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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专用线及疏港铁路建设项目表

序 号 项 目所在地 项 目名称 建设主体
规划里程
(km)

建设时间
(年

)

责任单位

l 沈阳市 沈阳华润热电有限公司异地搬迁项 目专用线 沈阳华润热电有限公司 2019——2020

沈 阳巾2 沈 阳巾 上海通用 (沈 阳)北盛汽车有限公司专用线 上海通用 (沈 阳)北盛汽车有限公司 2019——2020

沈阳市 中储股份辽宁物流产业园铁路专用线 中储发展 (沈 阳)物流有限公司 2018-— 2019

4 大连巾 大连长兴岛港疏港铁路工程 大连沈铁长兴岛物流有限公司 2014——2020

大连市

5 大连 巾 许家屯至太平湾港疏港铁路 大连太平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3,4 2019——202o

6 大连 巾 国宏普兰店热电厂专用线 大连国宏热电有限公司 2019——2020

7 大连巾 大连锦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专用线 大连锦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019——2020

8 大连市 大连汽车码头有限公司铁路专用线新建⊥程 大连汽车码头有限公司 2.1 2019——2020

9 鞍山巾 鞍山国际港铁路专用线 鞍 山国际港 1 2019——2020
鞍山市

10 鞍山巾 辽宁鞍炼物流有限公司专用线 辽宁鞍炼物流有限公司 1 2019

丹东巾 大东港区铁路扩建⊥程 丹东港集团有限公司 15.6 2018——2020 丹东市

营口市 营口港仙人岛港区疏港铁路 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15.6 2018——2020

营口市

营口市 营口白贸区至鲅鱼圈疏港铁路专用线新建⊥程 自贸区铁路指挥部 58,9 2019——2021

营口巾 辽宁恒久集团营口大东北农副产品物流园区专用线 辽宁恒久集团 2019——2020

营 口市 昊天铁路专用线 辽宁昊天实业有限公司 0.5 2019——2020

营口市 华能营口仙人岛热电专用线 华能营口仙人岛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2019——2020

阜新巾 阜新金德利热源有限责任公司专用线 阜新金德利热源有限责任公司 3.4 2018——2019 阜新市

辽阳巾 辽阳泰兴铁路专用线 辽阳泰兴投资有限公司 2018-— 2019 辽阳巾

葫芦岛市 辽宁大唐国际葫芦岛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专用线 辽宁大唐国际葫芦岛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2018 葫芦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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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任务分工方案

序号 重点任务 工作 内容 具体措施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l

加快提升

铁 路 运

能 ,大力

推动
“
公

转铁
”

着力提升

干线铁路
运能

加快实施 《辽宁省
“
十三五

”
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

省交通运输厅、中

国铁路沈阳局集团

公司 ,各市政府

改 革 委

丶

厅

丶

沈 阳

咖

娅
啊
龇
靴

省

省

铁

关

2
推进沈阳至白河客运专线项 目、阜盘铁路项 目等项 目前期工作 ,实施

朝阳至秦沈高铁凌海南站铁路联络线等续建项目,提升路网运输能力。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
团公司、省发展改革
委、省交通运输厅

相关市政府

3 制定完善老旧铁路扩能改造建设规划。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
团公司

沈 阳铁路监 管局

等有关单位

4

加快锦阜高新邱至义县段、薛家至义县段 ,锦承线义县至朝阳段、朝

阳至叶柏寿段等干线铁路扩能改造和沈丹线等铁路电气化改造 ,实施

铁路干线主要编组站设各设施改造扩能 ,深挖哈大、沈丹等高速铁路

开通后释放的货运通道能力 ,增强干线铁路周转能力。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
团公司、省发展改

