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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联合国在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召开了首届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上，会议

发布了《促进可持续交通发展的报告》，这是全球第一份可持续交通展望报告，提出可

持续交通发展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减少空气污染和改善道路安全等方面至关重要，呼吁

采取行动，共同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引起了世界广泛关注。

 2021年10月14-16日，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主席出席

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与世界相交 与时代相通 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阔步前行》的主

旨讲话，深刻阐释可持续交通发展的重要意义，明确提出推进全球交通合作的5点主张，

郑重宣布中国为全球交通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的务实举措。

可持续交通背景



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本世纪世界各国

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交通运输

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也是影响社会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变量。建立可持

续的交通运输体系是人类社会共同关注

的话题，也是中国高度关注的一项重大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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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的
可持续性

运输活动在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同时，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不断降低。

可持续交通运输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资源利用的
可持续性

交通运输对土地和能源的利用水平和使用效率不断提高。

供需平衡的
可持续性

运输供给能够满足不断增加的运输需求，实现两者之间的应相平衡。

经济与财务
的可持续性

运输资产能够良好地运行，运输产业能保持良好的财务状况。

社会和人文
的可持续性

交通运输能够惠及所有地区，实现不同区域和成员间公平对待。



2



交通运输是一个有明显负外部性特征的行业，外部性是指一方的经济活动在给另一方

带来损失或收益的同时，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或获得相应的报酬。交通运输的负外部性是负

外部性问题在运输活动中的具体化，其核心是运输经营活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如

污染、噪声、交通拥堵、交通事故等。

衡量交通运输的负外部性可以用外部成本这一概念。交通运输外部成本可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

第一层次

第二层次
运输系统内各部相互作用产生的外部性，如交通拥堵。除此之外，交通运输对土地资

源、能源的占用和利用效率等也是影响其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

运输系统与非再生资源（如环境系统）作用所产生的外部性，如环境污染等。交通运

输与环境之间产生的外部性是由于交通运输行业在从事运输服务时，没有考虑它应当

对环境的影响（如尾气排放）进行相应的补偿。



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以及

汽车（特别是私人小汽车）

的急剧增加，交通运输对

人类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危

害和影响越来越严重。人

们在享受交通运输发展所

带来利益的同时，不得不

承受它给人们带来的负面

影响。

1、环境污染

交通运输促进了生产要素流

动，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

但伴随着运输活动的进行，

也会产生大量的交通事故。

交通事故的损失非常高。

2、交通事故 3、交通堵塞 4、交通噪声

交通拥堵是交通运输外部性

的重要表现，它所造成的外

部成本也很高。澳大利亚奥

尔本市对公路外部性的统计

表明，交通运输外部总成本

中，由噪音和排放污染物引

起的外部成本约为4%，由交

通事故引起的外部成本约为

30%，而交通拥堵引起的外

部成本高达66%。

运输活动对居民生活的

另一重大影响是噪声污

染，不同运输方式在运

输过程中都会产生噪音，

对人们生活产生了极大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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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交通运输部印发了《加快推进绿色循环低碳交通运输发展指导意见》，在基础

设施、运输装备、组织体系、科技创新和管理能力五方面提出了加快推进绿色循环低碳

交通运输发展的具体指导意见。

 2019年，《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强化节能减排和污染防治

并强化交通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2021年2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提出，要促进交通基础设施与生态空间

协调，加大交通污染监测和综合治理力度，优化调整运输结构，加强可再生资源利用并

加强科研攻关，从源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021年12月，《“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提出，提出要优化调整

运输结构，推广低碳设施设备，加强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并完善

碳排放控制政策。“十四五”期间交通运输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需下降5%具体包括以下方

面内容：

中国十分重视交通运输的可持续发展

相继出台相关政策



政策名称 印发时间 主要内容

加快推进绿色循环低碳交
通运输发展指导意见

2013.5.22

在基础设施、运输装置、组织体系、科技创新和管理能力等方

面提出了加快推进绿色循环低碳交通运输发展的具体指导意见，

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绿色循环低碳交通运输体系。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 2019.9
提出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强化节能减排和污染防治并强化
交通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
纲要

