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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和参加十三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

展要求，有效支撑《呼包鄂协同发展规划纲要（2016-2020

年）》（以下简称《纲要》），实现呼包鄂交通运输协同发展优

先突破，立足呼包鄂地区发展定位和发展实际，编制《呼包

鄂交通运输协同发展规划》，规划范围包括呼和浩特市、包

头市、鄂尔多斯市，规划期为 2018-2020 年，部分指标展望

到 2030年。

一、规划背景

（一）发展基础

呼和浩特、包头和鄂尔多斯三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西

部、全国“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包昆纵轴的北端，是

国家呼包鄂榆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能源矿产资源富

集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区，是全区发展基础最

好的区域。截至 2017 年底，呼包鄂地区拥有 3 个机场、民

航旅客吞吐量占全区的 74%，高速公路 1834 公里、占全区

的 29%，机动车保有量 233.9万辆、占全区的 47%，该区域

也是全区最早通动车的地区。但是，随着呼包鄂协同发展的

深入推进，交通运输的发展也呈现了一些不适应。

1、布局性问题

综合交通网络布局与城市空间不匹配，高速铁路建设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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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呼包鄂三市间虽然已经开通动车，但班次少，运行时间

长，呼鄂两地列车全程运行 230公里，运行时间约 2小时。

表 1 呼包鄂动车开行情况

方向 动车（对） 最短用时（分钟）

呼和浩特-包头 13 66

呼和浩特-鄂尔多斯 3 111

包头-鄂尔多斯 / /

图 1 呼包鄂地区现状交通骨架示意图

2、结构性问题

呼包鄂地区交通运输结构性问题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各方式发展不均衡，高速铁路发展滞后。呼包鄂地

区未实现与国家高速铁路网连通，呼和浩特与北京相距不到

500公里，通过铁路到达要将近 10个小时（北京-上海 1200

公里，最快仅需 4.5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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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呼包鄂与周边城市群铁路联系时效性示意图

目前在建的呼张高速铁路设计速度仅 250km/h，呼和浩

特是北京周边唯一没有 350km/h高速铁路与首都直通的省会

城市。直接联系呼和浩特和鄂尔多斯的呼准鄂铁路设计速度

160km/h，无法实现两地间 1小时通达目标。

表 2 北京与周边五省会高铁联系情况

出行方向
里程

（公里）
线路名称

设计速度

（km/h）

运行时间

（小时）
通车时间

北京-呼和浩特 461 京呼高铁 250/350 3 2019年

北京-济南 426 京沪高铁 380 2 2011年

北京-沈阳 709 京沈高铁 350 2.5 2019年

北京-石家庄 281 京石高铁 350 1 2012年

北京-太原
281 京石高铁 350

2.5
2012年

225 石太高铁 250 2009年

二是国际运输发展滞后，对外开放能力弱。呼包鄂地区

国际航线较少，国际客运严重依赖京津冀；与京津冀及沿海

港口通道保障性不强，连通口岸的交通设施水平也不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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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达海不畅。

表 3 呼包鄂地区国际航线开通情况

机场名称 机场等级 国际航线

呼和浩特白塔机场 干线，4E
蒙古（定期）、俄、日、韩、泰、港台旅游

包机

包头二里半机场 支线，4D 蒙古乌兰巴托（旅游包机）

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机场 支线，4E 韩国（旅游包机）

3、衔接性问题

呼包鄂地区交通运输衔接性问题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综合运输枢纽发展滞后，各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目

前，呼包鄂地区综合运输枢纽相对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滞后，

大型枢纽集疏运主要依靠公路，公铁空衔接程度低，尚未形

成严格意义的综合交通枢纽。

表 4 呼包鄂主要枢纽现状集疏运方式

枢纽名称 现状集疏运方式

呼和浩特白塔机场 高速公路、机场巴士

呼和浩特东站 汽车站、公交场站

呼和浩特站 汽车站、公交场站

包头二里半机场 高速公路、机场巴士

包头东站 城市快速路、公交场站

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机场 高速公路、机场巴士

东胜西站 城市快速路、公交场站

二是城市内外交通衔接不畅。近年来，呼、包、鄂三市

均出现不同程度交通拥堵。内外交通衔接不畅，区域交通与

城市交通混行，是造成拥堵的原因之一。以呼和浩特市为例，

现状呼和浩特北绕城（京藏高速）互通间距较大，其中呼和

浩特东互通、呼和浩特互通间距达到 20公里1。互通间距大，

1 根据国家发改委《关于加强干线公路与城市道路有效衔接的指导意见》，进出城高速公路临近主城区路段

和城市绕城公路，出入口平均间距可按不超过 4公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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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出入交通需要在城市内部绕行，加剧了城市交通拥堵。

