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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机遇
产业发展新格局为东台多式联运发展提供新机遇

产业+交通基础优势为东台多式联运发展带来新动能

行业发展新导向对东台多式联运发展提出新要求



产业发展新格局为东台多式联运发展提供新机遇 4

p 上海大都市圈溢出效应提供产业协作新机遇

ü 上海大都市圈发展处于成熟期，辐射带动作用增强，扩散效应明显

ü 东台处于大都市圈外围第一圈层，共建世界级高端制造产业集群
• 东台锚准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新材料、大健康等四大主导产业，与上海

高端制造集群体系基本契合，可参与产业分工协作。

p 东台实施产业强市战略

ü 以产业大招商聚动能，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 加快推动四大主导产业发展，并积极推动纺织服装、建筑建材等传统产业

提档升级。



产业+交通基础优势为东台多式联运发展带来新动能 5

p 产业基础雄厚
• 2022年工业开票销售1500亿，多次入选全国工业百强县、

全国制造业百强县、全省制造业创新转型成效明显地区。

p 交通设施完善

ü 综合交通网络不断完善
• 高速公路、国省干线构成的“两横五纵”骨架基本形成。

• “两纵”铁路网络格局稳定，航道通航能力持续提升。

p 中心作业区物流园即将开工建设
• 以建设生产性物流园为目标，促进开发区和高新区发展，

为临港企业提供货运服务，重点发展供应链物流、原材料物

流和多式联运三大业态。

全国
县域
百强
排名
前移
至第
37位



行业发展新导向对东台多式联运发展提出新要求 6

p 多式联运是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抓手

ü 国家加快运输结构调整
• 三年行动计划：推进具有多式联运功能的物流园区建设。

•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推动铁水、公铁、公水、空陆等联运发展。

• 关于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的实施意见：中央和地方财政加大对铁路

专用线、多式联运场站等物流设施建设的资金支持力度。

ü “双碳”目标引发物流行业迭代升级
• 加快发展绿色物流,大力发展多式联运。

运输结构调整

双碳战略行动

2018：三年行动计划

2020：双碳国家战略

充分考虑各种运输方

式的适配性，提高铁路、

水路在综合运输中的承运

比重，持续降低运输能耗

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行业发展新导向对东台多式联运发展提出新要求 7

p 多式联运是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抓手

ü 江苏省积极响应多式联运发展要求

2021：省“十四五”综合交通规划

2022：省多式联运发展优化调整三年行动计划

• 大宗货物及中长距离运输“公转铁”“公转水”

