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交规函〔2019〕822 号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增城至天河高速 
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意见的通知  

 

广州市交通运输局：  

现将《增城至天河高速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意见》

印发给你局，请据此做好有关工作。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2019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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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城至天河高速公路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评审意见 

  

2019 年 3 月 13 日至 14 日，省交通运输厅组织开展了《增城

至天河高速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以下简称《工可》）评审

会。特邀专家，省、广州市（增城、黄埔区）有关部门的代表（名

单附后）参加了评审会议。与会代表听取了编制单位关于《工可》

编制情况的汇报，现场查看了主要控制点，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

讨论和审议，形成评审意见如下： 

一、总体评价 

编制单位对《工可》开展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工作，所提交

的《工可》基本符合交通运输部颁布的《公路建设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编制办法》（交规划发〔2010〕178 号）要求，但存在交通

量预测结果不合理、终点方案及互通立交方案等研究比选深度不

足的问题，需结合本评审意见作进一步修编完善。 

二、项目建设必要性 

本项目是增城直连黄埔、天河区的东西向快速通道，同时也

是规划增城至佛山高速公路的组成部分。它的建设对进一步完善

区域高速公路网络，强化增城与广州中心城区的交通经济联系具

有重要意义；对支撑广州市“东进西联”空间发展战略，进一步

拓展了广州城市发展空间，促进广州东部新城建设及沿线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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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具有积极作用。本项目已纳入了《广东省高速公路网规划

（2019-2035 年）》（报批稿），项目的建设是必要的。 

评审建议：补充本项目建设对缓解广州东部地区相关公路交

通压力的论述，以及往西延伸至佛山，形成广佛北部地区东西向

通道功能作用的相关论述。 

三、交通量预测 

《工可》采用“四阶段”法进行交通量预测，全线各特征年

平均交通量预测结果（折合小客车）：2023 年为 29442 辆/日，2025

年为 44716 辆/日，2030 年为 62269 辆/日，2035 年为 76799 辆/

日，2042 年为 95757 辆/日，2046 年为 105319 辆/日。 

评审认为：《工可》预测方法常规，考虑因素较为全面，但

预测结论不合理，需结合以下意见进一步完善交通量预测。 

（一）《工可》在利用既有高速公路项目 OD 资料的基础上，

仅补充了位于广河高速公路的 OD 调查及交通量观测，难以全面

反映区域 OD 流量、流向情况。修编时应适当补充布设于广惠高

速公路、广汕公路、荔新公路等相关通道的 OD 调查。 

（二）《工可》对该项目进出广州中心城区的交通逐级分流

情况进行了分析，但分析结论与 OD 调查分布情况不符，如增城

方向往西转往佛山方向的交通量较 OD 量明显偏大，从化至黄埔

高速公路转入本项目进入广州中心城区的交通量偏小。修编时应

进一步核查交通量预测模型，在深入分析本项目进出广州中心城

区交通逐级分流情况的基础上，客观定量分析本项目的实施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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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第二高速黄陂至黄村段、广汕公路相关路段、华南快速干线、

春岗互通立交等项目的影响。 

（三）进一步核查互通立交的转向交通量。 

四、技术标准 

《工可》推荐全线采用设计速度 100 公里/小时的高速公路

技术标准，除黄登互通至木强互通段采用双向八车道、路基宽 41

米外，其余路段均采用双向六车道标准，路基宽 33.5 米。 

评审认为： 

（一）关于设计速度。 

《工可》推荐全线采用设计速度为 100 公里/小时论证不充

分。建议修编时补充全线 120 公里/小时方案的比选论证。 

（二）关于车道数。 

1.考虑增城直连广州中心城区通道资源稀缺，建议修编时补

充双向八车道方案比选论证。 

2.黄登互通至木强互通路段前后为增城、从化进出广州中心

城区及远期通往佛山的交通汇合路段，为避免该路段车道数与前

后路段不匹配形成交通瓶颈，建议修编时补充该路段采用双向十

车道方案的经济、技术比选。 

五、建设规模与工程方案 

《工可》推荐方案起于增城市区西南侧，接北三环高速公路，

路线总体自东向西，经仙村、朱村、永宁等镇，终于黄埔区黄陂

村，分别与广汕公路、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第二高速公路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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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长约 39.37 公里。 

