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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家公路网规划调整于 2014年基本完成，陕西省省道网规划调

整于 2018年全部完成，在此背景下，各地市于 2018年着手对各行政

辖区内的县乡道进行调整。

2014年 1 月 6 日国务院正式批复陕西设立的西咸新区，是中国

第七个国家级新区，也是首个以创新城市发展方式为主题的国家级新

区，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和咸阳市建成区之间。西咸新区辖区面积 882

平方公里，下设空港新城、沣东新城、秦汉新城、沣西新城及泾河新

城五大组团，下辖 17个街办、5个乡镇、323个建制村，现状总人口

99.15万人。2019年西咸新区生产总值（GDP）520.72亿元，同比增

长 10.6%，增速在全省各地市中稳居第一。

“十三五”期间西咸新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全会精神，适应经济全球化形势，推进西咸新区全面深化改革。但与

东部地区相比，西部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西咸新区作为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起点区域和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点新区，应担负其

所承担的功能，发挥自身优势。西咸新区交通运输行业的繁荣稳定发

展将为未来打通中国到中亚乃至欧洲的经济通道打下坚实基础。

综上所述，在经济多元化、全球化的今天，西咸新区作为首个以

创新城市发展方式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规模体量大，亟需立足自身

发展，构建对外融合大西安、自身相对独立且成体系的交通运输系统。

同时迫切需要抢抓机遇，构建对外畅达、集约高效、对内节点联系便

捷的公路运输网络体系，助力西咸新区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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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2017）》；

3.《陕西省公路条例（2014）》；

4.《公路网规划编制办法（交规划发〔2010〕112 号）》；

5.《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

6.《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 50220-1995）》；

7.《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编制办法（2010）》；

8.《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编制导则（2010）》；

9.《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2009）》；

10.《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发（2010）46号；

11.《西咸新区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

12.《各新城分区规划（2016-2030）》；

13.《西咸新区综合交通体系规划》；

14.《“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国发（2017）

11号；

15.《陕西省“十三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2016-2020）》；

16.《陕西省公路“十三五”发展规划》；

17.《陕西省农村公路规划调整工作指导意见》；

18.《大西安现代物流业发展规划(2017-2021)》；

19.《大西安“十三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市政发（2018）

24号；

20.《陕西省农村公路设计指导意见（试行）》陕公路发（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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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号；

21.《陕西省农村公路路网规划调整前期工作》陕公路函（2016）

362号；

22.《国家公路网规划（2014-2030）》；

23.《陕西省省级公路网规划（2018-2035）》（JT/T 402-1999）；

24. 西安市交通运输局《西安市农村公路网规划》。

规划期限与范围

1.规划期限

按照西咸新区公路交通发展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要

求，本次规划期限为：2018年～2035年。

2.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与《西咸新区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保持一致，

为西咸新区全域，规划面积 882平方公里。

规划内容

1.公路网发展现状评估

基于辖区发展背景与概况，理清新区内公路现状情况与脉络，对

现状存在问题进行评估分析。

2.公路网规划方案制定

通过对西咸新区各新城的经济状况分析、交通需求分析，分析公

路网层次结构和功能定位，合理规划布设各层次公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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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基础

1.1 社会经济发展现状

1.1.1 区域概况

1.地理位置

西咸新区位于关中平原中部，与西安、咸阳主城相接，与西安高

新区、阎良区、临潼区相邻，与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浐灞生态区、

国际港务区隔渭河相望，东距西安市中心 10公里，西距咸阳市中心

3公里，区域位置优越。境内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位于新区北部，现有

西安绕城高速、连霍高速、西宝高速、临兴高速、福银高速、包茂高

速、延西高速、机场专用高速八条高速公路以及 G310(108)、G312、

G211、S105和 S312，交通条件便利，是西安国际化大都市未来拓展

的重点区块。

图 1.1 西咸新区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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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政区划与人口

西咸新区现下设空港新城、沣东新城、秦汉新城、沣西新城及泾

河新城五大组团，下辖 17个街办、5个乡镇、323个建制村。新区现

状总人口约 99.15万人，由 2010年的 89.3万人增长至 99.15万人。

3.地形地貌及自然气候

西咸新区地势西高东低，南北高中间低，渭河由西向东穿过，全

区土地主要为渭河、泾河河漫滩（分为低漫滩和高漫滩），以及渭河、

泾河阶地。渭河以南以平原为主，海拔 400米～700米，地势平坦。

渭河以北地势呈阶梯形增高，由一、二级河流冲积阶地过渡到一、二

级黄土台塬。塬面地势平坦，台塬边缘由于长期受泾河、渭河及其支

流的切割，形成许多沟壑。

西咸新区属温带大陆性季风型半干旱、半湿润气候区。在大气环

流和地形综合作用下，冷暖干湿四季分明，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

干燥，多年平均气温 13℃，年内 7月份平均气温 26.5℃，春末秋初

寒潮降温造成冻害，极端最高气温 42.0℃，1月份平均气温-1.4℃，

极端最低气温-19.7℃，全年无霜期 219天。年主导风向为东北风，全

年平均风速 2.7米/秒，最大风速 18.0米/秒。无霜期平均为 219～233

天。年平均降水量 600～800mm，5月～10月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

50%以上，冬季 11月～2月仅占全年降水量的 5～8%。夏季降雨多以

暴雨出现，易造成洪涝和水土流失等自然灾害。

4.旅游资源

西咸新区是陕西省文物遗产分布最具代表性的区域之一，文物密

集、数量众多、规模宏大、遗物丰富，历史意义显著。西咸新区在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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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是周、秦、汉王朝的都城所在地。渭河、泾河、沣河流经区内，

