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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桂林市以区域交通枢纽为发展定位、 建设国际旅游胜地为发展战略ꎬ 未来将带来客货运量的稳步增长ꎮ 针对由

此对综合客货枢纽场站设施、 运输服务所提出的更高需求ꎬ 立足于桂林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旅游城市特色ꎬ 从综合客运枢纽、

货物集疏运中心、 运输服务信息共享、 运输组织模式、 运输服务工作机制、 运输服务标准规范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ꎬ 通过

推进区域综合运输协同、 城市内外交通协同、 城乡客货运输协同ꎬ 构建与桂林城市发展相适应的 “衔接顺畅、 服务优质、

支撑有力、 管理规范” 的综合运输服务体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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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

先导性产业ꎬ 服务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的根

本目的ꎮ 综合运输服务是国家综合运输体系向社

会和消费者提供的最终产品ꎬ 是基于铁路、 公路、

水运、 航空、 管道、 城市公共交通等各种运输服

务形式所形成的一种集成服务能力ꎬ 反映了一个

国家跨地区、 跨行业、 跨企业优化配置运输资源ꎬ

以系统效率最高的方式来满足运输需求的总体

能力 １ ꎮ

“十三五” 期交通运输将进入基础设施大建设

与综合运输大服务并举并重的发展阶段ꎮ 综合运

输服务将围绕结构调整、 转型升级、 提质增效的

目标要求ꎬ 建设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ꎬ

推进客运 “零距离换乘” 和货运 “无缝化衔接”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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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丰富运输一体化服务形式ꎬ 实现综合运输服

