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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没有，机械化程度严重落后。揭阳市正在打造沿海经济带上产

业强市，中石油广东石化炼化一体化、吉林石化 ABS、昆仑能源

LNG、广物巨正源、泛亚等一批现代化大型临港产业逐步落户。

揭阳港惠来沿海港区目前仅有惠来电厂配套码头、中海油粤东

LNG 项目自用码头、神泉港务码头 3 个，共有生产性泊位 6 个，

其中万吨级以上 3 个。现有港口设施难以满足揭阳市经济发展需

要。 

揭阳潮汕机场设施建设滞后于业务发展。揭阳潮汕机场 2015

年旅客吞吐量为 320.4万人次，2019年旅客吞吐量为 735.4万人次，

2015~2019 年年均增长率为 23.1%，2020 年受疫情影响，旅客吞

吐量为 528.6 万人次。揭阳潮汕机场设计年旅客吞吐量 450 万人次

/年，难以满足现状旅客增长需求。 

3.综合交通网络与枢纽、经济节点衔接不够 

与机场和高铁站衔接不够便捷。目前，揭阳市中心区主要通

过 G206 去机场和潮汕高铁站，沿途红绿灯比较多，车流量较大、

过境货车多，行车不顺畅。 

揭阳港集疏运体系不够完善。揭阳港榕江港区的集疏运通道

由国道 G206 和农村公路承担，街道化严重，过境交通与生活性交

通混杂，车流量比较大。揭阳港惠来沿海港区主要依托高速公路、

国道作为集疏运通道，缺少疏港铁路，难以满足沿海港口发展需

要。 

与产业园区衔接的部分公路亟需升级改造。与产业园区相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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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通全省、畅通国内、连接全球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实现“市

市通 350 高铁”“辐射全省 5+4”骨干机场，加快推进铁路、高速

公路、世界级机场群和港口群等重大交通设施建设。 

（二）国家与省级发展战略对交通发展要求 

国家在战略布局上，重点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西部陆海新通

道、深圳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海南自由贸易岛等重大战略实施。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求加快城际铁路建设，推动城市群交

通一体化发展，统筹港口和机场功能布局，优化航运和航空资源

配置，深化通关模式改革，促进人员、货物、车辆便捷高效流动。

广东省以高质量加快构建“一核一带一区”、汕潮揭都市圈等区

域发展格局，塑造更高水平的高质量发展新优势，要求加快建设

现代流通体系。 

（三）宜居宜业宜游与产业强市的定位要求 

“十四五”时期，揭阳市以“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活力古城、

滨海新城，努力打造沿海经济带上产业强市”作为战略发展定位，

“一城两园”将成为粤东城市群新城市中心和临港特色产业战略

高地，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带动效应显现，重点产业园区提质增效

显著，打造形成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文化旅游业、现代农

业协调发展的产业体系。交通运输发展应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立

体交通网络，充分发挥空港、海港枢纽对产业发展的带动辐射作

用，支撑建设具有揭阳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新发展格局。 

（四）揭阳市贯彻落实交通强国的战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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