汉长安城和秦咸阳城分别位于渭河南（低）北（高）两岸，周丰京、

镐京分处沣河东西两岸。

西咸新区范围内现有 43处 49个文物点（已公布）。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为 14处 20个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为 15处，市、县级

文物保护单位为 14处。其中，国家文物局公布的 150处重点大遗址

中，秦咸阳城遗址、阿房宫遗址、丰镐遗址、西汉帝陵等 4处入选，

是我国拥有大遗址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

西咸新区历史文化资源以古遗址、古墓葬为主，主要包括古遗址

10处，古墓葬 25处。区内的古遗址占地面积大、文物价值高，包括

周、秦、汉等多个历史时期的都城、宫殿、离宫；古墓葬数量最多、

涉及历史著名人物众多，分布集中，以汉代帝陵为主，另有两周、北

朝、隋唐等历代帝陵、王公大臣墓葬、名人墓葬等。

1.1.2 经济发展现状

1.总体概况

2019年西咸新区生产总值（GDP）520.72亿元，同比增长 10.6%，

增速在全省各地市中稳居第一。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46.72亿

元，增长 2.9%；第二产业增加值 185.21亿元，增长 9.1%；第三产业

增加值 288.79亿元，增长 13.3%。

2.农业

2019年，新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83.22亿元，同比增长 3.0%。

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 2.0%，林业总产值增长 59.6%，农林牧渔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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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总产值增长 5.5%，均保持稳定增长。主要农产品产量稳定，粮食

产量 15.93万吨，蔬菜产量 93.66万吨，肉类产量 1834.50吨。

3.工业和建筑业

2019 年，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91.65 亿元，同比增长

3.0%。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358.32亿元，同比增长 5.8%；分轻重工

业看，轻工业同比增长 10.6％，重工业同比增长 5.1％。

4.固定资产投资

2019年，新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 10.3%，增速较前

三季度回落 2.3个百分点，高于全市增速 9.2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增

速 7.8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开发业投资增长 47.7%，增速较前三

季度回落 1.7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面积 489.3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06.2%，增速较前三季度回落 3.2个百分点。

1.2 西咸新区交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1.2.1 西咸新区公路交通发展现状

陕西是全国公路交通枢纽省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 5000公

里，普通国道网里程 3940公里。目前，大西安区域高速公路通车里

程 1008公里，普通国道 796公里，已形成了以绕城高速以及西安外

环高速北段为核心，以连霍高速、西宝高速、福银高速、咸旬高速、

包茂高速、延西高速、京昆高速等为放射的高速公路网，G310(108)、

G312、G211等为骨架的普通公路网布局，是国家公路网中重要的枢

纽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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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西咸新区高快速路及国道现状分布图

1.综合

根据西咸新区统计年报，截至 2019年底西咸新区公路总里程为

1712.022公里（不含国道），省道 51.456公里、县道 199.76公里、

乡道 173.536 公里、专用公路 10.299 公里、村道 1276.971 公里。比

2018年增加里程 35.527公里，增减情况分别为：省道调整增加 51.456

公里，县道减少里程 15.927公里。截止 2019年 8月底全部硬化，并

全部通沥青（水泥）路，街办、乡镇、建制村通畅率 100%。

2.2019年农村公路里程统计

根据 2019年统计年报，西咸新区公路里程为 1712.022公里（不

含国道），按技术等级分：一级公路 14.88公里，二级公路 102.539

公里，三级公路 280.348 公里，四级公路 1011.528 公里，等外公路

302.727公里。

按路面类型分：有铺装路面 1066.679公里，其中沥青混凝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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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289.392公里，水泥混凝土路面 777.28公里。简易铺装路面 146.456

公里；未铺装路面 498.887公里。

图 1.3 西咸新区公路网按技术等级划分图

1.2.2 存在问题

1.各新城公路权责归属尚不明晰

西咸新区建设成立后，公路数据从原区县划拨至西咸新区。咸阳

市秦都区、渭城区以及泾阳县公路移交由西咸新区空港新城管理养

护；西安市长安区和未央区、咸阳市秦都区部分移交由西咸新区沣东

新城管理养护；咸阳市秦都区、渭城区、泾阳县以及兴平市部分公路

移交由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管理养护；西安市长安区和户县、咸阳市秦

都区部分公路移交由西咸新区沣西新城管理养护；咸阳市泾阳县部分

公路移交由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管理养护。

由于行政区划调整促使公路网管理职能的移交，导致各新城区域

内需要移交的公路节点尚不明晰；同时部分区域的公路经多次移交

后，管理职责较为混乱；个别公路由多个新城管理，界限模糊。

2.公路设施建设水平亟需提升

西咸新区地处西安市与咸阳市之间，处于全面开发建设阶段。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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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公路整体等级偏低，低等级公路众多，2019年四级公路及等外公

