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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济政办发〔２０１９〕１７号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济南市推进运输结构调整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单位）：

《济南市推进运输结构调整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
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９月８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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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推进运输结构调整工作实施方案

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高综合运输效率，推动交通

运输高质量发展，根据 《山东省加强污染源头防治推进 “四

减四增”三年行动方案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 （鲁发 〔２０１８〕

３６号）和 《山东省推进运输结构调整工作实施方案》（鲁政

办发 〔２０１８〕３８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市实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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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深化交通运输新旧

动能转换为契机，聚焦我市钢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按照

“宜铁则铁、宜水则水、宜公则公、分类推进”的原则，促

进大宗货物运输 “公转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交通

运输高质量发展。

（二）任务目标。到２０２０年，全市新增铁路运营里程约

１３５公里，力争新建、改建铁路及铁路专用线５条，形成多

路径、便捷化、大能力的铁路货运网络；开工建设小清河复

航工程，加快形成绿色货运新通道。与２０１７年相比，全市

铁路货运发送量增长５０万吨，铁路货运到达量增长１０００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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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多式联运货运量年均增长２０％，全市高速公路货运车

辆超限超载率不超过０．５％。

二、重点工作

（一）铁路运输提升行动。

１．完善铁路路网，统筹货运场站布局，提升铁路大通

道能力。建设邯济铁路至胶济铁路联络线，形成环济南市区

铁路货运通道；推进连接瓦日铁路与磁莱铁路的郭大线建

设，提升莱钢、泰钢等钢铁企业铁路运输能力；推进泰安至

聊城铁路建设前期工作。启动曹家圈黄河桥四线桥工程，推

动权庄综合货场、桑梓店集装箱和危险品办理站、董家庄高

铁快运办理站规划建设。（责任部门：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

有限公司、市交通运输局）

２．加快综合物流园区和铁路专用线重点工程建设。建

设董家铁路物流基地、水发国际物流园、鲁中新城市铁路物

流园等重点项目。支持钢铁、电力等大型工矿企业和物流园

区新建改建铁路专用线，重点建设水发国际物流园铁路专用

线、山东将山铁路物流有限公司铁路专用线、山钢股份莱芜

分公司铁路专用线、山东九羊集团有限公司铁路专用线等４

条铁路专用线。简化铁路专用线接轨审核程序。推广铁路专

用线和专用铁路共商、共建、共享机制。到２０２０年，大宗

货物年运量１５０万吨以上的大型工矿企业和新建物流园区，

有条件的原则上全部修建铁路专用线；具备铁路专用线的大

—３—



型工矿企业和新建物流园区，大宗货物铁路运输比例达到

８０％以上。（责任部门：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市

交通运输局、市口岸物流办）

３．实施设施设备升级改造工程，强化 “点、线”能力

配套建设。对铁路干线主要编组站和企业专用线设备设施实

施改造扩能，提升铁路场站和企业专用线装卸效率。发挥敞

顶箱 “门到门”运输服务优势，加大敞顶箱推广应用力度。

实施济西编组站扩能改造，推进山钢股份莱芜分公司、山东

九羊集团、华电国际莱城电厂装卸设施设备改造升级。到

２０２０年，实现铁路敞顶集装箱配送运量比２０１８年翻一番。

（责任部门：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市交通运输局）

４．优化铁路运输组织模式，提升铁路货运服务水平。

完善列车运行图，优化编组站作业组织模式，组织货物均衡

运输，开发多频次多样化班列产品，构建快捷货运班列网

络。开行董家口港专列，加大黄岛班列开行密度。大力提升

中欧及中亚班列的运行频率，到２０２０年，中欧及中亚班列

确保达到２００班／年，力争达到３００班／年。（责任部门：中

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市口岸物流办）

５．完善政策机制建设，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建立

健全灵活的运价动态调整机制，制定铁路运价优惠政策。进

一步规范铁路专用线代维收费行为以及短驳服务收费，降低

使用成本。推动铁路运输企业与煤炭、矿石、钢铁等大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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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运量运能互保协议，与物流园区、大型工矿企业等开展