• 大型物流园区新建或改建铁路专用线

• 到2025年，沿江重点港区铁路进港率达70%左右

• 到2025年，水路、铁路货运量提高12%、25%

• 内河集装箱运输量达到180万TEU

• 培育形成60条以上精品多式联运线路

大丰港

港口

洋口港

通州湾港
镇江大港

南京新生圩港
南通通海港

太仓港

铁路支线



2 现状基础
物流园区现状

区域交通发展现状

周边路网现状

物流运输基本情况



物流园区现状 9

p 东台港区中心作业区物流园

ü 规划区位
• 规划位于东台市中心城区北部

• 东近新长铁路、南临G344

ü 功能定位
• 依托内河港口、铁路和G204交通资源，

打造服务专业交易市场、周边生产制

造企业运输需求及城市物资配送的综

合物流中心

ü 占地面积
• 共计280.6亩，其中一期108.3亩（即

将开工），二期172.3亩。

油



区域交通发展现状 10

ü “一横三纵”高速公路网
• 一横：东兴高速（在建/规划）

• 三纵：沈海高速、东如高速（规

划）、临海高速（规划）

ü “两横三纵” 干线公路网
• 两横：G344、S352（部分在建）

• 三纵：G204、S226、G228

ü “两纵” 铁路网
• 两纵：新长铁路、盐通高铁

• 其中，新长铁路为货运铁路，规

划铁路支线直通物流园区

ü 通航航道
• 三级航道：2条（泰东线、连申线）

• 五级航道：1条（梁垛河）

G344

S352
S352

东兴高速

G
204

沈
海

高
速

S226（
规

划
）

G
228（

规
划

）

东兴高速东延（规划）

临
海

高
速

（
规

划
）

新
长

铁
路

盐
通

高
铁

外部公铁水集疏运体系较为完善

梁垛河

连
申

线

泰
东

线

高速公路

国      道

省      道

三级航道

五级航道



周边路网现状 11

ü 干线公路
• 项目南临G344

• 向东接入沈海高速，向西可至G204

ü 城市道路
• 站前路：双向4车道

• 迎宾大道-范公路：双向6车道

• 开发大道-东亭路：双向6车道

• 惠阳路:双向4车道

• 振兴路:双向4车道

• 北海路:双向6车道

紧邻城市建成区，周边城

市道路网络基本建成

G344

G
204

沈
海

高
速

振兴路

东
亭

路

惠
阳

路 站
前

路

迎
宾

大
道

范
公

路

北海路

开
发

大
道

S610



物流运输基本情况 12

p 货运特征

ü 公路企业
• 主要运出货种：机械设备及电器为主，钢铁、轻工产品次之，

总占比达93%

• 主要回城货种：以钢铁为主，占比超96%

ü 铁路企业
• 主要运出货种：粮食（南京、徐州）

• 主要回程货种：煤炭（徐州、山西）

方向 目的地/来源地 货种 货运量（万吨）

运出货物
南京

粮食 2
徐州

运进货物
徐州

煤炭 20
山西

铁路运输主要货运量和货种

主要运出流向：上海、

江苏省内、北京和浙江

主要回程流向：浙江、

上海和安徽

公路运出流向

公路回程流向



水泥 金属矿石 钢铁 煤炭 石油、天然气
及制品

煤炭 水泥 石油、天然气
及制品

钢铁

物流运输基本情况 13

p 货运特征

ü 水运企业
• 主要出港货种：煤炭、水泥

• 主要进港货种：水泥、非金属矿石、钢铁

出港流向

进港流向

主要出港流向：苏南和苏中

主要出港流向：安徽芜湖、

江苏徐州、张家港等地

港口出港吞吐量（万吨）

港口进港吞吐量（万吨）



3 案例借鉴
案例分析

经验总结



p 集疏运体系

ü 苏州白洋湾作业区
• 苏州内河港是全省内河地区性重要港口之一，白洋湾

作业区是苏州内河港重点发展对象。

• 为周边及腹地地区提供物流服务。

ü 内部集疏运
• 公路直接进入堆场，与水路、铁路衔接顺畅。

ü 外部集疏运
• 充分利用周边虎泉路、沪霍线，快速进入集散道路

S228、京沪高速、太湖大道高架路、北环快速路。

15案例分析

港口 职能

苏州港 以能源、矿建材料、原材料、工业产品和内外贸物资运输为主

苏州白洋湾作业区职能
苏州白洋湾作业区集疏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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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集疏运体系

ü 无锡石塘湾作业区概况
• 无锡内河港是全省内河主要港口之一，石塘湾铁水

中转作业区是无锡内河港重点发展对象。

• 为周边地区和企业提供煤炭等散货的多式联运服务。

ü 内部集疏运
• 公路直接进入堆场，与水路、铁路衔接顺畅。

ü 外部集疏运
• 充分利用周边钱皋路、广石路，快速进入集散道路

S229、G312 、京沪高速、沪蓉高速、沪宜高速。

16案例分析

港口 职能

无锡港 以能源、矿建材料、工业原材料及产成品运输等为主

无锡港石塘湾作业区职能

无锡港石塘湾作业区集疏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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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经验总结

