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陕政办发 〔２０２２〕３９号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

实施方案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年) 的通知

各设区市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陕西省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实施方案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年)»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

彻执行.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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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优化调整运输

结构实施方案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年)

按照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优化调整运

输结构工作方案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２１〕５４

号)要求,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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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交

通运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加快建设交通强省为目标,

以发展多式联运为抓手,提升基础设施联通水平,促进运输组织

模式创新,推动技术装备升级,营造统一开放市场环境,强化跨

方式、跨部门、跨区域协同协作,着力促进物流降本增效,加快

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更

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作出交通

贡献.

(二)工作目标.到２０２５年,全省多式联运发展水平明显提

升,基本形成大宗货物及集装箱中长距离运输以铁路为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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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全省铁路货运量比２０２１年增长４１０６万吨.榆林、延安、

咸阳等重点煤炭产区,年运量１５０万吨以上大型工矿企业中长距

离运输 (运距５００公里以上)的煤炭和焦炭中,铁路运输比例力

争达到９０％.

二、提升多式联运承载能力和衔接水平

(三)完善多式联运骨干通道.实施 «陕西省 “十四五”综

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和 «陕西省 “十四五”物流业高质量发展

规划»,以综合运输通道为主干,形成面向 “一带一路”、辐射全

国、引领西部的高品质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推动实施早期建成的

京昆线、福银线等高速公路拥堵路段扩能改造工程,加快建设省

境内既有规划的国家高速公路,畅通与重庆、甘肃、河南、四川

等周边省 (市)高速通道.加快西禹高速快速联络线建设,优化

提升连接重点产业园区、重要能源基地等经济节点的干线公路技

术等级.加快推进包西—浩吉铁路联络线、靖神铁路二线建设,

适时启动陕甘川渝能源新通道、甘钟线电气化改造、西平铁路增

建二线、西安枢纽第二货运北环线、榆林至佳县至临县铁路、乌

审旗南至海则滩铁路等方案研究工作,持续提升陕煤外运通道能

力.加快建设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推动府谷、定边

等机场建设及汉中机场扩建工程,提升航空货运能力.进一步加

密航线网络,构建以覆盖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为重点的

国际航线网络,建设覆盖广泛、深度通达的国内航线网络.以国

际港务区为集结枢纽,以集装箱铁路运输为纽带,连接重庆、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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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和广西,打通南向铁水联运通道.加快汉江航运通道建设,推

进多式联运港口、码头等基础设施建设. (省交通运输厅、省发

展改革委、西安铁路监管局、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中铁西安局

集团、西部机场集团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市、县、区人民政府

落实.以下均需各市、县、区人民政府落实,不再列出)

(四)加快货运枢纽布局建设.提升省内 “１＋N”物流发展

态势,全面构建西安、延安、宝鸡等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优

化榆林铁路货运枢纽布局,完善枢纽设施设备和服务功能,支持

榆林打造能源化工物流基地,加快建设汉中公铁航多式联运综合

枢纽、汉中公铁联运物流中心、靖边现代综合物流园区、杨凌物

流园区、渭南国际现代物流港、安康无水港等重大物流设施,促

进各种运输方式一体衔接、一站服务、设备共用.强化西安咸阳

国际机场货物集疏能力,建设陆空联运中心、空铁联运中心等配

套设施,健全航空货运服务体系.支持西安打造全球性邮政快递

枢纽,推进邮政快递分拨中心、仓配中心和县级共配中心建设.

(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民航西北地区管理

局、西安海关、西安铁路监管局、省邮政管理局、中铁西安局集

团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健全园区集疏运体系.优化完善综合货运枢纽集疏运

体系,加强枢纽配套道路建设,强化高速公路出入口与枢纽高效

连接,提高多式联运效率.加密省外、省内 “＋西欧”线路,完

善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推动形成 “干支结合、枢纽集散”的集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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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体系.推动铁路专用线建设,打通货物运输 “最后一公里”,

新建或迁建煤炭、矿石、焦炭等大宗货物年运量１５０万吨以上的

物流园区、工矿企业及粮食储备库等,原则上要接入铁路专用线

或封闭式皮带廊道.挖掘既有铁路专用线潜能,推动共线共用.

