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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建设区域重要门户枢纽

加快构筑特大城市框架基础
烈日炎炎，黄茅海跨海通道施工现场一片热火

朝天的热闹场景——大型工程车辆来回穿梭、重型

起重设备作业繁忙。全长约31.1公里的黄茅海跨海

通道是粤港澳大湾区新的跨海工程，从珠海、江门两

侧同步施工，预计2024年年底完成交工验收。届

时，将有力改变粤西沿海地区与粤港澳大湾区核心

区域通道单一的现状。

从港珠澳大桥到黄茅海跨海通道，从广珠城轨

到“南沙至珠海（中山）城际铁路”……珠海正加速融

入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交通圈，从“交通末梢”逐

渐蝶变为交通枢纽。在省委、省政府发布的《关于支

持珠海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

经济特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珠海被赋予

“区域重要门户枢纽”的战略定位和“打造珠江口西

岸综合交通新枢纽”的重点任务。

号角催人奋进，蓝图指引方向。珠海正按照中

共珠海市委八届十一次全会提出的“围绕建设区域

重要门户枢纽，加快构筑特大城市框架基础”要求，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崭新姿态，打造珠江口西岸

综合交通新枢纽和轨道交通中心、区域航空航运枢

纽，构建“一核一极双中心多组团”城市空间格局，为

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筑牢高质量发展底盘。

采写：本报记者 罗汉章 摄影：本报记者 曾遥 张洲

专家学者观点内联外通：打造珠江口西岸综合交通新枢纽

对接国际：打造区域航空航运枢纽
“从交通门户的角度来看，我们

要大力发展空港、海港，打开国际化
的门户。”在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交通
分院院长张福勇看来，珠海要建立起
对接国际的交通体系，才能真正实现
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的目标。

海陆空铁，同频共振。在珠海
机场改扩建项目施工现场，大型吊
装设备频频起装、现场作业每天24
小时不停工。该项目施工进展顺
利，T2航站楼主楼部分比预计工期
超前了两个月。根据计划，整个项

目将于2023年完成航站楼精装修及
飞行区配套工程，争取在2024年完成
试运行等任务。

自1995年通航以来，珠海机场旅
客吞吐量稳步攀升。2019年，珠海机
场年旅客吞吐量达到1228.3万人次，
已接近总体设计容量。在珠海机场改
扩建项目完工后，珠海机场飞行区将
新建24个机位，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
2750万人次的运营需求。

《方案》提出要“打造区域航空航
运枢纽”，并明确要求要加快推进珠海

机场改扩建工程、机场综合交通枢
纽和空港国际智慧物流园建设，增强
珠海机场功能，高质量建设区域性枢
纽机场；建设国家重要通用航空枢
纽，规划建设莲洲通用机场二期。

港池里，巨型货轮汽笛长鸣；码
头上，大型塔吊来回忙碌。珠海在
拥有珠江口西岸唯一的“千万级”民
航机场——珠海机场的同时，还拥
有全国沿海主枢纽港之一和珠江口
西岸唯一的深水港——高栏港。经
过多年的发展，高栏港货物吞吐量已

经在2017年突破1亿吨大关。如今，
随着高栏港集装箱码头二期项目部分
泊位投入试运营，珠海港集装箱码头
深水岸线大幅增长至约4000米。

《方案》提出要加快建设高栏港
集装箱码头三期等深水泊位、深水
航道和疏港交通基础设施，大力拓
展高栏港国际航线，加快推动珠海
港与广州港等周边港口合作。一个
临港产业加速集聚、配套基本设施
先进的现代化国际化航运枢纽，正
加快崛起于南海之滨。

筑牢底盘：构建“一核一极双中心多组团”城市空间格局
“到2025年，支撑枢纽型核心

城市的经济规模、城市规模、人口规
模基本形成，全省新的重要增长极
作用凸显……”对照《方案》提出的
宏伟目标，珠海迫切需要构建“一核
一极双中心多组团”城市空间格局，
高标准编制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开
展珠海城市基本组团职住平衡研
究，推动职住平衡、产城融合，全面
筑牢支撑枢纽型核心城市发展的稳
固底盘。

