典范.铁路客流兼顾满足旅客的中短距离和远距离

出行,中短距离出行中,广东省内客流占５６．１％,主
要与深圳、佛山和东莞等大湾区城市联系密切,分别

占１９．０％、１７．６％和６．８％,其余各市均少于３％;远
距离出行中,广东省外客流占４３．９％,主要目的地为

广西、湖南,分别占１１．３％、１０．８％,其余各省均不超

过４．０％.

１．３　已成为大湾区高速公路运输中心

２０１９年,广 州 市 域 内 高 速 公 路 通 车 里 程 为

１０３０km,位居大湾区第一,大湾区已形成以广州

为中心的环形放射公路网格局.构建形成了由广东

省汽车客运站、广州市汽车客运站等２８座汽车客运

站组成的汽车客运站枢纽群,是华南地区公路运输

中心.公路客运量为２．６亿人次/年,占大湾区公路

客运量的４３．０％,在大湾区排名第一.
汽车客运站８０．３％的客流来源于广州本行政

区,大湾区其他城市占１７．４％,具有典型的属地服务

特征.以承担中短途旅途出行为主,旅客目的地

９０．６％在广东省内,其中佛山、深圳、东莞等大湾区

城市占５６．３％(见图１).

２　广州市综合客运交通与大湾区交通发展

需求的差距

　　广州市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发展核心引擎,
立足新发展阶段和贯彻新发展理念,对标大湾区战

略要求查找综合客运交通存在的不足,可助推大湾

区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和建成世界一流湾区.

２．１　大湾区机场群国际竞争力韧性不足

建设世界级机场群是大湾区便捷联系全球的重

要途径.大湾区除香港机场国际竞争力达到全球领

先水平外,广州白云机场、深圳宝安机场、珠海金湾

机场、澳门机场的国际连通度尚处于培育发展阶段.

２０１９年,白云机场的国际及地区旅客比例为２５．５％,
国际通航点为９５个,低于公认的国际航空枢纽达到

４０％和１２０个以上的平均发展水平[１２].白云机场

主要在欧美航点覆盖面、航班频次衔接率等方面存

在不足,不能保障大湾区与全球经济社会往来的多

样化和韧性选择要求.同时,白云机场基础设施能

级不足,远期设计容量为１．２亿~１．４亿人次/年,而
根据大湾区航空出行需求及机场群建设容量[１３],

２０３５年广州需承担１．５亿~２．０亿人次/年的航空

需求,广州机场设施容量存在短缺.

２．２　大湾区对外通道标准不高

畅通大湾区对外综合运输通道、构筑大湾区快

速交通网络是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广

州是大湾区参与国家建设“四级、六轴”国家综合交

通立体网的核心,当前大湾区东往长三角城市群的

沿海铁路、西往成渝城市群的贵广和南广铁路,设计

速度为２００~２５０km/h,技术标准较低,直连直通发

展水平不足,不能满足大湾区与长三角、成渝等国家

重要城市群之间的快速联系[１４].其中广州通往上

海的铁路运行时耗为６．８h,通往重庆和成都的时耗

分别为７．２h、９．１h,不能满足广州与主要国家中心

城市间运行时耗在５h以内的发展目标.

２．３　大湾区内部互联互通有待提升

以大湾区１h交通圈作为衡量标准,广州１h
交通圈仅佛山能纳入,深圳、香港、澳门、珠海在２h
交通圈外.究其原因,轨道方面,广州与佛山、香港、
中山虽然有轨道交通联系,但换乘多、耗时长,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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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区可达性差(见图２),且主要为“点对点”、较低密

度的发车组织服务模式,难以满足“门到门”、高频

次、高品质的大湾区出行需求,如广州南站至香港西

九龙最快４８min,但广州中心区至广州南站需要

５０min,总时长将近１００min[１５];公路方面,由于大

珠江水系的阻碍,网络连通曲折,缺乏与各城市中心

直连通道,主要高速公路均较拥堵,与东莞、中山的

车道负荷指数高于０．９.

