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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述 

1.1 规划依据和主要参考资料 

1.1.1 规划依据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发[2010]46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国发[2009]24号）； 

◎《城镇化地区综合交通网规划》（发改基础[2015]2706号）；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发改基础[2016]1536号）； 

◎《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粤府[2016]35

号）。 

1.1.2 主要参考资料 

◎广东省城镇体系规划； 

◎广东省“十三五”铁路规划； 

◎粤东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 

◎汕潮揭交通运输同城化发展规划； 

◎汕潮揭城镇群发展规划； 

◎汕头市、潮州市、揭阳市、汕尾市城市总体规划； 

◎汕头市、潮州市、揭阳市、汕尾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 

1.2 研究范围 

本规划为海峡西岸城市群之粤东地区的城际铁路网专项规划，海峡西

岸城市群是由海峡西岸经济区沿海城市组成的区域性城市群（简称“海西城

市群”），包括福州、厦门、泉州、温州、汕头、漳州、莆田、宁德、潮

州、揭阳、汕尾 11个城市。 

根据海峡西岸城市群范围以及粤发改交通函[2012]1131 号要求，本次

粤东地区城际铁路网规划范围为：粤东地区汕头、潮州、揭阳和汕尾 4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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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对象 

研究范围内各城市间城际铁路网及相关系统。 

1.4 规划年限 

规划年度应与粤东地区各城市总规及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相适应，并

满足规划研究要求，同时考虑规划实施进度，确定规划年限为：近期 2025

年；远期 2035年；远景 2050年。 

1.5 规划意义 

规划意义体现在以下几方面：支持粤东地区城镇总体规划的实施与发

展；有利于城镇科学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有利于加快区域城镇基础设施的

建设；为城际铁路建设用地综合开发提供基础；为城际铁路工程立项建设

提供依据。 

1.6 规划内容 

本规划主要内容包括：粤东地区规划和实施城际铁路的背景、必要性

和可行性；城际铁路在区域交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国内外城际铁

路发展的经验借鉴；规划目标、理念、原则研究；交通调查和客流预测；

规划城际铁路网规模研究；城际铁路网规划方案研究；提出线网近期建设

方案；规划城际铁路网与其他运输方式的衔接等。 

1.7 规划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次城际铁路网规划采用“面”、“点”、“线”层次分析的方法。 

规划技术路线工序全过程大致可分为三大部分，即基础研究、线网构

架研究和规划可实施性研究及规划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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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1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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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研究过程 

2011年 3月，受广东省发改委委托开展粤东地区城际铁路规划。 

2011年 5月~2017年 2月，近 6 年时间，中铁咨询集团公司与合作单

位一起分别完成了粤东地区旅客出行意愿、旅客 OD 调查等基础工作，并

进行了多次客流补充调查；完成了《粤东地区城际轨道交通规划研究报告

（送审稿）》，并和广东省发改委、粤东 4市进行了多次沟通和多次修改和

补充完善。 

2017年 3月 2日~2017年 3月 3日，广东省发改委组织专家对本规划

进行了评审，并形成了“粤东地区城际铁路网规划专家评审意见”。随后

根据广东省发改委要求将项目名称改为“海峡西岸城市群粤东地区城际铁

路网规划”。 

2017年 3月 12日，根据专家审查意见，完成本规划报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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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划和实施城际铁路网的必要性 

2.1 社会经济发展概况及主要问题 

（1）社会经济发展现状 

粤东地区地处广东省东南部，是粤东地区的经济、文化、商贸和物流

中心，是粤东、赣南、闽西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进出口岸和商品集散

地，素有“岭东门户、华南要冲”的美称。区域四市土地总面积约为

1.6×10
4
km

2，占广东省的9.2%。2015年末常住人口1727万人，约占广东省

的 15.9%；GDP5430 亿元，约占广东省的 7.5%；产业结构由 2003 年的

13.6∶50.1∶36.3调整为 2015年的 9.8∶52.3∶37.9。 

 

图 2-1-1  研究区域行政区划示意图 

（2）社会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主要问题表现在：人口和产业集聚度不高，缺乏“龙头”城市和“龙头”

产业带动；资源短缺与环境污染并存，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基础设施的

投入不足且分布不均，城镇服务能力不高；相关规划协商与沟通机制不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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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阻碍区域内要素自由流动。 

2.2 综合交通现状与存在问题 

（1）交通运输现状 

粤东地区已形成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等多种交通方式的运输网

络，各交通方式有机结合，全面发展，区域性交通基础设施已达到一定水

平，成为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 

粤东地区全社会客运量呈现平稳增长趋势，由 2005 年的 9538 万人次

增长到 2013年的 26408万人次,统计口径调整后 2015年完成客运量为 7727

万人次，近年来区域客运量在全省总量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 

粤东地区全社会货运量呈现较快增长趋势，由 2005 年的 6332 万吨增

长到 2015年的 17831万吨。区域客运量在全省总量中的比重波动变化较平

稳。 

从粤东地区各种交通方式客货运量所占比重来看，公路占据绝对优

势，水路成为货运方式第二选择，而铁路和民航运输明显滞后。 

（2）现状交通运输存在的主要问题 

主要问题归纳为：铁路发展滞后；公路网有待完善，高等级公路缺

乏，干线公路拥挤程度严重，城际道路断头路较多；港口结构性矛盾突

出，集疏运不成体系；城际交通结构单一，缺乏区域快速交通运输系统，

旅客出行可选交通方式较少；各种运输方式间衔接不够紧密，发展不够协

调；缺乏统筹规划，局部有序，整体无序；综合管理体制有待完善。 

2.3 相关规划解读 

（1）海峡西岸经济区规划 

海峡西岸经济区包括福建省全境以及浙江省温州市、衢州市、丽水

市，广东省汕头市、梅州市、潮州市、揭阳市，江西省上饶市、鹰潭市、

抚州市、赣州市，陆域面积约 27万平方公里。 

粤东地区为海西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心位距台湾高雄仅 180 海

里。随着两岸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地区将逐步成为对台合作区位优越的经

济先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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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镇化地区综合交通网规划 

2015年，国家《城镇化地区综合交通网规划》中，全国共规划 22个城

镇化地区，海峡西岸地区列入城镇化地区之一。该地区交通网络规划区域

包括福州、厦门、泉州、温州、汕头、漳州、莆田、宁德、潮州、揭阳、

汕尾等。该规划提出未来应构建以温州经福州至厦门高铁和粤东地区城际

铁路等轨道交通，沈海（G15）等高速公路为骨干，G104、G324 等国道为

基础，民航为补充，福州、厦门综合交通枢纽为支点的单轴型快速城际客

运网络（海峡西岸城镇化地区综合交通规划布局示意图见附图）。 

（3）粤东地区城市群发展规划 

根据广东省编制的《粤东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粤东地区城镇人口

布局优化发展策略为鼓励汕头主城区人口规模发展到 200 万人以上；支

持揭阳主城区发展成为人口规模为 100 万左右的特大城市；培育一批发

展基础较好、潜力较大的县级市市区或县城成为人口规模 50～100 万的

大城市；到 2020 年，汕头主城区200万以上，揭阳主城区100-200万人，

图 2-3-1  海西经济区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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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汕尾主城区、普宁 50-100 万人，20-50 万中等城市有饶平、海丰、

