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市公路通车里程超2600公里，形成
“内外通达、环湾放射”的路网体系，路
网密度居全国前列

厦门已建成以“轨道+BRT”为骨干，常规
公交为网络，出租车、网约车、海上交通为
补充的绿色出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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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立体交通网 连幸福生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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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系列珍藏特刊

厦门这十年

特F03

美好城市

四桥三地铁两隧道一海堤
跨岛交通能力大幅提升升2

安全便捷绿色高效
打造“人民满意交通”3 强

事件:
●2016年6月，厦门获得“绿色

交通城市”荣誉称号，目前全市绿
色出行比例达65%。

●2019 年 7 月，全国首个网约
车运营服务管理地方标准——《厦
门市网约车运营服务管理标准》对
外发布。

●2020 年，厦门实现 147 个建
制村全部通公交。

●厦门公路路面使用性能指数
PQI值和优良路率多年来分别保持
在90%和95%以上，位居全省前列。

解码：
党的十八大以来，厦门逐步建

成以“轨道+BRT”为骨干，常规公
交为网络，出租车、网约车、海上交
通为补充的绿色出行体系，目前，全
市共开通运营地铁线路3条、BRT
快线8条、常规公交458条，公共交
通日均客运量超过225万人次。

目前，全市新能源及清洁能源
公交车占比超过90%，BRT成为全

国最优的快速公交系统，社区公交、
定制公交、村村通公交覆盖城乡各
个角落；以网约车为代表的出租车
行业快速发展，合规率位居全国前
列，打造网约车规范管理的全国标
杆城市；建成大交通信息共享服务
平台，推进智慧交通科技示范工程
建设，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
务；交通执法刚柔并举，在全省率先
建设智慧眼执法系统、卡口分析系
统，执法规范化水平在全省领先，公
示、全过程记录和法制审核“三项制
度”走在全国前列；厦门公路以交通
强国试点城市建设为契机，全力建
设平安优先、路况优良、管理优化、
生态优美、服务优质的“五优公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厦门交通坚
持以深化“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
展为抓手，完成新改建农村公路超
过450公里，实现村村通公交，并
开通13条“公交快递融合”线路，逐
步提升厦门农村地区交通基础设
施服务水平。

总收入年均增长13.1%
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优4

事件:
●2016年，厦门物流产业总收

入突破千亿元大关。
解码：
党的十八大以来，厦门物流

产业保持高速发展势头，产业总
收入从 570 亿元增长到 1527 亿
元，增长1.7倍，年均增长13.1%，
成为全市四大支柱产业集群之
一，全市物流及相关经营企业超
过9000家。当前，我市已初步形
成区域性海、陆、空三个枢纽港和

东渡、海沧、前场、同安、翔安五大
产业集聚区，被国务院、交通运输
部分别确定为“东南沿海区域物
流中心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
城市”。

经历七年发展，中欧班列已成
为跨越海峡、横贯欧亚、“海丝”“陆
丝”无缝衔接的国际物流新通道，
自开通截至2022年 6月底，中欧
（厦门）班列已累计开行1154列，
折合47713个 40尺大柜，累计货
值超过279.44亿元。

▲今年1月4日，厦门翔安机场项目全面开工。
（本报记者 王协云 航拍器摄）

厦门已初步建成以铁路、高速公路为主骨架，海港、空港、陆港为主枢纽，多种运输方式协调发
展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图为和谐号动车与地铁1号线同框。 （本报记者 黄嵘 摄）

本版文/本报记者 徐景明 蔡绵绵
党的十八大以来，厦门市交通运输局以党

的建设为引领，坚持以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任务
为牵引，以建设人民满意交通为目标，大力推
进“跨岛发展”，交通运输在服务发展和保障民
生中“先行官”作用愈加凸显，为厦门更高水平
建设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贡献交
通力量。

不妨从十年间的发展事件中一一解码。在

这期间，厦门市交通运输局全力打造海、陆、空、
铁等立体交通架构，初步建成以铁路、高速公路
为主骨架，海港、空港、陆港为主枢纽，多种运输
方式协调发展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
动厦门成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

十年来，厦门交通运输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路网密度、民航国际中转、公交服务水平、出租
车行业管理、自然村通公路、人均快件量等多项
指标居全国主要城市前列，“人享其行、物畅其

流”初步实现，助力了交通强国建设，助推了我
市高质量发展，是老百姓获得实惠最多的行业
之一。

厦门市交通运输局主要负责人表示，该局将
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以勇立潮头、勇毅前行的奋进姿态，扎
实推进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持续提升综合
运输保障能力，打造人民满意交通，为我市努力
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当好开路先锋。