港口布局
• 根据货种类型布置码头

• 铁路支线伸入港区，配合功能区布局

集疏运体系 • 公路入港，提高货运周转灵活性

• 港区道路与周边道路充分衔接，快速集散



4 多式联运适应性分析
货运运价基本情况

货运需求预测



货运运价基本情况 19

注：货种、运输方向和运输量数据来自2019年《东台市物流现状发展调研报告》。

序号 货种 运出方向 运出
方式

运出量
（万吨） 运回方向 运回

方式
运回量

（万吨）
1 机械设备、电器 上海、北京、西安等 公路 31 — —　 —　

2 钢铁 连云港、南京、浙江等
公路 22

上海、浙江、安徽等
公路 9.2

水路　 39　 水路 20

3 煤炭 —
水路 52

徐州、山西
铁路 20

— — 水路 76

4 水泥 安徽芜湖、泰州高港 水路 438 — —　 —　

5 矿建材料 浙江、山东、江西　
公路 0.24 南京、无锡、杭州　公路 0.1

水路 151 — — —

6 轻工产品 江苏省内、浙江等 公路 6.7 — — —

7 粮食
上海、浙江等 公路 2 泰州兴化　 公路 0.03

南京、徐州 铁路 2 — — —　

p 货种——运出加工品建材粮食，运入原材料

1. 机械设备、电器从东台本地厂区通过公路进港，再通

过公路发往上海、北京、西安等地；

2. 钢铁从上海、浙江、安徽等地通过公路、水路方式运

入东台，运出钢铁通过水路、公路方式运往连云港、南京、

浙江等地。其中水路运输占比约2/3；

3. 煤炭从徐州、山西等地通过水路、铁路运入东台，部

分通过公路转运至东台及周边，其余通过水路方式运出。

p 运输特征——水路、公路运输方式占据主导

1. 根据历年统计年鉴，东台市主要运输方式为水路、公路运输，其中水路货运量占较

公路运输高8-10个百分点，铁路货运量占比不足1%；

2. 结合物流调研数据，进入东台货物大部分已经实现水路运输进入，后经公路疏散；

运出东台货物以公路、水路运输为主，水路运输方式占比高于公路；

3. 公路运输中近9成为运出量（公路运输企业调查数据）。

东台市货运结构比例



货运运价基本情况

p 运价测算——水路运输价格优势明显

20

1. 从东台工厂以20英尺标准集装箱运送一批电器至上海，采用公路运输方式，运费预计为3200元；

2. 从东台工厂运送一批40吨的钢铁至上海成富物流园，采用公路转水路再转公路短驳的方式，费用预计为1000元；

3. 从徐州站运入一批40吨煤炭至磊达水泥厂，采用铁路转公路短驳的方式，费用预计为2500元；

4. 从磊达水泥码头运送一批40吨散装水泥至芜湖宁芜高速公路建设工地，采用水路转公路短驳的方式，费用预计为2000元。

注：集装箱以20英尺17.5吨通用标准集装箱计费，大宗建材、件杂散货均以40吨计费。

运输货种 具体货品 代表目的地
/始发地 起终点 运输方式 里程（km） 运费（元）

集装箱 电器 上海
东台市远东电热电器
厂-中心港物流园-上

海高航物流园区
公路 300 3200

大宗建材 钢铁 上海
东台市升华特钢厂-
中心港物流园-上海

成富物流园
公路-水路-公路 30+200+10 1000

件杂散货
煤炭 徐州 徐州站-东台站-磊达

水泥厂 铁路-公路 340+30 2500

水泥 安徽芜湖 磊达水泥厂-芜湖宁
芜高速工地 水路-公路 430+20 2000

运费测算依据

1、公路：“运满满”平台；

2、铁路：“铁路运输货物基准

运价率表”；

3、水路：0.07-0.08元/吨公里。



货运运价基本情况

p 多式联运——运价节省显著，运输结构优化程度较高

21

1. 与单一公路运输相比，在不考虑货主接受时效性的前提下，采用多式联运的运价优势明显；

2. 从货运调研情况来看，目前东台市运输结构组成良好，主要货种的运输大都采用多式联运方式；

3. 未来中心港码头、铁路支线及新长铁路电气化改造完成后，建议考虑将机械设备、电器及轻工产品通过公路转水路或公路

转铁路的方式进行运输。

注：1、集装箱以20英尺17.5吨通用标准集装箱计费，大宗建材、件杂散货均以40吨计费；2、公路运费通过“运满满”平台测

算；3、铁路运费依据“铁路运输货物基准运价率表”；4、水路运输运价按照0.07-0.08元/吨公里测算。

运输货种 具体
货品

代表目的地
/始发地 起终点 现状运输

方案
里程

（km）
运费

（元）
比较运输

方案
里程

（km）
运费

（元）
运费差价
（元）

集装箱 电器 上海
东台市远东电热电器
厂-中心港物流园-上

海高航物流园区