陆丰、潮安惠来等。 

城镇中心体系有四块，区域性主中心（汕头）、区域性副中心（潮州、

揭阳、汕尾）、地方性中心（普宁、饶平、海丰、陆丰、空港新城、陆河、

潮安、惠来、揭西、揭东）及中心镇和重点镇。 

城镇空间结构为“一核两大板块四轴”。 

2.4 必要性分析的主要结论 

（1）是适应粤东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提升其经济竞争能力的需要。建

设现代化交通体系是加快粤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城际铁路作

为一种高效、快捷、节能、环保的新型交通运输工具，必将为区域的快速

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2）是促进粤东地区一体化发展，适应区域城镇体系规划和空间发展

战略的需要。粤东汕潮揭地区三个城市相距不超过 60km，各城市产业布

局和经济关系互补性强，具备同城化、一体化发展的基本条件和现实需

求；大容量快速通道是加强粤东地区城市联系的必要条件，轨道交通是大

容量快速交通的较好选择；城际铁路有利于缩短城际间的时空距离、促进

城市及其形态健康有序发展。 

（3）是适应粤东地区城际客流增长、满足旅客运输需求多元化以及促

进城市交通结构合理化的需要。城际铁路可以完善本地区的综合交通运输

网络，提高城际间客运输送能力，满足旅客运输需求多元化以及促进城市

交通结构合理化等方面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4）是促进粤东地区资源集约利用，发挥交通引导效应的需要。城际

铁路在土地、运能、节能、环保、安全等方面具有其他交通方式无法比拟

的优越性，它是“以人为本”、对环境友好的“绿色交通”； 现代的城际铁路

是集科技、资金、人才、产业制造等多领域多链条的综合型产业，粤东地

区城际铁路的建设将有效引导相关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对提升交通项目引

导效应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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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际铁路的功能定位与规划目标 

3.1 粤东地区城际铁路的服务对象 

粤东地区城际铁路主要服务于汕头、潮州、揭阳、汕尾四市核心区之

间的城际客流；粤东四市各主要城镇间、经济组团间的城际客流；粤东四

市与珠三角、海西经济区、梅州等周边地区间的客流；为本地区乘坐高

铁、民航的长途出行客流提供便捷的换乘工具，同时为揭阳潮汕航空港、

潮汕高铁火车站、公路客运枢纽等对外客运方式提供集散服务。 

3.2 粤东地区城际铁路在综合交通网中的地位与合理分工 

城际铁路与其他交通运输系统应该是共同发展、相互补充、相互适

应，与其他运输方式分工明确、相互配套建设、同步发展。 

城际铁路与国家铁路的关系：城际铁路、高速铁路（客运专线）、普

通铁路在客运上的具体分工为：高速铁路和普通铁路主要承担城市群对外

中长距离旅客运输，同时根据能力情况，兼顾沿线部分设站城镇之间客

运；城际铁路承担区域各个城市、主要中心城镇之间的中短距离客流，并

兼顾城市组团、次中心城镇之间的客流。 

城际铁路与公路的关系：公路运输方便、快捷、能提供“门到门”服

务，以短途运输为主，主要承担城市群内部的客货运输任务，公路客运量

将是城际铁路的主要分流对象，公路短途运输也是城际铁路旅客的集散方

式。 

城际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的关系：城际铁路和城市公共交通吸引旅客

在出行目的、出行时间、出行高峰、出行距离、出行费用上均有差异，但

在市内交通功能上也有一定重叠，城市公共交通也是城际铁路市内旅客的

集散方式之一。所以，一方面两种交通方式有各自的服务领域，另一方面

两种交通方式又互为补充、互为促进。 

3.3 粤东地区城际铁路的功能定位 

粤东地区城际铁路的功能定位可概括为：是粤东地区综合运输系统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粤东城镇群间联系的重要交通方式；是粤东地区与珠三



海峡西岸城市群粤东地区城际铁路网规划（简本）
 

10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China Railway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Group

  

 

角地区和海西经济核心区联接的重要基础设施；是区域铁路网络的有机组

成部分。 

3.4 粤东地区城际铁路规划目标 

（1）形成以汕头、潮州、揭阳、汕尾主城区为支点、覆盖区内主要城

镇、满足粤东地区未来城际铁路发展、适度超前的的城际铁路网络。 

（2）满足潮揭地区“同城化”发展需要，实现汕潮揭地区中心城市

“半小时通勤圈”和粤东地区“一小时经济圈”，为粤东地区提供“公交

化”的城际旅客运输服务。 

（3）与城市轨道交通、国铁快速铁路、主要综合交通枢纽紧密衔接，

统筹协调各式交通换乘需求，便利居民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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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交通调查与交通需求预测 

4.1 交通调查 

根据区域地理位置和交通结构，将区域内划分 42个交通小区，区外区

域划分为 10 个交通小区，共计 52 个小区。交通调查对象为调查范围内城

市客运站旅客、铁路客运站旅客和公交站乘客以及通过收费站和公路交叉

口的客车、摩托车，调查内容根据调查对象的特点不同而有所不同。我集

团和长安大学共同完成了交通调查，通过调查资料分析和整理，计算机建

模、模拟预测得处客流预测分析结果，详见客流预测报告。 

4.2 交通需求预测结果 

从研究年度区域城镇发展规划、综合交通线网布局、客流集散点分布

等分析，粤东城际交通走廊划分为 8 个，分别为汕头-揭阳、汕头-潮州、

汕头-普宁、汕头-饶平、汕头-汕尾、揭阳-潮州、揭阳-普宁、普宁-惠来交

通走廊。 

（1）汕头-揭阳交通走廊 

汕头-揭阳运输通道由 G206、G78、S234 三条线路构成。在数据调查

及分析基础上，预测研究年度走廊全方式客流量及构成如表 4-2-1所示。 

    表 4-2-1  汕头-揭阳交通走廊各运输方式客流分担预测表  （万人/年） 

年份 
走廊合计 公路 城际铁路 

客流量 客流量 比例 客流量 比例 

2035 年 7421 3678 49.56% 3743 50.44% 

2050 年 8985 4269 47.51% 4716 52.49% 

（2）汕头-潮州交通走廊 

汕头-潮州交通走廊由 G15、S231、S232、S233、S335 及广梅汕铁路

线路构成。在数据调查及分析基础上，预测研究年度走廊全方式客流量及

构成如表 4-2-2所示。 

   表 4-2-2  汕头-潮州交通走廊各运输方式客流分担预测表 （万人/年） 

年份 
走廊合计 公路 梅汕铁路 城际铁路 

客流量 客流量 比例 客流量 比例 客流量 比例 

2035 年 5971 2785 46.64% 541 9.06% 2645 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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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走廊合计 公路 梅汕铁路 城际铁路 