务与移动互联网深度融合、 与关联产业密切联动ꎬ

有力支撑交通体系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官ꎮ

为加快推进综合运输体系建设ꎬ 提高城市综

合运输服务水平ꎬ 方便人民群众便捷出行ꎬ 提高

运输组织衔接效率ꎬ 交通运输部组织开展了综合

运输服务示范城市建设ꎬ 桂林已纳入第一批示范

创建城市 ２ ꎮ

１　 桂林市建设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发展需求

桂林市是桂东北地区的政治、 经济、 文化、

科技中心ꎬ 是连接湘、 桂、 黔、 粤 ４ 省区乃至西

南、 中南、 华南地区的交通枢纽ꎮ ２０１５ 年桂林市

地区生产总值 １ ９４２ ９７ 亿元ꎬ 位列广西壮族自治

区第 ３ 位ꎬ 增速 ８％ꎮ ２０１４ 年道路、 水路运输换算

周转量完成 １６８ ６４ 亿 ｔｋｍꎬ 同比增长 １０ ８９％  ３ ꎮ

根据 “十三五” 规划预测(图 １)ꎬ 未来 ５ 年桂林

市客货运量、 客货运周转量将稳步增长ꎬ 年均增

长率约在 ９％左右ꎬ ２０２０ 年全市旅客运输量将达到

３ ６ 亿人次、 货物运输量达到 １ ８ 亿 ｔꎬ 这将对综

合客货枢纽场站设施、 运输服务等提出较高的发

展要求 ４ ꎮ

　 　 图 １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桂林市客货运量预测

桂林市以国际旅游胜地建设这一国家战略为

统领ꎬ 着力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ꎬ 拥有 ５１ 国公

民 ７２ ｈ 过境免签、 东盟 １０ 国旅游团 ６ ｄ 入境免签

等多项政策ꎮ ２０１５ 年全市接待旅游总人数 ４ ４７０ 万

人次ꎬ 居全国地级市前列ꎻ 旅游总收入占全市地

区生产总值的 ２６ ６％ꎮ

桂林市具备 “桂湘黔粤” 交界区域中心城市

的区位优势(图 ２)ꎬ 对周边的辐射带动能力较强ꎬ

通过国际旅游胜地和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的

建设ꎬ 桂林将吸引和聚集更多的旅游、 过境、 商

务、 服务等出行客流和货物物流ꎮ 桂林人口出行

密集频繁ꎬ 货物运输需求量较大ꎬ 既为综合运输

服务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ꎬ 也提出了较高

发展要求ꎮ

图 ２　 桂林市区位

２　 桂林市建设综合运输服务体系的现状

２１　 综合运输网络体系初步形成

桂林市近年来加大综合交通投资力度ꎬ 全面

提升各种运输方式的整体优势和运行效率ꎬ 已初

步形成公路、 铁路、 水路、 航空和城市交通于一

体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ꎮ

桂林市高铁通车里程达 ４２０ ｋｍꎬ 成为国内首

个 “一市九站两高铁” 的地级市ꎬ ２０１５ 年铁路客

运量达 ２ ４３８ ７ 万人次ꎮ 桂林两江国际机场为 ４Ｆ

机场ꎬ 是中国软硬条件领先的国际机场之一ꎬ

２０１５ 年桂林两江国际机场全年旅客吞吐量为 ６３６ 万

人次ꎮ 桂林是国家公路运输枢纽城市ꎮ 全市有一

纵三横 ４ 条高速公路穿境而过ꎬ １３ 个区县均通达

高速公路ꎬ 二级及以上普通公路里程达 １ ６６０ ５ ｋｍꎬ

建制村沥青路通畅率达 ９０％ꎮ 桂林水运发展潜力

巨大ꎬ 其内河旅游客运是广西水上客运主要组成

部分ꎬ ２０１５ 年水上旅游客运周转量增长 ２ ６％ꎮ

桂林市在推进各运输方式基础设施体系成环

成网、 紧密衔接的基础上ꎬ 构建了 “三主四辅”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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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合客运枢纽布局ꎬ 同时加强桂林西货运枢

纽、 临空物流中心等关键节点的建设ꎬ 实现中转

换乘和无缝衔接ꎬ 由通道建设为主向通道与枢纽

建设协调发展转变ꎬ 促进各种运输方式优势互补、

共同发展ꎬ 更加凸显了整体优势和集约效能ꎮ

２２　 综合运输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桂林市依托综合客运枢纽、 城乡客运枢纽ꎬ