革委、省交通运输

厅

相关市政府

5

加快铁路

专用线建

设

加快推进中储发 (沈 阳)物流、鞍山国际港、辽宁鞍炼、营口大东北

等物流园区铁路专用线和沈阳华润热电、北盛汽车等大型工矿企业铁

路专用线建设 ,扩建大连港汽车码头铁路专用线 ,确保建成大连锦

源、阜新金德利铁路专用线。

相关 巾政府 ,中 国

铁路沈阳局集团公

司、省发展改革委

运 输 厅

丶

源 厅

丶

生

厅

丶

沈 阳

蛳

蛔
糍
鸱
栅
辄

省

自

态

铁

关

6

7

积极推进铁路专用线与国铁接轨 ,完善共建共用机制 ,创新投融资模

式 ,积极吸引社会资本投人。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

团公司

省 发 展 改 革 委、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沈 阳铁路监管局

等有关单位

到 ⒛zO年 ,全省大宗货物年货运量 150万 吨以上的大型工矿企业和

新建物流园区,原则上全部修建铁路专用线 ;具有铁路专用线的大型

工矿企业和新建物流园区,大宗货物铁路运输比例 ⒛19年达到 70%
以上 ,⒛⒛ 年达到 80%以上。

各市政府 ,中 国铁

路沈阳局集团公司

省

省

省

省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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亠予 重点任务 工作内容 具体措施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加快提升

铁 路 运

能 ,大力

推动
“
公

转铁
”

创新铁路
运输组织

模式

强化煤炭、焦炭、矿石、粮食等大宗货物运输保障 ,大力发展中长期
合同和协议制运输。开行定点、定时、定线等当日达、次 日达货运班
列 ,构建快捷货运班列运输系统。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
团公司

各市政府

配合国家推进北京一天津一沈阳一哈尔滨双层集装箱运输通道建设 ,

提升通道配套设施设各能力。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
团公司

省发展 改革 委等
有关 单 位 ,相 关

市政府

充分发挥高铁运能 ,在有条件的通道逐步实现客货分线运输。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
团公司

提升铁路

货运服务

水平

完善短途大宗货物运价浮动机制 ,减少和取消铁路两端短驳环节 ,规
范铁路专用线代维收费和短驳服务收费行为 ,降低运输成本。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
团公司

省

省

沈

等

推动铁路运输企业与港 口、物流园区、大型工矿企业、物流企业等加
强合作对接 ,签订运量运能互保协议。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
团公司

各市政府

优化完善

水 运 系

统 ,积极

促进
“
公

转水
”

完善沿海

港 口资源

配置

推进港口资源整合 ,加速港 口资源优化配置 ,促进港 口集 中集约发
展 ,统筹集装箱、煤炭、矿石、原油、商品汽车等运输系统布局。

省交通运输厅 ,相
关市政府

省发展改革委

14

加强集疏

港铁路建
设

实施鲅鱼圈、仙人岛、太平湾港区等疏港铁路专用线建设,打通铁路进
港

“
最后一公里

”
消除

“
邻而不接

”
。推进丹东、葫芦岛、锦州、营口、

大连等港口后方疏港铁路通道扩能改造,突破铁路疏港瓶颈限制,破除
“
接而不畅

”
。优化铁路港前站布局 ,完善港区铁路装卸站场及配套设施 ,

推进集疏港铁路向堆场、码头前沿延伸,实现港站一体化。

相关市政府 ,省发
展改革委、省交通
运输厅

省财政厅、省自然

资源厅、省生态环

境厅、中国铁路沈
阳局集团公司、沈
阳铁路监管局等有
关单位

促进大宗

货物向铁

水转移

严格规范港 口经营性服务收费。
省商务厅、省发展

改革委

省市场监 管局 等
有关单位

全面加强汽运煤炭集港运输管控 ,⒛⒛ 年采暖季前 ,大连港、营 口

港的矿石、焦炭等大宗货物原则上主要改由铁路或水路运输 ,其他港
口大力推进煤炭集港、矿石和焦炭疏港改由铁路运输。

相关市政府 ,省交
通运输厅、中国铁
路沈阳局集团公司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省 市 场 监 管 局、

沈 阳铁路 监管局

等有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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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号 重点任务 工作 内容 具体措施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强化公路

