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格局下的

深圳对外综合交通规划

粤港大湾区作为全球人口与创新高度集聚、对外贸易高度发达的城镇化地区，正面临交通

强国、“一带一路”、逆全球化、疫情常态化等一系列发展机遇与挑战。深圳作为大湾区核心

引擎城市，亟待探索大湾区交通互联互通的发展模式与实施路径，发挥交通先行官作用，为大

湾区“世界级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撑”、“内地与港澳深

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五大战略定位提供深圳交通支撑。
Shenzhen's Comprehensive External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Under the 

Strategic Pattern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参赛者名单：江捷、黄启翔、邵源、黄良会、王缉宪、罗天铭、龙俊仁、安健、

陆晓华、陈澍、郑健、李威、方梁任、何少辰、罗韧、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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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推动“国际-国内”扇面协同发展 深圳市对外铁路可达性 全球各湾区核心要素对比

国家使命

深圳承担引领中国对外开放和转型

发展的战略责任，需依托世界级海

陆空铁枢纽群和对外战略通道体系，

推动航运、金融、创新功能高效集

聚，引领大湾区参与全球治理，支

撑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

国际国内互联互通体系建设。

湾区协同

携手拓展对外综合交通体系成为深圳带动区域融

合发展的重要抓手。面向广域国土空间，需改变

“强中心、弱腹地” 局面，构建协同发展的通

道经济活力带。城市群内部， 三大都市圈、多

层级空间嵌套结构复杂，衍生不同空间尺度的对

外联系在稀缺的通道资源内叠加，需要积极探索

路径创新，构建高水平的对外综合交通网络。

大湾区多层级空间嵌套演变趋势（基于城市活动数据）大湾区交通联系“强中心、弱腹地”特征

30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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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例

城市群交通
强联系圈

深圳战略

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对外综合交通体系是深圳

建设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交通强国城市范

例的关键举措。深圳正经历由全国性综合交

通枢纽城市向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跃升

的关键时期，亟待破除跨边界、跨方式、跨

主体约束，构建开放发展、多向辐射的城市

群对外综合交通完整体系。

跨边界约束使得不同方式可达性差异明显（以深莞惠地区为例）

小汽车

可达性

公共交可达性2小时可达范围约

占深莞惠面积

53%

2小时可达范围仅

占深莞惠面积

11%

深圳市定位持续转变

1980
•《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经济特区

2005

•全国城镇体系规划：区域中心城市（广州为国家中心城市），广州-

深圳为一级综合交通枢纽

2007

•城市总规：创新型综合经济特区、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与香港共

同发展的国际性城市

2014
•国务院批准建设深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2015

•国务院批准建设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科技、产业创新中心

2016 •全国城镇体系规划：国家中心城市/全球城市（与广州定位一致）

2019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

全
国
并
跑

全球
领跑

先行
先试



广州：

270万人次/日

深圳：

210万人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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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现状 分析联络网络 建模预测前景

罗湖口岸 深圳图书馆

深圳北站 香蜜湖ＣＢＤ

福田站 皇岗口岸

深圳湾超级总部基
地

深圳机场

深圳湾口岸 市民中心

美国驻广州领事馆 广州火车站

广州南站 广州市国际会展中心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天河CBD

广东省人民医院 南沙客运港

南部战区空军医院 广州大学城

推演识别不同目的、不同走廊的跨市交换量 大湾区空间廊道嵌套结构

大湾区客运量建模预测前景

依托民航OAG、铁路客票、手机信

令等大数据手段，升级传统综合交

通规划技术体系，并结合大湾区9+2

城 市 区 域 交 通 一 体 化 模 型 ， 总 结

“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四大全

球城市创新强轴”、“高频次、中

短距、高时间价值”湾区城际出行

等特征，支撑大湾区枢纽群格局下

的功能组织方案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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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27%的产能合作项目为港口、铁路类交通基建 超90%的投资发生在高交通可达性地区