客流量 客流量 比例 客流量 比例 客流量 比例 

2050 年 7950 3674 46.21% 618 7.77% 3658 46.02% 

（3）汕头-普宁交通走廊 

汕头-普宁交通走廊主要由 G324 和 S14 两条主要干线组成，经汕头、

潮阳区、潮南区、普宁向西延伸至揭西县。厦深铁路设潮汕新客站、普宁

站至陆丰。在数据调查及分析基础上，预测研究年度走廊全方式客流量及

构成如表 4-2-3所示。 

   表 4-2-3  汕头-普宁交通走廊各运输方式客流分担预测表   （万人/年） 

年份 
走廊合计 公路 城际铁路 

客流量 客流量 比例 客流量 比例 

2035 年 4030 2257 56.00% 1773 44.00% 

2050 年 6392 3499 54.74% 2893 45.26% 

（4）汕头-饶平交通走廊 

汕头-饶平交通走廊经过汕头-潮州市澄海区-饶平，主要由 G15、G324

和厦深铁路线路构成。在数据调查及分析基础上，预测研究年度走廊全方

式客流量及构成如表 4-2-4所示。 

    表 4-2-4  汕头-饶平交通走廊各运输方式客流分担预测表   （万人/年） 

年份 
走廊合计 公路 城际铁路 漳汕铁路 

客流量 客流量 比例 客流量 比例 客流量 比例 

2035 年 4746 1805 38.02% 1516 31.93% 1426 30.04% 

2050 年 7207 2698 37.43% 2564 35.58% 1945 26.99% 

（5）汕头-汕尾交通走廊 

汕头-汕尾交通走廊主要由G15组成。在数据调查及分析基础上，预测

研究年度交通走廊全方式客流量及构成如表 4-2-5所示。 

    表 4-2-5 汕头-汕尾交通走廊各运输方式客流分担预测表   （万人/年） 

年份 
走廊合计 公路 漳汕铁路 

客流量 客流量 比例 客流量 比例 

2035 年 4822 3200 66.36% 1622 33.64% 

2050 年 6619 4230 63.91% 2389 36.09% 

（6）揭阳-潮州交通走廊 

揭阳-潮州交通走廊连接揭阳市区、揭西县、揭东县和潮州市区、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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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并向东延伸，是粤东地区主要的交通走廊之一，主要由 S335、S17、

S20 及广梅汕铁路线路构成。在数据调查及分析基础上，预测研究年度走

廊全方式客流量及构成如表 4-2-6所示。 

   表 4-2-6  揭阳-潮州交通走廊各运输方式客流分担预测表  （万人/年） 

年份 
走廊合计 公路客运量 梅汕铁路 城际铁路 

客流量 客流量 比例 客流量 比例 客流量 比例 

2035 年 5475 2782 50.81% 399 7.29% 2294 41.91% 

2050 年 7565 3637 48.08% 605 8.00% 3322 43.92% 

（7）揭阳-普宁交通走廊 

揭阳-普宁通道主要由 S17、S236和厦深铁路组成。在数据调查及分析

基础上，预测研究年度走廊全方式客流量及构成如表 4-2-7所示。 

     表 4-2-7 揭阳-普宁交通走廊各运输方式客流分担预测表   （万人/年） 

年份 
走廊合计 公路 厦深铁路 城际铁路 

客流量 客流量 比例 客流量 比例 客流量 比例 

2035 年 4901 2046 41.75% 1008 20.57% 1847 37.68% 

2050 年 7174 2694 37.56% 1557 21.70% 2923 40.74% 

（8）普宁-惠来交通走廊 

普宁-惠来交通走廊主要由 S236 组成。在数据调查及分析基础上，预

测研究年度交通走廊全方式客流量及构成如表 4-2-8所示。 

    表 4-2-8  普宁-惠来交通走廊各运输方式客流分担预测表  （万人/年） 

年份 
走廊合计 公路 城际铁路 

客流量 客流量 比例 客流量 比例 

2035 年 3112 1805 57.98% 1308 42.02% 

2050 年 4936 2698 54.66% 2238 4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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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线网构架与规划方案研究 

5.1 规划原则和方法 

5.1.1 规划原则 

城际铁路线网布局遵循协同发展原则、空间结构优化原则、引导城市

合理发展原则、交通一体化原则、生态与环境保护原则。 

5.1.2 规划方法 

粤东地区城际铁路网规划以“面、点、线”要素层次分析法为主，吸取

规划人员的经验，通过分析线网对地区经济发展规划适应性、主要客流结

点连接便捷性、主要客运走廊及城镇带覆盖情况，初步确定线网主骨架基

本形态；运用功能层次分析、逐线规划扩充法充实线网构架，形成多个线

网方案；最后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对线网方案进行修正，对多个方案进行整

合，确定出线网推荐方案。 

5.2 城际铁路网合理规模确定 

粤东地区城际铁路网规模匡算是在对影响线网规模的诸多因素进行定

性分析的同时，参考国内外一些城际铁路线网建设与使用的相关指标，针

对粤东地区的具体特点，分别从城镇的交通出行总量、交通结构、线网覆

盖范围和服务水平上进行定量分析，最后匡算出粤东地区城际铁路线网总

长度的合理范围。 

表 5-2-1  粤东地区城际铁路网规模测算表 

序号 测算方法 线网规模（km） 

1 交通运输需求分析法 534 

2 线网密度指标分析法 542 

3 万人拥有率指标分析法 561 

4 线网连通度分析法 518 

综合多种方法分析，推荐粤东地区城际铁路合理规模为 518km 至

561km。 

5.3 城际铁路网形态特征分析 

5.3.1 主要节点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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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东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说明书》提出了建设“集中型”的城镇中心体