货 运 治
理 ,推动

行业转型

升级

治理公路

货运超限

超载

严格落实超限超载联合执法常态化、制度化 ,强化货物装载源头联合

执法、路面联合执法和非现场监管执法 ,依法严厉打击货运车辆非法

改装、非法装载和违法超限超载行为。加强科技治超与信用治超 ,大
力推行公路治超

“
黑名单

”
制度和

“
一超四罚

”
制度 ,对严重违法超

限超载运输行为实施联合惩戒。

各巾政府 ,省交通
运输厅、省公安厅

省工业 和信 息化

厅、省 市 场 监 管
局、中 国铁 路 沈

阳局集 团公 司等
有关单位

进一步优化干线普通公路超限检测站点布局 ,适度增加固定检测站数

量。加快推进实施农村公路限宽限高保护设施建设。
各市政府 ,省交通

运输厅

完善高速公路收费站人 口称重检测设各。 省交投集团

大力推进

货运车型

标准化

巩固车辆运输车治埋工作成果。稳步开展危险货物运输罐车、超长平

板半挂车、超长集装箱半挂车治理⊥作。
各市政府 ,省交通

运输厅

省工业 和信 息化
厅、省 公 安 厅、

省 市 场 监 管 局、

省交投集 团等有
关单位

开展既有营运车辆情况排查 ,建立不合规车辆数据库。制定车辆退出

计划 ,强化执法监管 ,引 导督促企业加快更新淘汰不合规车辆 ,促进

标准化车型更新替代。

各巾政府 ,省交通

运输厅

省⊥业 和信 息化

厅 、省 公 安 厅、

省 市 场 监 管 局、

省交投集 团等有

关单位

加快道路

货运集约

高效发展

深人推进无车承运人试点工作 ,加 强运行监测 ,鼓励创新运营管理模

式 ,积极培育无车承运人品牌企业 ,促进
“
互联网+货运物流

”
新业

态、新模式发展。
省交通运输厅

加快多式

联 运 发

展 ,畅通

物流组织

体系

加快联运

枢纽建设

和装各升

级

推进中俄集装箱物流园区等具有多式联运功能的物流园区项 目建设。

相关巾政府 ,省交
通运输厅、中国铁

路沈阳局集团公司

省发展 改革 委等
有关单位

进一步完善铁路两端装卸、打包、配送等配套设施 ,拓展高铁站场货

运服务功能。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
团公司

沈 阳铁路监 管局

等有关单位

积极推进沈阳机场二跑道、大连新机场建设前期工作 ,加快履行鞍山

机场转军民合用机场的报批工作。
省发展改革委

民航东北地区管理

局、省机场管理集
团、大连 国际机场
集团,相关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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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多式

联 运 发

展 ,畅通

物流组织

体系

加快联运

枢纽建设

和装各升

级

大力推广集装化运输 ,支持企业加快多式联运运载单元、快速转运设
各、专用载运机具等升级改造 ,提升接驳、转运效率。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
团公司、省交通运

输厅

省 邮 政 管 理 局、

沈 阳铁路监管 局

等有关单位

加强集装箱配套技术标准研究,推广应用 45英尺集装箱、35吨敞顶
集装箱,促进集装化、厢式化、标准化装各应用。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
团公司、省交通运

输厅

省

沈

等

市

加快发展

集装箱铁

水联运

制定重点货运通道铁路往返运力利用方案。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
团公司

打造大连一图们冷链和营口港一吉林淀粉等一批集装箱精品班列。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
团公司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省 发 展 改 革 委、

沈 阳铁路监 管局

等有 关 单 位 ,相
关市政府

优化港区短驳作业流程 ,积极发展港 口、口岸与中心站班列
“
客车

化
”

的短途小运转班列。到 ⒛⒛ 年 ,主要集装箱港区基本形成
“
长

途重点货类精品班列+短途城际小运转班列
”

的铁水联运产品体系。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
团公司、省交通运

输厅

省 发 展 改 革 委、

沈 阳铁 路监 管局

等有关单位

深人实施

多式联运

示范工程

加大对多式联运示范工程项 目建设的支持力度 ,支持鞍钢物流等企业
开展多式联运试点示范创建。

省交通运输厅 相关市政府

研究
“
辽宁一新疆一欧洲

”
通道运营方案 ,构 建丰富的多式联运体

系。
省发展改革委、省
交通运输厅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
团公司、省邮政管
理局、沈 阳铁路监

管局等有关单位

推动沈阳机场加密国内主要干线 ,稳定运营国际航线并提升航线品
质 ;加快大连机场对 日韩 、东北腹地优势航线网络两个扇面建设 ,新
开、加密至 日本和俄远东地区国际航线。

