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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高铁项目

建 设 的 意 见

各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为进一步提升我市在全国铁路路网中的地位和作用，助力建

设“五个中心”、奋力打造新时代英雄城市，经研究，现就加快推进

高铁项目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抢抓高铁项

目建设机遇，以扩大通道规模、加密区域线路、提升枢纽能力、完善

路网结构、优化运输组织、提高运营效率为目标，全力推动沿江高

铁、武汉铁路枢纽直通线等重大项目建设，形成“五主两辅”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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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谋划和完善 １２ 个方向高铁路网布局，打造以武汉为中心的

“超米字型”高速铁路网。

二、统筹推进高铁项目建设

（一）完善协同推进机制。 高铁项目沿线各区人民政府（含开

发区、风景区管委会，下同）、市直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强化全市

“一盘棋”的思想，在市推进高铁建设指挥部统筹下，健全完善协

同推进机制，形成整体合力。 高铁项目建设推进中出现的问题由

市高铁办统筹协调解决，重大问题提交市推进高铁建设指挥部研

究。

（二）科学确定项目建设时序。 根据国家铁路网建设总体布

局、铁路中长期发展规划、“十四五”铁路专项规划以及省政府部

署要求，按照优先推进通道、枢纽、联络线等建设原则，合理确定建

设规模和时序，分年度安排项目建设实施计划。 近期，要重点推进

沿江高铁武汉至宜昌段、沿江高铁武汉至合肥段以及武汉铁路枢

纽直通线等项目建设。

（三）统筹高铁项目建设与城市协调发展。 高铁项目沿线各

区人民政府、市直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做好高铁项目建设规划与

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产业布局等协调衔接，依

规预留高铁项目建设通道、客货运站场及高铁项目周边综合开发

建设条件，确保高铁项目建设与城市协调发展。

（四）落实征地拆迁、管线迁改责任主体。 高铁项目沿线各区

人民政府是实施高铁项目红线内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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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上房屋征拆、管线迁改责任主体，采取“包任务、包进度”方

式，全面负责辖区内高铁项目征地拆迁、管线迁改的组织实施工

作。

（五）加强规划和用地管控。 高铁项目沿线各区人民政府要

按照高铁项目确定的红线范围，严格执行国土空间规划，加强用地

管控，防止抢栽抢种、乱搭乱建、违规变更用途等行为。 市城投公

司履行市级出资人代表和项目管理主体职责。

三、加强土地规划及综合开发

（一）做好高铁站点及周边用地规划编制工作。 由市自然资

源规划局统筹、市政府授权的平台公司牵头负责，会同高铁站点所

在区人民政府，按照“统一组织、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统

一运营”原则，科学谋划站区综合体、站城一体化区域以及高铁功

能区，做好产业规划导入、投资招商、园区运营等工作，优化基础设

施布局，完善市政和公共配套服务设施，实现站城融合以及区域协

调可持续发展。

（二）促进站城一体化融合发展。 按照空间融合、业态繁荣、

联动开发的创新模式，推进汉阳站、武汉天河站和长江新区站站城

融合建设。 结合高速铁路、城际铁路、轨道交通等交通体系，打造

公交可达、步行便捷、多层进站、立体衔接的城市综合体，耦合城市

空间与业态布局，引入商务、商业等多重城市功能，实现城市空间

肌理延续，促进城市功能空间布局优化，将交通枢纽与城市建设、

产业发展紧密融合，以高铁枢纽片区开发支撑城市空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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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土地综合开发。 由市人民政府授权的平台公司会

同高铁站点所在区人民政府负责高铁站点片区综合开发，在市自

然资源规划局指导下，统筹地上地下空间复合利用，合理确定高铁

站红线外周边用地规模、结构、布局以及土地综合开发时序，合理

分步实施滚动开发。 支持新建区域实行开发单元导控，运用联合

投资建设运营体、特许经营等模式进行集中成片综合开发，探索总

体容积率不变前提下域内容积率转移调剂机制。 将高铁站片区征

地拆迁、市政基础配套设施等建设资金纳入土地综合开发成本，土

地综合开发收益覆盖区域内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及扩大站房规模部

分的投资。

四、拓宽建设资金渠道

（一）落实项目资本金。 按照路地双方确定的资本金分摊比

例，市财政局负责研究编制市级资本金出资方案，将市级资本金列

入年度财政预算安排，全面统筹落实到位。

（二）明确资金筹措主体。 高铁项目红线内征地拆迁、管线迁

改资金由高铁项目沿线各区人民政府负责筹措；３ 个高铁站（即：

汉阳站、武汉天河站、长江新区站）扩大规模投资、站点周边基础设

施配套建设资金，由市人民政府授权的平台公司会同站点所在区

人民政府筹措解决；白沙洲公铁大桥项目中我市分摊资金由市级

财政、长江沿岸铁路集团落户区人民政府共同筹措；白沙洲公铁大

桥两岸接线工程由市城投公司负责筹措资金并组织实施。

（三）多渠道筹集工程建设资金。 市财政局负责统筹编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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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项目可研批复中我市资本金出资部分及站点周边市政配套工程

建设资金平衡及筹措方案。 市发改委负责对高铁站扩大规模部分

以及站点周边市政配套工程项目单独立项，并将其纳入当年全市

城建基础设施和综合交通项目安排。 市、区财政部门根据事权与

支出责任，从全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中安排城建专项资金，

优先弥补高铁站扩大规模部分以及站点周边市政配套工程建设所

需资金不足部分；鼓励探索与社会资本合作，依法依规对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模式（ＰＰＰ）、政府债券等方式予以支持；积极参与省铁

路发展基金，设立以企业为主导的武汉铁路投资基金，推动我市铁

路建设投资主体多元化、市场化发展。

五、完善工作推进体系

（一）加强组织领导。 充分发挥市推进高铁建设指挥部统筹

协调职能，高位推进高铁项目建设。 市高铁办为市推进高铁建设

指挥部办事机构，负责协调处理日常工作。 高铁项目沿线各区人

民政府、市直各相关部门和单位为市推进高铁建设指挥部成员单

位，负责按照指挥部下达的工作任务抓好落实。

（二）增强支铁服务意识。 高铁项目沿线各区人民政府、市直

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增强服务意识，提前介入、主动作为、加强指

导，优化办事流程，开辟绿色通道，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前期工作。

市高铁办要加强与铁路相关部门和单位的沟通协作，做好重难点

问题协调，全力推动项目实施。

（三）压实工作责任。 建立高铁项目工作任务、责任、时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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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 市纪委监委机关，市委办公厅，武汉警备区，各人民团体，各民
主党派。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检察院。
各新闻单位，各部属驻汉企业、事业单位。

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７ 日印发

单管理制度，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 市高铁办要履行统筹协调、督

查督办职责，实行周调度、月小结，督促市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按期

完成工作任务并及时通报工作进度。 高铁项目沿线各区人民政

府、市直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根据任务清单，结合专项工作任务特

点和实际情况，制订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和方案，确

保政策落实落地。

武 汉 市 人 民 政 府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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