今年1月，金湾区、珠海经济技术
开发区举行一体化运作揭牌仪式。与
此同时，珠海调整优化斗门区、富山工
业园管理体制。当前，珠海正推动横琴
新区、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珠海保税
区一体化运作。一系列行政区划调整
领域的大动作，是珠海响应《意见》提出
的“鼓励珠海探索优化行政区划管理，
提升珠海资源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
力”的具体举措，将加快构筑特大城市
框架，实现区域竞争力整体提升。

现代化的城市发展，需要覆盖全
面、数据共享、便捷高效的城市服务
体系予以支撑。《方案》明确，珠海将
在2023年底前初步建成“城市大
脑”，提升智慧城市数据治理运营能
力，加快建设智慧交通和基层社会治
理智慧平台。治理科学化、精细化、
智能化，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枢纽型核心城市轮廓正在逐渐显现。

使命所需，奋而为之。《意见》要
求要提升澳珠极点辐射带动能力，

规划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珠西）高
端产业集聚发展区，研究推进珠
海、中山接壤片区协同发展，规划
建设深珠合作示范区，推动珠江口
东西两岸融合互动发展。对此，
《方案》提出要强化与中山、江门等
城市空间规划衔接，推动珠中江产
业协同化、交通网络化和服务高端
化，协同阳江建设大湾区辐射带动
粤西地区发展重要增长极，引领珠
江口西岸都市圈发展。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港澳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袁持平：

珠中江要形成发展合力
推动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互动发展

“广东发展的最大瓶颈就是区
域发展不平衡。《意见》将打造‘区
域重要门户枢纽’放在战略定位的
首位，就是要提升珠海辐射能力，
破解广东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难
题。”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博
士闫辰表示，要在珠海从“小而美”
向“大而强”“大而优”转型跨越中
来理解“区域重要门户枢纽”的概
念。在他看来，“区域重要门户枢
纽”是区域当中的出入口、必经之
地，“而枢纽则更加强调作为一个
中心城市，对于其他周边城市的辐
射带动功能，它包含了产业、经济、
交通、文化、人口等方面的内容。”

以交通为例，《意见》明确提
出，珠海要打造“珠江口西岸综
合交通新枢纽”。闫辰认为，其
中的“新”包括了三个方面：第一
个“新”体现在构建新发展格局
上，要求珠海的交通建设要

“新”，必须建立起立体交通体
系；第二个“新”体现在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方面，要求珠海必须在
轨道交通上发力，进一步助力大
湾区的生产要素和资本等自由
流动；第三个“新”则体现在支持
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方面，要
切实加强澳珠联系，要求珠海在
交通方面有新的作为。

去年12月15日上午，随着搭载
着工程建设者等人员的车辆缓缓驶
过洪鹤大桥主塔，洪鹤大桥迎来了
全线通车的历史时刻，标志着珠海
再添一条往来东西城区的通道。同
一天，全市首条大直径盾构海底隧
道——珠海隧道正式开工建设，建
成后将进一步加强城市东西组团间
联系。

“1992年，我大学毕业到红旗
工作时，一座连接珠海东西部的桥
梁都没有。”市民成女士清楚地记
得，当时去市区开会要坐摆渡船，晚
上还得住一宿。如今，随着洪鹤大
桥建成通车，香海大桥、金海大桥、
珠海隧道建设加速推进，制约珠海
东西部往来的交通瓶颈正在逐渐打
通，为西区新一轮更大的发展带来
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内联外通，陆铁相得益彰。广
珠城轨在结束珠海不通铁路的历史
的同时，也让珠海加速融入珠三角