合作。针对大宗货物年运量达到１５０万吨以上或已有铁路专

用线的大型工矿企业和物流园区，逐企制定运输结构调整的

定制化解决方案。（责任部门：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

司）

（二）公路货运治理行动。

６．切实加强公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及超标排放治

理。落实治理车辆超限超载及超标排放联合执法常态化制

度，持续加大违法整治力度。不断优化完善公路治超网络以

及国省干线公路超限检测站点布局。强化矿山、钢铁企业等

货物装载源头监管，引导其安装使用称重设备和视频监控设

备，全面实施分行业监管，禁止违法超限超载车辆出场

（站）上路行驶。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车辆超限超载检测和

柴油货车排放抽测，加快推进 “非现场执法”。持续加强信

用治超，严格落实公路治超 “黑名单”制度，对严重违法超

限超载运输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到２０２０年年底，高速公

路货运车辆平均违法超限超载率不超过０．５％，普通公路货

运车辆超限超载得到有效遏制。（责任部门：市交通运输局、

市公安局、市生态环境局）

７．落实货运车型标准化制度，加快高污染车辆淘汰和

深度治理。健全货车非法改装多部门联合监管工作机制，依

法查处非法改装货运车辆出厂上路现象。稳步开展危险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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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罐车、超长平板 （集装箱）半挂车治理。健全机动车排

放检验与强制维修 （Ｉ／Ｍ）制度，对柴油货车排放检验与维

修加强监管，按期完成国家、省下达的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淘

汰任务。（责任部门：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市生态环

境局）

８．不断创新道路货运组织模式，推动行业集约高效发

展。大力发展公路甩挂运输、企业联盟等集约高效运输组织

模式，发展壮大现代物流运输骨干企业。促进 “互联网＋高

效物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积极发展无车承运人新业

态，加快传化公路港和九通车联网无车承运智慧物流云平台

建设，培育理念创新、运作高效、服务规范的无车承运人品

牌企业。加快推进市区大型农贸市场搬迁规划实施，尽快完

成搬迁；推进新建农贸市场同步配建充电设施，鼓励农产品

运输使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辆，推行高速公路、国省干线

公路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制度，推动农产品运输车辆标准

化、专业化发展。（责任部门：市交通运输局、市口岸物流

办、市商务局）

（三）多式联运提速行动。

９．加强交通物流基础设施有效衔接。加快建设具有多

式联运功能的物流园区、内陆港和集装箱中心站，开展与青

岛、天津等港口的战略合作，提升济南国际内陆港物流枢纽

地位。完善既有铁路货场功能，支持配建公路货场。完善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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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集疏运体系，支持物流园区、大型工矿、钢铁等企业引入

铁路专用线，打通连接枢纽的 “最后一公里”。加快推进济

南国际内陆港、小清河复航工程、济南综合保税区等项目建

设，规划建设济南港疏港铁路，形成衔接紧密、运行高效的

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网络体系。 （责任部门：市口岸物流办、

市交通运输局、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研发和推广先进的多式联运设施装备。鼓励生产、

物流企业研发可高效换装、便捷转运的标准化运载机具设

备。引导商用车中长距离公路运输向铁路运输转移。推广集

装箱、半挂车、托盘等标准化运载单元和冷藏、罐式等特种

箱的使用，推动多式联运设施装备向标准化、集装化、自动

化升级改造。 （责任部门：市交通运输局、市口岸物流办、

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探索创新多式联运组织模式。鼓励铁路、公路、航

空运输企业以及物流园区以联盟、兼并、参股等方式开展合

作。支持企业开发箱驮、驮背、公铁滚装运输等多式联运服

务产品。试点开行冷藏班列。结合小清河复航和济南机场扩

建工程，探索铁水联运、陆空联运组织模式。支持董家铁路

物流基地、中欧班列等项目实施多式联运示范工程。积极对

接青岛港等沿海港口，大力推动原油、成品油和天然气管道

运输。（责任部门：市交通运输局、市口岸物流办、市发展

改革委、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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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推动信息资源共享。突破不同部门、不同运输方式

之间的信息壁垒，强化车辆、船舶、铁路等信息资源互联互

通。强化货物在途状态及运输价格查询、车货动态匹配及定

位跟踪等信息服务。协调推进交通运输、海关、公安、生态

环境等部门信息开放共享，力争在２—３个重点货运场站实

现 “秒通关”。优化信息发布与资源共享机制，积极培育拓

展新兴市场，推动货运行业高质量发展。（责任部门：市交

通运输局、市大数据局、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泉

城海关）

（四）城市绿色配送行动。

１３．构建公铁联运的城市配送网络。加快城市配送网络

节点及配送车辆停靠装卸配套设施建设。开展城市货运通道

规划研究，制定过境道路货运车辆通道规划和建设方案，划

定高污染、高排放货车限行区。支持现有铁路货场转型升级

为城市配送中心；支持相关配送企业利用铁路专用线优化和

拓展配送网络；探索开展公铁接驳配送试点，构建外集内配

的公铁联运城市配送新体系。 （责任部门：市交通运输局、

市口岸物流办、市商务局、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

１４．推广应用新能源城市配送车辆及非道路移动机械。

全力争取、统筹利用国家和省出台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

贴、运营补助、充电设施奖励等各类政策，修订完善电动汽

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加快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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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应用。将公共充电桩建设纳入城市基础设施规划建设范

