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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方案立标杆天津方案立标杆 为交通强国试航为交通强国试航
——访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副主任刘道刚

今年8月，交通运输部批复《天津市交通强

国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天津在试点方案的落

实部署方面有何进展和亮点？对未来京津冀交

通一体化协同发展有何助力？日前，中国城市

报记者就以上问题采访了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

会党委委员、副主任刘道刚。

天津着力建设世界一流智慧绿色港口，打造服务京津冀及三北地区的重要枢纽。

中欧班列提升城市辐射覆盖能力。

■中国城市报记者 叶中华

核心内容是什么？

中国城市报：请您介绍一

下交通强国天津方案的核心内

容和发展目标。

刘道刚：结合天津实际，本
次方案提出两个阶段目标：第
一阶段到2035年基本建成交
通强市，基本形成现代化综合
交通体系。放眼世界，海空两
港链接全球，建成世界一流智
慧绿色枢纽港口和国际航空物
流中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突
破3000万标准箱，机场旅客吞
吐能力达7000万人次；融入区
域、两网三圈畅联京冀，建成高
效率快速网和高品质干线网，
形成京津雄30分钟城际通勤
圈、京津冀主要城市1小时高
铁交通圈和3小时高速公路物
流圈；统筹城乡，公共交通服务
全面覆盖，双城间轨道交通30
分钟通达，基本实现建制村10
分钟到公交站、乡镇15分钟上
高速。第二阶段，到本世纪中
叶，全面建成人民满意、保障有
力、世界前列的现代化综合交
通体系。

中国城市报：交通运输部8

月批复《天津市交通强国建设

试点实施方案》及试点任务申

请后，天津准备如何推进交通

强国试点？

刘道刚：目前，我们安排了
“建设世界一流智慧绿色枢纽
港口、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交
通运输新型市场监管机制、交
通运输大数据应用示范、基于
区块链+云技术的全寿命周期
工程质量溯源平台、基于5G的
智能网联群体智能智慧交通试
点”5个试点项目，全力打造率
先突破示范样板，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的试点经验成效。

一流交通怎么建？

中国城市报：天津市在打

造世界一流智慧绿色枢纽港口

方面有何新举措？

刘道刚：天津市规划通过
1—2年时间,建立安全绿色港
口指标体系,“散改集”作业绿
色新模式全面推广,港作船舶
岸电使用率达到100%；形成无
人驾驶集卡操作规范、自动化
轨道场桥操作规范、自动化轮
胎场桥操作规范等多项企业标
准；海铁联运箱量比重逐步提
升，口岸合规时间及成本逐步
优化,港口竞争力显著增强。
通过3-5年时间,港口安全绿
色发展水平达到新高度,生态
环境智能监测模式全面推广；
智慧港口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建成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生产业
务系统,基本实现集装箱码头
大型设备全自动化应用,集装
箱单证电子化比例达到100%,
集装箱业务线上受理率达到
85%以上,轨道桥人工干预率
低于2%；基本形成环渤海湾干
支中转网络,内陆物流网络实
现腹地全覆盖,邮轮港口服务
功能更趋完善。

中国城市报：天津方案中

提出要打造新型交通监管机

制，新在哪儿？如何实现？

刘道刚：我们通过1-2年
时间,推进信用交通建设取得
积极进展,在信息查询比对、联
动监管等方面不断创新,信用
报告、第三方评估等广泛应用；
建成天津交通运输信用综合管
理系统,实现监管事项全覆盖、
监管过程全记录、监管数据可
共享。通过3-5年时间，信用
承诺审批工程深入推进,审批
监管流程不断完善,信用融合
服务工程有效实施；差异化监
管积极推进,跨部门跨领域联
合奖惩取得显著进展；信用修
复工程有序推进,依法执行异
议处理与信用修复制度建设取
得显著成效。

中国城市报：天津如何在

打破信息壁垒实现共享交换应

用大数据方面助力交通强市？

刘道刚：我们规划通过1-
2年时间,建成交通运输信息资
源交换共享与开放应用平台,
信息系统清理整合、信息资源
共享交换、数据质量管控水平
大幅提升；建成综合交通数据
分析服务系统和货车运输服务
平台,内部管理和外部协作服
务水平显著提高，基本满足企
业、司机“只用一个程序”和“最
多跑一次”。通过 3—5 年时
间,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监管体
系基本建成,车辆数据信息有
效整合,实现危险货物道路运
输全链条高效管理。