事件:
●2012年6月29日，龙厦铁路开通运

营；2013 年 12 月 28 日，厦深铁路通车运
营；2015年2月4日，改造完成的厦门站投
入使用。

●2014年12月28日，厦门机场T4候
机楼正式启用，开启“双楼运行”时代。
2015年7月，厦航开通厦门至阿姆斯特丹
航线，这是厦门首条洲际航线。

●2012年12月31日，厦安高速公路通
车。2013年5月28日，厦漳跨海大桥通车。
2015年2月19日，厦成高速厦门段通车。

解码：
党的十八大以来，厦门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进入新一轮跃升期，实现一系列“从
优变强”的瞩目成就。目前初步建成以铁
路、高速公路为主骨架，海港、空港、陆港
为主枢纽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其中，厦门铁路在2010年迈入动车时

代后，实现飞跃式发展，已形成“四干（福厦、
厦深、龙厦、鹰厦）两支（海沧港区支线、东渡
港区支线）”铁路骨架，境内铁路通车总里程
达146.3公里，客流量从年1600余万人次增
至2019年的2800余万人次。2023年，福
厦高铁计划开通运营，将使厦门、泉州、福州
等城市步入“一小时生活圈”。

2014年高崎机场T4航站楼启用，开
通运营境内外航线187条，与138个城市
实现通航，航线覆盖亚洲、欧洲、北美洲、
大洋洲。机场年旅客吞吐能力由1500余
万人次上升至2019年的2700余万人次，
国际客运吞吐量在国内机场排名第4，国
际货运吞吐量在国内机场排名第8。

今年，厦门翔安机场迈入全面开工阶
段，计划2026年底通航，先期投用55万平
方米的主航站楼、拥有196个机位的站坪、
2条远距跑道，可满足当今最大客机起降
要求，将成为特区发展的全新动力源。

事件:
●2017年12月31日，“最美海景

地铁”厦门地铁1号线开通试运营，厦
门正式迈入地铁时代；2019年12

月25日，厦门地铁2号线开通运
营；2021年6月25日，厦门地铁
3号线（火车站至蔡厝）正式开
通，实现三向出岛。

●2021 年 6 月 17 日，
海沧隧道通车，厦门进入

“四桥两隧”时代。2021年12月
19 日，我国第一座跨海大桥——厦门

大桥“四改六”完工，从原本的双向四车道
变为双向六车道。

●2018 年 12 月 20 日，厦门翔安大桥
开建，计划2023年完工通车。

解码：
党的十八大以来，厦门纵深推进“提升

本岛、跨岛发展”，跨岛交通能力大幅提升，
构建出“四桥三地铁两隧道一海堤”格局。
尤其是地铁建设实现“从无到有”“三向出
岛”，开通3条线路总长98公里，工作日客
运量突破70万人次，客流强度在国内43个
运营城市中排第15位。

当前，全市公路通车里程超2600公里，
形成“内外通达、环湾放射”的路网体系，路
网密度居全国前列，其中，厦门“四桥两隧”
跨岛通道日均车流量超过60万辆次，且拥
堵指数不升反降。

今年9月，在建的厦门第七条公路桥隧
跨海通道——翔安大桥主桥合龙，计划明年
完工投用，进一步增强跨岛交通服务能力。

新一轮飞跃期
综合立体交通网不断织密1 跃

2012年6月29日
龙厦铁路开通运营

2012年12月31日
厦安高速公路通车

2013年5月28日
厦漳跨海大桥通车

2013年12月28日
厦深铁路通车运营

2014年12月28日
厦门机场 T4 候机楼正式启用，开
启“双楼运行”时代

2015年2月4日
改造完成的厦门站投入使用

2015年7月
厦航开通厦门至阿姆斯特丹航线，
这是厦门首条洲际航线

2015年2月19日
厦成高速厦门段通车

2017年12月31日
“最美海景地铁”厦门地铁1号线开
通试运营，厦门正式迈入地铁时代

2018年12月20日
厦门翔安大桥开建，计划2023年完
工通车

2019年12月25日
厦门地铁2号线开通运营

2020年
厦门实现147个建制村全部通公交

2021年6月17日
海沧隧道通车，厦门进入“四桥两
隧”时代

2021年6月25日
厦门地铁3号线（火车站至蔡厝）正
式开通，实现三向出岛

2021年12月19日
我国第一座跨海大桥——厦门大
桥“四改六”完工，从原本的双向四
车道变为双向六车道

大 事 记

今年今年66月月99日日，，翔安大桥翔安大桥AA33标项目工程海上最后一片箱梁标项目工程海上最后一片箱梁
架设完成架设完成，，大桥实现海陆相接大桥实现海陆相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协云王协云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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