路规模达 1314.255公里，占西咸新区农村公路网的 76.8%。此外，低

等级公路与其他公路的衔接较差，制约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和区域经

济的发展。

3.道路分工混乱，公路功能不明确

西咸新区受行政区划影响，以及处于发展起步阶段，城市建设进

程快，市政道路与公路功能混杂，公路承担客货运输的混合职能，不

能适应西咸新区的发展，迫切需要明确公路与市政道路的相应服务功

能。

4.农村公路服务水平亟需提升

西咸新区农村公路虽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实现了建制村村村通

公路，但农村公路重主体、轻附属的现象依然存在。随着农村经济的

不断发展，农用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推进“四

好农村路”建设，公路急需改造升等，以服务农村、方便农村地区便

捷出行。

5.公路养护水平低，长期、有效的养护机制需要完善

目前，公路养护是一个薄弱环节，由于资金、技术、管理体制等

原因，公路养护水平相对较低，亟待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公路养护管

理机制改革。综合分析西咸新区公路网现状，总体发展水平一般。境

内多处公路常年失修、破损严重，亟需改造提升。西咸新区边界受职

能划分影响成为“无人管”地带，养护建设任务还很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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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形势与需求

2.1 社会经济形势

2018年是西咸新区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西咸新

区创新城市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大西安新中心、奋力实现追赶超越的

关键一年。2018年，西咸新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省、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追赶超越和“五个扎实”总要求，以创新

城市发展方式为主线，以建设大西安新中心为目标，系统推进创新驱

动、改革推动、开放带动，统筹把握稳增长、惠民生、防风险，持续

发力抓重点、补短板、优环境，坚定不移发展现代产业，突出抓好生

态环境、宜居环境、营商环境建设，全力推动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在发展新经济、展示新形象、打造新高地上取得了新的突破，为

全市追赶超越做出了新的贡献。

从国际层面看，全球经济有望温和回升，但是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增多，预测值面临下行风险，下行风险来自贸易形势恶化、英国脱欧

干扰以及金融市场突然涌现避险情绪等。中美经贸摩擦具有长期性、

反复性、复杂性。亚洲整体经济增速走势保持平稳，东盟国家经济增

速则会企稳。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步伐加快，新技术和信息技术

的广泛运用特别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与创新，正在引发影响深远

的产业变革，将孕育和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西咸新区只有充分利用

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变革的机遇，推进包括制度、技术、管理模式在内

的创新驱动，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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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层面来看，全球经济增速较低，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加深，

叠加国内经济转型升级阵痛和既有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经济发展面临

的内外风险明显增多。新时期应着力提升增长内生动力，增强经济发

展韧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面对一系列国内

环境的新变化，西咸新区要善于紧扣重要战略机遇，结合“一带一路” 

倡议，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快绿色发展，

激发出更大的发展活力。

从区域层面来看，发展不平衡不断加剧，竞争压力日益加大。东

部沿海地区以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经济为导向，进一步加快经济提

质的步伐，“十三五”期间与中西部的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拉大。中西

部城市依托后发优势，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加速结构升级，发展势头

迅猛，对西咸新区造成了不小的外部挑战。从新区发展来看，西咸新

区紧扣“追赶超越”定位和“五个扎实”要求，紧抓创新城市发展方

式主线。但是，延安、榆林等资源型城市正在加速转型，宝鸡、咸阳

等地工业经济拉动作用日益增强，客观上对西咸新区发展形成了竞争

压力。西咸新区要在区域竞争中取得优势，就必须在保持经济持续稳

定发展的同时，促进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双提升。

国内外一系列发展环境的新变化下，西咸新区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并存。在新形势下，西咸新区需继续以产业发展为核心，以营商环境

和宜居环境建设为重点，奋力推动新区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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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城市发展形势及需求

2.2.1 西咸新区发展概况

西咸新区，是中国第七个国家级新区，也是首个以创新城市发展

方式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国家赋予了西咸新区打造“西部大开发新

引擎、向西开放重要枢纽、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范例”的重大使命。

西咸新区现下设空港新城、沣东新城、秦汉新城、沣西新城和泾河新

城五大组团，总面积 882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 272平方公里，常住

人口 99.15万人。2019年西咸新区生产总值（GDP）520.72亿元，同

比增长 10.6%，增速在全省各地市中稳居第一。新区经济运行呈现稳

步推进良好态势，实现了高质量发展。

西咸新区设立的主要目标一是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探索创新城市

发展方式；二是发挥西咸引领和带动西部地区发展，深入实施西部大

开发战略。落实现代化大西安新中心、现代田园城市两大目标，贯彻

国家批复文件要求，突出历史文化彰显和创新城市发展方式两大特

征，将西咸新区发展定位为：现代化大西安新中心、西部大开发的新

引擎、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支点，国家创新城市发展方式试验区。

《西咸新区总体规划》明确新区未来将以“大开大合”的空间发

展模式，沿承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空间形态，构建新区“一河、两带、

四轴、五组团”的空间结构。

在明确了城市定位的基础上，西咸新区将承接引领区域发展使

命，促进关中城市群核心区一体协调发展，辐射带动大西北。进一步

落实各新城城市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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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空港新城：大西安交通物流枢纽和空中门户，以临空经济为主

