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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施绿色公路建设的指导意见

文号：交办公路〔2016〕93号


　　为践行绿色交通，完成《交通运输节能环保“十三五”发展规划》目标，推进绿色
公路建设，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落实“四个交通”发展要求，促进公路发展转
型升级，建设以质量优良为前提，以资源节约、生态环保、节能高效、服务提升为主要
特征的绿色公路，实现公路建设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可持续发展。高度重视公路、环境、社会各方面、各要素的关系，提高资源和
能源利用率，发挥公路先导性和基础性作用，实现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坚持统筹协调。统筹公路规划、设计、建设、运营、管理、服务全过程，强调均衡
协调,突出建、管、养、运并重，降低全寿命周期成本。
　　坚持创新驱动。大力推动理念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强化创新的
驱动与支撑作用，为公路建设注入强大动力。
　　坚持因地制宜。准确把握区域环境和工程特点，明确项目定位，确定突破方向，开
展有特色、有亮点、有品位的工程设计，因地制宜建设绿色公路。
　　（三）建设目标。
　　到2020年，绿色公路建设标准和评估体系基本建立，绿色公路建设理念深入人心，
建成一批绿色公路示范工程，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行业推动和示范效果显
著，绿色公路建设取得明显进展。
　　二、主要任务
　　（一）统筹资源利用，实现集约节约。
　　1.集约利用通道资源。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集约高效”原则，统筹利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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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通道资源。鼓励公路与铁路、高速公路与普通公路共用线位。改扩建公路要充分发挥
原通道资源作用，安全利用原有设施。
　　2.严格保护土地资源。科学选线、布线，避让基本农田，禁止耕地超占，减少土地
分割。积极推进取土、弃土与改地、造地、复垦综合施措，高效利用沿线土地。因地制
宜采用低路堤和浅路堑方案，保护土地资源。统筹布设公路施工临时便道、驻地、预制
场、拌合站等，做到充分利用，减少重复建设。
　　3.积极应用节能技术和清洁能源。加强隧道等设施节能设计，推进节能通风与采光
等技术应用。推广应用供配电系统节能技术、LED节能灯具、照明智能控制系统、温拌
沥青技术和冷补养护技术等新技术与新设备。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排放的老旧工程机
械。因地制宜推广太阳能、风能、地热能、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应用。
　　4.大力推行废旧材料再生循环利用。积极推行废旧沥青路面、钢材、水泥等材料再
生和循环利用。推广粉煤灰、煤矸石、矿渣、废旧轮胎等工业废料的综合利用。开展建
筑垃圾的无害化处理与利用。积极应用节水、节材施工工艺，实现资源高效利用。
　　（二）加强生态保护，注重自然和谐。
　　5.推行生态环保设计。加强生态选线，依法避绕自然保护区、水源地保护区等生态
环境敏感区。推行生态环保设计和生态防护技术，重点加强对自然地貌、原生植被、表
土资源、湿地生态、野生动物等方面的保护。增强公路排水系统对路面和桥面径流的消
纳与净化功能。
　　6.严格施工环境保护。加强施工过程中的植被与表土资源保护和利用，落实环境保
护、水土保持要求，做好临时用地的生态恢复。完善施工现场和驻地的污水垃圾收集处
理措施，加强施工扬尘与噪声监管，推进公路施工、养护作业机械尾气处理。在环境敏
感区域施工，应制定生态环保施工专项方案，严格落实环保措施，降低施工对环境的影
响。
　　7.加强运营期环境管理。加强各类环保设施的维护与运行管理，探索推行环境管理
的市场服务机制，确保排放达标。全面推进沿线附属设施污水处理和利用，实现垃圾分
类收集和无害化处置。强化穿越敏感水体路段的径流收集与处置。
　　（三）着眼周期成本，强化建养并重。
　　8.突出全寿命周期成本理念。将公路运营和维护纳入工程设计与建设一并考虑，突
出全寿命，强调系统性，强化结构设计与养护设施的统一。推进钢结构桥梁的应用，发
挥其在全寿命周期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积极应用高性能混凝土，保证结构使用寿命，
有效降低公路运营养护成本。
　　9.全面实施标准化施工。建立标准化施工长效机制，实现工地标准化、工艺标准化
和管理标准化。鼓励工程构件生产工厂化与现场施工装配化，注重工程质量，提高工程
耐久性，实现工程内外品质的全面提升。
　　10.提高养护便利化水平。以科学养护为统领，注重公路设计与建设的前瞻性，统筹
考虑后期养护管理的功能性需要，合理设置检修通道，做到可达、可检、可修、可换，
提高日常检测维修工作的便利性与安全性。
　　（四）实施创新驱动，实现科学高效。
　　11.加强绿色公路技术研究。大力开展绿色公路关键技术研发，加快研究湿地保护、
动物通道设置、能源高效利用及节能减排、路域生态防护与修复、公路碳汇建设等新技
术，开展绿色公路国际技术合作与交流,助力绿色公路发展。
　　12.大力推进建设管理信息化。基于“互联网+”理念，加快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
信息技术应用，有效提升建设管理智能化水平。逐步建立智能联网联控的公路建设信息