相关巾政府

民航东北地区管理

局、省交通运输厅、

省机场管理集团、

大连国际机场集团

支持省内机场与航空货运企业探索发展
“
卡车航班

”
空陆联运、冷

链 、航空快递等先进组织模式。 省交通运输厅
省机场管理集团、

大连 国际机 场集
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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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重点任务 工作 内容 具体措施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促进城 巾

绿 色 配

送 ,提升

绿色发展

水平

建设绿色

货运配送

体系

加快构建一级物流分拨、二级共同配送、三级末端公共取送的三级城

市配送网络布局。

各市政府 ,省商务

厅、省 交 通 运 输

厅、省公安厅

省 发 展 改 革 委、

省 自然 资 源 厅 、

省邮政 管理局 等

有关单位

加强干支衔接型物流园区 (货运枢纽)和城巾配送网络节点及配送车

辆停靠装卸配套设施建设 ,完善城市配送基础设施。
各市政府 ,省交通

运输厅、省商务厅

省 发 展 改 革 委、

省公 安 厅、省 自

然 资源 厅、省 邮

政管理局 等有关

单位

具各条件的城市要积极申报全国绿色货运配送示范项 目。
相关市政府 ,省商

务厅、省交通运输

厅

省发展改革 委 等

有关单位

提高城市

配送绿色

保障

到 ⒛zO年 ,城市建成区新增和更新轻型物流配送车辆中,新能源车

辆和达到国六排放标准清洁能源车辆的比例达到 80%。

各市政府 ,省交通

运输厅、商务厅、

省工业和信息厅

省 发 展 改 革 委、

省财 政 厅、省 邮

政管理局 等有关

单位

将加气站、充电站、公共充电桩建设纳人城市基础设施规划建设范

围,加大用地、资金等支持力度。
各市政府 ,省 自然

资源厅

省财 政 厅、省 发
展改革 委等有关

单位

制定出台新能源城巾配送车辆便利通行政策 ,改善车辆通行条件。
各市政府 ,省公安

厅

省商 务 厅、省 交
通运输 厅、省 自
然资 源 厅、省 邮

政管理局 等有关

单位

推进城市

生产生活

物资公铁

联运

鼓励铁路运输企业加强与连锁超巾、第三方物流企业、零担干线运输

企业等合作 ,引 导城市生产生活物资、商品汽车等中长距离公路运输

有序向铁路转移。

各市政府 ,中 国铁

路 沈 阳局集 团公
司、省商务厅

省交通运输厅 等

有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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亠予 重点任务 工作 内容 具体措施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加快信息