(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西安铁路监管

局、中铁西安局集团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创新多式联运组织模式

(六)丰富多式联运服务产品.加大３５吨敞顶箱推广使用力

度,鼓励使用自备敞顶箱弥补箱源缺口,组织开行管内敞顶箱循

环列运输砂石骨料.培育一批以煤化工产品、非金属矿石、钢铁

及有色金属、工业制成品等货物为主的白货多式联运项目.依托

西安国际港物流基地与山东港口、中远海运集团合资建设经营内

陆无水港,实现港口后移、堆场互用.推广实施 “铁路进出境快

速通关”业务模式,大力发展铁路快运,推动冷链、危化品、国

内邮件快件等专业化联运发展.鼓励西安、宝鸡、安康等城市建

设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区.支持商贸物流企业建设综合物流中心、

公共配送中心、末端配送网点,完善西安国际港、宝鸡东站等城

市铁路货运场集疏运、仓储、城市配送以及换装转运功能,创新

“外集内配”等生产生活物资公铁联运模式.(省交通运输厅、中

铁西安局集团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生态环境厅、

西安海关、西安铁路监管局、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省邮政管理

局等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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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培育多式联运市场主体.加强高铁货运和国际航空货

运能力建设,推动西北国际货航高质量发展.持续推动 “中铁联

集 ‘陆海联动、多点协同’的集装箱多式联运智能骨干网建设示

范工程”等国家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建设,不断提升多式联运市场

竞争力,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鼓励铁路货运、航空寄递、货代

企业及平台型企业等加快向多式联运经营人转型,引导不同运输

方式企业协同合作和互补衔接,优化物流组织模式.开展省级物

流园区示范建设,争取创建国家级示范物流园区,支持物流企业

聚集发展.(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委牵头,西安铁路监管

局、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省邮政管理局、中铁西安局集团等配

合)

(八)推进联运服务规则衔接.推广应用 «国内集装箱多式

联运运单»«国内集装箱多式联运电子运单»等标准和货物装载

交接、安全管理、支付结算等规则.依托自贸试验区试点、国家

多式联运示范工程,深入推进以铁路运输为主的多式联运 “一单

制”,探索推进国际铁路联运运单、多式联运单证物权化,稳步

扩大在 “一带一路”运输贸易中的应用范围. (省交通运输厅、

中铁西安局集团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司法厅、西

安铁路监管局、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省邮政管理局等配合)

(九)加大信息资源共享力度.加快中国 (陕西)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建设,深入推广各项应用功能,加快推动物流全链

条互联互通,实现航空口岸及铁路口岸运单申报、货物跟踪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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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 “一站式”服务.基于中国 (陕西)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

大数据交换中心,推动骨干物流企业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共建多

式联运综合信息平台.推动铁路场站、航空货站与港口、海关及

船公司、平台公司、货代公司等企业信息系统对接和数据共享.

加快推进北斗系统在营运车辆上的应用,到２０２５年基本实现运

输全程可监测、可追溯. (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交通运

输厅、中铁西安局集团牵头,省国资委、西安铁路监管局、民航

西北地区管理局、省邮政管理局等配合)

四、促进重点区域运输结构调整

(十)推动大宗物资 “公转铁”.鼓励工矿企业、粮食企业等

将货物 “散改集”,中长距离运输时主要采用铁路运输,短距离

运输时优先采用封闭式皮带廊道或新能源车辆.探索推广大宗固

体废物公铁协同联运模式,积极探索西南通道危化品公转铁运输

模式,保障秦岭生态环境安全和危化品运输安全.优化超限超载

执法站布局,引导重点货运源头单位安装称重检测和视频监控设

备并联网运行,加快形成 “一县一站多车多点”的称重检测系

统,建立超限超载常态化倒查工作机制.落实 «陕西省治理货物

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深化联合治超工作机制,建立通行信

息抄告机制,开展集中整治行动,监督抽查用于贸易结算和遏制

车辆超载运输的在用汽车衡,及时通报违法数据信息,落实联合

惩戒、卸载转运等制度,完善行业退出机制. (省交通运输厅、

中铁西安局集团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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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厅、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市场监管

局、西安铁路监管局等配合)

(十一)推进煤炭主产区运输绿色低碳转型.建设榆林运输

结构调整示范区,支持铁路专用线入园、入企,加快铁路专用线

和封闭式皮带廊道等重点项目建设,推动入园铁路专用线共建共

享.建设一批铁路货场,完善基础设施,提升集装箱堆存和装卸

作业能力.推动包西、浩吉、靖神等铁路按最大运输能力保障需

求,进一步挖掘唐呼铁路北上、瓦日铁路东出、包西铁路南下运

输潜力.鼓励中铁西安局集团与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等大型工矿企

业签订 “总对总”运输互保协议,提高长协煤占比.组织开行煤

炭跨局直达列车,大力推广管内循环列车,根据区域和季节市场

变化,引导货源流向.在煤炭矿区、物流园区、化工园区和钢

铁、火电、煤化工、建材等领域培育一批绿色运输品牌企业,打

造一批绿色运输枢纽. (省发展改革委、中铁西安局集团、省交

通运输厅牵头,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西安铁路监管局

等配合)