在客运组织模式实现对外交通、 城市公交和城乡

客运的一体化衔接换乘ꎮ 桂林两江机场通过 “空

铁通” 和 “空巴通” 等客运联程服务产品ꎬ 进一

步加强航空与铁路、 公路间的客运接驳服务ꎮ 桂

林汽车客运北站通过开通免费接驳车ꎬ 实现与高

铁客运的有效接驳ꎮ

桂林市依托两江机场、 中铁物流、 广西物资

储运公司等大型物流企业和物流基地ꎬ 通过公铁

空联运、 公铁联运等多式联运组织方式ꎬ 推进物

流运输的高效集散ꎬ 同时提供城市配送实现门到

门的运输服务ꎬ 推进货物 “一票到底”ꎮ

２３　 综合运输信息化建设初见成效

桂林市依托两化融合试点和国家智慧城市试

点ꎬ 按照 “智慧桂林” 总体规划要求ꎬ 以智慧旅

游为城市建设的突破口和信息产业增长点ꎬ 带动

智慧交通、 智慧农业等一系列智慧产业发展ꎮ

桂林交通运输行业正在建设交通运输协调指

挥中心ꎬ 构建公路枢纽、 公共交通、 机场、 高铁

客流信息采集系统ꎬ 建设综合交通运输信息服务

平台ꎬ 初步实施不同运输方式的数据交换ꎬ 实现

综合运输的安全监控及协同应急管理ꎮ

３　 桂林市建设综合运输服务体系战略研究

在积极响应 “一带一路” 和 “珠江－西江经

济带” 国家发展战略的基础上ꎬ 桂林市将以区域

综合运输协同、 城市内外交通协同、 城乡客货运

输协同为发展理念ꎬ 打造 “地空联动、 公铁协同、

水陆衔接、 城乡一体、 内畅外联、 优质高效、 支

撑有力、 管理规范” 的综合运输服务体系ꎮ

３１　 综合客运枢纽体系

通过两江机场综合客运枢纽扩建、 桂林北综

合客运枢纽升级改造、 临桂新区综合客运枢纽、

桂林汽车客运南站、 磨盘山码头综合客运枢纽改

扩建等建设 (表 １)ꎬ 构建 “四主五辅” 的综合客

运枢纽体系(图 ３)  ５ ꎮ 各综合客运枢纽建设无缝对

接、 快速衔接的换乘设施系统ꎬ 建设标准化、 规

范化、 人性化的旅客信息换乘引导标识系统ꎬ 建

设功能完善的旅游集散和信息服务系统ꎬ 实现民

航、 铁路、 长途、 公交、 出租、 社会车辆、 租赁

车辆等零距离换乘ꎮ

图 ３　 桂林市综合客运枢纽规划布局

表 １　 桂林市重点建设综合客运枢纽

枢纽分类 枢纽名称 建设情况 功能定位

两江机场综合客运枢纽 改扩建　
对外、 对内两大辐射面ꎬ 为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国际出边中心ꎬ 增强桂林市作为

世界旅游城的国际通达性综合

客运

门户

枢纽

桂林北综合客运枢纽 改扩建　 办理湘桂线南宁方向始发终到客车、 贵广线始发终到客车以及贵广线转线客车作业

临桂新区综合客运枢纽 新建　 　 办理湘桂线南宁方向始发终到客车ꎬ 以及通过客车作业

磨盘山码头综合客运枢纽 改扩建　 主要服务于旅游交通

桂林站 已建成　 主要承担衡柳铁路的动车组列车的停靠和始发终到

桂林西站 已建成　 位于贵广高铁主线上ꎬ 主要办理贵广线通过客车作业综合

客运

辅助

枢纽

琴潭客运站 已建成　 位于桂柳高速公路城市出入口机场路附近ꎬ 承担市区客运分流功能

桂林东客运站 已建成　 已建成投入使用

桂林客运南站 新建　 　 城市南片区主要汽车客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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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城市货物集疏运中心

充分运用综合运输区位优势ꎬ 统筹货运枢纽

与产业园区、 物流园区等的空间布局ꎬ 加快桂林

西、 临空、 珠子洲等物流园区和集疏运中心的建

设ꎬ 强化货运枢纽的集疏运功能ꎬ 提高货物卸载

的便捷性、 兼容性和安全性ꎬ 提升物流园区功能ꎬ

打造物流信息平台ꎬ 构建以桂林西货运枢纽为代

表的公铁联运、 以珠子洲物流园区为代表的公水

联运的城市货物集疏运中心(表 ２)ꎬ 有效解决货

运 “最后一公里” 问题ꎬ 形成集铁路、 水运、 公

路、 航空各种运输方式高效衔接的现代货运物流

网络体系ꎬ 实现货运交通一体化快速发展ꎬ 更好

地满足城市发展和群众生活的需要ꎮ

表 ２　 桂林市重点建设货物集疏运中心

枢纽名称 建设情况 功能定位

桂林西货运枢纽 新建
公铁联运的集疏运中心ꎮ 融合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工业物流园区ꎬ 以旅游商贸、 餐饮休闲为主的休

闲生活带ꎬ 高铁商务及居住职能

临空经济区航空运

输和物流服务中心
新建

引进基地航空公司ꎬ 拓展航线网络ꎬ 发展第三方物流、 冷链物流和商贸物流ꎬ 促进物流园区建设

和电子商务信息平台协调发展ꎬ 建设航空港综合保税区ꎬ 为区域性航空枢纽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平乐县珠子洲物流