公路 300 3200 公路-水路-公路 30+200+50 1350 1850

大宗建材 钢铁 上海
东台市升华特钢厂-
中心港物流园-上海

成富物流园
公路-水路-公路 30+200+10 1000 公路 250 2700 1700

件杂散货

煤炭 徐州 徐州站-东台站-磊达
水泥厂 铁路-公路 340+30 2500 公路 400 4400 1900

水泥 安徽芜湖 磊达水泥厂-芜湖宁
芜高速工地 水路-公路 430+20 2000 公路 350 3800 1800

结合上述货种及运输特征分

析来看：

ü 机械设备、电器优势方向为上

海、北京、西安等；

ü 钢铁优势方向为上海、浙江、

安徽、南京、连云港等；

ü 煤炭优势方向为徐州、山西等；

ü 水泥优势方向为安徽芜湖、泰

州高港等；

ü 矿建材料优势方向为浙江、山

东、江西等。



货运运价基本情况 22

运输货种 具体货品 代表目的地
/始发地 起终点 传统运输方式

碳排放（kg）
多式联运

碳排放（kg）

集装箱 电器 上海
东台市远东电热电器厂
-中心港物流园-上海高

航物流园区
706 257 

大宗建材 钢铁 上海
东台市升华特钢厂-中
心港物流园-上海成富

物流园
1345 283 

件杂散货

煤炭 徐州 徐州站-东台站-磊达水
泥厂 2152 428 

水泥 安徽芜湖 磊达水泥厂-芜湖宁芜
高速工地 1883 254 

注：集装箱以20英尺17.5吨通用标准集装箱计费，大宗建材、件杂散货均以40吨计费。

p 货运碳排放分析

ü 多式联运降碳效果明显
• 根据数据测算，相较于传统运输方式，在引

入水路、铁路运输组成多式联运之后，二氧化碳

排放量大幅降低，平均降幅近80%。

二氧化碳排放标准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数据，我国

交通运输领域碳排放中航空、公路、铁路、

水运单位换算周转量碳排放约为每吨公里

850.6克、134.5克、19.6克、8.5克，航空最

高，其次为公路。



货运需求预测 23

货种
2030年

合计 进港 出港

矿建材 214 214 -

石英砂 73 73 -

钢材 103 43 60 

其他杂货 60 17 43 

合计 450 347 103 

东台中心作业区吞吐量预测值（单位：万吨）

p 2030年港口集疏运量预计达到450万吨

ü 砂石料
• 规划中东台城区唯一的大型公用作业区，将承担城区大

部分矿建材的运输任务，主要为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

运输服务。

ü 石英砂
• 东台经济开发区玻璃产业的需求和企业的产能发展需求。

ü 钢铁
• 东台城区北部基础设施建设对螺纹钢和线材的需求，以

及锻造企业入驻而带来新的运输需求。

ü 其他件杂货
• 开发区内的水运需求企业产成品，如饲料、玻璃、聚酯

纤维等新材料及其他货种。



5 多式联运方案
区域交通方案

内部交通方案



区域交通方案 25

p 至南通通州湾港区

ü 公路通道：主要依托沈海高速、临海高速（规

划）等，实现与通州湾港区的快捷联系。

• 中心作业区-G344-沈海高速-启扬高速-通州湾

北疏港公路-通州湾港区；

• 中心作业区-G344-临海高速（规划）-启扬高速

-通州湾北疏港公路-通州湾港区。

ü 铁路通道：主要依托新长铁路，向南衔接海洋

铁路及疏港铁路，通达通州湾港区。

• 中心作业区-新长铁路-海洋铁路-通州湾港区疏

港铁路-通州湾作业区；

• 中心作业区-新长铁路-海洋铁路-洋口至太阳岛

支线-洋口湾作业区。

东台市

通州湾港区
通州湾作业区

洋口作业区

吕四作业区
海门港作业区

三夹沙作业区
通州湾港区疏港

铁路

海洋铁路

新
长

铁
路

洋
口

至
太

阳
岛

支
线

启扬高速

沈
海

高
速

临
海

高
速

通州湾北疏港高速

G228/G328

G
22

8

G
328

G344

高速公路通道

普通干线公路通道

铁路通道

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和便利的运输通

道条件，东台重点加强与通州湾港区洋山

港作业区、通州港作业区的合作联系。

通州湾港区



区域交通方案 26

p 至南通通州湾港区

ü 水运通道：主要依托中心作业区及连申线，

向南衔接通江达海的高等级内河航道，实现

与通州湾港区直连直通。
• 中心作业区-连申线-通扬线-通州湾疏港航道

（九贯河）-通州湾港区。