2021.2
认为要促进交通基础设施和生态空间协调，加大交通污染监测
和综合治理力度，优化调整运输结构，加强可再生资源利用并
加强科研攻关，从源头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发展规划

2021.12.9
提出要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推广地毯设施投资，加强重点领域
污染防治，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并晚上碳排放控制政策，
“十四五”期间交通运输二氧化安排放强度需下降5%。

表1 交通绿色低碳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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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动不同运输方式合理分工、有效衔接，降低空载率和不合理客货运周转量。

 大力发展以铁路、水路为骨干的多式联运，推进工矿企业、港口、物流园区等铁路专用

线建设，加快内河高等级航道网建设，加快大宗货物和中长距离货物运输“公转铁”、

“公转水”。加快先进适用技术应用，提升民航运行管理效率，引导航空企业加强智慧

运行，实现系统化节能降碳。

 加快城乡物流配送体系建设，创新绿色低碳、集约高效的配送模式。打造高效衔接、快

捷舒适的公共交通服务体系，积极引导公众选择绿色低碳交通方式。“十四五”期间，

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年均增长15%以上。



 进一步加快推进港口、大型工矿企业“公转铁”“公转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沿海主要港

口矿石、焦炭采用铁路、水运和封闭式皮带廊道、新能源汽车运输比例达到70%以上。晋陕

蒙煤炭主产区具有铁路专用线的大型工矿企业煤炭、矿石、焦炭等绿色运输比例大幅提升，

出省运距500公里以上的煤炭和焦炭铁路运输比例力争达到80%以上。

 加快推进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铁水联运发展。加快水水中转码头及疏港铁路建设，大

幅提高集装箱水水中转和铁水联运比例，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年均增长15%以上

（1）深入推进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晋陕蒙煤炭主产区运输绿色低碳转型。



 因地制宜构建以城市轨道交通和快速公交为骨干、常规公交为主体的公共交通出行体系，

强化“轨道+公交+慢行”网络融合发展。深化国家公交都市建设，提升城市轨道交通

服务水平，持续改善公共交通出行体验。开展绿色出行创建行动，改善绿色出行环境，

提高城市绿色出行比例。完善城市慢行交通系统，提升城市步行和非机动车的出行品质，

构建安全、连续和舒适的城市慢行交通体系。

 以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现有国家公交都市创建城市以及其他城区常住人口

100万人以上的城市作为主要创建对象，鼓励周边中小城市参与绿色出行创建行动。重

点创建100个左右绿色出行城市，引导公众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步行和自行车等绿

色出行方式，不断提高城市绿色出行水平。到2025年，城市新能源公交车辆占比达到

70%，力争60%以上的创建城市绿色出行比例达到70%。

（2）加快构建绿色出行体系。



2、推动运输工具装备低碳转型

 积极扩大电力、氢能、天然气、先进生物液体燃料等新能源、清洁能源在交通运输领域

应用。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逐步降低传统燃油汽车在新车产销和汽车保有量中的占比，

推动城市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替代，推广电力、氢燃料、液化天然气动力重型货运车辆。

提升铁路系统电气化水平。加快老旧船舶更新改造，发展电动、液化天然气动力船舶，

深入推进船舶靠港使用岸电，因地制宜开展沿海、内河绿色智能船舶示范应用。提升机

场运行电动化智能化水平，发展新能源航空器。到2030年，当年新增新能源、清洁能

源动力的交通工具比例达到40%左右，营运交通工具单位换算周转量碳排放强度比

2020年下降9.5%左右，国家铁路单位换算周转量综合能耗比2020年下降10%。陆路交

通运输石油消费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



规划建设便利高效、适度超前的充换电网络，重点推进交通枢纽场站、停车设施、公路服务

区等区域充电设施设备建设，鼓励在交通枢纽场站以及公路、铁路等沿线合理布局光伏发电

及储能设施。推动交通用能低碳多元发展，积极推广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运输车辆，稳步推进

