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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何将交通枢纽提升到更高水平，用交通枢纽加速城

市发展，还需借鉴先行者的经验。
我们首先把目光投向开创世界高速铁路新纪元的日

本新干线——
催生新的城市副中心。高铁新大阪站的建成，带动了

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逐渐成为一个功能完善的交通枢纽
区、商业娱乐区、金融商贸区、公建配套区以及教育配套区
等功能区域，人口大量导入，区域愈发成熟，所在的淀川河
以北地区形成了新的城市副中心。

再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高速铁路非常发达的欧洲——
转型现代服务业。在这方面，法国里尔是成功典范。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法国高速铁路建设以及英吉利海峡隧
道通车，使得法国北部最大的工业城市里尔由一个交通节
点型城市转变成为一个交通枢纽型城市。里尔抓住机遇，
在继承原有工业的基础上，商贸、物流、金融、传媒、酒店等
行业蓬勃发展，实现了区域产业的转型。

发展会展、旅游等支柱产业。德国法兰克福位于欧
洲中心点，中央车站成为 ICE高铁连接欧洲各国的大型国
际车站，而距其 l公里远的法兰克福会展中心是该市重要
标志。中央车站周边规划与城市发展会展业相结合，形
成集聚效应，会展经济与旅游业成为新支柱。目前，法兰
克福是全球会展业的翘楚，也是德国金融中心和重要旅
游城市。

（三）
让我们把目光转回国内。
审视号称“中国铁路心脏”的郑州，进入新世纪以来，

这里所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如何把区位优势升级为立体
交通枢纽优势。

2004年，铁道部、交通部、河南省三方会审，规划中的
郑州综合交通枢纽落子郑东新区，国家干线公路物流港、
铁路集装型中心站同时选址郑东新区。

建设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国际化视野的东区可谓出
手不凡。以新郑州东站为中心，规划建设高起点、大规模、
全方位、互通式的大型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串起的是全
功能的立体交通，谋求的是零换乘的无缝对接。

目前，国内最大的铁路客运站、我国第二个多式联
运大型枢纽核心区——新郑州东站主体工程基本完
工，9 月 1 日即将与石武客运专线郑州至武汉段联调联
试，明年底全部竣工投用。东站新站房分为三层，自上

而下分别为高架进站层、站台层和地面出站层，采用
“高进低出”的进出站方式，可实现客流的迅速聚集和
快速疏散。

这一浩大工程，建起的是大型综合交通枢纽，构筑的
是现代化立体交通运输体系。郑州综合交通枢纽不仅是
京广、徐兰客运专线的枢纽站，也是中原经济区城际轨道
交通的枢纽站，还是城市轨道交通的枢纽站，而且，通过轨
道交通与郑州新郑国际机场相连，这里还升级为对接郑州
铁路港、公路港和航空港的重要枢纽。枢纽建设快马加
鞭，一个多种交通方式有机衔接、迅速通达国际国内的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也随之成型。

（四）
更高水平的综合交通枢纽，体现在多种运输方式的高

起点规划建设。
更齐全的交通方式。利用高速铁路带来的发展契机，

郑州以郑东新区为重要节点，集纳高速铁路、长途客运、城
市公交、出租车、小汽车及规划中的两条地铁线、城际轨道
七大交通方式，以国际化大手笔谋划建设大型综合交通枢
纽，力争打造高铁客运站，实现区域内多样交通零距离换
乘，开创高铁时代的城市立体交通模式。

更重要的客运枢纽。今年年底完工的我国最大的客
运编组站——高铁郑州新东站工程，是京广铁路客运专
线、徐兰铁路客运专线、郑渝铁路客运专线在郑州的立体
交会枢纽站，这也意味着未来的郑州将成为我国多条铁路
客运专线交会的城市。

更高水平的综合交通枢纽，也体现在规划理念的高度
人性化。

更便捷的出行选择。区域内汇集城市公交、轨道交
通、长途客车、出租车等多种交通形式，地铁 1号线和 5号
线就交会于此，出行更加方便快捷。

更省时的换乘方式。高速铁路位于高架一层，从广场
来的旅客可通过自动扶梯高架候车，坐轨道交通工具来的
旅客和中转旅客可就近由架空层的候车室进站；高架二层
设有自动售票系统，采取机场化服务，旅客经安检后进入
候车室；地面换乘大厅南北设置出站走廊和出租车、社会
停车场，中部为中转候车厅，还是穿越广场的通道，可实现
无缝换乘。

更迅速的集散通道。与普通铁路相比，高铁的特性决
定了其在快速集散方面的要求更高。东西广场采用两翼
进出模式，可双向同时进出站；周边道路规划为“环状+放

射状”，机动车从各个方向都可进出广场。
更高水平的综合交通枢纽，还体现在对区域经济的更

多贡献。
更广的经济辐射带动作用。高铁速度及新客站带来

的，不仅仅是人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由量变到质变的
升级，还促使城市传统格局实现跨越，引领城市发展潮流
完成转型。东区高铁客运站建成通车后，将有效缩短郑州
与北京、上海等国内一线城市的距离，更迅速地聚合发达
城市经济裂变能量，带动旅游、物流、会展、教育、总部经
济、现代服务业等成为郑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目前，郑州高铁客运站附近的区位优势，已吸引众多企业
竞相进驻。

更强的客流物流吐纳作用。据铁道部和省发改委预
测，到2020年，郑州新客站日发送旅客量为10.46万人，新
长途公路客运站日发送旅客量为6.75万人；到2030年，铁
路、公路日发送旅客量将分别达17.43万人、11万人。与此
同时，综合交通枢纽周边的航空港区、商住物流区、郑州国
家干线公路物流港等重点物流项目建设，将有效衔接铁
路、公路、航空等多种运输方式，构建以郑州为核心，覆盖
全省、辐射中原、通达全国的物流中心。

（五）
时光流转到公元2011年。
中原经济区建设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正式上升为

国家战略。郑州的决策层顺应形势，确立了“建设郑州都
市区，打造中原经济区核心区”的战略任务，提出发挥中原
经济区交通节点新优势，推进航空、铁路、公路枢纽联动发
展，加快建设全国综合交通枢纽。

而郑州都市区建设三大目标之一，就是区域中心地位
目标：到 2020年，实现与北京、上海、武汉、西安、南京的 3
小时铁路出行圈；形成“三纵三横”的高速公路网骨架，形
成以郑州为核心的30、60、120、150分钟的中原经济区交通
辐射圈……全国交通枢纽地位进一步提升。

郑州，这座有着百年历史的枢纽之城，正在孕育着一
次华丽的转型，而综合交通枢纽，正是中原经济区、郑州都
市区建设的新“引擎”。传承百年历史辉煌和枢纽之城荣
耀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在了郑东新区的肩头。

郑州综合交通枢纽区域，已经被定位为“郑州市铁路、
公路综合性交通枢纽，兼具商贸、居住功能的城市门户地
区”，它必将成为带动郑东新区、郑州都市区乃至中原经济
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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