图 3 现状呼和浩特绕城高速互通布局示意图

三是跨河通道不足，黄河两岸衔接不便。鄂尔多斯与呼

和浩特、包头隔河相望，黄河大桥数量少、等级低，阻碍了

两岸的联系，不能满足协同发展需求。现状包茂高速公路黄

河大桥、呼准高速公路黄河大桥间相距近 100公里，其间只

有 4座黄河大桥（包含两座浮桥）。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制约了呼包鄂协同发展，呼

包鄂作为全区发展的龙头，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要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需在高速铁路、综合运输枢纽等领域取得突

破。

（二）重大意义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先导性、基础性行业，是区

域协同发展需要优先突破的领域，加快推进呼包鄂交通运输

协同发展，是贯彻落实《纲要》的需要。

构建多层次开放新格局。推进呼包鄂交通运输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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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提升呼包鄂区位优势，支撑呼包鄂参与中蒙俄经济走

廊建设，加快融入“一带一路”倡议，承接京津冀产业转移，

构建多层次开放新格局。

支撑“一核两翼”城镇空间建设。推进呼包鄂交通运输

协同发展，有利于引导城镇空间协调发展，加强中心城市辐

射能力，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异，支

撑“一核两翼”城镇空间建设。

支撑“三大产业带”发展。推进呼包鄂交通运输协同发

展，有利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保障人员、物资等要素自由

流动，支撑呼包鄂“三大产业带”发展，促进呼包鄂产业协

同发展。

（三）战略机遇

1、策应国家战略，提升呼包鄂交通区位条件

呼包鄂地区是《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划定的全国 18

个重点开发区域之一“呼包鄂榆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向北开放的

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战略支点，区位条件十分优越。

2018 年 2月 27 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印发《呼包

鄂榆城市群发展规划》，要求“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

筑城市群内外综合交通运输网”。抓住国家推进形成西部大

开发新格局、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完善沿边开发开放布局的重

大机遇，加强呼包鄂对外通道和大型枢纽建设，强化呼包鄂

地区“通边达海”的便利条件，支撑呼包鄂榆城市群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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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撑呼包鄂协同发展，加快交通运输一体化

根据《纲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呼包鄂协同发展的

优先突破领域，到 2020年，区域一体化交通网络基本形成。

抓住自治区推动呼包鄂协同发展的契机，充分发挥交通支撑

引领作用，加快呼包鄂交通运输一体化发展。

3、发挥呼包鄂辐射带动作用，加强与周边地区互联互

通

呼包鄂城市群核心区是《内蒙古自治区城镇体系规划

（2015-2030年）》规划“一核多中心，一带多轴线”城镇体

系的核心，是自治区发展基础最好的区域，发挥呼包鄂地区

的龙头作用，加强与周边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形成

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区域城镇化新格局，促进区域经济社

会协调发展。

二、总体要求

（一）发展思路

根据呼包鄂地区经济社会和交通运输发展实际，按照

“精准供给”的总体思路，遵循“循序渐进，重点突破”的

发展原则，以核心区“同城化、网络化、便捷化”为重点，

以点带面，带动呼包鄂交通运输实现跨越式发展。

专栏 1：发展思路解读

精准供给：呼包鄂地区人口集聚程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任务重，要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对呼包鄂协同发展影响最

大、对老百姓生活改善最直接、与运输需求特征最契合的领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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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利用效率。

循序渐进：充分认识呼包鄂交通运输发展相对落后的实际，根据

交通运输发展的客观规律，稳扎稳打，按照近远期结合的方针，制定

切实可行的交通发展战略。

重点突破：根据呼包鄂人口、产业分布特点，制定差异化发展战

略，重点发展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准格尔旗四个城镇锚定的

矩形核心区，强化呼包鄂核心地位。

专栏 2：规划区与核心区

规划区包含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三市全境，总面积 13.16

万平方公里，核心区包含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
1
三市中心城区

以及土默特右旗、土默特左旗、和林格尔县、清水河县、托克托县、

准格尔旗、达拉特旗 7 个旗县，总面积 4.12 万平方公里，该区域集

中了呼包鄂 89%的人口和 86%的 GDP，是呼包鄂协同发展条件最好的

区域。

专栏图 2-1 规划区与核心区示意图

（二）发展目标

1、总体目标

1 含康巴什新区、伊金霍洛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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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呼包鄂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运输服务能力

