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投资沈阳至海口国家 

高速公路荷坳至深圳机场段改扩建 

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五月 

 



 

2 

 

目  录 

 

一、 项目基本情况 .................................... 3 

二、 深圳市经济社会发展及交通情况 .................... 4 

三、 工程建设方案 .................................... 7 

四、 投融资方案 ...................................... 9 

五、 必要性及可行性 ................................. 10 

六、 风险分析与控制措施 ............................. 11 

七、 研究结论 ....................................... 12 

 

 

 

 

 

  



 

3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 机荷高速现状 

机荷高速起点位于龙岗区荷坳立交，经深圳市龙岗区、

东莞市凤岗镇、深圳市龙华区、宝安区，终点位于宝安区鹤

洲立交，线路总长 43 公里，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 100 公

里/小时，分东西两段分别于 1997年及 1999年建成通车。 

(二) 改扩建项目概况 

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沈阳至海口国家高速公路荷坳至

深圳机场段改扩建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简称工程初步设

计），机荷高速采用立体复合通道模式进行改扩建，建设内

容包括地面层和立体层两部分，均采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

标准建设（简称机荷项目），线路长约 41.4 公里，设计速

度 100公里/小时。 

根据最新安排，机荷项目建设内容优化调整为：西段（鹤

州立交至水朗立交，9.4公里）地面双向 8车道+立体双向 8

车道、中段（水朗立交至排榜立交，27.8 公里）地面双向 8

车道+立体双向 8车道、东段（排榜立交至荷坳立交，4.3公

里）地面双向 8车道（简称本项目）。 

(三) 进展情况 

2024年，根据最新安排，深高速与深圳市交通局拟签署

《深圳市高速公路专营权协议补充协议》，并投资本项目。 

(四) 收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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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项目 25 年经营期及基准通行费为基础测算，本项

目经营期内年均可实现营业收入约 16 亿元（不含建设期按

会计准则解释 14号确认的建造服务收入）。 

二、深圳市经济社会发展及交通情况 

（一）经济发展情况 

深圳位于中国南部海滨，毗邻香港，地处广东省南部，

珠江口东岸，东临大亚湾和大鹏湾；西濒珠江口和伶仃洋；

南边深圳河与香港相连；北部与东莞、惠州两城市接壤。辽

阔海域连接南海及太平洋。深圳位于北回归线以南，东经

113°46′至114°37′，北纬22°27′至22°52′，陆地最

东端位于东西部南澳街道东冲海柴角，最西端位于西北部沙

井街道民主村，最南端位于西南面珠江口中的内伶仃岛，最

北端位于西北部松岗街道罗田社区。深圳是中国广东省省辖

市，国家副省级计划单列市。深圳下辖9个行政区和1个新区：

福田区、罗湖区、盐田区、南山区、宝安区、龙岗区、龙华

区、坪山区、光明区，大鹏新区。2018年12月16日，位于汕

尾市的深汕特别合作区正式揭牌。 

深圳全市2023年末常住人口1779.01万人。其中，常住

户籍人口606.14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34.1%；常住非户籍

人口1172.87万人，占比重65.9%。根据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

统一核算结果，2023年深圳实现地区生产总30664.85亿元，

比上年增长6.7%。其中，第一产业绝对值26.59亿元，比上

年增长5.1%；第二产业绝对值11338.59亿元，比上年增长

4.9%；第三产业绝对值19299.67亿元，比上年增长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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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深圳市2023年分区地区生产总值及结构情况 

 

数据来源：深圳市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二）公路及道路运输发展情况 

1.现状情况 

深圳公路交通发达，截至2023年底，公路总里程721公

里，其中高速公路392公里。深圳市长途客运班线覆盖省内

各市县，辐射香港、澳门及内地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随着珠三角区域交通一体化和高速公路联网的实现，深圳作

为国家级交通枢纽城市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深圳市作为珠三角区交通枢纽城市，其社会客货综合运

输量增长迅速。初步统计，深圳市2023年全年货物运输总量

43,261万吨，同比增长9.6%。货物运输周转量2,452亿吨公

里，同比增长9.6%。全年旅客运输总量20,639万人，同比增

长96.9%。旅客运输周转量984亿人公里，同比增长133%。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深圳市各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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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保有量迅速增长。2023年末全市民用汽车拥有量410.27

万辆，比上年增长4.3%，其中，私人汽车316.91万辆，增长

4.9%。民用轿车保有量198.38万辆，增长1.0%，其中，私人

轿车180.06万辆，增长1.3%。 

2.规划情况 

    根据《深圳市综合交通“十四五”规划》，深圳市公路

发展规划如下： 

一是计划形成支撑要素便捷流通的路网体系，增强公路

通道对外辐射带动作用。构建功能清晰、结构合理的跨江通

道体系，建成深中通道及深圳侧连接线，规划预留伶仃洋通

道、外环高速西延等跨江通道，促进珠江东西两岸资源要素

便捷流通； 

二是新增与粤东地区的联系通道，加快深汕第二高速公

路建设，开展河惠汕高速公路连接线规划研究，规划预留深

汕跨海高速。继续推进深圳外环高速公路建设，实施机荷-

惠盐高速、深汕高速等交通繁忙路段扩容改造； 

三是加强深莞惠边界道路对接。完善边界道路规划布局，

推动一批跨界道路建设。深化龙观快速北延、南光快速北延、

盐龙大道北延等跨市高快速路项目规划研究，构建更加畅达

的跨市路网体系； 

四是推进市域干线路网建设。新增东西向快速通道，提

升南北向通道能级，构建更加均衡的市域路网体系，支持原

特区内外一体化发展。至2049年，在公交分担率70%，小汽

车分担率30%前提下，二三圈层东西向高快速路承担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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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由现状12-16万pcu/日增至74.6万pcu/日。市政府在考