(十二)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支持西安国际港务区打

造中欧班列 (西安)集结中心,支持安康等节点城市打造中欧班

列集结分中心,优化国内外中欧班列集结分拨线路布局,构建集

约高效的 “长安号＋国内城市/沿海港口/境外城市”的国际物流

通道格局.强化数字中欧班列建设,完善数字金融综合服务平

台.推进中欧班列 (西安)集结中心综合监管场站以及西安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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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中心铁路运输类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建设.优化国际铁路运邮作

业组织和换装流程,提高跨境寄递服务效率,引导企业利用中欧

班列 (西安)扩展寄递渠道.加密开行跨境电商专列,促进国际

快件、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发展.(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

省商务厅、西安海关、西安铁路监管局、省邮政管理局、中铁西

安局集团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加快技术装备升级

(十三)推广应用标准化运载单元.以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任

务为抓手,增强多式联运装载一体化、标准化水平.积极推动标

准化托盘 (１２００毫米×１０００毫米)在集装箱运输和多式联运中

的应用.鼓励企业发展煤炭集装箱运输业务,推广标准化集装箱

在浩吉、西包铁路中的应用.鼓励商贸物流企业围绕标准托盘

(含周转箱)及其循环共用的相关物流设施设备进行更新改造.

加快运输装备标准化,稳步开展超长平板半挂车、超长集装箱半

挂车等非标货运车辆治理工作,推广应用轻量化挂车.引导和培

育集装箱、半挂车、托盘等专业化租赁市场发展,推进运载单元

共享共用、循环利用. (省交通运输厅、中铁西安局集团牵头,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等配合)

(十四)加强技术装备研发应用.鼓励汽车企业加强新能源

重卡关键技术研究,研发适应内陆集装箱发展的道路自卸卡车、

冷链、危化品等专用运输车辆,研发耐低温车载电池,推动新能

源货车向高寒区域推广应用.研发 “西安海关物流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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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铁路转关作业无纸化,加强 H９８６、智能关锁等智能机检设

备的装备与应用,提高进出境物流监管的信息化水平. (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西安海关牵头,省交通运输厅、省科技厅、西安铁

路监管局、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省邮政管理局、中铁西安局集

团等配合)

(十五)提高技术装备绿色化水平.鼓励有条件市 (区)在

固定线路运输、短途运输和矿场、港区、码头、货场及物流园区

等特定场景推广应用新能源重型卡车或新能源非道路移动机械.

提高城市物流配送、城市轻型环卫、邮政快递、机场、港区、铁

路货场等领域新能源、清洁能源汽车应用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比

例.加快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站 (桩)建设,不断提升充电站

(桩)覆盖率.推动在港站枢纽和物流园区规划建设充换电、加

气等配套设施.在西安国际港等到发量大的铁路办理站点推广数

字化场站,推进集装箱运输管理系统手机 APP、专用线互联网

版的应用实施. (省交通运输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

革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生态环境厅、省能源局、中铁西安

局集团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营造统一开放市场环境

(十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深化 “放管服”改革,完善事

中事后监管长效工作机制.加大涉企信用信息公示力度,充分发

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陕西)平台和全国信用信息共享

平台 (陕西)作用,推动政府部门涉企信息互联共享.建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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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严格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

信名单管理,加强部门间失信联合惩戒的协作,加快构建以信用

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推动多式联运政务数据安全有序开放.

加快 “互联网＋交通政务”建设,提供网上申报、办理、查询等

一站式服务.深化铁路市场化改革,促进铁路运输市场主体多元

化,落实铁路企业股权划转和交叉持股等政策,规范道路货运平

台企业经营,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运输服务市场. (省发

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省市场监管局、西安铁路监管局、民

航西北地区管理局、省邮政管理局、中铁西安局集团等按职责分

工负责)

(十七)规范重点领域和环节收费.落实铁路运价灵活调整

机制,鼓励铁路运输企业与大型工矿企业等签订 “量价互保”协

议.规范地方铁路、专用铁路、铁路专用线收费,明确线路使

用、管理维护、运输服务等收费规则,进一步降低使用成本.深

化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持续提升路网运行效率,促进物流降本

增效.(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中铁西安局集团等按职

责分工负责)