围，加大用地、资金等支持力度，在货流密集区规划建设充

电站 （桩）。到２０２０年，建成公用及专用充电站１５０座、充

电桩１００００个。建成区新增、更新邮政、轻型物流配送车辆

中，新能源车辆和达到国六排放标准清洁能源车辆的比例达

到８０％；凡是财政资金购买的市政、环卫车辆全部采用新

能源车；鼓励推广使用新能源非道路移动机械。（责任部门：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城管局、

市商务局、市邮政管理局、国网济南供电公司）

１５．推进城市配送组织模式创新。积极发展统一配送、

集中配送、共同配送等集约化运输组织模式。培育和推广城

市配送高铁快运模式。到２０２０年，培育３—５家城市配送龙

头骨干企业。（责任部门：市商务局、市邮政管理局）

（五）服务环境提升行动。

１６．简化审批流程，优化管理措施。对纳入运输结构调

整的重点项目和铁路专用线，建立审批 “绿色通道”。对运

输结构调整工作成效显著的工矿企业，在分解错峰生产任务

时适当减少限产比例。支持新能源城市配送车辆应用，对符

合标准的新能源城市配送车辆给予通行便利。 （责任部门：

市交通运输局、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市公安局）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市推进运输结构调整工作领

—９—



导小组，统筹组织、协调和推进全市运输结构调整工作。各

有关单位要按照责任分工，制定推进运输结构调整具体方

案，确保各项任务和目标落实到位。２０１９年９月底前，各

单位将具体工作方案、工作台账报送市领导小组办公室 （设

在市交通运输局，联系电话：６２３５６０６６、６２３５６３８１）。

（二）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市财政等部门、区县政府

（含济南高新区、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莱芜高新区管

委会，下同）对物流园区建设、铁路专用线建设与共用、公

转铁等重点项目以及中欧、中亚班列运行和新能源配送车辆

购置等予以重点支持。要拓宽投融资渠道，切实加快运输结

构调整步伐。

（三）强化用地支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区县政

府要优先保障运输结构调整重点项目用地规模和指标，满足

项目建设需求。要将本方案中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铁路

专用线项目 （不含物流园区），纳入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重

点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受理范围，按照相关规定办理用地手

续。

（四）严格督导落实。根据运输结构调整指标体系具体

要求，建立运输结构调整信息运行监测和报送机制。各相关

单位按季度总结形成运输结构调整工作情况报告，领导小组

办公室对相关工作进展情况汇总后报市政府。各牵头单位要

积极督促协调相关工作推进落实，确保各项任务目标按期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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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完成。对运输结构调整工作推进落实不力、实施效果较差

的部门和单位，要加大督促整改力度，切实保证各项工作落

地落实。

附件：１．济南市推进运输结构调整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２．济南市运输结构调整重点建设项目表

３．济南市推进运输结构调整工作分解表

４．济南市运输结构调整工作监测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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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济南市推进运输结构调整工作领导小组

成 员 名 单

组　长：王京文　副市长

副组长：杨永斌　市政府副秘书长

丁永民　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贾玉良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成　员：盛顺吉　市发展改革委副局级领导干部

杨福涛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王传秋　市财政局副局长

王秀波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杨荣泉　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正处级领导

干部

马全安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韩　军　市城管局副局长

姚福林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仇　可　市商务局副局级领导干部

石丽华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副局长

黄　杰　市口岸物流办副主任

赵炳跃　市大数据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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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凤阳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

蔡　龙　泉城海关副关长

黄其云　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

董　晖　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货运部

主任

聂　翔　国网济南供电公司副总经理

领导小组实行联席会议制度，定期调度工作进展情况，

及时研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领导小组办

公室设在市交通运输局，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贾玉良兼

任办公室主任。今后，领导小组成员及办公室主任职务如有

变动，由该成员单位接任领导自然替补，并由领导小组办公

室负责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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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济南市运输结构调整重点建设项目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主体 建设内容
开工