系，强调汕头在整个粤东的中心地位以及各个地级市中心城区在本市的中

心地位，次一级的中心服务功能并未大规模分散到地方性城市，形成三级

中心体系规划，包括区域性主中心 1 个、区域性副中心 3 个、地方性中心

11 个。通过加强中心城市建设，充分发挥区域性中心、地区性中心和地方

性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引领周边地区协调发展，逐步形成以大中城市为

骨干，以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依托，体系完备、分工合理、特色鲜明、组合

有序的网络型城镇体系，促进城镇群向更高发展阶段演化。 

规划的汕头都市区作为区域性主中心，构成粤东地区城际铁路线网的

一级节点。 

汕尾、潮州、揭阳主城区作为区域性副中心，是在城镇群以及更大区

域内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的中心城市，应以其为规划线网最主要的支撑点，

构成粤东地区城际铁路线网的二级节点。 

普宁、惠来、揭东、揭西、潮安、饶平、南澳、海丰、陆丰、陆河、

空港新城等 11个县市域中心城市或客运集散地作为地区性中心，构成粤东

地区城际铁路线网的三级节点。三级节点包括现有县（市、区）主城区和

一批人口、产业密集的城镇和地区，本次规划，考虑到潮汕高铁站在本地

区客流集散的重要性，增加潮汕高铁站作为三级节点，这样，三级结点共

12个。 

将一级节点汕头市作为规划的城际铁路线网重要枢纽，以枢纽为中

心，以客流为支持，满足一级节点间有多条线路贯通。由潮州市和揭阳市

构成的二级节点，应有最便捷线路与一级节点沟通，同时这些二级节点之

间能够有可供选择的线路满足客流出行的需求。其他二级节点根据主要

一、二级节点间线路分布、综合分析交通运输布局，将其串连起来。三级

节点是城际铁路线路在线网布局合理的情况下，以求得最大客流的支持，

在保证一、二级节点利益的基础上，考虑三级节点的位置，线路尽可能覆

盖和串联该类节点。 

规划的城际铁路必须经过一、二级节点，同时应考虑三级节点的位

置，在保证一级、二级节点利益的基础上应尽量覆盖和串联三级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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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  主要节点表 

等级  城镇级  个数 

一级节点  汕头主城区  1 

二级节点  揭阳主城区、潮州主城区、汕尾主城区  3 

三级节点  
普宁、惠来、饶平、揭东、揭西、潮安、南澳、海丰、陆丰、陆河、潮

汕高铁站、潮汕机场  
12 

5.3.2 主要节点的空间分布 

从粤东地区的交通走廊分析来看，汕头至福建方向、汕头至潮州方

向、汕头至揭阳方向、汕头至普宁方向、汕头至汕尾深圳方向五个方向的

交通走廊，形成了以汕头为中心点，向其它方向放射的一个放射形网。放

射形网包含了几乎所有的一、二和三级节点。 

从地理位置、城市布局等几个方面综合分析，汕头、潮州、揭阳是粤

东地区发展最重要的核心城市。汕头、潮州、揭阳三个主要城市呈三角形

分布，潮汕机场位于三角形的中心。此三角形包括了所有一级节点和二级

节点。 

5.3.3 粤东地区规划空间结构 

粤东地区规划构建“一核两大板块四轴”等共同组成的发展轴（带）体

系。 

一核：培育汕潮揭都市区成为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都会区”，通

过区域公交网连通汕头海港、揭阳空港、潮州铁路港等三港资源，发展海

港、空港、铁路港三港经济。 

四个发展轴：南部滨海城镇产业聚合带、北部内陆城镇产业聚合带、

东部沿 206 国道及鹰汕铁路方向的功能拓展轴、西部沿龙汕铁路方向的功

能拓展轴。 

通过“一核两大板块四轴”的区域空间结构，把粤东地区最重要的功能

区和节点进行串联、整合，构成向外海和内陆九个方向强劲辐射的空间系

统。构建的两大东西向功能拓展带，将整合区域内外圈层的城市与产业功

能，传递核心地区的对外辐射带动作用，改变粤东地区现有的内聚型空间

结构。构建的三个南北向 “城镇—产业”聚合轴主要是发挥各级中心城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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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聚集区的服务作用，促进产业发展由孤立布局模式（以行政地域为布

局单元）向综合协调的点轴发展模式转变，优化粤东地区城镇与产业布

局。整个发展轴（带）呈网络状。 

 

5.3.4 城际铁路网节点的紧密度分析 

通过对线网节点的紧密度分析，引导规划人员选择合理的线路走向，

优化线网结构。线网节点紧密度将从城市的空间结构、时空距离、经济联

系、规划的城市布局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在粤东地区内，城镇群分为地域空间特征差异明显的三大都市区。以

汕头为中心的都市区对粤东地区成扇形放射，包括揭阳主城区、潮州主城

区，饶平、南澳、惠来、普宁、揭东、揭西。以潮州为核心的主城区，辐

射范围包括揭阳主城区、揭东、潮汕等地区，所覆盖的区域也成扇形。以

揭阳为核心的都市区，辐射范围包括潮州主城区、揭西、揭东、普宁、惠

来等地区，所覆盖的区域也成扇形。 

图 5-3-1  粤东区域发展空间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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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汕头与揭阳、潮州之间，是粤东地区社会经济最活跃的地区。根据

粤东区城市分布、空间结构、城镇规划、经济联系，考虑汕头、揭阳、潮

州的辐射强度，汕头一级节点在城市布局、空间距离、经济联系等三个方

面，与揭阳、潮州等节点联系紧密。 

从节点分布看粤东地区东岸城镇群发展较西岸城镇群成熟，汕头、潮

州、揭阳等城市集聚现象明显，而西部较散落，各地市间经济实力相当，

目前主要集聚点还在汕头。 

5.3.5 主要节点空间分布特征及路网形态 

通过对城镇发展轴、都市区规划和城市空间分布的特征分析，以汕

头、揭阳、潮州为中心，以 30公里左右为半径，形成三个扇形区域，基本

可以将粤东地区一、二、三级节点分布在三个扇形区域内，各扇形内节点

与扇形中心联系紧密。同时，汕头与揭阳、潮州之间形成的三个纵向城镇

发展轴，分布节点较多，联系紧密，而汕尾距三市较远，形成汕头到汕尾

城镇发展轴和汕头至揭阳（潮州）两条城镇发展轴；粤东地区城际铁路网

络结构基本形态主要从规划的城镇体系、四大都市区规划、规划的产业发

展轴带体系等几个方面考虑。 

（1）从规划的城镇体系以及四大都市区规划看规划线网的基本形态 

粤东地区潮州、揭阳、汕头、汕尾四市各具特色，协调共进，将进一

步强化粤东地区多元化发展格局，提升粤东地区整体竞争力。 

汕头市作为粤东地区城镇群协调发展城际铁路规划的中心，要起到引

领区域发展、增强区域外联辐射功能的核心作用，发展成为在粤东地区城

市群中具有重要影响，并对西部、北部地区有很强辐射带动作用的外向型

区域中心城市。从四市地理位置及城镇体系布局来看，汕潮揭地区形成环

形，与汕尾的连接形成“一线”。 

（2）从规划的产业发展轴带体系看规划线网的基本形态 

粤东地区规划构建“一核两大板块四轴”的城镇空间结构。一核：即汕

潮揭核心都会区，通过整合区域内高端资源，培育“核心都会区”，通过区

域公交网连通汕头海港、揭阳空港、潮州铁路港等三港资源，发展海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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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港、铁路港三港经济，形成紧密相连以桑埔山为区域绿心的高端服务产