导产业。

2.沣东新城：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和现代服务及集聚区，

以高新技术、现代商贸为主导产业。

3.秦汉新城：大西安健康城和秦汉历史文化集中彰显区，以健康

医养、文化旅游为主导产业。

4.沣西新城：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和绿色低碳生态示范区，以信

息技术、科技创新为主导产业。

5.泾河新城：统筹城乡发展示范区和现代服务业示范区，以高端

制造、文化旅游、都市农业为主导产业。

图 2.1 西咸新区产业发展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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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古丝绸之路概念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新的经

济发展区域。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东边牵着亚太经济圈，西边系着发

达的欧洲经济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

走廊”。在现代交通、资讯飞速发展和全球化发展背景下，促进丝绸

之路沿线区域经贸各领域的发展合作，既是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也是

对该区域蕴藏的巨大潜力的开发。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可以综合交通通道为展开空间，依托沿线

交通基础设施和中心城市，对贸易和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促进区

域经济一体化，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和社会同步发展。推进贸易投资便

利化、深化经济技术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

设的三部曲。

西咸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需紧抓国家向西开放、建设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战略机遇，加强航空、高速铁路、城际铁路、高速公路等区

域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丝绸之路向西开发的枢纽，全面支持丝

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

2.2.3 关中天水经济区

《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提出构筑“一核、一轴、三辐射”

的城镇空间新格局，“一核”：即西安（咸阳）大都市，是经济区的

核心；“一轴”：即宝鸡、铜川、渭南、商洛、杨凌、天水等次核心

城市，依托陇海铁路和连霍高速公路，形成西部发达的城市群和产业

集聚带；“三辐射”：即核心城市和次核心城市依托向外放射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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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线，带动经济区南北两翼发展。

公路运输作为支撑西咸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对西咸新区优

化对外开放格局、拓展对外开放空间、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增强城市

综合实力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关中天水经

济区的推进，西咸新区亟需加强对外运输通道等区域性公路基础设施

建设，强化新区核心功能地位，全面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同

时，西咸新区现呈现典型的城乡结合部特征，存在大量的农村地区，

农村公路建设是消除城乡融合“栓塞”的关键，是公路网发展的重要

内容。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积极推进“四好农村”公路建

设，是重塑城乡关系，改善农村出行条件，塑造新区绿色生态、环境

宜居及打造美丽乡村新面貌的重要内容。

2.2.4 优化城市产业发展战略

1.大西安产业发展战略

大西安产业发展战略提出要抢抓“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陕西）

自贸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大西安建设、临空经济区建设等重

大战略机遇，充分发挥西安在地理区位、科创资源、产业发展、投资

环境等方面的突出优势，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为引领，以加快发展“三个经济”为主线，以打造万亿级现代服务

业大产业为目标，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导向，以补齐短板、创新发

展为重点，全力推动物流产业优化升级，将大西安建成带动大关中、

引领大西北、辐射亚欧非的国际物流枢纽城市。以助力“三个经济”

发展为指引，立足建设国际物流枢纽城市的战略目标，围绕提升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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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枢纽功能、增强区域集散中转效率、支撑城市产业经济发展等任

务，打造由两大国际物流枢纽港（西安陆港、西安空港）、五大区域

枢纽物流园（临潼、泾河新城、沣东新城、鄠邑秦渡、长安引镇）和

11个物流中心（新丰、阎良、高陵、经开、秦汉、三桥、周至、高

新、航天、灞桥、蓝田）为核心架构的“两港五园十一中心”骨干物

流节点体系，强化物流产业集聚发展，促进物流业与现代农业、先进

制造业、商贸流通业等相关产业融合联动发展，提升产业物流和消费

物流服务效能。

2.新区产业发展战略

基于产业发展要求分析，确定西咸新区以创新驱动为主线，通过

发挥双创和“互联网+”集众智汇众力的乘数效应，将西咸打造成为

大西安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聚集区，形成以新兴产业集团和现代服

务业集团两大产业集团引领的“6+8+1”的产业体系。

在现代物流体系中仅仅依靠一种运输方式很难满足其发展需要，

应综合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长处。公路是连接城市与城市、区域与区

域之间的道路交通，能促进大西安与其他地区的高效物流联系；城市

道路主要服务于城市内部，为城市内部较短距离交通流进行服务，使

物流产业能与快速路、公路便捷联系。故大西安物流产业和新区物流

产业的发展需对路网建设进行进一步加强，形成以城市道路为支撑、

高速公路为骨架、公路货运运输站为枢纽，通过发达的干线、支线公

路和农村公路，构成高效便捷、四通八达的新区公路网，促进物流产

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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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6+8+1”产业体系图