园区
新建

发展公水联运货物集疏运中心ꎬ 开发腹地资源ꎬ 改善产业布局ꎬ 促进经济发展ꎬ 发展平乐县临港

工业、 沿江产业带

３３　 综合运输服务信息共享

建设城市综合运输服务协调支持信息系统ꎬ

形成涵盖公路、 铁路、 水运、 民航、 气象、 旅游

等的动态信息报送和共享机制ꎮ 在突发事件和极

端天气等情况下ꎬ 实现各种运输方式之间协调联

动ꎬ 同时面向社会公众提供出行信息服务ꎮ 通过

综合运输服务协调支持信息系统建设ꎬ 加强城市

内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有效衔接和综合管理ꎬ 实

现城际交通与城市交通的便捷转换ꎬ 更好地满足

群众对一体化运输服务的需要ꎮ

其中ꎬ 桂林市通过搭建全市交通行业统一的综

合交通运输服务信息资源共享与交换平台(图 ４)ꎬ

将其作为行业共享信息资源的枢纽ꎬ 承担与交通

相关主管部门 (公路、 铁路、 水路、 民航等) 以

及交通运输厅之间的信息交换工作ꎮ

同时ꎬ 建设综合运输枢纽协同管理与服务系

统ꎬ 通过加强枢纽运行监测、 对接运输方式运营

信息和运行数据采集分析ꎬ 实现多种运输方式之

间的高效衔接ꎬ 完善动静态结合的信息服务发

布ꎬ 减少旅客出行时间和换乘距离ꎬ 提高换乘效

率ꎮ 并建立高效联动的应急处置机制ꎬ 提升枢纽

应急处置能力ꎬ 实现枢纽运行管理科学化和精

细化ꎮ

图 ４　 综合运输服务信息共享系统总体架构

３４　 综合运输组织模式

在市域及柳州、 贺州、 永州等高铁站、 公路

客运站设置异地候机楼、 公铁联程服务候车厅ꎬ

推广 “空铁通”、 “空巴通”、 “公铁通” 等联程服

务产品ꎬ 加强航空、 公路、 铁路、 水运、 城市交

通的无缝衔接和便捷换乘ꎮ 构建多方式、 一体化

的客运联网售票系统ꎬ 实现跨区域、 跨部门的异

地售票、 联程售票、 联动管理、 智能决策和一体

化服务ꎬ 提高综合运输服务运行效率ꎮ

以桂林两江机场、 桂林西货运枢纽、 珠子洲

物流园区为核心节点ꎬ 推进公铁、 公水、 公铁空

联运等物流组织模式ꎮ 打造一批多式联运货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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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企业ꎬ 统一组织货物托运、 接取送达、 信息传

输、 票据交换等货运全程服务ꎬ 推进一票到底货

物服务产品ꎮ

３５　 综合运输服务工作机制

全面深化交通运输体制改革ꎬ 推进形成 “一

城一交” 的交通运输管理模式ꎬ 综合交通规划、

建设、 管理等协调机制基本建立ꎮ 理顺工作机制ꎬ

促进综合运输基础设施网络机制、 运输服务机制、

组织管理机制之间的有效衔接ꎬ 建立完善部、 省、

市协同推进机制和政府、 行业、 企业间沟通协调

机制ꎮ 在交通运输宏观与行业管理体制框架下ꎬ

给予运输服务发展更为重要的地位 ６ ꎮ

３６　 综合运输服务标准

在综合运输枢纽、 货运集疏运、 运载工具、

信息服务、 客运联程服务等工作中ꎬ 重点研究制

定桂林的地方性综合运输枢纽服务标准、 不同运

输方式衔接技术标准、 多式联运服务标准合同、

不同运输方式间运费清算机制ꎬ 初步形成桂林市

综合运输服务标准规范体系ꎮ

４　 结语

目前桂林市正处于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快

速发展时期ꎬ 交通运输需求持续高速增长ꎬ 提升

综合运输服务质量、 提高运输效率ꎬ 是适应经济

新常态、 巩固城市区位优势、 凝聚核心竞争力的

内在要求ꎬ 是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让经济发展

更具活力的有效途径ꎮ

桂林市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建设ꎬ 应以综合客

运枢纽、 城市货物集疏运中心、 综合运输服务信

息共享、 综合运输组织模式创新、 综合运输服务

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建设为主要着力点ꎬ 构建多

层级贯通、 多方式协同、 多模式融合、 一体化衔

接的综合运输服务体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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