业集聚区，共同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争取技术、资金、人才等战略性资

源。板块指的是汕潮揭城镇板块，通过整合区域资源，形成紧凑发展的

“城镇集聚板块”。四轴指的是：南部滨海城镇产业聚合轴、北部内陆城镇

产业聚合轴、东部沿 206 国道及鹰汕铁路方向的功能拓展轴、西部沿龙汕

铁路方向的功能拓展轴。积极推进对外通道和基础设施建设，整合区域内

外的城市和产业功能，强化区域东西方向的联系，有利于加强与珠三角、

海西乃至长三角地区的联系，吸引外部资源的集聚。依托粤东与内陆和海

外联系的陆路通道和海港通道，强化粤东与广东省北部地区、赣东南乃至

大西南的联系，增强与“泛珠三角”其他省乃至东南亚地区的资源共享与经

济协作，拓展粤东的发展空间，增强区域对外辐射能力。 

从“一核两大板块四轴”的城镇空间结构看，“一核”构成一环，外围

结点呈现该环向外辐射的结构，汕尾是该环放射的最远端，形成与汕潮揭

地区的单线联系，“一线”加环形加放射形态可与之较好的匹配。 

（3）从粤东地区交通走廊看线网的基本形态。 

从研究年度区域城镇群发展规划和综合交通格局演变来看，粤东地区

主要存在汕头至汕尾、汕头至揭阳、汕头至潮州、汕头至普宁、汕头至饶

平、揭阳至潮州、揭阳至普宁、普宁至惠来 8个交通走廊。 

从交通走廊分布可以看出，粤东地区主要交通走廊呈环形加放射的形

态。 

5.4 推荐城际铁路网形态 

综上所述，粤东地区城际铁路网形态以一线加环形加放射的形态较为

合理，其中汕头至汕尾、汕头至饶平构成“一线”。经多种形态客流测试

和综合比选，粤东地区城际铁路网推荐形态为“一线两环加射线”： 

一线：汕尾-汕头-饶平（漳州）； 

一环：汕头-潮州-潮汕站-潮汕机场-汕头； 

二环：汕头-潮汕机场-揭阳南-普宁-汕头； 

射线一：潮汕-潮汕机场-揭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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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线二：汕头-饶平南； 

射线三：普宁-惠来。 

一线两环加射线路网方案兼顾了中心城市汕头和潮州、揭阳、汕尾 3

个副中心城市；加强了外围城市普宁、惠来、饶平与中心城市间联系。 

推荐方案由 7条线路构成，线网总长 537km。见表 5-4-1和附图“海峡

西岸城市群粤东地区城际铁路网规划”。 

考虑加强潮州与饶平的联系、揭阳与揭西的联系，预留潮州-饶平南-

诏安方向的城际铁路、揭阳南-普宁城际线的洪阳站引出至揭西的洪阳-揭西

的城际铁路。 

表 5-4-1  粤东地区城际铁路网方案 

线

网 
线路 

长度

（km） 
线路区段 

长度

（km） 
备注 

一

线 

汕头—汕尾 161 汕头—汕尾 161   

汕头—饶平（漳州） 46 汕头—饶平（漳州） 46   

一

环 

汕头-潮州东-潮汕-潮汕机

场-汕头 
97 

汕头-潮州东 35   

潮州东—潮汕-潮

汕机场 
22   

汕头-潮汕机场 40   

二

环 

汕头-潮汕机场-揭阳南-普

宁-汕头 
115 

揭阳南-普宁 40 
汕头-潮汕机场-揭阳南与环线

或射线共用 
汕头-普宁 75 

 

射

线 

 

潮汕机场-揭阳南-揭阳北 28 
潮汕机场-揭阳南-

揭阳北 
28   

汕头-饶平南 55 汕头-饶平 55   

普宁-惠来 35 普宁-惠来 35   

合计 537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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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实施方案规划 

6.1 城际铁路与疏港铁路统筹规划研究 

根据广东省粤东地区疏港铁路规划，汕头广澳港疏港铁路和惠来港疏

港铁路分别与本次规划的汕头-普宁、揭阳南-普宁、普宁-惠来城际线共通

道。见图 6-1-1. 

 

图 6-1-1  城际铁路和疏港铁路关系图 

根据疏港铁路运量预测，远期最大货流密度为2200万吨，折合货车26

对，全日开行客车 49对（其中高峰小时开行客车 5对），客货行车量共计

75 对，正线数目须采用双线。按 6min 追踪间隔计算，全日平图能力 200

对，非平图货车使用能力 77 对，能力富余 51 对。高峰小时尽量全部开行

客车，能力约为 15对，可满足高峰小时客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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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际铁路可采用 120~160的设计时速，可满足旅客服务质量，故汕头-

普宁、揭阳南-普宁、普宁-惠来城际线兼顾疏港铁路是可行的。 

6.2 城际铁路主要线路走向 

6.2.1 汕头-汕尾段 

（1）主要通道方案 

汕头至汕尾段主要通道方案有出汕头站后沿国道 G15 北经惠来北至陆

丰并行厦深高铁至汕尾通道、出汕头站后沿国道 G15 南经惠来南、南塘沿

海地区至汕尾两个通道方案。 

沿国道 G15 北经惠来北至陆丰并行厦深高铁至汕尾通道离既有厦深高

铁通道相对比较近，另外惠来北为水源上游聚集地，线路经过对水源影响

大，不利于环境护，而沿国道 G15 南经惠来南、南塘沿海地区至汕尾通道

方案线路顺直，离厦深高铁通道较远，弥补了南部沿海铁路的空白，吸客

能力强本次汕头至汕尾段方案采用沿国道 G15 南经惠来南、南塘沿海地区

至汕尾通道方案。 

（2）线路走向方案说明 

本段线路规划起点为广汕客专汕尾站，出站后向东经汕尾市陆丰市东

部南塘镇并设南塘站；出站后线路沿沈海高速北侧前行，上跨龙江后至揭

阳市惠来县，并在县城南侧设惠来站；出站后上跨 S235，之后线路折向东

北上跨沈海高速后沿沈海高速北侧一路前行，上跨新华东路后线路再次上

跨沈海高速至南侧，在上头镇与中信度假村之间设汕头南站；出站后线路

向东北跨濠江，经濠江城区以东折向北穿隧道下穿汕头海湾之后引入既有

汕头站抵达终点，线路全长 161 km。 

本段线路为汕头、惠来、汕尾三地经济文化合作区以及汕头至汕尾之

间提供快速便捷的交通服务，加强沿线城镇带的联系。汕头至汕尾城际平

面示意图见图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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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1  汕头-汕尾段线路平面示意图 