铁路电气化改造，推动内河船舶更多使用清洁能源，进一步降低交通工具能耗。持续推进港

口码头岸电设施、机场飞机辅助动力装置替代设施建设，推进船舶受电设施改造，不断提高

岸电使用率。

3、推广低碳设施设备

（1）充换电设施网络构建

 完善城乡公共充换电网络布局，积极建设城际充电网络和高速公路服务区快充站配套设施，实现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快充站覆盖率不低于80%、其他地区

不低于60%。大力推进停车场与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实现停车和充电数据信息互联互通。



（2）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运输装备推广

 推动城市公共服务车辆和港口、机场场内车辆电动化替代，百万人口以上城市（严寒地区除

外）新增或更新地面公交、城市物流配送、邮政快递、出租、公务、环卫等车辆中电动车辆

比例不低于80%。在长江干线、京杭运河和西江航运干线等开展液化天然气加注站建设。

（3）超标排放汽车船舶污染治理

 建立健全汽车排放闭环管理机制。加快淘汰高耗能、高排放的老旧汽车，全面提升船舶设计

能效和营运能效水平，鼓励购置低能耗、低排放运输装备。

（4）绿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既有交通运输设施绿色化改造，加快港口船舶岸电设施和机场电动设施设备建设使用。

推进京杭运河现代绿色航运综合整治工程。



落实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区制度。推动

船舶污染物港口接收设施与城市公共转运处

置设施有效衔接，健全电子联单监管制度。

完善长江经济带船舶和港口污染防治长效机

制。开展港区污水、粉尘综合治理，推进生

产生活污水、雨污水循环利用，完善干散货

码头堆场防风抑尘设施。开展交通运输噪声

污染治理，妥善处理大型机场噪声影响，积

极消除现有噪声污染。

4、加强重点领域污染防治



推动交通与其他基础设施协同发展，打造复合型基础设施走廊。统筹集约利用综合运输通道

线位、桥位、土地、岸线等资源，提高国土空间综合利用率。推进科学选线选址，推广节地

技术，强化水土流失防护和生态保护设计，优先避让具有重要生态功能或者生态环境敏感脆

弱的国土空间，尽量避让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推进快递包装减量化、标准化、循环化。

推动废旧设施材料等资源化利用。

5、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公路路面材料循环利用。在全国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农村公路改扩建和修复养护

工程中，积极应用路面材料循环再生技术，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废旧沥青路面材料

循环利用率分别达到95%和80%以上。

 工业固废和隧道弃渣循环利用。推动山西、陕西、蒙西等地区应用煤渣、粉煤灰等作为公路

路基材料，推动河北、山东、江苏等省份应用炼钢炉渣和城市建筑废弃物等作为公路路基材

料。推进隧道弃渣用于公路路基填筑和机制砂、水泥砖生产。



选择条件成熟的生态功能区、工矿区、城镇、港区、机场、公路服务区、交通枢纽

场站等区域，建设近零碳交通示范区，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倡导绿色出行，推广新

能源交通运输工具。

6、近零碳交通示范区建设



序号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2025年
目标值

指标属性

1

减污降碳

营运车辆单位运输周转量二氧化碳CO2排放较2020年下降
率（%）

5 预期性

2
营运船舶单位运输周转量二氧化碳CO2排放较2020年下降

率（%）
3.5 预期性

3 营运船舶氮氧化物NO2排放总量较2020年下降率（%） 7 预期性

4
用能结构

全国城市公交、出租车（含网约车）、城市物流配送领域
新能源汽车占比（%）

72，35，
20

预期性

5 国际集装箱枢纽海港新能源清洁能源集卡占比（%） 60 预期性

6
长江经济带港口和水上服务区当年使用岸电电量较2020年

增长率（%）
100 预期性

7 运输结构 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年均增长率（%） 15 预期性

8
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城市中绿色出行比例超过70%的

城市数量
60 预期性

表2 绿色交通“十四五”发展具体目标



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10月召

开的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

续交通大会上宣布：“中方

将建立中国国际可持续交通

创新和知识中心，为全球交

通发展贡献力量。”

未来，中国将不断推进绿色低碳交通发展，不断提升交通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