2.3 西咸新区公路交通发展需求

我国交通运输发展已进入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全面加强交通运输

业向融合发展转型、向提质增效转型、向创新驱动转型、向现代治理

转型、向国内国外统筹发展转型。西咸新区需大力构筑与区域合作、

新区发展、田园城市和探索创新城市发展方式的国家新区相适应，处

理好与西安、咸阳中心城区间的协同关系，借区域一体化、西安国际

化大都市建设之势，推进西咸新区建设和快速发展。

1.承载西咸一体化区域发展使命和定位，打造与周边协调一体的

公路交通体系

随着西咸新区逐步成熟以及咸阳的不断发展，西咸新区、咸阳主

城、西安主城之间的区域融合不断加强，三地之间的出行需求日趋增

强。区域融合进程进一步加快，要求区域综合交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铁路、航空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程度的空间阻隔作用，而作为开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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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通运输方式，公路具有增强区域社会经济交流、增进区域融合的

优势。关中城市群和大西安一体化的实现需要借助西咸新区公路交通

与周边地区尤其是西安、咸阳两地的有机衔接，发挥应有的优势和作

用。

2.主动引领西咸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强化多层次网络化公路与

城市道路的互联互通

随着西咸新区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新区规划建设全面推进。西

咸新区建设用地不断扩张，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现有的发展速度和

发展规划要求综合体系内各种运输方式按各自技术经济特点形成分

工协作、有机结合、连接贯通、布局合理的综合体。而公路交通覆盖

面广、机动灵活、时效性强、可实现门到门运输，是综合运输体系的

基础，既具有通道功能，又具有集散功能。公路通行能力大、速度快、

行车安全舒适，是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综合交通体系

中通过与高速铁路、地铁、高速公路立交等其他运输方式进行有机结

合，强化新区综合运输通道，满足不同种类旅客出行、货物种类出行

需求，各展其长，为用户提供便利和选择。

3.推动西咸新区产业发展结构，构建高效、多元运输服务

西咸新区规划建设“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都市农业”的产业发

展结构，随着西咸新区内产业设施规划建设的完成，将吸引增加大量

的客货运需求，从而需要形成完整的货运交通通道与网络。同时，依

托高快速路及产业布局形成新区对外货运通道和内部货运通道网络，

为货运体系提供全方位、高效率、多元化的服务。



20

4.积极推进田园城市建设要求，提供优质交通服务能力

新区规划打造宜居的生活环境，提升新区内居民生活幸福感，这

就要求提供配套优质的交通网络体系，公路交通作为交通体系重要的

一环，对于提升交通服务水平有着重要作用。为提升新区的对外吸引

力，需要提供全方位、高效率的公路网络，满足不同的出行需求，塑

造新区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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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展思路及目标

3.1 指导思想和规划原则

3.1.1 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交通强国”及“乡村振兴”发展战略要求，

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农”工作部署，以国家及省、市上位规划

为基础，着力加强区域联系，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响应低碳发展战

略，促进公路交通可持续发展；紧密衔接其它运输方式，优化西咸新

区综合运输体系；明确城市化进程中公路网定位及作用，优化路网功

能；合理布局，优化路网结构，构筑布局合理、结构优化、运输高效

且具有现代化、国际化特征的服务型公路网，提高公路运输服务水平，

方便群众出行，支撑西咸新区经济社会发展。

3.1.2 规划原则

1.巩固区位优势、促进西咸一体化

国家对于西咸新区的定位是：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主城功能区和

生态田园新城；引领内陆型经济开发开放战略高地建设的国家级新

区；彰显历史文明、推动国际文化交流的历史文化基地；统筹科技资

源的新兴产业集聚区；城乡统筹发展一体化建设示范区。因此新区应

确立好自身定位，结合现有区位优势，带动新区自身、西安、咸阳及

周边地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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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符合上位规划、协调平行规划