全线设置特大桥、大桥 17238.8 米/23 座，隧道 4946 米/4

座，互通立交 12 处（其中枢纽互通 7处），服务区 1处，管理中

心与养护工区各 1处。 

评审认为： 

（一）关于路线起点 

《工可》结合本项目继续往东延伸和增城至东莞高速公路等

有关规划统筹研究了本项目和增城至东莞高速公路的起点方案。

综合考虑本项目作为广州中心城区通往增城快速通道的功能定

位、本项目往东延伸目前未纳入省高速公路网规划、广州第二机

场规划建设尚不明朗、增城至东莞路线方案尚未稳定等因素，《工

可》推荐本项目起点接至北三环高速公路是合理的。 

（二）关于路线终点 

《工可》提出了 3个终点方案进行比选：方案一，分别接广

州机场第二高速和广汕公路的 K线方案；方案二，沿广汕路高架

直接对接火炉山隧道的 F线方案；方案三，分别接车陂路北延线

和广汕公路的 G线方案。 

评审认为：K 线方案将进一步加剧机场第二高速黄陂至黄村

段和广汕公路的交通压力，而且接入广汕公路的匝道与机场第二

高速匝道距离较近，交通组织复杂；F 线沿广汕路高架段较长，

受地铁 6 号线制约且征拆量大，实施难度大；G 线有利于增城、

从化进入广州中心城区的交通实现多路径分流，但可实施性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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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研究明确。鉴此，修编时应在深化研究 F、G 线方案及其

他可行方案的基础上，对终点方案做同等深度的经济技术比选。 

（三）路线方案 

《工可》共拟定了全线贯通的 K2 线方案以及 C1、C2 线 2 个

局部路段比选方案，推荐采用“K2+C2+K2 线”方案，其中： 

1.永宁互通至金坑互通路段，《工可》提出了 K2 线和 C1 线

进行比选。K2 线型相对顺直，对在建的花莞高速影响小，黄岭互

通衔接省道 S118 较为便捷，但桥梁工程规模较大，且受花莞高

速公路永宁服务区影响，与花莞高速公路无法实现全互通转换；

C1 线在冯村、联丰村北侧布线，可设置全互通衔接花莞高速，但

线位穿越大珍石场矿区，且需迁改花莞高速公路中新南互通，对

在建的花莞高速公路影响较大。两个方案各有优劣，建议修编时

作进一步优化、比选。 

2.关于木强水库路段，《工可》提出了 K2 线、C2 线方案进行

比选。K2 线从木强水库南侧堤脚经过，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且与

规划的从化至黄埔高速公路共走廊，相互干扰较大；C2 线在木强

水库西北侧跨过，枢纽型立交布设条件较优，对从化至黄埔高速

公路及木强水库影响较小，有利于本项目远期西延，但对区域地

块切割较严重，现阶段暂同意《工可》推荐的 C2 线方案，修编

时应统筹考虑增天高速公路、从化至黄埔高速公路、北二环高速

公路及相关互通立交的布设，补充研究本项目与从化至黄埔高速

公路共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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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互通立交 

全线互通立交12处，立交设置较密集，建议综合考虑区域路

网、互通立交功能和建设条件、交通量预测结果等因素，进一步

复核互通立交的选址，完善互通立交总体设计，对枢纽互通立交

应尽量采用高标准进行设计。具体意见如下。 

1.关于黄岭互通立交。建议进一步优化该互通立交方案，降

低与新白广城际铁路的相互干扰。 

2.关于金坑互通立交。该互通立交受永龙大道隧道布设等因

素影响，仅布设了本项目天河往返永龙大道南向的一对匝道且迂

回严重，建议进一步优化立交方案。 

3.关于木强互通立交。该互通立交采用设计速度 40 公里/小

时的定向匝道实现增城与天河的主线转向交通，建议主线尽量考

虑采用较高的设计速度，同时统筹考虑远期主线西延与北二环高

速的衔接。 

4.关于班岭互通立交。该互通立交仅布设了增城通过广惠西

延线往返广州市区的一对匝道。为充分发挥本项目的路网功能，

建议补充研究增设天河往返惠州方向匝道的方案。 

六、投资估算及经济评价 

《工可》推荐方案工程估算总投资为 148.81 亿元，平均每

公里 3.82 亿元。 

国民经济评价结果：内部收益率为 9.74%,经济净现值为

25.93 亿元,费用效益比为 1.25。财务评价结论：资本金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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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时，财务内部收益率小于基准收益率，财务净现值小于零，