图２　广州市与大湾区城市道路及轨道连通路径

３　发展对策建议

顺应粤港澳大湾区综合客运交通发展要求,以
提升大湾区机场、铁路等基础设施能级为基础,强化

不同交通方式间一体化融合,为旅客提供更高品质

的综合客运交通服务.

３．１　促进大湾区世界级机场群建设

加强白云机场与香港机场、深圳宝安机场、澳门

机场、珠海金湾机场和珠三角(广州新)枢纽机场等

协同发展,形成层次分明、分工明确、满足多样化航

空需求的机场群体系,强化机场之间的联络通道,共
建大湾区世界级机场群(见图３).为满足大湾区日

益增长的国内、国际航空出行需求,建议加快推进白

云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建设,在广州东部或南部建设

广州第二机场(或货运专业机场),提升机场基础设

施容量;同时优化空中航线网络,大力开拓国际航

点,重点拓展通达欧美、澳非及南美等地区的中远程

国际航线航班,构筑畅行全球、高效通达的国际航线

网络.

３．２　提升大湾区整体对外辐射能力

加强大湾区与国家重要城市群的铁路直达,重
点谋划大湾区至大西南地区、海峡西岸城市群等的

高速铁路,可重点规划与河源、永州、湛江等方向联

系的高速铁路(设计速度在３５０km/h以上),形成

图３　广州市综合客运交通体系规划图

１０条大湾区对外高速铁路通道,支撑大湾区至广东

省内城市２h互达,至长三角、成渝城市群５h互

达,至京津冀城市群８h互达.建议近期重点推进

广河(广州—河源)高速铁路和贵广高速铁路广宁联

络线建设,向西构建大湾区与大西南地区的陆海新

通道,强化与东南亚、东盟等环印度洋扇面的联系;
向东与海峡西岸城市群联动和对接长三角城市群,
实现对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的发展带动,解决区域

发展不平衡问题.

３．３　高标准建设大湾区直连直通轨道网络

大湾区发展要聚成一个整体,各城市的核心功

能区就要形成有机整体,加快推进广中珠澳(广州—
中山—珠海—澳门)高速铁路、广深港(广州—深

圳—香港)高速铁路广州南至广州站联络线、佛山经

广州至东莞城际、广州轨道２２号线东延线等轨道网

络的高标准规划建设(设计速度在１６０km/h 以

上),通过补链、强网,满足大湾区中心之间的直连需

求,实现大湾区主要城市间１h直连直通.同时将

城际轨道与市域轨道等多网融合促进放在更突出位

置,促进其在功能层次、技术标准、网络架构、运营组

织、换乘衔接、投融资模式等方面形成一致性的机制

和规则;开展大湾区外围城际铁路与大湾区核心城

市的市域轨道共轨进入中心城区建设,一方面盘活

既有城际铁路的运营效益,另一方面推动大湾区通

过功能协调、集约节约的交通复合走廊建设,形成多

模式、网络化的轨道交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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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推进大湾区关键性对外高速公路扩容提质

广州市域内高速公路承担着大湾区乃至广东省

公路网中心的功能,具有车流密度大、过境比例高等

特征,交通容量不足是造成大湾区高速公路网整体

服务水平偏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新建设施投资

大、占地多、周期长等情况下,利用既有存量设施挖

潜改造、扩容提升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建议对大

湾区的京港澳(北京—香港—澳门)、沈海(沈阳—海

口)、广澳(广州—澳门)等国家高速公路进行扩容改

造,确保大湾区战略大动脉畅通.同时夯实公路通

道的连通效率与韧性,重点开展广州至惠州、澳门、
肇庆等方向对外高速公路多通道规划建设,确保广

州与相邻大湾区城市拥有２条以上高速公路,提升

大湾区高速公路对外连通的可靠性.

４　结语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实施离不开广州综合客运

交通的支撑和引领.本文分析广州航空、铁路及公

路等客运方式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结合大湾

区客运交通发展需要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促进大

湾区与全球联系更加高效、便捷.由于水路客运在

广州综合客运交通构成中占比较小,本文暂未开展

分析,下一阶段将补充完善.此外,综合客运交通发

展离不开城市交通“最后１km”的高效衔接,下一步

将统筹综合客运交通与城市内部客运交通的协同,
进一步提升广州市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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