6.2.2 汕头-饶平（漳州）段 

（1）主要通道方案 

汕头至饶平（漳州）段主要通道方案有沿国道 G324、沿金鸿公路西侧

方案及沿海填海区三个通道方案，国道 G324 主要从城市中心区穿过，道

路两边建筑物密集，国道 G324 道路宽度较小，不具备汕普城际路中或路

侧高架的条件。沿海填海区通道所经地区均为沿海湿地或耕地，通道离城

区较远，不利于客流吸引。本次该段线路方案采用沿金鸿公路西侧通道方

案。 

（2）线路走向方案说明 

本段线路规划起点为汕头火车站，出汕头站后线路继续东进，上跨沈

海高速后沿金鸿公路西侧向东北，先后跨外砂河、莲阳河、义丰溪及厦深

铁路后折向东引入饶平站，线路全长 46km。 

本段为汕头海湾新区、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区以及汕头至饶平县之

间提供快速便捷的交通服务，加强沿线城镇带的联系。见图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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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2  汕头-饶平（漳州）段线路平面示意图 

6.2.3 汕头-潮汕机场段 

（1）主要通道方案 

该段在汕头市区内主要通道有沿金沙东路通道方案及沿中山东路通道

方案，出汕头市区后主要通道沿潮汕路、国道 G206 至揭阳。金沙东路和

中山东路均为东西向道路，其中金砂东路道路宽约 30m，中山东路道路宽

约 35 米，西端靠近中山公园段渐窄，约 26 米。考虑到汕头规划市市域轨

道 1号线采用沿金沙东路通道方案，建议该段采用沿中山东路通道方案。 

（2）线路走向方案说明 

本段线路规划起点为汕头火车站，沿泰山南路东侧向南至中泰立交桥

北折向西拐上中山东路，顺着中山东路、中山中路方向至中山公园，然后

折向西北，沿 G206方向，终点到达揭阳（潮汕机场），在揭阳（潮汕机场）

南设潮汕机场站，线路全长 40km。本线经过汕头市中心区及主要镇区，

串接汽车总站、金凤坛公交站、公交总站及火车站等交通枢纽，联接揭阳

潮汕机场，与汕头城市轨道交通线网紧密衔接。该线不仅可承担汕头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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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市内轨道交通功能，还可为汕头市和揭阳市城镇带提供快速便捷的交通

服务，加强汕头、揭阳城市间的相互联系，提升汕头揭阳城镇带的凝聚力

度，促进汕头和揭阳的合作。见图 6-2-3。 

 

图 6-2-3  汕头-潮汕机场段线路平面示意图 

6.2.4 汕头-潮州东段 

（1）主要通道方案 

汕头-潮州东段主要通道有沿畲汕铁路通道方案及沿沈海高速通道方

案。既有畲汕铁路潮州至汕头段主要从潮州、汕头中心区穿过，通道两侧

房屋建筑密集，通道资源紧张，无法满足该段线路通道需要。而沈海高速

通道方案，经汕头龙湖区的客运中心站、澄海区，途径外砂镇、上华镇、

江东镇、潮州市枫溪区通道，房屋建筑相对较少，且该段线路引入可更好

的带动区域城区发展，建议采用沿沈海高速通道方案。 

2）线路走向方案说明 

该段线路规划起点为汕头火车站，沿沈海高速走行，途径外砂镇、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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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区、上华镇、江东镇、仙田后，沿在建东大道潮州大桥南侧跨越韩江，

之后沿潮州大道引入潮州市区，终点为城际潮州东火车站，本线全长

35km，为汕头和潮州这条交通走廊提供快速便捷的交通服务，同时兼顾了

澄海区客流。见图 6-2-4。 

 

图 6-2-4  汕头-潮州东段线路平面示意图 

6.2.5 汕头-普宁段 

（1）主要通道方案 

汕头-普宁段主要通道有沿国道 G324 通道方案及沿规划汕南大道通道

方案两个。国道 G324 主要从城市中心区穿过，道路两边建筑物密集，且

离既有道路比较近，国道 G324道路宽度 15-30m不等，不具备该段线路路

中或路侧高架的条件，建议采用沿规划汕南大道通道方案。 

（2）线路走向方案说明 

该段线路规划起点为汕头火车站，沿着泰山南路向南，于规划汕头至

汕尾城际铁路西侧隧道下穿穿汕头海湾，之后沿国道 G15 南侧经汕头市的

濠江区、海门镇至练江湿地，沿练江湿地北边经朝阳区、潮南区，向西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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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经胪岗镇、两英镇、仙城镇至普宁大道，之后沿普宁大道北侧到达普

宁，终点为厦深线的普宁站，本线全长 75km。本段线路为汕头市与周边

区以及普宁市间提供快速便捷的交通服务，加强沿线城镇带的联系。见图

6-2-5。 

 

图 6-2-5  汕头-普宁段线路平面示意图 

6.2.6 汕头-饶平南段 

（1）主要通道方案 

汕头-饶平南段主要通道方案有沿国道 G324、沿金鸿公路方案及沿海

填海区三个通道方案，国道 G324 主要从城市中心区穿过，道路两边建筑

物密集，且离既有道路比较近，国道 G324 道路宽度较小，不具备汕普城

际路中或路侧高架的条件。沿海填海区通道所经地区均为沿海湿地或耕

地，通道离城区较远，不利于客流吸引。本次该段线路方案采用沿金鸿公

路通道方案。 

（2）线路走向方案说明 

本段线路规划起点为汕头火车站，沿金鸿公路向东北前行，至盐鸿镇

后，沿 G324 向东北到达厦深高铁饶平站，出站后折向南经饶平县城西边

抵达终点，并在在新城区客运站附近设饶平南站，本线全长 55km。本线

为汕头海湾新区、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区以及汕头至饶平县之间提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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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便捷的交通服务，加强沿线城镇带的联系。见图 6-2-6。 

 

图 6-2-6  汕头-饶平南段线路平面示意图 

6.2.7 潮州东-潮汕-潮汕机场段 

（1）主要通道方案 

该段线路考虑到与厦深高铁潮汕站换乘，主要通道有沿潮汕路通道方

案和穿凤塘镇通道方案。凤塘镇位于位于潮汕机场东北侧，厦深高铁潮汕

站北侧，广梅汕铁路潮州站西南边，镇区道路狭窄，建筑物密集，没有适

合该段线路走形通道，且线路经凤塘镇至厦深高铁潮汕站线形不顺。潮汕

路（S233）由北向南连接潮州市与汕头市，现状道路宽度约 35m，是潮州

市通往厦深高铁潮汕站的主要公路通道，适合该段线路走行通道。 

（2）线路走向方案说明 

潮汕机场-潮汕-潮州东段线路起于广梅汕客专潮汕机场站，之后折向

东南跨汕昆高速后至厦深高铁潮汕站设城际潮汕站与厦深高铁换乘，出站

后向东北至潮汕路（S233），沿潮汕路（S233）向北至枫溪广场后转向东

至枫春路，沿枫春路向东至潮州大道路口前转向南至潮州大道至本线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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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广场设城际潮州东站，线路全长 22km。线路串接了厦深高铁潮汕