布局方案的设计必须符合上位规划的要求，遵循国家、区域及省

级公路网相关规划，符合西咸新区总体规划，同时公路网布局必须与

相关平行规划相协调。注重与新农村建设、移民搬迁、扶贫、旅游、

城镇建设等规划的衔接。

3.加强区域对接、引导城镇拓展

公路网总体布局应该能够落实上位规划，布局方案能够引导城镇

空间拓展、产业布局协调及区域一体化发展。满足西安和咸阳区域一

体化的发展要求，布局方案能够推动关中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构建

西安与周边城市联系的高速公路、一级公路等汽车专用通道；要满足

西安市构建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要求，充分发挥交通与土地利用的关

系，以旅游性质为主的干线公路及对外放射式快速道路将引导西咸新

区旅游都市的构建。

4.满足经济需求、综合运输协调

公路网发展应满足西咸新区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符合未来公路交

通的发展要求，适应因经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公路交通量需求。公路

网布局必须结合西咸新区的综合运输发展要求，与航空及铁路等运输

方式相协调。公路网布局规划需与国省干线公路相衔接，高速公路与

其他干线公路在布局、节点处理上必须有良好的衔接。

5.提高运行效率、响应低碳发展

公路网布局规划必须促进公路交通行业可持续发展，积极响应国

家低碳交通发展战略，充分考虑西咸新区自然环境、地理风貌、人文

景观等特点，布局方案设计注重集约利用资源，注重环境保护、水土



23

流失、文物保护等问题，规划线路尽量少占耕地，避免穿越自然保护

区、自然风景区等。

6.推进农村公路提质增效、科学发展

农村公路网规划调整中对既有县乡（镇）公路原则上保留以及局

部优化；对补充新增路线要充分利用原有乡（镇）道和村道。重要县

道、乡道应避开村镇，按照“近而不进”原则规划。农村公路网规划

调整既要注重完善自身结构与布局，又要注重与国省干线公路相衔

接；既要保证区域内公路网规划总体布局的协调，又要处理好区域间

农村公路网的衔接，使农村公路网具有合理的布局和结构。

7.注重公路与城市道路转型融合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公路网在临近城市主城区，在承担过境

交通和对外交通的同时，越来越多的承担起城市交通功能，公路与市

政道路也会产生共线路段，公路与城市道路的转型融合需要进行考

虑。某些公路段与城市道路逐渐融合，在建设时其断面形式需按城市

道路标准进行建设，同时兼顾公路安全性要求，满足不同需求特征。

西咸新区城市化进程加快，部分地区由农村向城市转变，农村公路亟

需实现功能提升、技术等级及建设标准的提升，满足未来城市化发展

的需求。

3.2 规划目标

3.2.1 总体规划目标

通过本次规划使得西咸新区县乡公路能够满足区域内交通运输

需求，合理分流国省干线公路路网的交通量，提高道路通行能力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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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水平，满足沿线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出行。总体目标是：构建对外畅

达、集约高效、对内节点联系便捷，优质、安全、生态的公路运输网

络体系，助力新区宜居环境及旅游交通环境打造，服务西安打造国际

性综合交通枢纽、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及国家中心城市。

3.2.1 具体目标

结合总体规划目标，至规划期末实现三个“100%”和“301010”

的具体目标，即区域连通性方面实现与周边城市实现高速公路和快速

干线 100%连通，各组团重点区域实现二级以上公路 100%覆盖，所有

村镇满足四级以上公路 100%覆盖；时间可达性方面实现至周边城市

30min到达，各组团内街镇中心 10min上高速，全部行政村 10min进

入县乡道公路网。

根据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未来交通出行需求预测，结合地形

等条件，拟定以下建设标准：

县道：二级及以上公路，双向四车道及以上建设标准；

乡道：三级及以上公路，双向两车道及以上建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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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西咸新区县乡公路网调整情况

4.1 调整原则

1、结合新区具体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特点，在符合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规划、综合运输发展规划以及国省干线公路网规划等的要求

上，注重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新农村建设规划、城镇体系规

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的衔接。

2、既要注重完善自身结构与布局，又要强化与国省干线公路网

相衔接；既要保证区域内公路网规划总体布局的协调，又要处理好区

域间农村公路网的衔接,使农村公路网具有合理的布局和层次。

3、通过改扩建既有路段、建设快速联络线和新建平行或绕行路

段方式缓解瓶颈路段拥堵，使干线公路与城市道路衔接处的路段通行

能力相匹配。

4、增加干线公路出入口，实现高速公路、城市快速道路、主干

路的衔接；预留出入口条件，做好干线公路与规划市政路的对接。

5、对没有公路服务的村镇加强通村公路建设，对于现有村道实

施公路改造升级，通村公路建设考虑通行安全，确保出行空间；助力

西咸新区宜居环境、旅游交通环境塑造，打造生态化公路系统。

4.2 农村公路定义及功能定位

按照农村公路各级公路定义及范围进行调整。

1.县道是指具有全县（县级市）政治、经济意义，联结县城和县

内主要乡（镇）、主要商品生产和集散地的公路，以及不属于国道、

省道的县际间的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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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乡道是指主要为乡（镇）内部经济、文化、行政服务的公路，

以及不属于县道以上公路的乡与乡之间及乡与建制村之间的公路。

3.村道是指除乡道及乡道以上等级公路以外的连接建制村与建

制村、建制村与自然村等建制村与外部联络的公路，但不包括村内街

巷和农田间的机耕道。

4.3 调整目标

构建路线功能明确、结构优化、布局合理、适应并适当超前农村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农村公路网络，实现西咸新区与周边城镇通国省