时间

完工

时间

概算投资

（亿元）

１

郭家沟至大

石家地方铁

路线 （郭大
线）

山东华宝庆

丰投资有限

公司

１４．２３５公里，含隧道１
处、特大桥２座、小桥
涵３５座。

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１年 １１．５６

２

水发国际物

流有限公司

铁路专用线

水发国际物

流有限公司

新建１．７公里，含两座
框构中桥、货场一处、
下穿济青高速铁路地基

处理。

２０２０年２０２１年 ４

３

山东将山铁

路物流有限

公司铁路专

用线

山东将山铁

路物流有限

公司

建设３．５公里，不含货
场及相关设备费用。 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年 ０．４５

４

山钢股份莱

芜分公司铁

路专用线

山钢股份莱

芜分公司

改造约１０条到发线，新
建４条翻车线、２个装
车厂。

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２年 ４

５

山东九羊集

团有限公司

铁路专用线

山东九羊集

团有限公司

新建３条到发线，有效
长度１０５０米。

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年 ０．５

６

董家镇铁路

物 流 基 地

（一期董家
货运中心）

济南北环铁

路有限公司

占地１２５３亩，新建生产
类房屋、库房５．５万余
平米，车站到发线９条
约１０公里，中心内货物
装卸线二条约３千米。

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 ７．２

７
水发国际物

流园

水发国际物

流有限公司

园区占地１３００亩，规划
建设多式联运、冷链仓
储、集散分拨、流通加
工、期货交割、城市共
同配送等六大中心。新
建铁路专用线１．７公里。

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１年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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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主体 建设内容
开工

时间

完工

时间

概算投资

（亿元）

８
鲁中新城市

铁路物流园

山东华宝庆

丰投资有限

公司

新建到发线４条，有效
长度１．１公里；园区配
套建设全封闭储煤仓２
座、快速定量汽车装车
筒仓２座、翻车机配套
系统１套。

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１年 １１．９２

９
小清河复航

工程

中国铁建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
铁建港航局

集团有限公

司

规划里程２３．３４公里。 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２年 ２１．３９

１０

董家镇铁路

物流基地多

式联运示范

工程

济南铁路经

营集团有限

公司

新建到发线８条，铁路
作业区新建集装箱货物

线１束２条、包件货物
线１条、商品车装卸线

１条，冷链货物作业线１
条。新建仓库３４０００平
方米、生 产 生 活 房 屋

３８００平米。

２０１８年２０２２年 ３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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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济南市推进运输结构调整工作分解表 
序号 重点任务 工作方向 主要内容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1 
建设邯济铁路至胶济铁路联络
线，形成环济南市区铁路货运通
道。 

2019 年
12 月 

中国铁路济南局
集团有限公司 

市交通运输局、
有关区县政府 

2 

加强同胶济铁路、瓦日
铁 路 等 货 运 大 通 道 连
接，畅通铁路集疏运通
道。 

建设连接瓦日铁路与磁莱铁路的
郭大线，推进泰安至聊城铁路前
期工作。 

2020 年
12 月 

中国铁路济南局
集团有限公司、
市交通运输局 

莱芜区、平阴县
政府 

3 

优 化 铁 路 货 运 场 站 布
局，统筹站点作业分工，
提 高 路 网 节 点 作 业 效
率。 

推动权庄综合货场、桑梓店集装
箱和危险品办理站、董家庄高铁
快运办理站规划建设。 

2020 年
12 月 

中国铁路济南局
集团有限公司 

市交通运输局、
市 自 然 资 源 和
规划局、市口岸
物流办、有关区
县政府 

4 

（1）完善铁
路路网，统
筹货运场站
布局，提升
铁路大通道
能力 

畅通路网瓶颈，提高线
路运行效率。 

启动曹家圈黄河桥四线桥工程。
2020 年

12 月 

中国铁路济南局
集团有限公司、
市交通运输局 

槐荫区政府 

5 
加快铁路专用线审核办
理。 

简化铁路专用线接轨审核程序，
压缩“进企、进厂、进园”专用
线接轨协议办理时间。 

长期 
中国铁路济南局
集团有限公司 
市交通运输局 

市 自 然 资 源 和
规划局、 
有关区县政府 

6 

一、铁路
运输提升
行动 

（2）加快综
合物流园区
和铁路专用
线重点工程
建设 

建设董家铁路物流基地
等 3 个综合物流园区；
支持钢铁、电力、汽车
制造等大型工矿企业以
及大型物流园区新建或
改扩建铁路专用线。 

大宗货物年货运量150万吨以上的
大型工矿企业和新建物流园区，有
条件的原则上全部修建铁路专用
线；具备铁路专用线的大型工矿企
业和新建物流园区，大宗货物铁路
运输比例达到 80%以上。 

