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 交通是现代城市的血脉

l 交通是经济的脉络和文明

的纽带

聊城交通的现状、短板、机遇及发展路径的思考



交通支撑能力不断增强

挑战与机遇并存

以“有解思维”推动交通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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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通支撑能力不断增强



“十四五”以来，我们坚持适度超前、项

目为王的发展理念，持续推动交通大投入、大

建设，全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连续三年突

破百亿元大关，综合立体交通布局不断完善，

支撑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持续增强。



在上世纪90年代形成的京九、邯济“十字型”铁

路网的基础上，加快构建济郑、雄商“十字型”高铁

网。历经四年的艰苦建设，济郑高铁于2023年12月8日

开通运营，聊城正式迈入“高铁时代”，实现了北京

上海一票直达，这不仅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了安全舒

适便捷的交通方式，而且将深刻影响和带动城市格局

的变化。雄商高铁2026年建成通车后，我市将成为冀

鲁豫区域高铁枢纽。

德聊高铁

京九铁路

京雄商高铁

聊泰铁路

邯济铁路

济郑高铁

泰聊高铁

聊邯长高铁

济邢高铁

　



目前，我市境内通车运营的高速公路有7条

共474公里（济聊、青银、东吕、德上、莘南、

青兰、高东），在建高速公路5条共157公里

（东阿至阳谷、德上临清连接线、济南至临清、

济南至东阿、德州至高唐）；普通国省道17条

共1185公里，农村公路19927公里；全市公路通

车总里程21586公里，公路密度居全省首位。

德上高速临清连
接线

德州至高唐

青银高速

高东高速

东阿至梁山

高唐至台前

德上高速

济聊高速

临清至濮阳 济南至临清

东吕高速

青兰高速

济南至东阿

东阿至聊城

莘南高速 东阿至阳谷

　



近年来，先后建成了青兰高速黄河大桥、东阿至东平黄河

大桥、聊泰黄河公铁大桥，目前正在推进前期的还有G105东阿

黄河大桥、东梁高速黄河大桥，天堑变通途，制约聊城东向发

展的交通瓶颈逐步打通。

东阿至东平黄河公路大桥

聊泰铁路公铁黄河大桥

S248临观线卫运河
大桥及连接线工程

G105京澳线东阿黄河大桥

　

青兰高速黄河大桥



重大交通项目建设的持续发力，为国家和省重

大战略实施、城乡协调发展、产业结构优化等提供

了强力支撑；“四好农村路”建设，极大方便了人

民群众出行，为广大农村带去了人气、财气，促进

了社会进步。



二、挑战与机遇并存



一是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供给能力亟需提升。
二是刚性约束条件多，程序多、时间跨度长。
三是招商与融资存在困难。

一是有良好的政策环境。
二是有充足的项目储备。
三是有强大的发展动力。。



一是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供给能力亟需提升，高速公路双向六车道以上占比

18.6%，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民用机场、三级以上航道还没有实现零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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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国家对用地、环保等方面管控和约束越来越严格，重点项目前期工作程

序多、时间跨度长、推进难度大。

可研报告阶段需要完成7项前置性文件才可报送到省
发改委审批，设计阶段还需要完成8项报告

高速
公路
前期
工作
程序

初步设计

可行性研
究报告 施工图设计

施工许可列入规划



三是由于建设成本的不断攀升，

高速公路30年的收费期难以覆盖投资

成本，多数项目招商难；以财政投资

为主导的普通国省道和农村公路投资

渠道单一，交通建设资金需求和供应

短缺的矛盾突出。



一是有良好的政策环境。国

家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我省获批

全国首个部省共建示范区，我市

正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山东示范

区聊城样板，交通基础设施投资

力度不断加大。

当前，加快交通发展，有挑
战和压力，也有机遇与动力。



二是有充足的项目储备。我

市积极谋划储备了一大批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当前在建及谋

划推进的项目总投资达1600多亿

元，我市正在成为全省交通建设

的主战场，大投入、大建设的发

展态势已经形成。



三是有强大的发展动力。市

委确立了“6293”工作思路，全

市上下正在深入开展“聚力攻坚

突破年”活动，大干快干、争先

进位的氛围空前浓厚；广大人民

群众热切期盼通高铁、通高速，

公路通到家门口。



三、以“有解思维”推动交通大发展



正在推进前期：

临清至濮阳高速

高唐至台前高速

东阿至聊城高速

东阿至梁山高速

鲁西化工铁路专用线

G105东阿黄河大桥等

在建的总投资过10亿元项目: 

ü 雄商高铁

ü 东阿至阳谷高速

ü 德上高速临清连接线

ü 济南至临清高速

ü 济南至东阿高速

ü 德州至高唐高速

正在推进前期：

临清至濮阳高速

高唐至台前高速

东阿至聊城高速

东阿至梁山高速

鲁西化工铁路专用线

G105东阿黄河大桥等

推进开工建设的过10亿元项目：

Ø 临清至莘县高速

Ø 高唐至台前高速

Ø 东阿至聊城高速

Ø 东阿至梁山高速

Ø 济聊高速改扩建

Ø 鲁西化工铁路专用线

Ø G105东阿黄河大桥
     .......