干线、各新城通县乡道、建制村通乡道，基本实现与物流园区、产业

基地的便捷联系，实现对新区旅游景点通县道及以上公路。

4.4 调整结果对比

截止 2019 年底西咸新区公路里程为 1712.022 公里，其中省道

51.456公里、县道 199.76公里、乡道 173.536公里、专用公路 10.299

公里、村道 1276.971公里。

西咸新区公路网调整后农村公路里程将达到 1677.4公里，其中

省道 51.4公里，县道和乡道总里程 426公里（县道 249.1公里，乡道

176.9公里），村道控制规模 1200公里。与 2019年新区公路里程相

比，规划公路网规模有所下降，主要表现在村道里程下降，这主要是

由于新区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导致行政村减少，从而

导致公路里程有所降低。各新城公路里程数据详见附表。

表 4.1 西咸新区农村公路路网（仅县道和乡道）调整汇总表（单位：km）

合计 县道 乡道

西咸新区 426 249.1 176.9

空港新城 78.7 52.1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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沣东新城 23.9 16.4 7.5

秦汉新城 171.1 97.9 73.2

沣西新城（不含陈杨寨街道） 69.4 30.1 39.3

泾河新城 82.9 52.6 30.3

4.5 调整原因

1.部分农村公路升为省道；

2.部分村道升为县乡道；

3.部分农村公路更新为城市市政道路，在公路网中调整或删除。

4.6 路网技术评价

1.公路网密度

Fi /LRf 

Pi /LRp 

FP/LRo  i

式中：

Rf、Rp——分别以 F、P为基数的路网密度；

Ro——路网综合密度；

F——区域面积（百平方公里）；

P——区域人口（万人）；

Li——各区县公路总里程（公里）。

根据上式计算，得出西咸新区县乡路调整后路网综合密度值：

表 4.2 公路服务指标计算

密度指标
面积密度

（km/100km2）

人口密度

（km/万人）

综合密度

（km/万人·百平方公里）

县道 0.28 1.60 0.0018

乡道 0.20 1.13 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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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路网节点连接率

路网节点连接率是指路网连通的节点占全部节点的比例。计算模

型为：

NNr c /

式中：

r——路网节点连通率（%）；

Nc——路网连通的节点数量（个）；

N——全部节点数量（个）。

3.主要节点通达时间

通过高快速路及国省干线公路实现西咸新区与周边城镇的便捷

联系，各新城均有国省干线服务，实现 100%连通；通过高快速路及

国省干线公路实现新区至周边城市 30min 通达；各组团街镇中心

10min上高速路网。

通过县乡道布局规划实现新区内各新城村镇间的联系服务，实现

对新区远期保留村庄的全覆盖；全部行政村 10min内进入县乡道公路

网。

表 4.3 各新城至周边城市通达时间表（min）

到达地区 西安 咸阳 高新区 户县

空港新城 30 20 30 —

沣东新城 20 20 25 30

秦汉新城 25 20 30 —

沣西新城 30 15 30 30

泾河新城 30 30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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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各行政村至周边城市通达时间表（min）

行政村镇 至县乡网时间 至高速网时间 行政村镇
至县乡网时

间

至高速网时

间

太平镇 2 2 南位镇 3 3

泾干镇 3 5 建章街道 3 5

永乐镇 3 2 三桥街道 10 5

崇文镇 3 2 王寺街道 10 5

高庄镇 5 2 钓台街道 10 3

北杜镇 3 8 高桥街道 8 6

正阳街道 8 9 马王街道 5 6

窑店街道 3 9 大王镇 3 3

周陵街道 3 3 斗门街道 5 6

渭城街道 8 8 沣东街道 9 5

双照街道 6 8 底张街道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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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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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及附图：