资 源 整

合 ,促进

数据要素

流通

加强公共

信息交换

共享

加强跨行业、跨区域等信息资源整合。
各市政府 ,省交通
运输厅、中国铁路
沈阳局集团公司

革 委

丶

管 局

丶

理 局

丶

妞

靴

柳吻岬阳海关丶娜

省

省

省

沈

海

促进铁路、港 口、航运和第三方物流等企业合作 ,推行业务单证电子
化 ,消 除

“
信息孤岛

”
。

相关市政府 ,省交
通运输厅、中国铁

路沈阳局集团公司

省 市 场 监 管 局、

省邮政 管理 局等
有关单位

44

⒛19年底前 ,大连港、营 口港、中围铁路沈阳局集团公司实现铁水
联运信息交换共享 ;20⒛ 年底前,全省其他港 口与中国铁路沈阳局

集团公司实现铁路铁水联运信息交换共享。

省交通运输厅、中

国铁路沈阳局集团

公司
相关市政府

加强信息

报送和监

测分析

完善运输结构调整指标体系 ,全面反映运输结构调整成果。
各市政府 ,省交通
运输厅、中国铁路
沈阳局集团公司

省 生 念 环 境 灯 、

省工业和信息厅、

省商 务 厅、省 邮
政管 理 局、省 交

投集 团、沈 阳铁

路监 管局等有关
单位

加强货物运输
“
公转铁、公转水

”
运行动态、多式联运发展状态、新

能源车辆推广应用等信息运行监测。

各市政府 ,省交通
运输厅、中国铁路

沈阳局集团公司

省 生 态 环 Jn^灯 、

省工业 和信息厅 、

省 商 务 厅 、省 邮

政 管 理 局 、省 交

投 集 团、沈 阳 铁

路 监 管 局 等 有 关
单位

加大政策

保障力度

加大资金

等政策支

持力度

积极争取国家车购税资金、中央基建投资等资金支持 ,统筹燃油税返
还等资金 ,对公路集疏运、多式联运枢纽 (物流园区)等基础设施建
设给予支持。

省交通运输厅、省
财政厅

严格落实国家对老旧车辆淘汰、新能源车推广应用等规定的经济补偿
政策。

各市政府 ,省财政
厅、省 生 态 环 境
厅 、省交通运输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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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号 重点任务 工作内容 具体措施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加大政策

保障力度

加大资金

等政策支

持力度

依法完善高速公路通行费差异化收费政策 ,按相关规定对集装箱运输
车辆按车型收费。

省交通运输厅、省
发展改革委、省交
投集团

50 简化铁路专用线接轨协议办理程序 ,压缩审批时间,提高审批效率。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

团公司、省发展改

革委

沈 阳铁路 监 管局

等有关单位

鼓励对运输结构调整工作成效显著的工矿企业 ,在分解错峰生产任务
分解时适当减少限产比例。 省生态环境厅

省工业 和信息化
厅

落实用地

用海支持

政策

对列人国家行动计划的铁路专用线项 目 (不含物流园区),纳人占用
永久基本农 田的重大建设项 目用地预审受理范围,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用地手续。在国土空间规划指导下组织编制港口集疏运铁路、物流园
区和⊥矿企业铁路专用线建设方案 ,保障用地指标。对急需开工的国
家重点铁路专用线控制性工程 ,按照相关规定向自然资源部申请办理
先行用地手续。

各市政府 ,省 白然

资源厅、省交通运

输厅

沈阳铁路监管局、

中国铁路 沈 阳局

集 团公 司等有关
单位

加大对
“
公转水

”
码头及配建工程的用海支持力度 ,对纳人港口总体

规划和运输结构调耱计划的铁水联运、水水中转码头及配建的防波
堤、航道、锚地等项 目,按规定在符合海域管理法律法规及围填海管
理政策的情况下 ,重点保障用海需求。

省 自然资源厅、省
交通运输厅

沈阳铁路监管局、

中国铁路 沈 阳局

集 团公 司等有关
单位

加大督导

考核力度

加强组织

领导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责任担当,紧密结合当地产业结构、能
源结构和用地结构 ,加 快组织制定本地区运输结构调整工作实施方
案 ,实行

“
一市一策、一港一策、一企一策

”,细化分解 目标任务 ,

制定责任清单、推进线路和时间节点 ,科学安排工作进度 ,确保按时
保质完成各项任务。

各 巾政府 ,省交通
运输厅、省发展改
革委、中国铁路沈
阳局集团公司

各有关部门

强化督导

考评

加强对辖区内重点企业的督导考评。对运输结构调整工作推进落实不
力、实施效果较差的部门和企业 ,要及时督促整改 ,确保各项任务举
措落实到位。

各市政府 ,省交通
运输厅、省发展改
革委、中国铁路沈
阳局集团公司

各有关部门



囗
丐

亠予 重点任务 工作 内容 具体措施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营造良好

发展环境

保障行业

健康稳定

发展

强化货运市场和重点企业监测。及时掌握行业动态 ,切实做好运输结

构调整推进过程中的风险识别和矛盾化解。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完善
从业人员社会保障、职业培训等服务。积极培育拓展新兴市场 ,推动

行业创新稳定发展和转型升级。

各巾政府 ,省交通
运输厅

各有关部门

做好政策

宣传和舆

论引导

充分运用报刊、电视、网络等平台,做好典型宣传、深度报道 ,及时

凵应社会关切。合理引导巾场预期 ,积极争取各方理解和支持 ,营造

良好的舆论环境 ,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大局。

各巾政府 ,省交通

运输厅、省发展改

革委、中国铁路沈

阳局集团公司

各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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