此外，规划通过1-2年时
间，完成区块链工程质量溯源
平台和质量安全数据采集分析
平台研发,建成工程管养信息
化管理系统,完成铁路、公路、
水运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系
统开发,数字化管理水平显著
提升,工程质量溯源平台初步
投入应用。通过3-5年时间,
工程质量溯源平台、质量安全
监督管理系统全面投入运营应
用，基本实现工程建设、运营、
监督管理的质量安全大数据分
析和研判，项目全生命周期质
量安全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中国城市报：天津市如何

在特殊场景下应用智能交通？

刘道刚：规划通过1-2年
时间,在部分路段、交叉口等完
成交通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初步
建成智能交通物理环境；完成车
联网应用管理云平台研发,交通
场景赋能效果显著,交通环境更
趋高效、便捷；在部分场景率先
完成无人递送、无人巴士、共享
出行等交通生产生活场景应
用。通过3-5年时间,在部分
场景基本建成“人—车—路—
云”高度协同体系,完成交通智
能网联群体管控大脑构建。

未来交通好在哪？

中国城市报：交通强国天

津方案已在践行，未来天津交

通什么样？

刘道刚：未来的交通将是
运输方式之间深度融合、智慧
科技深度赋能的行业。我用出
行全程一票畅享、物流快递一
链提升、城乡服务一致均等、区
域发展一体融合、世界各地一
网互联“五个一”来概括未来交
通服务我们日常生活带来的新
体验。

中国城市报：如何让人们

的出行变得快捷顺畅，是社会

最关心的热点。对此，天津将

如何实现全程一票畅享？

刘道刚：首先是“畅享”。
即注重人的出行感受，在指导
思想、总体目标、城市交通、治
理体系等10余处突出体现以
人为本。其次是“全程一票”。
目前我们市域出行或者城区通
勤，铁路、航空、出租、轨道、公
交、单车，每种换乘接驳方式均
是单独订单。未来的“出行即
服务”智慧系统将深度整合各
种交通方式，实现出行行程预
定、路径一键规划、智能调度、
费用一键支付等。

中国城市报：物流已成为

交通服务的重要对象之一，尤

其今年新冠疫情肺炎的暴发对

现代交通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对此，天津在物流快递一链提

升方面将有何作为？

刘道刚：我们将大力推进
货物运输生产模式的创新变
革。这次疫情也让我们对未来
的物流递送模式发展有了新的
思考，全球消费者对于无接触式
配送服务的关注度激增。未来
天津市还将会大力发展应用无
人机、无人车物流递送，让快递
小哥、外卖小哥更轻松，实现智
能的末端配送机器人“进门入
户”，把商品和美食直接送到客
户手上。

中国城市报：天津市新交

通建设将对城乡服务一致均等

带来哪些利好？

刘道刚：未来在公共交通
服务方面，我们将更大力度推
进城乡公共交通服务一体化发
展。深化实施农村公路“路长
制”，力争把每一条农村公路都
打造为“美丽乡村示范路”；深
入推进“农村公路+旅游”“农村
公路+产业”“农村公路+帮扶”
等模式，让“农村公路+”模式成
为公路建设发展常态。

中国城市报：新型的天津

交通将对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发

展带来哪些新变化？

刘道刚：未来京津冀区
域，将充分形成“两网三圈”一
体融合的交通架构。两网是
指由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组成
的高效率快速网，这是区域交
通的骨架，以及由普速铁路、
普通公路组成的高品质干线
网。强有力的公铁两网将助
力京津雄深度同频共振。国
家在积极推进时速600公里高
速铁路技术研发，未来京津雄
的通勤时间可能会更短。

中国城市报：未来我国要

不断扩大开放。与国外的开放

交流离不开国际化的交通网

络，天津在打造世界各地一网

互联、助力扩大开放实现双循

环方面作何部署？

刘道刚：我们打造的“一
网”是综合立体交通网。目前

“京津冀”世界级港口群、机场
群，分工合作、错位发展、优势互
补，链接世界各地，强有力地支
撑城市群经济社会发展；天津港
将建成世界一流的智慧绿色港
口，滨海国际机场将建成中国国
际航空物流中心。可以说，无论
是人流物流，还是信息流资金
流，将来都是面向世界、一网互
联。（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