• 通扬线、通州湾疏港通道、九贯河为规划航道，

现状暂未通航。

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和便利的运输通

道条件，东台重点加强与通州湾港区洋山

港作业区、通州港作业区的合作联系。

东台市连
申
线

通
扬
线

九
贯
河通州湾疏港航道

三级
三
级

三
级

三
级

通州湾作业区

洋口作业区

吕四作业区
海门港作业区

三夹沙作业区

通州湾港区

海安船闸



区域交通方案 27

p 至上海港

ü 公路通道：主要依托G344、沈海高速、上海绕

城高速、外环高速等，实现与上海港区的快捷联系。
• 中心作业区物流园-G344-沈海高速-上海绕城高速-外环

高速-上海港区。

ü 铁路通道：主要依托新长铁路、宁启铁路-沪通

铁路-沪通铁路二期（规划）等，实现与上海港区的

快捷联系。
• 中心作业区物流园-新长铁路-宁启铁路-沪通铁路-沪通

铁路二期（规划）-上海港区。
上海港

沈
海
高
速

外环高速

上海绕城高速

G344

高速公路通道

普通干线公路通道

铁路通道

新
长
铁
路

宁
启

铁
路

沪
通
铁
路

沪通铁路二期
（规划）

上海港区

中心作业区物流园

沈
海
高
速

上海



区域交通方案 28

p 至上海港

ü 水运通道：主要依托中心作业区及连申线，向南

衔接通长江等高等级内河航道，实现与上海湾港区

直连直通。
• 中心作业区物流园-连申线-焦港船闸-长江-上海港区。

上海港

连
申
线

焦港船闸

长江航道一级

三
级

上海港区

中心作业区物流园

上海



区域交通方案 29

p 至大丰港

ü 公路通道：主要依托G344、沈海高速、G343、等，

实现与大丰港区的快捷联系。
• 中心作业区物流园-G344-沈海高速-G343-大丰港区。

ü 铁路通道：主要依托新长铁路、大丰港支线铁路

（在建），实现与大丰港区的快捷联系。
• 中心作业区物流园-新长铁路-大丰港支线铁路（在建）-

大丰港区。

高速公路通道

普通干线公路通道

铁路通道

大丰港区

大丰港支线铁路（在建）

新
长
铁
路

G343

G344

沈
海
高
速



区域交通方案 30

p 至大丰港

ü 水运通道：主要依托中心作业区及连申线、京杭运

河、淮河入海水道等高等级内河航道，实现与淮安港

区直连直通。
• 中心作业区物流园-连申线-刘大线-大丰港区。

• 刘大线现状为四级航道，已实现千吨级船舶畅行无阻，

规划将提升为三级航道。

大丰港区

三
级

刘大线
三级

连
申
线



内部交通方案 31

p 水铁联运作业区基本功能布局

ü 三大功能区

分类 细分功能区 作用

基本功能区

港口作业区 —

铁路作业区 —

堆场 货物交接、存放、检查的
场地

辅助功能区
物流服务区

实现物流的理货、仓储、
分拨配送和流通加工等，
完成复杂物流供应链整合

服务

维修区 装卸机械及其他设备的维
修修理和保养

综合服务区

办公服务区 办理铁水联运业务的场所

生活服务区 提供后勤保障服务

停车区 集卡和其他车辆停放区

基本功能布局示意图



内部交通方案 32

p 水铁联运衔接形式

ü 铁路入港：铁路专用线引入港口内部，并在港口内建设有用于列车到、发和装卸作业的相关设施
• 车船直取模式：适用于高周转率的海港

• 共用堆场模式：推荐

① 铁水联运效率高

② 公水联运效率低

③ 工程建设复杂、费用高

“车船直取”模式—铁路装卸线布置在码头前沿 “共用堆场”—铁路装卸线设置在后方堆场

① 公铁水联运效率高

② 堆场用地更加空余

③ 建设成本少，工程可行性高



内部交通方案 33

p 水铁联运港站作业流程分析

ü 货运作业
• 三大环节：受理、承运、托运，拆、拼箱，中转，交付

ü 港站装卸换装作业
• 四大作业环节：卸车、堆场、搬运、装船

货
运
作
业

港站装卸换装作业

港站装卸换装作业示意图

轨道吊

轮胎吊

正
面
吊

集
卡

装
卸
桥



东台物流园铁路支线进港及集疏运的

关键问题分析

内部交通方案 34

1 铁路支线进港方案

2 设施规模测算

3 集疏运方案



铁路支线进港方案 35

p 接轨方向

ü 现实情况
• 铁路货运主要流向为徐州、南京方向。

• 未来铁水联运方向为洋口港。

• 附近的编组站有盐城北站、海安站。

ü 规范要求
• 接轨方案应满足主要货物流向顺畅。

东台站

海安站

徐州方向

南京方向

洋口港



铁路支线进港方案 36