和交通管理水平，到 2020 年，通边达海、双向开放格局显

著加强，与周边地区通达保障能力显著改善，三个核心城市

之间联系通畅程度显著提升。到 2030 年，呼和浩特区域客

运中转中心、包头区域货运中转中心、鄂尔多斯区域旅游集

散中心地位确立，交通协同程度更加紧密，全面支撑区域协

同发展战略。

2、具体目标

（1）覆盖更广

到 2020 年，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通达快速铁路

（其中：呼和浩特通高速铁路），核心区 7 个旗县高速公路

覆盖率 100%，4A 及以上景区二级以上公路覆盖率 100%，

专栏 3：呼包鄂交通协同发展定位

1、呼和浩特市

加快国家级枢纽城市建设，依托呼和浩特新机场、呼张高速铁路

呼和浩特东站等大型枢纽，把呼和浩特打造成区域客运中转中心，加

强与和林格尔、托克托等卫星城的联系，强化呼和浩特核心地位。

2、包头市

加快国家级枢纽城市建设，依托京包、包兰、包西等铁路干线交

汇和满都拉口岸为常年开放的优势，将包头打造成呼包鄂地区铁路货

运枢纽和对外开放的战略支点。发挥包头机场公铁空联运优势，争取

国家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将包头打造成区域快递分拨中心。

3、鄂尔多斯市

抓住鄂尔多斯市建设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契机，加快旅游交通

发展，近期把鄂尔多斯打造成呼包鄂区域旅游中转中心，远期成为呼

包鄂-乌兰察布-巴彦淖尔旅游区区域旅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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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及以上景区通用航空覆盖率 33%1。

到 2030 年，中心城市高速铁路覆盖率 100%，4A 及以

上景区通用航空覆盖率 80%。

（2）速度更快

到 2020年，城市群区域对外综合运输大通道基本形成，

呼包鄂至北京 3~5小时到达。中心城市间多样、高效的城际

复合交通圈基本形成，呼包鄂中心城市形成 3小时以内高速

公路圈。

到 2030 年，呼和浩特至鄂尔多斯建成直达高速公路，

呼包鄂中心城市形成 1小时快速铁路客运圈和 2小时高速公

路圈，至银川 3~4小时到达，至西安 4~5小时到达，至太原

3~4小时到达。

（3）能力更强

到 2020年，呼包鄂地区机场旅客吞吐能力达到 2000万

人次/年，普通公路服务水平大幅提升，铁路客运瓶颈明显缓

解，铁路煤运通道保障能力进一步提高。

到 2030 年，“三横两纵”五大运输通道、“5 客+7 货”

区域综合运输枢纽基本形成。

（4）服务更优

到 2020年，新增 2~3条国际航线，实现客运“一卡通”，

开通呼包鄂环线铁路，创建 1个国家多式联运示范工程，中

亚班列常态化运行，区域快递集散、中转和城市配送一体化

1通用机场覆盖景区标准：景区至通用机场 1 小时车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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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提升。

到 2030 年，呼包鄂与俄蒙等周边国家及重要贸易国家

实现航线直达，新增 1条中欧班列。

（三）发展重点

1、区位提升

围绕创造呼包鄂“通边达海”区位条件，以对外运输大

通道和大型枢纽建设为重点，加强与京津冀、俄蒙及周边地

区的联系，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强化对自治区其他盟市的辐

射能力，充分发挥呼包鄂核心地位。

2、区域融合

以支撑“一核两翼”城镇空间和“三大产业带”建设，

促进产城融合，服务和林格尔国家级新区创建为重点，以满

足多样化的出行需求为目标，加强铁路网、公路网、航空网

的互联互通、共建共享，重点加强核心区中心城市之间、中

心城市与卫星城之间的联系。

3、服务增效

以提高客运服务便捷性、多样性、舒适性、经济性为重

点，从国际客运、城际客运、城市客运三个方面，全面提升

客运服务水平。以推动货运服务转型升级、降本增效为重点，

从国际物流、区域物流、城乡配送三个方面，提升货运服务

水平。

4、管理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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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以实现呼包鄂“规划同图、建

设同步、管理协同”为目标，加强顶层设计，发挥规划引领

作用，拓宽融资渠道，争取国家政策支持，保障呼包鄂交通

运输一体化顺利实施。

三、促进呼包鄂区位提升

（一）完善对外通道布局

围绕创造呼包鄂地区“通边达海”的区位优势，实现与

周边地区核心城市畅通高效的目标，构建“三横两纵”对外

运输通道。

横一：沿边通道是国家沿边通道组成部分，串联满都拉、

二连浩特两个口岸，兼顾国防功能。

横二：呼和浩特至包头通道是国家西北北部通道组成部

分，是呼包鄂与京津冀、西北地区联系的主要通道，同时串

联呼和浩特、包头两大中心城市。

横三：准格尔至鄂尔多斯通道是国家西煤东运骨架通道，

串联呼包鄂、京津冀两大城市群，是呼包鄂重要的出海通道。

纵一：满都拉至鄂尔多斯通道是国家包头至防城港运输

通道的组成部分，是呼包鄂地区与蒙古国、俄罗斯联系的对

外通道，同时也是呼包鄂与关中城市群联系的主通道。

纵二：呼和浩特至准格尔通道是首府辐射南北通道，向

北联系二连浩特，向南联系太原城市群，同时也是首府辐射

和林格尔、准格尔等卫星城市的内部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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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呼包鄂对外运输通道布局示意图