2020 年
12 月 

中国铁路济南局
集团有限公司、
市交通运输局、
市口岸物流办 

市 自 然 资 源 和
规划局、有关区
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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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重点任务 工作方向 主要内容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7 
铁路干线主要编组站设
备设施改造扩能。 

实施济西编组站扩能改造，推进
山钢股份莱芜分公司、山东九羊
集团有限公司、华电国际莱城电
厂装卸设施设备改造升级。 

2020 年
12 月 

中国铁路济南局
集团有限公司、
市交通运输局 

有关区县政府 

8 

（3）实施设
施设备升级
改造工程，
强化“点、
线”能力配
套建设 

加大敞顶箱推广应用力
度。 

到 2020 年，铁路敞顶集装箱配送
运量比 2018 年翻一番。 

2020 年
12 月 

中国铁路济南局
集团有限公司 

 

9 
完善列车运行图、优化编组站作
业组织模式，组织货物均衡运输，
构建快捷货运班列网络。 

长期 

10 

（4）优化铁
路运输组织
模式，提升
货运服务水
平 

优 化 铁 路 运 输 组 织 模
式，提升铁路货运服务
水平。 

开行董家口港专列，加大黄岛班
列开行密度。大力提升中欧及中
亚班列的开行密度和频率，2020
年，确保达到 200 班/年，力争达
到 300 班/年。 

2020 年
12 月 

中国铁路济南局
集团有限公司、
市口岸物流办 
 

 

11 
建立健全灵活的运价动态调整机
制，制定出台铁路运价优惠政策。

2020 年
12 月 

中国铁路济南局
集团有限公司 

 

12 

建立健全灵活的运价动
态调整机制。 

与大客户签订运量运能互保协
议，与物流园区、大型工矿企业
等开展合作。对大型工矿企业和
物流园区，逐企制定运输结构调
整的定制化解决方案。 

长期 
中国铁路济南局
集团有限公司 

市交通运输局、
市口岸物流办 

13 

 

（5）完善政
策 机 制 建
设，适应市
场经济发展
要求 

规范铁路专用线代维等
收费行为。 

进一步规范铁路专用线代维收费
行为以及短驳服务收费，降低使
用成本。 

长期 
中国铁路济南局
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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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重点任务 工作方向 主要内容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14 
落实治理车辆超限超载
及超标排放治理。 

持续加大违法整治力度。 长期 
市交通运输局、
市公安局、市生
态环境局 

 

15 
优 化 完 善 公 路 治 超 网
络，加强高速公路入口
检测管理。 

优化国省干线公路超限检测站点
布局，强化货物装载源头的监管，
有效遏制普通公路货运车辆超限
超载。高速公路货运车辆平均违
法超限超载率不超过 0.5%。 

2020 年
12 月 

市交通运输局、
市公安局 

 
山 东 高 速 集 团
有限公司、齐鲁
交 通 发 展 集 团
有限公司 

16 

（6）切实加
强公路货运
车辆超限超
载治理及超
标排放治理 

深入推进科技治理、信
用治理。 

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车辆超限超
载检测和柴油货车排放监测，加
快推进“非现场执法”，严格落实
公路治超 “黑名单”制度。 

长期 
市交通运输局、
市公安局、市生
态环境局 

 

17 强化监督、检查与监管。

健全货车非法改装多部门联合监
管工作机制，稳步开展危险货物
运输罐车、超长平板半挂车、超
长集装箱半挂车治理。 

长期 
市交通运输局、
市公安局、市工
业和信息化局 

 

18 

（7）落实货
运车型标准
化制度，加
快高污染车
辆淘汰和深
度治理 

建立车辆排放检测与强
制维护制度，加快高污
染 车 辆 淘 汰 和 深 度 治
理。 

健全车辆 I/M 制度，加强柴油货
车排放检验与维修的监督管理，
完成国家、省下达的国三营运柴
油货车淘汰任务。 

2020 年
12 月 

市交通运输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公安局 

 

19 
推广应用先进运输组织
模式，培育现代物流企
业。 

大力发展公路甩挂运输、货运大
车队、企业联盟等集约高效的运
输组织模式。 

长期 

20 

二、公路
货运治理
行动 

（8）不断创
新道路货运
组织模式，
推动行业集
约高效发展 

积极发展“互联网+高效
物流”以及无车承运人
新业态。 

加快传化公路港和九通车联网无
车承运智慧物流云平台建设，培
育无车承运人品牌企业。 

2020 年
12 月 

市交通运输局、
市口岸物流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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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重点任务 工作方向 主要内容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21   
推进农贸市场规范、搬
迁。 