p 线路走向

ü 现实情况
• 港口为企业的原材料和成品运输提供服

务，公水联运占比较高。

• G344是重要的南北向大动脉。

ü 规范要求
• 接轨点应位于客货混线或货运专线上。

• 新建铁路专用线不应在区间与正线接轨。

• 注意与其他通道的关系，满足交叉角度、

净空要求。
方案一：城市总规预留方案

方案二：控规预留方案

•南段需穿越G344
•南段与园区内部
道路出入口重合

G344

疏
港
路 新

长
铁
路

•南段需穿越G344
•南段在区间段接入
新长铁路正线

一
期

470m

道路红线：30m



铁路支线进港方案 37

p 线路走向

ü 现实情况

ü 规范要求
• 注意与其他通道的关系，满足交叉角度、净

空要求。

• 到发线有效长度根据运输需求和货物列车长

度确定，宜采用1050、850、750、650m等系列

值。

• 港口运量具有波动性大、大宗散货比重大、

集装箱增长速度快等特点，建议车站设计应一

次整体规划、分期实施。

方案三

新
长
铁
路

G344

站
前
路

• 从东台站向南引出一段支线，与原线路平行，设计时速为40km/h。

• 支线上跨G344，以R500曲线进入园区，与码头岸线垂直。

• 园区铁路线有效长度约750米，基本满足装卸不同品类货种。

疏
港
路

一期
二期

内河港铁路货运支线

规
划
站
前
路

470m

道路红线：30m



设施规模测算 38

p 港口作业区

ü 港口作业区
• 港口吞吐量：2030年约450万吨/年。

• 规划泊位：千吨级泊位15个（4个预留）。

• 泊位长度约1000米，陆域纵深100~300米，港池宽度140米。

p 公用堆场约25万m2

ü 集装箱堆场约10000平方米

ü 散货堆场面积根据年货运量、货物特性、品种、机械

类型、工艺布置和分队要求确定

二期

辅助功能区

生态
保护
区

疏    

港    

路

通   

榆   

河

港              
池

港    区    六    路

公 

用 

堆 

场
货运支线

泊位

港    区    二    路

一期

泊位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B%86%E8%A3%85%E7%AE%B1/919222?fromModule=lemma_inlink


集疏运方案 39

p 内部集疏运方案

ü 公路-水路联运（水路运出）
• 货物主要从G344进出园区，经通榆河可运往大丰港、通

州湾港、南通港以及上海方向。

ü 水路/公路-铁路联运（铁路运出）
• 货物从通榆河/G344进出园区，经新长铁路可运往盐城、

徐州、南京以及上海方向。

ü 内部主通道
• “两横一纵”：港区二路、港区六路、疏港路。

新
长
铁
路

G344 站
前
路

疏
港
路

一期 二期

内
河
港
铁
路
货
运
支
线

规
划
站
前
路

出入口1

出入口3

出入口2

港区二路

港区六路

港
池

通
榆
河

堆场

码
头



集疏运方案 40

p 外部集疏运方案

ü “一横两纵”的外运骨架网络
• 一横：G344

• 两纵：G204、沈海高速

出入口

盐城、徐州方向盐城、徐州方向

南通、上海方向
南通、上海

方向

泰州、扬州、
南京方向

出入口 路径 目的地

出入口1
疏港路→G344

往西：泰州、扬州、
南京

往东：弶港

疏港路→G344→G204 往北：盐城、徐州
往南：南通、上海

出入口
2/3

港区二路/港区六路→站
前路→G344 

往西：泰州、扬州、
南京

往东：弶港

港区二路/港区六路→站
前路→G344→沈海高速

往北：盐城、徐州
往南：南通、上海

弶港方向



6 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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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支线方案与国土空间规划复核
• 预留空间

• 生态保护要求

进一步收集物流园区的运输量数据
• 主要货种运输量、流向

• 货主企业的运输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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