表 5 呼包鄂对外运输通道设施规划

编

号
通道名称 高速公路 普通公路 高速铁路 普速铁路

H1 沿边通道 -- G331 -- 二满铁路

H2
呼和浩特至包

头通道
G6、G7、S24

G110、S315、S316、

G512

呼张高铁、呼包

银高铁

京包铁路、包

兰铁路

H3
准格尔至鄂尔

多斯通道
G18、S27 G109 --

准东铁路、巴

准铁路、呼准

鄂铁路

Z1
满都拉至鄂尔

多斯通道
G65 G210、S211、S104 包西高铁

包西铁路

、包满铁路

Z2
呼和浩特至准

格尔通道
G59、S31、S43 G209、S103 --

呼准铁路、呼

准鄂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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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枢纽辐射能力

以打造呼和浩特、包头两个国家级枢纽城市，鄂尔多斯

区域性交通中心城市为目标，依托大型机场、铁路站，打造

呼和浩特新机场综合客运枢纽等 5个综合客运枢纽，以发展

多式联运和国际物流为重点，打造满都拉口岸国际物流园等

7个综合货运枢纽。加强综合客货运枢纽集疏运规划，促进

各方式有效衔接。

表 6 综合客运枢纽规划

编号 枢纽名称 衔接方式

1 呼和浩特新机场综合客运枢纽 公路、铁路、航空

2 呼和浩特东站综合客运枢纽 公路、铁路

3 包头立体交通枢纽 公路、航空

4 鄂尔多斯机场综合客运枢纽 公路、铁路、航空

5 鄂尔多斯公铁客运枢纽 公路、铁路

表 7 综合货运枢纽规划

编号 枢纽名称 衔接方式

1 呼和浩特沙良物流园区 公路、铁路

2 呼和浩特新机场空港物流园 公路、铁路、航空

3 包头国际集装箱中转站 公路、铁路

4 包头空港物流园区 公路、铁路、航空

5 满都拉国际物流园区 公路、铁路

6 鄂尔多斯铜川综合服务型物流园区 公路、铁路

7 鄂尔多斯空港物流园区 公路、铁路、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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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速呼包鄂区域融合

（一）构建区域复合城际交通

以引导“一核两翼”城镇空间、服务“三大产业带”，

促进产城融合为重点，以满足多样化的出行需求为目标，按

照“核心城市靠环，一般城市靠网”的布局思路，构建 “高

普结合”铁路网、“高干搭配”公路网，形成呼包鄂 1 小时

快速铁路客运圈、2 小时高速公路圈。

1、铁路网

在既有京包、包兰、包西、呼准鄂、大准、东乌等铁路

基础上，规划建设巴音花-满都拉铁路、蒙西至华中铁路煤运

通道，形成“一环七射”普速铁路网。打通国家“八纵八横”

铁路主通道京兰通道，形成由呼张高速铁路、呼包高速铁路、

包银高速铁路、包西高速铁路构成的“T 字型”高速铁路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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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一环七射”普速铁路网布局方案

图 6 “T字型”高速铁路网布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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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 铁路提速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目前已建成和在建的三条高速铁路（呼张高铁、通

辽至京沈客专连接线、赤峰至京沈客专连接线）设计速度均为

250km/h,其中，呼张高速铁路位于呼包鄂地区，呼和浩特成为北京周

边唯一没有 350km/h 高速铁路与首都联通的省会城市。规划包银高速

铁路设计速度为 250km/h，未来呼包鄂地区只有包西高铁采用

350km/h 设计速度，呼包鄂地区高速铁路普遍存在设计速度不高的问

题。

专栏表 4-1 不同设计速度出行时间对比

出行方向
里程 设计速度

（km/h）
运行时间（小时）

呼和浩特-北京 460
250 2.5

350 1.5

呼和浩特-太原 550
250 3

350 2

包头-银川 550
250 3

350 2

包头-西安 800
250 4.5

350 3

呼和浩特-鄂尔多斯 230
160 1.5

250 1
注：设计速度 250km/h、350km/h 平均运行速度按 180km/h，280km/h 考虑

随着高铁意识普及，高速铁路的重要性得到各方重视。目前全国

各地高速铁路正进入提速阶段，京张城际铁路、盐通高速铁路等一批

铁路设计速度从250km/h 提升到350km/h。呼包鄂地区区位条件较好，

国家高速铁路“八纵八横”主通道的呼南通道、包海通道、京兰通道

在呼包鄂地区交汇，研究新建高速铁路提高建设标准，推动呼包鄂地

区全面进入高铁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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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图 4-1 呼包鄂国家高速铁路骨架通道示意图