附表

1.西咸新区县道网规划表

县道网规划：26 条，总规模 249.1km，密度 0.28km/km2。

序

号

公路

名称
规划方案 起点 终点

里程

（km）

技术

等级

1 X212 现状县道保留 秦汉西边界 秦汉西边界 5.9 三级

2 X106 现状县道保留 S312 秦汉北边界 3.5 三级

3 X323 原 X323 线位优化 正平大街 G211 3.7 二级

4 X323 原县道 X323 优化 空港西边界 空港东边界 1 二级

5 X331

维持现状县道线位并适当延

伸优化，东部与沣泾大道共

线

临兴高速 西铜一级路 26.4 二级

6 X324 保留现状线位并适当优化 G211 茶马大道 19.0 三级

7 X234 保留现状线位并适当优化 S312 阳陵 6.2 二级

8 X008 现状县道优化线位 广仁大街 兰池三路 5.3 三级

9 X101
保留现状县道线位并结合市

政路适当增加
福银高速西 S312 6.9 二级

10 X102 现状县道优化线位 沣泾大道 西铜一级路 19.2 二级

11 X321 现状县道优化线位并贯通 泾河西边界 原点东路 12.3 三级

12 X321 原县道 X321 东线位优化 原点东路 泾河东边界 4.8 三级

13 X205
原县道优化线位并适当延伸

沿原点东路及南延市政路
泾河东边界 泾河北边界 11.4 二级

14 X307 现状县道优化线位（丰产路） 沣东东边界 沣泾大道 6.3 三级

15 X319 现状 X215 延伸沿创智路 沣西西边界 原 X214 2.9 三级

16 X215 现状县道保留 沣西西边界 G211 3.6 三级

17 X309 原X309线位优化沿丰镐大道 沣东南边界 陈之路 3.5 二级

18 X209 原 S208 保留为县道 西兰路 S312 3.3 二级

19 X209 对村道进行提升改造 X234 G211 12.3 二级

20 X209 原 S208 保留为县道 G310 泾河北边界 1 二级

21 X203 原县道优化延伸 梁家园 泾干都家村 14.8 二级

22 X325 原 Y133 提升并延伸 秦汉西边界 X209 21.7 三级

23 X108 原 Y083 提升并南延 秦汉南边界 X323 南侧 10.4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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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路

名称
规划方案 起点 终点

里程

（km）

技术

等级

24 X109 新增县道（原 S208 延长线） 空港北边界 G211 7.9 三级

25 X332 原通村道路提升 空港西边界 X331 5.6 三级

26 X106 现状保留 八一村
X310（原

Y359）
7.5 三级

27 X310 原 Y359 提升 G310 G211 9.0 三级

28 X312 原 Y406 提升 沣西北边界 X215 6.2 三级

29 X311 原 342 提升 沣西西边界 X215 2.2 三级

30 X313 增设县道 沣西南边界 G211 5.3 三级

附图 1 县道网络规划

2.西咸新区乡道网规划表

乡道网规划：共 37 条，总规模 176.9km，密度 0.20km/km2。

序

号

公路名

称
规划方案 起点 终点

里程

（km）

技术等

级

1 Y040 现状乡道北延 秦汉北边界 秦汉南边界 7.0 三级

2 Y144 原村道提升 秦汉南边界 Y143 8.8 三级

3 Y085 原通村道路提升 G312 秦汉南边界 9.4 三级

4 Y145 原村道提升 X108 Y075 3.9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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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路名

称
规划方案 起点 终点

里程

（km）

技术等

级

5 Y143
现状乡道东延，通村道

路提升
X212 秦皇大道 14 二级

6 Y142
北杜大街，现状乡道优

化延伸
空港西边界 胜业路 4 三级

7 Y061 现状通村路提升并南延 正平大街 临兴高速 3.4 三级

8 Y057 现状乡道保留 X331 空港西边界 6.6 三级

9 Y058 现状通村道路提升
自贸大道北

延
咸旬高速 4.1 三级

10 Y060 原村道提升 Y058 X109 2.4 三级

11 Y081 现状乡道北延 G211 机场高速 3.2 三级

12 Y177 现状线位优化 X205 Y055 5.6 三级

13 Y180 现状乡道保留 Y055 G211 5.8 三级

14 Y053
秦汉大道北，现状乡道

优化线位
建立路 泾河北边界 1.6 三级

15 Y056 镇东路，现状乡道优化 Y177 泾河北边界 5.1 三级

16 Y178 原村道提升 G211 西侧 市政道路 5.1 三级

17 Y055 原村道提升 X321 南侧 市政道路 3.4 三级

18 Y052 原村道提升 Y177 X321 3.7 三级

19 Y244 原乡道截断保留 G310 沣西南边界 3.6 三级

20 Y344 原村道提升 西咸快速路 沣西西边界 3.3 三级

21 Y002 保持现状乡道部分 沣景路 天雄东路 4.1 三级

22 Y327 现状乡道保留 Y359 沣河东岸 7.1 二级

23 Y354 现状乡道保留 Y359 镐京大道 2.2 三级

24 Y359 现状乡道保留 X310 红光大道 5.3 三级

25 Y007 现状乡道优化 X101 X324 4.5 三级

26 Y140 现状乡道保留 X324 机场高速南侧 3.2 三级

27 Y252 保持现状乡道部分 沣景路 天雄东路 5.1 三级

28 Y075 保持现状乡道 G211 秦汉北边界 2.8 三级

29 Y141 保持现状乡道 大寨村 卓所村 3.4 三级

30 Y343 原村道提升 X313 沣西西边界 4.7 三级

31 Y329 原村道提升 X215
沣东北边界南

侧
5.8 三级

32 Y328 沣渭大道，增设乡道 G310 沣西南边界 2.4 三级

33 Y345 原村道提升 西咸快速路 沣西西边界 3.2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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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路名

称
规划方案 起点 终点

里程

（km）

技术等

级

34 Y152 原村道提升 X209 Y153 5.7 三级

35 Y153 原村道提升 Y152 X324 3.4 三级

36 Y146 原村道提升 X212 Y085 6.0 三级

37 Y147 原村道提升 G312 秦汉西边界 4.0 三级

附图 2 乡道网规划图

附图：

公路网规划方案

公路网规划方案-空港

公路网规划方案-沣东

公路网规划方案-秦汉

公路网规划方案-沣西

公路网规划方案-泾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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