站、揭阳潮汕机场等交通枢纽，在潮汕机场与在建梅汕客专、在潮汕站与

既有厦深高铁潮汕站换乘。见图 6-2-7。 

 

图 6-2-7  潮州东-潮汕-潮汕机场段线路平面示意图 

6.2.8 潮汕机场-揭阳南-揭阳北段 

（1）主要通道方案 

该段线路主要通道有沿梅汕客专通道方案和穿揭阳市中心通道方案。

沿梅汕客专通道方案主要经揭阳揭东区至揭阳北，线路从揭阳市区周边经

过，不利于城际客流吸引，而穿揭阳市中心通道方案经由渔湖、揭阳南至

揭阳北，线路经过地为城区中心区，适合作为该段线路走行通道。 

（2）线路走向方案说明 

该段线路起于广梅汕客专潮汕机场站，之后折向西与榕东大桥南侧榕

江北河，之后沿望江北路向西至榕华大道，之后沿着榕华大道向北，在揭

阳汽车总站附近设城际揭阳南站，出站后向北继续沿榕华大道向北抵达终

点，并在广梅汕铁路新亨站南设置城际揭阳北站，线路全长 28km。见图

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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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8  潮汕机场-揭阳南-揭阳北段线路平面示意图 

6.2.9 揭阳南-普宁段 

（1）主要通道方案 

该段线路主要通道有沿省道 S17通道方案和沿省道 S234、S236通道方

案。省道 S17 位于揭阳市市西侧郊区，由北向南至普宁市西侧穿过，经过

地区多为城镇郊区，作为揭普城际通道不利于客流吸引。省道 S234、S236

从揭阳市中间由北向南，经广太镇镇、洪阳镇、大观镇、燎原镇中心至普

宁，经过地多为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区，可以为该段线路走向通道。 

（2）线路走向方案说明 

该段线路由规划揭阳南站引出，出站后折向西南，沿省道 S236，经广

太镇、洪阳镇、大观镇、燎原镇到达普宁市，终点为厦深高铁普宁站，并

于厦深高铁普宁站南侧设普宁站，于厦深高铁换乘，线路全长 40km。线

路串接了马牙长途汽车站、市政府等交通枢纽。见图 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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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9  揭阳南-普宁段线路平面示意图 

6.2.10 普宁-惠来段 

（1）主要通道方案 

该段线路主要通道有沿省道 S236 通道方案和沿省道 S236 东侧通道方

案，普宁至惠来距离较短，区间多为山区，省道 S236由北向南由惠来市西

北端进入，从线路方案短直方面考虑，普惠城际宜采用沿省道 S236东侧通

道方案。 

（2）线路走向方案说明 

该段线路起点为规划揭普城际普宁站，出站后沿省道S236东侧一直向

南至惠来站，线路全长 35km。本线加强普宁、惠来之间的相互联系，提

升揭阳市重要城市之间的凝聚力度。见图 6-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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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10  普宁-惠来段线路平面示意图 

6.3 主要换乘车站规划 

6.3.1 汕头站 

既有汕头站为广梅汕铁路既有客运站，站前广场与四通八达的城市道

路网相连，附近设有汕头汽车客运中心站，是汕头市重要的综合交通枢

纽。 

既有汕头站位于地面，规划由西向东依次为普速场、客专场和城际

场，汕头-汕尾、汕头-饶平（漳州）、汕头-潮州东、汕头-潮汕机场、汕头-

普宁、汕头-饶平南城际线共 6 条线路接入本站。规划汕头-汕尾、汕头-饶

平（漳州）城际线引入客专场，汕头-潮汕机场、汕头-普宁城际线从车站南

端引入城际场，汕头-潮州东、汕头-饶平南城际线从车站北端引入城际

场，城际场北端连接汕头动车运用所，客流通过地下通道或站厅换乘。见

图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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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1  汕头站示意图 

6.3.2 潮汕站 

既有潮汕站为厦深铁路上的中间站，在建梅汕客专从潮汕站西端咽喉

按方向别直向引入，在南、北基本站台外侧与既有站房之间，各增设 1 条

正线兼到发线，形成 4台 12线规模。仅办理客运业务。 

既有潮汕站位于地面，规划潮州东-潮汕-潮汕机场城际线接入本站。

城际场紧邻并行既有潮汕站北侧设置，城际线从车站两端咽喉引入城际

场。客流通过地下通道或站厅换乘。见图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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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2   潮汕站示意图 

6.3.3 潮汕机场站 

潮汕机场定位为国内中型机场，服务粤东地区，辐射闽南部分地区。

机场地处汕头、揭阳、潮州三市中心位置。机场距离汕头 28.5 公里，揭阳

22公里，潮州 24公里。 

拟建广梅汕客专在潮汕机场航站楼下方设站，规划城际铁路在潮汕机

场站紧邻并行设城际站，汕头-潮汕机场、潮州东-潮汕机场、揭阳南-潮汕

机场共 3条线路接入本站，其中潮汕机场站东端咽喉连接潮州东-潮汕机场

城际线，潮汕机场站西端咽喉连接汕头-潮汕机场城际线和揭阳南-潮汕机

场城际线。客流通过站厅换乘。见图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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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3  潮汕机场站示意图 

6.3.4 揭阳北站 

规划广梅汕扩能改造工程在揭阳北设地面站，规划城际铁路的揭阳北

站在西侧紧邻并行设站，规划潮汕机场-揭阳南-揭阳北城际线和潮汕至龙

湖南联络线接入城际场，城际场北端连接揭阳北动车运用所。客流通过站

厅换乘。见图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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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4  揭阳北站示意图 

6.3.5 普宁站 

普宁站位于广东省普宁市流沙南街道马栅村南侧，距离普宁市政府6.4

公里，是厦深铁路在普宁市设置的唯一客运中间站，为地面车站。 

规划汕头-普宁、揭阳南-普宁和普宁-惠来城际线共 3 条线路接入本

站。规划普宁城际场在既有普宁站南侧紧邻并行设站，其中车站北端咽喉

连接揭阳南-普宁城际线，南端咽喉连接汕头-普宁、普宁-惠来城际线。客

流通过地下通道或站厅换乘，普宁站兼顾疏港货运功能。见图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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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5  普宁站示意图 