2、高速公路网

规划“五横五纵六联”高速公路网：“五横”为 G6京藏

高速+G7京新高速、S24兴和-巴拉贡、S27呼和浩特-东胜、

G18荣成-乌海、S26准格尔-银川；“五纵”为 G59呼和浩特

-北海、S31呼和浩特-河曲、G65 包头-茂名、S35 鄂托克旗-

盐池、S37乌海-宁东；“六联”为 S40呼和浩特东出口、S41

包头黄河桥-达拉特旗、S42包头环线、S44包头机场路、S46

鄂尔多斯机场路、呼和浩特-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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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五横五纵六联”高速公路网布局方案

3、普通公路网

规划形成以“五横八纵”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网布局，为

区域客货流提供便捷、经济的出行服务，引导呼包鄂“一核

两翼”城镇空间发展，支撑“三大产业带”建设，促进产城

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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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五横八纵”干线公路网布局方案

（二）打造都市区便捷交通

围绕呼和浩特、包头两大都市区建设，以强化中心城区

辐射带动能力为重点，加强中心城区与卫星城的联系，提供

高效、便捷、经济的交通服务，优化中心城区内外交通衔接，

缓解中心城市拥堵，提高区域出行时效性。

1、加强中心城市与卫星城联系

根据呼包鄂地区卫星城市分布特点，因地制宜，构建由

高速铁路、市域铁路、高速公路、普通公路构成的多层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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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交通网络。呼和浩特都市区构建“环+放射”的都市区通

勤交通网络，重点打造多层次轨道交通体系，规划呼包高铁、

机场轨道线。

图 9 呼和浩特都市区综合交通布局方案

包头都市区构建沿黄河带状都市区通勤交通网络，优化

区域干线公路布局，G110、G210 包头城区段向外围改线。

研究利用包西高铁、包西铁路开通市域通勤班列，促进包头

和达拉特旗跨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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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包头都市区综合交通布局方案

2、优化核心城市内外交通衔接

重点优化呼和浩特城市内外交通衔接，缓解首府城市

拥堵。规划建设“两环十四射”快速路网，“一环十四射”

干线公路网，优化绕城高速公路互通布局，加强高快一体化

衔接。

图 11 呼和浩特高快速路网布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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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一体化旅游交通

旅游交通是呼包鄂协同发展潜力最大的领域之一，通过

构建三地一体化的旅游交通体系，促进三地旅游资源共同开

发，发挥规模效应。

1、旅游公路网

重点支撑呼包鄂境内四条精品旅游支线发展，根据呼包

鄂地区旅游资源特性，打造以普通国省道为主体的旅游公路

网络，构建“两横四纵四环”旅游干线公路网，实现 4A 及

以上景区二级以上公路全覆盖。

图 12 呼包鄂旅游公路布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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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用航空网

抓住鄂尔多斯建设全域旅游示范区的机遇，加快推动以

鄂尔多斯为中心的自治区西南部通用机场群建设，把鄂尔多

斯打造为区域旅游集散中心。通用机场布局重点考虑地面交

通不便、旅游资源丰富地区，80%以上 4A 及以上景区通用

航空全覆盖。建设一批连接周边省市旅游出发地与自治区旅

游目的地的低空直航航线，打造“航空+观光”的优质航空

旅游产品。依托呼包鄂丰富的旅游资源，开展通航包机飞行

和空中游览业务，推动通用航空与旅游业共同发展。

图 13 呼包鄂通用机场规划图

五、提高运输服务水平

（一）提高客运服务品质

1、统筹协调航线资源，互补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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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引入基地航空公司，推动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

斯机场引入基地航空，大力培育本土航空公司，引导呼和浩

特机场开辟新国际航线，协调推进 3个机场联合开发国际、

国内航线，不断完善国内外航线网络体系，提升运营服务水

平。强化内蒙古机场集团与鄂尔多斯机场集团协作，采取参

股等形式整合航线资源，提高呼包鄂机场整体经营效益。

2、推动城际客运公交化、智能化服务

提高呼包鄂对开的客运班线发车频率和服务水平，推动

客运班线公交化运营。充分利用内蒙古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

试验区的优势，推动客运服务智能化发展，推动呼包鄂三级

以上汽车客运站联网售票，探索使用三市公路出行 APP应用

系统，提高公路出行效率和互联互通水平。在延伸呼张高速

铁路到包头，加快建设呼包鄂城际铁路的基础上，增加铁路

发车班次，推动三市铁路客运公交化运营。

专栏 5： 探索开通城际环线列车

2015 年初，为缓解公路交通压力，包头市环城铁路开工建设。

2016 年 11 月 18 日，试开行环城快速旅客列车，每日 4趟，自包头

东站始发，途经包头站、包头西站、包头北站、昆都仑召站、新贤城

站、二道沙河站 6个站点，终于包头东站，单趟 68公里。包头东站、

包头站、昆都仑召站可与规划地铁换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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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环城铁路站点示意图