(十八)加快完善法规和标准体系.推动立法研究,不断完

善综合交通法规体系.发挥物流与供应链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专业

能力作用,研究制定陕西省多式联运枢纽设施、装备技术标准体

系.推广应用关于多式联运枢纽设施、装备技术等的国家标准,

积极参与国家、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工作.执行多式联运相关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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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和统计制度,为科学推进多式联运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省

交通运输厅、省司法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省统计局、

西安铁路监管局、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省邮政管理局、中铁西

安局集团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完善政策保障体系

(十九)加大资金支持力度.统筹利用车购税资金、中央预

算内投资等多种渠道,加大对多式联运发展和运输结构调整的支

持力度.鼓励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或大型物流企业发起设立物流

产业投资基金,支持省内重要节点物流设施建设.完善物流企业

减免补偿机制、拓宽融资渠道,切实降低企业成本.鼓励各地根

据实际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省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

省交通运输厅、西安铁路监管局、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省邮政

管理局、中铁西安局集团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加强对重点项目的资源保障.加大对中央、省级物

流枢纽、综合货运枢纽、省级示范物流企业、中转分拨基地、铁

路专用线、封闭式皮带廊道等项目用地的保障力度,将确定实施

的项目纳入同级国土空间规划,为项目建设预留空间.坚持土地

要素跟着项目走,对纳入国家重大项目清单的运输结构调整项目

以及纳入省级人民政府重大项目清单的交通单独选址项目用地,

直接配置计划指标.提高用地复合程度,盘活闲置交通用地资

源.建立省、市物流重大项目库,加强对入库项目服务保障和全

程管理.对支撑多式联运发展、运输结构调整的规划和重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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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开辟环评绿色通道,依法依规加快环评审查、审批. (省

自然资源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省交通运输厅、中铁西安局集团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一)完善交通运输绿色发展政策.贯彻落实国家和我

省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发展实施方案中关于多式联运发展和运

输结构调整有关要求.推广低碳技术应用,提升清洁能源、太阳

能等可再生能源在交通行业的使用比重,从源头上降低交通运输

活动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放宽新能源货车、冷藏运输车限行

政策.鼓励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范围等特殊敏感保护区域创新推广

绿色低碳运输组织模式,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省发展改革

委、省公安厅、省财政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交通运输厅等按职

责分工负责)

(二十二)做好组织实施工作.依托省多式联运专项工作办

公室和省级运输结构调整常态化沟通会商机制,加强各部门协调

联动,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存在问题.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

将发展多式联运和调整运输结构作为 “十四五”交通运输领域的

重点事项,督促工矿企业、铁路企业等落实责任,有力有序推进

各项工作.切实落实 “一企一策”要求,细化目标任务,制定责

任清单,科学安排工作进度,确保各项任务顺利完成.在推进过

程中,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切实保障煤炭、天然气等重

点物资运输安全,改善道路货运、邮政快递等从业环境,进一步

规范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畅通 “１２３２８”热线等交通运输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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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监督渠道,做好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切

实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大局. (省多式联运专项工作办公室、

省级运输结构调整常态化沟通会商机制成员单位牵头,各有关部

门和单位配合)

(二十三)强化运输结构调整督导考核.由省交通运输厅、

省发展改革委、西安铁路监管局成立运输结构调整工作督导组,

对各市 (区)政府、省属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督导,确保责任落

实到位.各市 (区)政府、中铁西安局集团要强化动态跟踪和分

析评估,定期报送任务完成情况. (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

委、西安铁路监管局、中铁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等按职责分工负

责)

附件:２０２２－２０２５年铁路货物发送量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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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年铁路货物发送量任务分解表

单位:万吨

市 (区)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２０２３年 ２０２４年 ２０２５年
２０２５年较

２０２１年增加

合计 ３７８９４ ３９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４１０００ ４２０００ ４１０６

西安 ４８２ ４９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８

宝鸡 ７６０ ８８０ ９００ ９２０ ９５０ １９０

咸阳 ２８４４ ２９００ ２９５０ ３０００ ３０５０ ２０６

铜川 ９５７ ９７０ ９７５ ９８０ ９８５ ２８

渭南 １０６７ １１００ １１５０ １２００ １２５０ １８３

延安 １８９０ １９２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４０ １９５０ ６０

榆林 ２７５６５ ２８１７０ ２８９９５ ２９８３０ ３０６０５ ３０４０

汉中 ３２８ ３６０ ３８０ ４００ ４２０ ９２

安康 １２４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７６

商洛 ５５０ ６００ ６００ ６００ ６５０ １００

韩城 １３１９ １４００ １４１０ １４２０ １４３０ １１１

杨凌 ８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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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军区.

省监委,省法院,省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国务院各部门驻陕单位.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５日印发

共印９０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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