6.3.6 饶平站 

既有饶平站为厦深铁路既有中间站，位于地面。规划汕头-饶平（漳

州）、汕头-饶平南、潮州-饶平 3条城际线 5个方向引入本站，建议规划分

设客专场和城际场 2个车场，其中汕头至饶平（漳州）城际引入客专场（客

专场位于既有饶平站北侧紧邻并行设置），规划汕头-饶平南城际、潮州-

饶平共 2条线路接入城际场（城际场位于既有饶平站南侧紧邻并行设置）。

客流通过地下通道或站厅换乘。见图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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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6  饶平站示意图 

6.4 车辆基地及占地规划 

本次规划参考国内部分动车组设备的设计规模及用地面积，初步确定

本线网各动车组设备控制用地面积见表 6-4-1。 

表 6-4-1  各动车组设备控制占地面积表 

动车组设备 

名称 
功能定位 

配属车数量 

（8 辆编组，列） 

控制占地面积 

（公顷） 

汕头动车运用所 
一、二级修、临修、存车、整

备，预留三级修条件 
60（存车 34） 62 

揭阳北存车场 存车、整备 存车 26 28 

6.5 列车交路的初步设想 

根据本次规划线网和客流特点，在核心区域组织汕头～潮汕机场～潮

州东-汕头的环形交路和揭阳南～潮汕机场的交路；并以汕头、潮州、揭阳

为中心开行交路，向其他外围城市放射，开行汕头～普宁、汕头～饶平、

揭阳北～普宁、揭阳北～惠来等列车交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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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系统选型和主要技术标准 

经研究比选，粤东地区城际铁路网采用的系统制式和主要技术标准如

下： 

（1）系统制式：以国铁客运专线为基础的系统制式； 

（2）正线数目：双线； 

（3）速度目标值：环线与射线城际铁路 120－200km/h；兼顾疏港铁路

城际铁路 120-160km/h；汕头-汕尾和汕头-饶平（漳州）城际铁路 250km/h

及以上； 

（4）正线线间距与最小曲线半径：与速度目标值相适应； 

（5）最大坡度：20‰； 

（6）牵引种类：电力； 

（7）动车组选型：8辆编组 CRH动车组客车； 

（8）到发线有效长度：纯客运线路 450m；兼顾疏港铁路功能的城际

铁路，到发线有效长宜选用 850m；汕头-汕尾和汕头-饶平（漳州）城际铁

路为 650m； 

（9）列车运行控制方式：CTCS-2级列控系统； 

（10）行车调度指挥方式：综合调度集中。 

6.7 线网投资预估算 

推荐方案线网长 537km，投资预估算总额约为 1200亿元，技术经济指

标为 2.2亿元/正线公里。见表 6-7-1。 

表 6-7-1  投资预估算 

线网 线网构成 长度（km） 
指标（亿元/正

线公里 

投资总额

（亿元） 

一线 
汕头—汕尾 161 1.8 290 

汕头—饶平（漳州） 46 1.8 83 

一环 汕头-潮州东-潮汕-潮汕机场-汕头 97 2.4 233 

二环 汕头-潮汕机场-揭阳南-普宁-汕头 115 2.6 299 

射线 

潮汕机场-揭阳南-揭阳北 28 2.1 59 

汕头-饶平南 55 2.7 149 

普宁-惠来 35 2.5 88 

合计   537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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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近期实施方案 

7.1 实施方案分析 

7.1.1 分期实施原则 

根据粤东地区城际铁路规划的目的，参考国内外城际铁路工程的建设

经验，制定分期建设原则：规模适度；先主要后次要；先骨干后辅助；满

足交通需求和引导城市发展功能并重；可实施性；多策略。 

7.1.2 近期线网实施规模分析 

（1）按客运需求分析 

表 7-1-1  近期线网合理规模分析 

项目 单位 指标 

全日 OD 总量 万人次/日 227 

城际铁路方式比 % 20～25 

城际铁路方式出行量 万人次/日 45～57 

换乘系数 % 1.2～1.5 

城际铁路全日客运量 万人次/日 55～85 

负荷强度 万人/公里·日 0.17～0.6 

线网合理规模 公里 321～501 

可以看出，按照粤东地区客运需求，近期需实施城际铁路

321-501km。 

（2）按投资可能性分析 

根据广东省最新的铁路和综合交通规划，“十三五”期间将合计规划

推进约 42 个铁路项目建设，项目总投资约 6380 亿元，其中包含粤东地区

城际铁路。其中“十三五”期间初步计划投资约 3560亿元，近期若将铁路

建设项目投资额 17%用于建设粤东地区城际铁路及疏港铁路；“十四五”

期间继续保持此投资力度，将投资 1210亿元，可建设 526km。 

粤东地区城际铁路首期工程顺利开工后，城际铁路的发展将进入实质

阶段。政策上的倾斜必然会加速城际铁路的建设，因此在近期建设规模的

选择上有较大的余地。 

7.2 近期实施方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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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分析，建议近期粤东地区城际铁路实施 491km，总投资 1117

亿元，分两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十三五“期间）实施“一线”之汕头-汕尾和“内环”汕头-

潮州东-潮汕-潮汕机场-汕头，计 258km；总投资 523亿元。 

第二阶段（“十四五“期间）实施“外环”—汕头-潮汕机场-揭阳南-普宁

-汕头和“射线”之潮汕机场-揭阳南-揭阳北、汕头-饶平南、普宁-惠来段,计

233km；总投资 594亿元。 

表 7-2-1  粤东地区城际铁路网近期实施方案表 

期别 线网 线路 
长度

（km） 
备注 

第一阶

段 

（“十

三五”） 

一线 汕头—汕尾 161   

一环 汕头-潮州东-潮汕-潮汕机场-汕头 97   

第二阶

段 

（“十

四五”） 

二环 汕头-潮汕机场-揭阳南-普宁-汕头 115 汕头-潮汕机场-揭阳南与环线或射线共用 

射线 

潮汕机场-揭阳南-揭阳北 28   

汕头-饶平南 55   

普宁-惠来 35   

  合计 491   

“海峡西岸城市群粤东地区城际铁路网近期实施方案”见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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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建议 

（1）汕头市城市总体规划中相关城际铁路与本规划一致，潮州和揭阳

城市总体规划与本规划的协调还有待落实,建议两市在新的城市总体规划中

纳入本规划方案。 

（2）近期抓紧开展汕头-潮州东-潮汕-潮汕机场-汕头环线和汕头至汕尾

铁路预可行性研究。 

（3）严格控制城际铁路沿线车站、段所用地。 

（4）设立区域城际铁路建设管理等相关机构，负责城际铁路网的前期

研究、资金筹集和建设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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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附件 

详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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