呼准鄂铁路建成后，呼包鄂具备了开通城际环线列车的条件，探

索借鉴包头环城铁路的成功经验，探索开通呼包鄂城际环线列车。

3、统一公共出行服务标准

坚持公交优先原则，着力建设城区内部、城区至旗县及

乡村公共交通，完善城市绿道、步行及非机动车交通系统。

加强呼包鄂公共交通互联互通，率先实现公交“一卡通”和

毗邻地区公交互联互通，公交“一卡通”逐步向出租车、公

共自行车、停车场等领域延伸。推进呼包鄂自驾出行互联互

通，统一完善旅游交通标识信息系统，加快充电桩、加油加

气站等配套设施的标准化建设。

（二）提升货运服务效率

1、打造国际物流一体化示范区

支撑国家呼包鄂自贸试验区申报。加快推进呼和浩特、

鄂尔多斯综保区建设进程，建设以钢铁、装备制造和稀土产

业为主的包头综保区。实施三市口岸通关一体化，拓展区域

“大通关”辐射范围。强化国际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

好市场发展环境，支撑国家呼包鄂自贸试验区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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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开行国际货运班列。按照铁路“干支结合、枢纽集

散”的班列组织方式，以包头为国际班列集结地，积极打造

呼包鄂地区中亚、中欧班列枢纽节点。提升包头中亚班列竞

争力，促进常态化运行。提升满都拉国际通关服务能力，打

造中蒙俄班列运输新通道。积极培育中欧班列品牌线路，开

通包头至德黑兰、乌兰巴托直达班列。

专栏:6：包头中亚、中欧班列

发展现状：包头中亚班列（包头至阿斯塔纳）2016 年 7月开通，

货源除了内蒙古包头、呼和浩特、临河、赤峰等区内城市，还拓展至

京津冀以及山东、江浙等地。

规划线路：根据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印发的《中欧班列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 年）》，规划包头经阿拉

山口（霍尔果斯）、二连浩特直达伊朗德黑兰、蒙古国乌兰巴托等地

的双向直达班列线路。

2、打造区域物流一体化先行区

打造区域专业化物流基地。依托呼和浩特国家级物流节

点城市和电子商务示范城市，打造商贸物流中转基地。依托

包头世界级稀土交易中心和国家储备中心，打造稀土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物流基地。依托鄂尔多斯国家级煤炭交易中心，

打造区域煤炭物流中转基地。加强物流基础设施统一规划建

设，支持呼包鄂地区重点产业发展。

争取国家多式联运示范工程。依托呼和浩特国家骨干联

运枢纽、包头区域重点联运枢纽，加快沙良现代综合物流园

区、包头国际集装箱中转站、鄂尔多斯综合物流基地等多式

联运物流园区建设，强化多式联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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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联运经营人培育为核心，深化运输方式合作机制，推动运

输装备标准化及运输流程优化，全面推进集装箱、半挂车和

大宗物资等三大多式联运体系建设，积极争取国家多式联运

示范工程。

3、打造城乡配送一体化试点区

打造同城化快递服务体系。依托呼包鄂三大机场，统一

规划区域快递分拨中心、仓储中心，吸引大型快递企业入驻，

构建同城化快递服务网络。依托包头机场多式联运优势，将

其打造成呼包鄂最大的快递集散机场。

发展共同配送服务。统一规划呼和浩特、鄂尔多斯作为

共同配送转运中心，各区、县建设公共配送中心，构建呼包

鄂共同配送服务网络。统一配送车辆标准，规范车辆进出城

配送服务。实施统一的城乡配送管理政策，大力发展冷链共

同配送，打造共同配送试点示范区。

（三）加快智慧交通建设

1、加快基础设施数字化发展

探索基础设施全要素数字化和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构建

基础设施运行监测体系，全面提升路网调度智能管理服务水

平，加强关键基础设施的智能实时监控，一般性基础设施提

高覆盖率，为基础设施在役能力保存与提升提供关键支撑。

优化完善交通基础设施资源资产管理系统，提升基础设施智

能管养水平，全面实现养护精细化。加强 BIM技术在设计、

建设与运维等全寿命周期的推广运用，推动开发应用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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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解析、可辅助决策的建设养护管理系统，加快实现 BIM向