加快推进市区大型农贸市场搬迁
规划实施，尽快完成搬迁工作；
推进新建农贸市场同步配建充电
设施，鼓励农产品运输使用新能
源和清洁能源车辆，推行高速公
路、国省干线公路鲜活农产品绿
色通道制度，推动农产品运输车
辆标准化、专业化发展。 

长期 
市商务局、市交
通运输局 

市发展改革委、
国 网 济 南 供 电
公司 

22 

加快推进济南国际内陆港、小清
河复航工程、济南综合保税区等
项目建设，建成董家铁路物流基
地。 

2020 年
12 月 

市口岸物流办、
市交通运输局、
中国铁路济南局
集团有限公司 

市 自 然 资 源 和
规划局、市水务
局、济南高新区
管委会 

23 

（9）加强交
通物流基础
设施有效衔
接 

推 进 综 合 物 流 园 区 建
设。 

与青岛、天津等港口战略合作，
提升济南国际内陆港物流枢纽地
位。 

长期 市口岸物流办  

24 
鼓励企业研发多式联运
设施设备。 

鼓励合作研发可高效换装、便捷
转运的标准化运载单元、载运机
具和转运设施设备。 

长期 
市交通运输局、
中国铁路济南局
集团有限公司 

市口岸物流办、
市市场监管局 

25 

（10）研发
和推广先进
的多式联运
设施装备 

更 新 升 级 传 统 设 施 设
备。 

推广集装箱、半挂车、托盘等标
准化基础运载单元的使用，促进
冷藏、罐式等特种箱使用。 

长期 
市交通运输局、
中国铁路济南局
集团有限公司 

市口岸物流办、
市市场监管局 

26 

三、多式
联运提速
行动 

（11）探索
创新多式联
运组织模式 

探索一体化管理组织模
式。 

鼓励铁路运输、公路运输、航运、
物流园区、港口等物流企业之间
以联盟、收购、兼并、参股等方
式展开多种形式的合作。 

长期 
市交通运输局、
中国铁路济南局
集团有限公司 

市口岸物流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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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重点任务 工作方向 主要内容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27 
支持企业开发有针对性的箱驮运
输、驮背运输、公铁滚装运输等
不同形式的多式联运服务产品。

长期 

28 试点开行冷藏班列。 长期 

市交通运输局、
中国铁路济南局
集团有限公司 

市口岸物流办 

29 
结合小清河复航和济南遥墙国际
机场二期改、扩建工程，探索铁
水联运、陆空联运组织模式。 

长期 市交通运输局 
市水务局、山东
机场有限公司 

30 
大力推动原油、成品油和天然气
管道运输。 

长期 市发展改革委  

31 

 
创新多式联运生产作业
组织模式。 

支持董家铁路物流基地、中欧班
列等项目实施多式联运示范工
程。 

长期 
市交通运输局、
市口岸物流办 

中 国 铁 路 济 南
局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32 
强化车辆、船舶、铁路等信息资
源互联互通。 

33 

强化货物在途状态查询、运输价
格查询、车货动态匹配、集装箱
定位跟踪等综合信息服务，提高
物流服务智能化、透明化水平。

长期 
市交通运输局、
中国铁路济南局
集团有限公司 

市口岸物流办、
市大数据局 

34 

 

（12）推动
信息资源共
享 

推动不同部门、不同运
输 方 式 间 信 息 开 放 共
享。 

协调推进交通运输、海关、公安、
生态环境等部门信息开放共享。

长期 市交通运输局 

市口岸物流办、
市公安局、市生
态环境局、市大
数据局、泉城海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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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重点任务 工作方向 主要内容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35 加快配送网络建设。 

支持现有铁路货场转型升级为城
市配送中心，支持相关配送企业
利用铁路专用线优化和拓展配送
网络。 

36 
探索开展公铁接驳配送
试点。 

探索城市配送公铁合作模式，构
建外集内配的公铁联运城市配送
新体系。 

长期 

市交通运输局、
市商务局、市口
岸物流办、中国
铁路济南局集团
有限公司 

 

37 

（13）构建
公铁联运的
城市配送网
络 

开展城市货运通道规划
研究。 

制定过境道路货运车辆通道规划
和建设方案，划定高污染、高排
放货车限行区。 

长期 市公安局 
市交通运输局、
市生态环境局 

38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统筹利用国家出台的新能源汽车
推广应用补贴、新能源汽车运营
补助、新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奖励
等各类政策，加快修订完善电动
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
案，加快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辆
推广应用。 