突出规划引领

强化多方融资

聚合要素保障

创新工作机制



（一）突出规划引领

深入落实市委“6293”工作思路，按照十二项提升行动“战略位势

提升行动”部署要求，依托聊城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近期以加快建设

冀鲁豫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为目标，加快形成济郑、雄商高铁十字

枢纽，配套一批高速公路、跨黄通道建设，构建连接南北、畅通东西的

内外向运输大通道，着力提升城市能级；远期打造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

城市，为实现聊城全面崛起创造新动能。



（一）突出规划引领

编制印发了《聊城市

“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发

展规划》《聊城市综合立体

交通网规划（2023—2035

年）》，提出未来十年左右

的时间，着力构建“两纵三

横”高铁网、“四纵七横”

高速公路网。



（一）突出规划引领



一是积极向上争取

（二）强化多方融资

用好中部地区政策，积极争取省政府在《突破菏泽
鲁西崛起三年行动计划》中列入“探索推动菏泽市、聊
城市经营性公路招商项目享受中部地区政策”内容，争
取我市自主招商高速公路项目收费期限，由最高25年延
长到30年，弥补了资金短板，G105东阿黄河大桥、德
上高速临清连接线、东阳高速等项目皆受益于此。

✭争政策

自主招商高速公路项目收费期限增加5年，

按30年确定



聊城西站综合客运枢纽，属于交通运输部
“十四五”综合客运枢纽项目库项目，经过去年1
年时间的不断争取，从市级初审、省级审查、交通
运输部评估等程序，从最初按照单个项目3500万
元补助政策，争取到一体化项目5000万元最高补
助政策，也是我市历年来争取资金最高的综合客运
枢纽项目。

（二）强化多方融资



国省道大中修争取过程中，我们坚持“多中修、少大修”理念，

不断提升中修占比，充分利用上级补助资金，减轻地方财政负担。

2023年大中修总里程174公里，其中大修13公里、中修161公里，中修

占比92%。中修总投资3.7亿元，省补资金3.5亿元，地方配套资金

2266万元，地方配套资金占比为9.63%，比2022年降低44.17%。

（二）强化多方融资



二是用好外部资金

充分用好PPP新机制。深入研究国家PPP新机制政
策要求，加快推进临清至莘县高速、高唐至台前高速、
东阿至聊城高速、S248漳卫运河大桥等项目招商工作，
争取早日实施。当前，我市谋划推进的交通大项目多，
积极探索市属国有企业参与到高速公路建设等经营性项
目中来的路径。

（二）强化多方融资

吸引民间资本参与。通过市场化运作，先后建成
东阿至东平黄河大桥、聊泰黄河公铁大桥，吸引社会
投资近30亿元，这是民间资本参与我市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抢抓PPP政策机遇。德上高速临清连接线、东阳高
速实现PPP模式招商，将建设期间的政府补贴部分，延
缓至运营期间，既缓解了财政支出压力，又为项目招商
带来利好。



近三年来，共争取专项债资金57.55亿元。
其中济郑高铁需地方出资70.61亿元，目前已争取
到位债券39.21亿元；雄商高铁需地方出资22.96
亿元，目前已争取到位债券13.11亿元；济南至临
清高速需地方出资6.9亿元，目前已争取到位债券
5.23亿元。

今年，我们继续对接好发改、财政部门，做
好专项债申报工作，共计申请专项债4.85亿元，
主要用于济南至临清、济南至东阿、东阿至阳谷、
德上高速临清连接线等高速项目的建设。

三是利用债券资金

（二）强化多方融资



近年来，我市每年新改建农村公路里程均在
500公里以上，因农村公路项目没有收益，项目
筹资难已成为常态。各县（市、区）担当作为，
积极探索农村公路融资新模式，高唐县通过城投
公司申请农发行专项贷款2亿元；阳谷县将农村
公路与城乡供水管网改造项目打包融合，争取贷
款3600万元；临清市采用“大项目+农村公路”
模式，探索出农村公路建设筹资新渠道；东阿县
实施沿黄乡村旅游廊道建设项目，计划改造旅游
公路20.7公里，可争取省级资金1656万元。同时，
我们坚持逆向思维，积极探索通过吨半粮田等项
目，带动农村道路建设。

四是创新农村公路融资模式

（二）强化多方融资



（三）聚合要素保障

抢抓“三区三线”划定和国土空间规划编审
报批契机，将我市“十四五”期间谋划和实施的
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全部纳入国土空间规划
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将近百项程序合并为压茬推进的专业技术、
行政审批、招商融资三条线。东阳高速从可研批
复到开工，时间从一年节约至4个多月。高唐至
台前等3条高速，仅用1个月就完成了可研专家评
审、文本修改，获得省交通运输厅行业意见。

凝聚发改、资规、文旅、水利、生态环境等

多部门合力，形成叠加优势，高效率推进各交通

重点项目前期工作。

提前研判“三电”迁改、工程建设等方面的

制约因素。比如在济郑高铁实施过程中，先行实

施了鲁西化工铁路专用线下穿济郑高铁工程，解

决了未来“卡脖子”问题。



（四）创新工作机制

充分发挥聊城市加快建
设交通强国山东示范区工作
专班作用，定期召开重点项
目调度推进会议，统筹解决
项目难点问题，强化部署推
进。创新推行“一项目一专
班”工作模式，每个交通重
点项目成立由县级干部牵头
的工作专班，攻难点，解难
题，确保各项目进展有序。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将以更加开放的视角跳出交通看交通、

跳出聊城看聊城，站在全省、全国的高度谋划好聊城交通发展大势，

以等不得、慢不得的责任感和紧迫感，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当好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开路先锋，为打造山东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的西

部“战略支点”、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两河明珠”城市贡献交通

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