财务风险较大。 

评审认为： 

（一）《工可》投资估算的编制基本符合部、省编制办法的

要求和有关规定,但存在部分材料单价、个别指标不合理、部分

工程数量不合理、部分费用取费依据不足等问题，修编时应结合

工程方案的调整及专家意见,采用最新的《公路工程基本建设项

目概预算编制办法》对投资估算及各互通立交投资界面划分等进

一步核查、调整。 

（二）经济评价方法基本符合《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

数》（第三版）的有关规定，但存在部分费用计算有误、部分数

据前后不一致等问题，修编时结合专家意见重新进行评价。 

七、有关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与环境部门的沟通，核查沿线森林公园、

基本农田等环境敏感点的范围，分析其对路线方案布设的影响，

统筹研究确定路线方案。 

（二）尽快开展用地预审、规划选址等前期专题工作，修编

时按粤交规函〔2018〕2995号文件要求补充编制耕地占补平衡章

节内容。 

（三）为避免因本项目的实施导致广州东部城区路网运行失

衡，建议对广州机场第二高速黄陂至黄村段、广汕路、华南快速

干线及春岗、黄村互通立交等重要节点的交通量适应性进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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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于通行能力不足路段，应提出切实可行的扩容方案。 

（四）建议对工程方案再次书面征求相关地方政府意见。 

（五）加强与铁路（轨道）、水利、电力及通讯等相关部门

及相关公路项目业主的沟通，尽早稳定路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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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参会人员名单 

序号 工作单位 姓名 职务/职称 

1 省交通运输厅 黄凌 总规划师 

2 省交通运输厅 曾林 主任科员 

3 省交通运输厅 黄云骢 高工 

4 特邀专家 张健 高工 

5 特邀专家 黄为中 高工 

6 特邀专家 黎军 教授级高工 

7 特邀专家 敖道朝 教授级高工 

8 特邀专家 张琼 高工 

9 特邀专家 叶瑞云 高工 

10 省交通运输工程造价事务中心 易万中 总工程师 

11 省交通运输工程造价事务中心 樊宏亮 副科长 

12 省交通运输规划研究中心 朱信山 副主任 

13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杨建 科员 

14 广州市交通运输局 李朝文 副局长 

15 广州市交通运输局 马荣军 副处长 

16 广州市水务局 林博锐 科员 

17 黄埔区建设局 池伟雄 副处长 

18 黄埔区国规局 曹星星 科员 

19 广州交通投资集团 韩海峰 总经理助理 

20 广州交通投资集团 何亚东 总工室主任 

21 广州交通投资集团 李政伟 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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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单位 姓名 职务/职称 

22 广州交通投资集团 钟炳熙 工程师 

23 广州交通投资集团 肖涛 工程师 

24 广州交通投资集团 何伟强 工程师 

25 广州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刘桂强 总工程师 

26 广州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黄鹏 副总经理 

27 广州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刘鑫 经理 

28 广州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孔雷军 经理 

29 广州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马奕斌 经理 

30 广州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张爱群 经理 

31 
广州珠三角城际轨道 

交通有限公司 
高伟 主管 

32 
广州市北二环交通科技 

有限公司 
龙翔 副总经理 

33 
广州市北二环交通科技 

有限公司 
项彦茂 工程师 

34 
中铁四院集团广州设计院有限

公司 
王锐 高工 

35 中国铁路广州集团有限公司 李清 工程师 

36 
广东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

份有限公司 
姜启珍 副院长 

37 
广东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

份有限公司 
卢绍鸿 五分院院长 

38 
广东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

份有限公司 
向前忠 高工 

39 
广东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

份有限公司 
吴蕴华 高工 

40 
广东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

份有限公司 
刘国兴 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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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单位 姓名 职务/职称 

41 
广东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

份有限公司 
储小宇 工程师 

42 
广东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

份有限公司 
谢承浩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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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抄送：广州市政府，省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

厅、林业局，省交通运输规划研究中心、省交通运输

工程造价事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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