2020 年
12 月 

市发展改革委、
市交通运输局 

市财政局、市工
业和信息化局、
市商务局、各区
县政府、国网济
南供电公司 

39 

将公共充电桩建设纳入城市基础
设施规划建设范围，加大用地、
资金等支持力度在货流密集区规
划建设充电站（桩）。 

长期 

40 

四、城市
绿色配送
行动 

（14）推广
应用新能源
城市配送车
辆及非道路
移动机械 

积极推进公共充电桩建
设。 

建成公用及专用充电站 150 座，
充电桩 10000 个。 

2020 年
12 月 

市发展改革委、
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 

市财政局、市商
务局、市交通运
输局、市邮政管
理局、市住房城
乡建设局、市城
管局、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各
区县政府、国网
济南供电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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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重点任务 工作方向 主要内容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41  
加大清洁能源装备应用
推广力度。 

建成区新增和更新邮政、轻型物
流配送车辆中，新能源车辆和达
到国六排放标准清洁能源车辆的
比例达到 80%，并鼓励推广使用
新能源非道路移动机械。凡是财
政资金购买的市政、环卫车辆全
部采用新能源车。 

2020 年
12 月 

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市财政局、
市商务局、市邮
政管理局、市城
管局 

各区县政府 

42 
鼓励企业应用先进组织
模式。 

积极发展统一配送、集中配送、
共同配送等集约化运输组织模
式，积极培育和推广城市配送高
铁快运模式。 

长期 
市商务局、市邮
政管理局 

中 国 铁 路 济 南
局 集 团 有 限 公
司、各区县政府 

43 

 

（15）推进
城市配送组
织模式创新 

积极推进试点示范，培
育先进企业。 

培育 3-5 家城乡配送龙头骨干企
业。 

2020 年
12 月 

市商务局 
市交通运输局、
市邮政管理局、
各区县政府 

44 
简化办证流程，加速推
进重点项目相关工作。

对纳入运输结构调整的重点项目
和铁路专用线，建立审批“绿色
通道”。 

长期 
市交通运输局、
市行政审批服务
局 

市 自 然 资 源 和
规划局、市口岸
物流办、各区县
政府 

45 

五、服务
环境提升
行动 

（16）简化
审批流程，
优化管理措
施 优化城市新能源车辆使

用环境。 

支持新能源城市配送车辆应用，
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城市配送车
辆给予通行便利。 

长期 市公安局 
市交通运输局、
各区县政府 

46 （17）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济南市推进运输结构调整工作领导小组。 
2019 年

9 月 
市交通运输局 各成员单位 

47 （18）细化工作方案 
各有关单位按照责任分工，制定推进运输结构调整具体方
案。 

2019 年
9 月 

市交通运输局 各成员单位 



 

—
 
2
3
 
—

序号 重点任务 工作方向 主要内容 具体措施 完成时限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48 
对物流园区建设、铁路专用线建设与共用、公转铁等重点
项目以及中欧、中亚班列运行和新能源配送车辆购置等予
以重点支持。 

长期 市交通运输局 

市财政局、市发
展改革委、市口
岸物流办、中国
铁 路 济 南 局 集
团有限公司、各
区县政府 

49 

（19）完善财政金融支
持 

拓宽投融资渠道，切实加快运输结构调整步伐。 长期 市交通运输局 
市财政局、市工
业和信息化局、
市生态环境局 

50 （20）强化用地支持 

优先保障运输结构调整重点项目用地规模和指标，满足项
目建设需求。将本方案中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铁路专
用线项目（不含物流园区），纳入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重
点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受理范围，按照相关规定办理用地手
续。 

长期 
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 

市发展改革委 
市交通运输局、
各区县政府 

51 （21）严格督导落实 
建立运输结构调整信息运行监测和报送机制，开展运输结
构调整信息运行监测和报送工作。 

2020 年
12 月 

市交通运输局 

市发展改革委、
市 工 业 和 信 息
化局、市口岸物
流 办 、 市 统 计
局、中国铁路济
南 局 集 团 有 限
公司、各区县政
府、相关单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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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济南市运输结构调整工作监测分析表 
填报部门                          填报日期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2019-2020 年 
序号 指标 单位 2017 年 2018年

每季度 年度累计
指标含义 说明 

1 铁路货运总量 万吨     完成的铁路货运总发送量。 
由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

公司填报。 

    

    

    

    

2 

其中：国家铁路货运

量 

济西 

济南车务段 

淄博车务段 

兖州车务段 

万吨

    