设计在重大交通建设工程中的覆盖。

2、提高公众出行智能化服务水平

探索建立呼包鄂公众出行综合信息服务系统，推进出行

信息服务“一站式”查询。加快公共交通“一卡通”工程建

设，扩展交通“一卡通”使用领域，力争在城际铁路中开展

试点。推进公路、铁路、航空和城市交通等多种方式的旅客

联程运输，探索推进“一窗式”售票服务。加快推动移动支

付在高速公路收费、公共交通等方面的应用，实现移动支付

在呼包鄂区域高速公路网以及中心城市城市公交领域的便

捷应用，打造“无感收费站”、“智能服务区”试点。

3、提升货运与物流信息化服务水平

探索呼包鄂交通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推广使用

货运“电子运单”，推进货运“一单制”。推动交通物流协作，

支持城市配送、农村物流、邮政快递信息服务。

六、促进绿色交通发展

（一）推动绿色出行

大力实施公交优先战略，完善城市步行和自行车等慢行

服务系统，鼓励绿色出行。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到交通基础

设施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和养护全过程，不断加强绿色

公路、场站建设。促进绿色交通科技创新，推动绿色关键技

术取得突破。不断提升绿色交通治理能力，制定绿色发展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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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规划或实施方案，强化规划引领和指导作用，建立健全绿

色交通发展标准体系，创新检测与数据采集方式方法，完善

能耗监测统计评价体系。

（二）推进生态保护

对涉及重要环境敏感区的线路进行局部线位调整、避让

与优化。对于已有走廊充分利用，邻近并行的走廊带尽量合

并，在环境敏感区域尽量少开辟新的走廊带，避免生态破坏

和穿越环境敏感区。如实际工程条件所限，线路无法完全避

让环境敏感区，可结合敏感区的性质和环境保护对象的保护

要求，优先考虑采用隧道或桥梁形式穿越敏感区，以减缓对

重要环境敏感区的不良环境影响。

（三）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加快推进交通运输行业能源结构调整，推动运输装备升

级。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以开展柴油货车超标排

放专项整治为抓手，统筹开展油、路、车治理和机动车污染

防治。推进钢铁、电力、电解铝、焦化等重点工业企业和工

业园区铁路专用线建设，提高铁路货运比例。加强道路运输

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扬尘、噪声治理。认真调查论证交通干

线线路走向与地表水系的相互关系，减少对地表径流的影响。

加快推进服务区污水处理达标排放和中水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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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近期实施重点

（一）高速铁路

加快高速铁路建设节奏，加速呼包鄂地区融入高铁时代。继

续推进呼张高速铁路建设，力争开工建设包银高速铁路，加

快研究包西高速铁路。高速铁路建设总里程 607公里，总投

资约 493 亿元。（责任部门：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财政厅、

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水利厅等，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

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包头市政府）

表 8 高速铁路近期建设重点项目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公里） 总投资（亿元）

1 呼张高速铁路 211 118

2 包银高速铁路 396 375

合计 607 493

（二）普速铁路

加快建设包头至满都拉铁路巴音花至满都拉段，提升满

都拉口岸集疏运条件。加快推进蒙西-华中铁路煤运通道等项

目，提升呼包鄂对外货运能力。建设总里程 476公里，总投

资约 106 亿元。（责任部门：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财政厅、

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水利厅等，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

集团有限公司，呼包鄂三市政府）

表 9 普速铁路近期建设重点项目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公里） 总投资（亿元）

1 包头至满都拉铁路巴音花至满都拉段 27 7

2 蒙西-华中铁路煤运通道 172 87

3 准格尔至朔州铁路 206 2

4 东乌至包西铁路联络线 41 5

5 包环线电气化改造 30 5

合计 476 106



呼包鄂交通运输协同发展规划

32

（三）高速公路

加快呼包鄂核心区对外联系通道建设，重点建设 G65包

头至东胜段改扩建、S31大饭铺至龙口等项目，建设总里程

376公里，总投资 237亿元。规划研究 S43 呼和浩特新机场

高速公路等项目，做好项目储备。（责任部门：自治区交通

运输厅、发展改革委、财政厅、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

水利厅等，呼包鄂三市政府）

表 10 高速公路近期建设重点项目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公里） 总投资（亿元）

1 G65 包头-东胜 77 44
2 S42 包头西南环线 46 37
3 S31 大饭铺-龙口 44 36
4 S26 纳日松-龙口 77 66
5 S26 敖勒召其镇-东道梁 87 31
6 呼和浩特-凉城 45 23

合计 376 237

（四）普通公路

加快构建“六纵五横”一级公路网和“两横四纵四环”

旅游干线公路网，重点建设 G110 线包头北绕城等国省干线

升级改造项目。建设里程 1604公里，总投资 416亿元。（责

任部门：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发展改革委、财政厅、自然资

源厅、生态环境厅、水利厅等，呼包鄂三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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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普通公路近期建设重点项目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等级
建设规模