“一小时”交通圈。如今，广珠城轨
每天有70多对城际列车往返于广
州和珠海，市民可通过珠海站通达
国内超过60个城市。2019年，全市
铁路客运量2497.05万人次。

一桥飞架三地，天堑变通途。
2018年10月，全长55公里的港珠
澳大桥正式通车运营，让粤港澳三
地人流、车流和物流更加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大湾区内的要素流动更
为便利，珠海曾经被称为“交通末
梢”的历史彻底改写。

迈进“十四五”，开启新征程。今
年3月29日，《意见》出台，明确赋予
珠海“打造珠江口西岸综合交通新枢
纽”的重点任务。5月28日，中共珠

海市委八届十一次全会进一步明确
要实施交通大会战，打造珠江口西岸
综合交通新枢纽和轨道交通中心。

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否，直接
影响着城市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在
中共珠海市委八届十一次全会审议
通过的《珠海市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的
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中，提
及要推动澳珠极点融入国家高铁网，
推进珠海至肇庆高铁、广州至珠海
（澳门）高铁、南沙至珠海（中山）城际
铁路规划建设，加快构建北优东接、
辐射粤西的多层次轨道交通网络。

“珠海向东围绕深中通道加强
与粤港澳大湾区东岸的交通衔接，
向西提升港珠澳大桥向粤西地区的
辐射作用。”市交通运输局局长林粤
海表示，珠海正推进金琴快线北延

段连接中山东部外环高速公路南
段、鹤港高速、黄茅海跨海通道等项
目建设，以及珠峰大道西延线至江
门（新斗跨海通道）、G228线南门大
桥扩建等项目的前期工作。

“在城市内部高快速路网建设
方面，珠海将力争实现‘十四五’期
间每年通车一条高快速路（桥）。”林
粤海表示，珠海将力争在今年建成
兴业快线迎宾路支线、兴业快线南
段人民路下穿立交、前山至南屏次
干道（南屏二桥）、香海大桥主线等
项目；2022年建成金海大桥、兴业
快线北段；2023年力争建成兴业快
线南段，完成京珠高速连接线快速
化改造；2024年建成金港大桥、情
侣北路北段；2025 年建成珠海隧
道、兴业快线南延段、省道S272改
线段、金溪大道。

《意见》提出要支持珠海强化
与周边城市空间规划衔接、产业
优势互补和基础设施联通，形成
区域协同发展新优势。在中山大
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港澳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袁持平看来，珠海、中
山、江门具有文化相近、血缘相
亲、互联互通等基础优势，三地要
借助港澳、广深的带动作用形成
发展合力，承担起推动珠江口东
西两岸融合互动发展的时代使
命。

“随着多个轨道交通等重点
项目建设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一
小时’都市圈正在加速成型。”袁
持平表示，珠中江作为粤港澳大
湾区交通网络的一个重要环节，
拥有较为密集的公路网络基础，
有望形成一个“半小时”的小都市
圈，“地方政府可以继续在公路交

通方面发力，加快行政边界的有
效衔接。”

在产业发展方面，袁持平认
为珠中江拥有在土地资源等方面
的后发优势。在省“十四五”规
划、《意见》均提出要建设粤港澳
大湾区（珠西）高端产业集聚发展
区的前提下，珠中江可以以各自
现有的重点产业平台为牵引，如
珠海的生物医药、中山的康养、江
门的高端制造产业等，推进产业
相互衔接，持续优化投资环境，吸
引和留住高端产业和人才。

袁持平表示，珠中江要从粤
港澳大湾区层面谋划进一步的
合作，用好港珠澳大桥，借助香
港、澳门、广州、深圳的带动作用
形成合力，推动珠中江内部的人
流、物流、资金流往来再上一个
新台阶。

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博士闫辰：

打造区域重要门户枢纽
提升珠海辐射能力

黄茅海跨海通道高栏港大桥Z4#墩作业平台上3台先进的旋
挖钻齐声轰鸣。

珠海港国际货柜码头。

珠海机场改扩建
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