由铁路总公司所属铁路完成的货

运发送量。 

由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

公司填报。 

3 集装箱公铁联运量 
万

TEU
    

按照集装箱多式联运合同，以公、

铁两种不同的运输方式，由多式联

运经营人将集装箱货物从接管地

点运至指定交付地点，即集装箱+

公铁两种方式+一人全程负责。 

由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

公司填报。公铁联运量=集装

箱发送量+集装箱到达量-集

装箱专用线发送量-集装箱专

用线到达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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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 
序号 指标 单位 2017 年 2018年

每季度 年度累计
指标含义 说明 

大型工矿企业（大宗
货物年运量 150 万
吨以上，下同）数量 

个     

大宗货物年运量 150 万吨以上（指
发送及到达总量）的煤炭、钢铁、
电解铝、电力、焦化、汽车制造
等工矿企业数量。 

4 
其中，接入铁路专用
线的大型工矿企业
数量 

个     

在大宗货物年运量 150 万吨以上
（指发送及到达总量）的煤炭、
钢铁、电解铝、电力、焦化、汽
车制造等工矿企业中，接入（含
在建）铁路专用线的企业数量。

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口岸
和物流办填报。对利用自有矿
产资源并通过皮带管廊运输，
且大宗货物年运量 150 万吨以
上（指发送及到达总量）的企
业，纳入统计范围，并视为已
接入铁路专用线。 

城市建成区新增和
更新轻型物流配送
车辆数量 

辆     
在城市建成区区域内，每年新增
和更新的轻型物流配送车辆数
量。 

由市公安局填报。城市建成区
是指市行政区范围内经过征
用的土地和实际建设发展起
来的非农业生产建设地段。轻
型物流配送车辆，是指车长小
于 6000mm 且 总 质 量 小 于
4500kg 的载货汽车（不包括三
轮汽车和低速货车）。 

其中，新能源车辆数
量 

辆     
在城市建成区区域内，每年新增
和更新的轻型物流配送车辆中，
新能源车辆数量。 

由市公安局填报。新能源车辆
主要包括纯电动汽车、增程式
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燃
料电池汽车等。 

5 

达到国六排放标准
的清洁能源车辆数
量 

辆   ——  

在城市建成区区域内，每年新增
和更新的轻型物流配送车辆中，
达到国六排放标准的清洁能源车
辆数量。 

由市公安局填报。主要包括达
到国六排放标准的 LNG、CNG
等清洁能源车辆。 



 

 

—
 2
6 —

 

2019-2020 年 
序号 指标 单位 2017 年 2018年

每季度 年度累计
指标含义 说明 

6 充电桩数量 个     含集中式充电桩和快速充电桩。

由市发展改革委填报，高速公

路服务区及机场内充电桩由

高速运营公司和山东机场集

团有限公司填报。 

7 
高速公路货运车辆

超限超载率 
%   ——  

区域内高速公路超限超载的货运

车辆占总通过货运车辆的比例。

由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齐

鲁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分

别填报，市城乡交通运输局汇

总。 

8 
普通国省干线货运

车辆超限超载率 
%   ——  

区域内普通国省干线超限超载的

货运车辆占总通过货运车辆的比

例。 

由市城乡交通运输局填报。 

接入铁路专用线的

大型工矿企业大宗

货物运输总量 

万吨     

已接入铁路专用线的煤炭、钢铁、

电解铝、电力、焦化、汽车制造

等工矿企业，煤炭、焦炭、矿石、

钢铁等大宗货物运输发送量、到

达量。 

由接入铁路专用线的各相关

企业分别填报，发送量、到达

量分别统计。对于通过皮带管

廊运输的大宗货物，视为通过

铁路专用线进行运输。 
9 

其中，铁路运输总量 万吨     

已接入铁路专用线的煤炭、钢铁、

电解铝、电力、焦化、汽车制造

等工矿企业，采用铁路完成的煤

炭、焦炭、矿石、钢铁等大宗货

物运输发送量、到达量。 

由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

公司填报，发送量、到达量分

别统计。对于通过皮带管廊运

输的大宗货物，视为通过铁路

专用线进行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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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 
序号 指标 单位 2017 年 2018年

每季度 年度累计
指标含义 说明 

10 
高速公路收费站数

量 
个     区域内高速公路收费站数量。 

由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齐

鲁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分

别填报，由市城乡交通运输局

汇总。 

11 
高速公路入口称重

检测收费站数量 
个     

区域内已安装入口称重检测设备

的高速公路收费站数量。 

由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齐

鲁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分

别填报，由市城乡交通运输局

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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