“产业—空间—交通”
创新协同规划思维

首次基于“产业—空间—交通”协同规

划思维，探索构建“全球-国家-城市群-

都市圈”多级战略互馈视角下的对外综

合交通协同规划完整体系，适应多层次

空间嵌套、多尺度发展需求

与京津冀、长三角等城市群的产业协同

• 科技创新、银行、保险、证券、期货、股权投

资等领域合作平台

与哈长、山东半岛、中原城市群优势互补

• 哈长城市群：面向俄罗斯的经贸往来；

• 山东半岛城市群：面向日韩的产业合作；

• 中原城市群：劳动力密集领域合作；

与东盟的经贸往来中深化与广西、云南的

经贸合作

• 加工制造、物流、金融

国家“十横十纵”综合运输通道

深圳对外辐射主要经济带

香港

• 国际金融、咨询与法律等与全球接轨功能；

深圳、广州等

• 计算机、通讯等科技研发功能；

• 汽车、机械、智能装备等高端制造功能；

• 国际、国内联系枢纽；

东莞、佛山等

• 专业零配件生产；

• 劳动密集型加工业；

• 生产链条终端；

穗莞深港科技创新走廊战略节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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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多前景

前景一：

强集聚+强中心大通勤圈

前景二：

强集聚+多通勤圈叠加

前景三：

弱集聚+多通勤圈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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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集聚+强中心大

通勤圈” 前景下，向

心通勤联系强度达到

149万人次/日量级，

进入核心区于进入外

围占比为5.5:4.5。

“强集聚+多通勤圈

叠加”前景下，向心

通 勤 联 系 强 度 达 到

120万人次/日量级，

进入核心区于进入外

围占比为4:6 。

“弱集聚+多通勤圈

叠加”前景下，向心

通勤联系强度达到58

万人次/日量级，进入

核心区于进入外围占

比为3:7 。

把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及全球阶段性发展挑战，提出面向国际“稳

定性”主导、面向国内“多向直达”、面向区域“多中心多圈层网络”

的多层级交通组织模式，为创新要素便捷流通提供大湾区交通组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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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期 期望膨胀期 幻灭期 复苏期 成熟期

AR云

去中心化自治组
织

AI PaaS

迁移学
习

图例：成熟时
间 少于两

年2-5年
5-10年
10年以后

未来新兴技术交通领域应用期望曲线

汽车电
气化

自动
驾驶

新型公
共交通

可再生
能源

新型基
础设施

共享移
动性

物联网

未来交通出行趋势变革

创新制定国土空间生态保护开发要求下，统筹协调大湾区交通与低空和水上服务网络、综

合能源补给站方案、智能网联汽车部署和应用等的功能组织关系，构建交通与旅游、能源、

信息等多网融合布局方案。
质效并进

厚重细腻
从简单到复杂、从整体到局部，精雕细琢，体现街区浑厚的文化底蕴。

大气极简
以人为本、几何线条的工业美学，少即是多，简约不简单。

精准分析活动诉求，实现公共设施的优化布局及功能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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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适应区域融合发展需求的大湾区智慧交通体系，推动机场、港口、轨道、道路等基础设施智能化建设

或改造升级，打造“监管一张网、决策一张图、出行一张脸、运输一张单”的湾区级交通大脑，全面赋能

大湾区交通提质增效。

精华荟萃



Page 707  实施效果 Implementation Effects

相关上位规划及批复文件 广东省、深圳市层面相关近期建设计划

1、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游艇自由行、

深港引航互认、大湾区组合港、大

湾区空域协调等重大事项纳入国家

综合改革试点示范清单，并取得实

质性突破和进展。

2、加快推进深港轨道对接、穗莞深

城际等10余项重大项目规划建设。
深港跨境直升机首航

在建深中通道西人工岛

深圳莲塘口岸建成开通 “大湾区环线”外环高速

赣深高铁建成通车

“3+2”交通联席会议

城市主导的高铁建设模式落地西九龙铁路口岸通车

3、深化深港口岸智慧通关研究，推

动无感通关服务，开通水上、低空

客运航线，全面提升大湾区交通服

务水平和质量。

主流平台宣传截图 主要城市来深调研 各类学术论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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