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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规划目的

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建成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

道枢纽，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多做贡献”等指示要求，立足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高起点规划，坚持世

界标准和国际一流，以打造现代化、国际化、世界级综合国际交通物

流枢纽为目标，编制《郑州国际陆港规划》。

坚持新发展理念

坚持创新驱动

坚持枢纽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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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重要讲话精神

和中部崛起再上新台阶的要求，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重大战略部署，

坚持集约高效、智慧绿色、运贸产联动发展理念，建设功能强大、设

施一流、辐射最广、带动最强、国内领先的中欧班列集结中心。

坚持绿色低碳

坚持近远期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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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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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范围

郑州国际陆港位于商登高速以南、豫州大道以东、安罗高

速以西，南北向跨越南海大道，东西向跨越青州大道，总规划

面积约50平方公里。

规划期限

2025
规划近期年

2035
规划远期年

2050
远景展望年

新郑国际机场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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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与战略
1.1 战略定位

1.2 发展目标

1.3 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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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战略定位

建设世界一流的
国际铁路枢纽港

建设中欧班列运贸
产创新发展示范区

建设口岸经济
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1.2 发展目标

2025
高水平建成郑州国

际陆港核心功能区

2030
郑州国际陆港综合

服务能力、产业带

动力全面提升

2035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世界一流

国际铁路枢纽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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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发展策略

01 发挥综合优势，打造枢纽型班列集结中心

02 引领枢纽经济，带动河南省产业转型升级

03 实施功能整合，构建郑州陆港新枢纽体系

04 融入航空港区，实现港产城融合一体发展

05 示范前沿技术，贯穿绿色低碳智能新理念

郑州是国家首批布局的中东部唯一的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城市，应

成为面向中东部地区产业基地和消费市场的通道枢纽型集结中心。

助力河南实现“从区位交通优势向枢纽链接优势转变”和“从中

原腹地向对外开放新前沿转变”。

构建“一主四辅”陆港枢纽体系。“一主”为郑州国际陆港主枢

纽。“四辅”为圃田、上街、占杨、薛店四个重要的功能节点枢纽。

按照“建港、聚流、引产、塑城”的发展路径，与航空港区、郑

州市主要功能板块分工协作，在航空港区范围内实现港产城融合发展。

06 加强对外开放，搭建融入世界经济新平台

将绿色化、低碳化、智能化理念贯穿于国际陆港规划、建设、运

营全过程。

建设具备物流、通关、增值服务等对外交流全要素的新一代国际

陆港。



功能与布局
2.1 功能体系

2.2 功能分区

2.3 规划结构

2.4 空间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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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功能体系

衔接《国家物流枢纽布局与建设规划》《河南省中欧班列扩量提质

三年行动计划》《郑州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方案》，国际陆港设置基

本功能和拓展功能两大功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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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功能分区

依据国际陆港空间组织规律，结合场地条件，国际陆港总体按照

“一港七区”组织功能分区和布局。

国际班列集散中心区
郑州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基本功能承载区

新能源汽车物流区
比亚迪等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物流服务区

大宗物资供应链区
农产品、木材等大宗物资集散交易与供应链服务区

保税功能拓展区
新郑综合保税区功能拓展区

物流服务配套区
流通及陆港配套服务区

新兴物流战略预留区
新兴物流科创研发及空间预留区

水港协作战略预留区
与水港联动发展战略预留区

郑
州
国
际
陆
港



2.3 规划结构——“一心三点四轴七片”

国际班列集结中心区

新能源汽车物流区

保税功能拓展区

大宗物资供应链区

物流服务配套区

新兴物流战略预留区

水港协作战略预留区

郑州国际陆港总体呈现“一心三点四轴七片”的规划结构。

一心：国际陆港综合物流枢纽，由国际陆港综合作业区和核心物流

功能组成，是物流集散的组织中心。

三点：配套服务中心、新能源车物流中心、智慧物流研发中心，承

担国际商贸、新能源车物流、智慧物流发展等多项专业化发展中心。

四轴：多港联动发展轴、物流集散轴、生活服务轴、智慧物流产业

轴。

七片：对应七个功能分区。

规划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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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空间意象

以功能组织空间脉络，以物流核心区统领各功能组团，形成主次分

明、张弛有度的整体格局。

设计理念

空间形态——“一心多极，一环双轴”

彰显中原文化，吸取中原地区传统营城智慧，借鉴中原古城方正礼

序、沉稳大气、层次分明的营城手法，取“中原方城”作为布局意象，体

现“超级枢纽”汇聚四方的气势。与北龙湖的“天圆”相对，形成南部

“地方”的新地标。

形象定位——“超级枢纽、中原方城”

绿色生态
保留平原水网的原始肌理，

将雨洪通道与城市生态空

间有机结合，构建特色蓝

绿生态网络。

集约高效
合理布置各类城市功能，

将陆港集疏运功能与内外

交通网络进行耦合，形成

高效运行的国际陆港。

多元融合
加强国际陆港和航空港区

的功能衔接与空间融合，

合理布置物流产业上下游

功能及配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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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支撑体系
3.1 铁路通道组织

3.2 地面道路组织



近期建设专用铁路西线、东线工程连接京广铁路、陇海铁路，远期

建设南线工程连接规划三洋铁路，高效接入全国铁路网，形成畅通国际铁

路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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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铁路通道组织

铁路通道组织规划示意图



规划形成“三横三纵”快速路、“六横六纵”主干路体系，对外实

现便捷通达，对内实现跨组团快速联系。

通过高、快速路网体系，郑州国际陆港实现10分钟上高速、20分钟

进高铁、30分钟到达机场、60分钟联系周边各组团的交通时空目标。

道路网络规划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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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地面道路组织



分期实施计划



郑州国际陆港功能板块布局发展时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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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实施计划

近期（2023-2025年）以枢纽基本功能为重点，开发综合作业区、

汽车专用作业区及周边陆港核心功能区。

中远期(2026-2035年)发展铁路港综合作业区片区功能拓展区,重点

布局商贸、服务、大宗物资供应、研发等临港功能

战略预留区域包括西部战略预留区、水港协作区，根据发展情况弹

性灵活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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