化管理系统，推进质量检验检测数据实时互通共享技术,促进信息技术在公路建设管理中
的应用。
　　13.总结推广建设管理新经验。鼓励应用建筑信息模型（BIM）新技术，探索应用健
康、安全和环境三位一体（HSE）管理体系，积极推广合同能源管理，稳步推进建设与
运营期能耗在线监测管理。鼓励代建制、设计施工总承包等管理模式的创新与应用，营
造绿色公路建设市场发展环境。
　　14.探索设置多元化服务设施。结合社会发展和消费升级，充分利用公路养护工区、
场站等用地，科学设置服务区、停车场，探索增设观景台、汽车露营地、旅游服务站等
特色设施，为公众个性化出行提供便利。鼓励在公路服务区内设置加气站和新能源汽车
充电桩，积极做好相关设备安装的配合工作，为节能减排创造条件。
　　15.丰富公路综合服务方式。继续推进高速公路联网不停车收费与服务系统（ETC）
建设，扩大ETC覆盖范围，提高路网整体通过能力；鼓励拓展ETC技术应用业务，逐步实
现ETC在通行、停车、加油、维修、检测等环节的深度应用。利用短信平台、门户网
站、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手段，构建公益服务与个性化定制服务相结合的公路出行信息
服务体系。
　　（五）完善标准规范，推动示范引领。
　　16.制定绿色公路标准规范。充分总结公路建设经验，修订绿色公路建设相关标准规
范，出台《绿色公路建设技术指南》，完善建立绿色公路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明确技术
要求，全面指导绿色公路建设。鼓励各地制定具有当地区域特色的绿色公路评价标准。
　　17.开展五大专项行动。组织实施“零弃方、少借方”“实施改扩建工程绿色升级”
“积极应用建筑信息模型（BIM）新技术”“推进绿色服务区建设”“拓展公路旅游功
能”等五大专项行动，以行动促转型，以行动促落实，推进工程无痕化、智能化建设，
实现工程填挖方的有效统筹，加强改扩建工程的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推行服务区污水
治理、建筑节能、清洁能源、垃圾处理等新技术应用，因地制宜拓展完善公路服务和旅
游功能，推进绿色公路建设的全面实施。
　　18.打造示范工程。以绿色公路建设专项行动为依托，继续推进试点示范，打造公路
建设新亮点。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结合已有工作创建1—2个绿色公路示范工程，
丰富绿色公路新内涵，强化绿色公路设计、建设、运营等各环节的指导，组织开展绿色
公路建设专项技术咨询，及时总结经验，以点带面，实现全行业绿色公路快速发展。
　　三、保障措施
　　19.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部、省联动机制，加强行业指导，充分发挥各级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积极性，建立协调机制，形成有利于推进绿色公路建设的工作格局。
　　20.加强制度建设。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制定本地区的绿色公路建设激励约束机
制，建立健全绿色公路建设综合评价制度，完善绿色公路评价指标,构建绿色公路建设可
控、可量化、可考核的制度体系。
　　21.加强行业协同。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加强与国土、环保、林业、旅游等相关
部门的沟通与协调，建立多方联动、协同共享、有效管理的工作机制，形成合力，实现
共赢。
　　22.加强专家指导。动员各方面力量，加强组织遴选，成立绿色公路建设典型示范工
程专家组，对绿色公路的勘察设计、建设施工、运营管理等全过程进行技术指导和咨
询。
　　23.加强宣传推广。开展绿色公路系列宣传活动，加大绿色公路建设理念的宣传力



度，在政府交通门户网站开辟绿色公路建设专栏，组织开展绿色公路设计、建设技术研
讨和交流，推广经验，宣传成果，统一思想，形成共识，促进绿色公路建设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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