（公里）
总投资（亿元）

1 S311 武川-杨树坝 一级公路 79 27

2 G110 呼和浩特-协力气 一级公路 101 70

3 G110 包头北绕城 一级公路 26 26

4 S315 托克托县-东河
一级公路 66

22
二级公路 28

5 G338 嘎鲁图-乌兰镇 一级公路 106 33

6 G210 满都拉口岸-包头 一级公路 284 77

7 G210 添漫梁北—越家壕 一级公路 63 36

8 G209 武川-呼和浩特公路大青山隧道及引线工程 一级公路 26 9

9 S216 蒙西-棋盘井 一级公路 106 30

10 S215 独贵塔拉-锡尼镇 一级公路 72 19

11 S215 通史-海则畔 一级公路 68 25

12 G242 临河-乌兰镇 二级公路 184 17

13 G242 嘎鲁图-补浪河（蒙陕界） 二级公路 30 3

14 G335 白云鄂博-明安镇 二级公路 65 4

15 G335 黄家滩-百灵庙 二级公路 85 6

16 S316 中和西-巴拉贡 二级公路 215 12

合计 1604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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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机场

以加强航空运输保障能力，加快通用机场发展为重点，

加快建设呼和浩特新机场等 11 个机场建设工程，力争建成

清水河县、固阳县、杭锦旗、乌审旗、鄂托克旗通用机场。

开展托克托县通用机场、赛罕区通用机场前期工作。（责任

部门：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内蒙古民航机场集团，

呼包鄂三市政府）

表 12 机场近期建设重点项目表

编号 机场名称 建设性质

1 呼和浩特新机场 新建

2 包头机场改扩建 改扩建

3 清水河县老牛湾通用机场 新建

4 土默特左旗通用机场 新建

5 达茂旗百灵庙通用机场 新建

6 石拐区通用机场 新建

7 固阳县通用机场 新建

8 杭锦旗通用机场 新建

9 鄂托克前旗通用机场 新建

10 乌审旗通用机场 新建

11 鄂托克旗通用机场 新建

12 托克托县通用机场 新建

13 赛罕区通用机场 新建

（六）客运枢纽

以大型机场、铁路站为依托，加快建设呼和浩特新机场

综合客运枢纽等一批综合客运枢纽项目。（责任部门：自治

区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厅、财政厅、住建厅等，呼和浩特

市、鄂尔多斯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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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综合客运枢纽近期建设重点项目表

编号 枢纽名称 衔接方式

1 呼和浩特新机场综合客运枢纽 公路、铁路、航空

2 鄂尔多斯机场综合客运枢纽 公路、铁路、航空

（七）货运枢纽

以发展多式联运和国际物流为重点，重点建设满都拉口

岸国际物流园等 7 个综合货运枢纽项目。（责任部门：自治

区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厅、财政厅、住建厅等，呼包鄂三

市政府）

表 14 综合货运枢纽近期建设重点项目表

编号 枢纽名称 衔接方式

1 呼和浩特沙良物流园区 公路、铁路

2 呼和浩特新机场空港物流园 公路、铁路、航空

3 包头国际集装箱中转站 公路、铁路

4 满都拉国际物流园区 公路、铁路

5 鄂尔多斯铜川综合服务型物流园区 公路、铁路

6 鄂尔多斯空港物流园区 公路、铁路、航空

八、保障措施

（一）加强顶层设计

在自治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成

立“呼包鄂协同发展交通专项合作组”，加强呼包鄂三市在

交通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衔接，实现规划同图、建设同

步、管理协同。

（二）发挥规划引领作用

深入贯彻“多规融合”理念，由“呼包鄂协同发展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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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合作组”牵头，加强本规划与上位规划的对接，并根据

发展需要，制定呼包鄂交通协同发展各专项规划，拟定分年

度实施计划。相关单位及三市政府要抓紧规划目标任务分解，

细化年度工作目标及推进方案，认真组织实施。

（三）拓宽投融资渠道

切实加强交通运输发展公共财政保障，加大各级财政投

入，特别对公共交通服务领域的财政扶持。落实好中央和自

治区政府已经出台的投融资政策，拓宽投融资渠道。鼓励引

导社会资本参与交通投资建设和经营，支持采用 PPP、BOT

等多种形式加快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土地开发、优

质资产和资源注入，盘活存量资产，增强交通建设融资能力。

（四）积极争取政策支持

各责任部门要加强协作，紧紧抓住国家促进内蒙古经济

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大机遇，积极主动向国家汇报，争取

资金、用地等方面的支持，重大项目要力争列入国家投资计

划和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保障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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