虑机荷高速未来改扩建成复合通道的情况下，开展了《深圳

市高快速路网优化及地下快速路布局规划》研究工作，提出

了全市新一轮高快速路网优化方案，除了机荷高速改扩建成

双层立体复合通道以外，还提出在原特区外平行机荷高速在

二三圈层新增外环快速西延、宝鹏、宝坪等通道，与机荷高

速的收费通道，形成二圈层东西向的收费+不收费的高低搭

配； 

五是考虑盐田、大鹏的发展需求，研究东部滨海组团往

中心区新增通道（含深盐三通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推动

深东大道、望鹏大道规划建设，完善深汕特别合作区路网骨

架。 

三、工程建设方案 

（一）建设技术标准 

根据机荷项目工程初步设计，机荷项目新建桥涵设计汽

车荷载等级采用公路-I级，利用既有桥梁沿用原荷载标准，

其他技术指标按《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执

行。地面层采用既有高速公路两侧拼宽为主的方案，改扩建

荷坳、排榜（枢纽）等13处互通式立交，预留福洲（九围）

1处互通式立交；立体层采用新建为主方案，在排榜（枢纽）、

平湖南等4处设置互通式立交。 

（二）技术评估 

公路技术标准论证包括道路技术等级、设计速度和路基

宽度等几个方面内容。道路技术等级的选用应根据路网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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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功能，并结合交通量论证确定。设计速度的选用应根据

公路的功能与技术等级，结合地形、工程造价、预期的运行

速度以及沿线土地利用性质、环境保护需要等多方面因素综

合论证确定。路基宽度除了和设计速度直接对应外，还与道

路交通车辆构成、道路通行能力、道路安全所需各组成部分

实际宽度有关，并综合工程造价、地质条件、环境保护等多

方面考虑。 

本项目选择原路充分扩容，技术标准依据现行《公路工

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和《公路路线设计规范》(JTG 

D20-2017)等相关规定制定，建设及运维均采用成熟且符合

国家规定的技术。 

表2 地面层主线主要技术指标表 

项目 单位 指标 

  现状值 
规范值 

(扩建后) 

设计值 

(扩建后) 

公路等级  

高速公路 

(双向六车

道 ) 

高速公路 

(双向八车道 ) 

高速公路 

(双向八车道 ) 

设计速度 km/h 100 100 100 

行车道宽度 m 3.75×3×2 3.75×4×2 3.75×4×2 

硬路肩宽度 m 2.50×2 3.00×2 3.00×2 

中央分隔带宽度 m 2.0 2.0 2.0 

不设超高最小平曲

线半径 
m 4000 4000 4000 

一般最小平曲线半

径 
m 1000 700 

1200(新建段) 

1040(扩建段) 

最大纵坡 % 3.3 4 
3.0(新建段) 

3.553(扩建段) 

竖

曲

线

半

径 

凸型 m 5000 
一般值：10000,

极限值：6500 

16000(新建段) 

10000(扩建段) 

凹型 m 4000 
一般值：4500,极

限值：3000 

8000(新建段) 

7034.985 

(扩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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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视距 m 160 160 160 

桥涵设计荷载  公路-I级 公路-I级 公路-I级 

桥涵设计洪水频率  

特大桥1/300,

中、小桥、涵

洞1/100 

特大桥1/300,中、

小桥、涵洞1/100 

特大桥1/300,

中、小桥、涵洞

1/100 

表3 立体层主线主要技术指标表 

项目 单位 指标 

  规范值 设计值 

公路等级  
高速公路(双向八车

道) 

高速公路(双向八车

道) 

设计速度 km/h 100 100 

行车道宽度 m 3.75×4×2 3.75×4×2 

硬路肩宽度 m 3.00×2 3.00×2 

中央分隔带宽度 m 2.0 2.0 

不设超高最小平曲线半径 m 4000 4000 

一般最小平曲线半径 m 700 1120 

最大纵坡 % 4 
2.90(新建段) 

2.856(扩建段) 

竖曲线 

凸型 m 
一般值：10000,极限

值：6500 

16000(新建段) 

21636.462(扩建段) 

凹型 m 
一般值：4500,极限

值：3000 

12000(新建段) 

10398.247(扩建段) 

停车视距 m 160 160 

桥涵设计荷载  公路一I级 公路一I级 

桥涵设计洪水频率  
特大桥1/300,中、小

桥、涵洞1/100 

特大桥1/300,中、小

桥、涵洞1/100 

四、投融资方案 

（一）出资结构 

除深高速所投入的建设资金约192.3亿元外，本项目将

由政府出具部分资金用于征拆及部分工程建设。 

（二）特许经营期 

项目建设期暂定为5年，以具体开工日期为准；运营期

暂定为25年，收费期以实际批复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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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心要素 

1.深高速通过自有资金和市场化方式筹集项目所需建

设资金； 

2.深高速负责本项目的投资、建设，以及改扩建工程新

增线路及原有线路的运营维护。深高速享有收费权，获得通

行费收入，以回收投资并获得合理回报； 

3.本项目在通行费收入上设置动态调节机制。通行费收

入以年度为基础进行动态调节，年度通行费在当年基准通行

费120%及以下的部分，全额归深高速所有，超过当年基准通

行费120%的部分，全额归政府方所有； 

4.市交通局评价深高速的履约情况和绩效完成情况，绩

效评价结果与建设期、运营期、移交期保函提取金额相挂钩； 

5.特许经营期满，深高速将本项目全部资产无偿移交给

政府方或其指定的机构。 

五、必要性及可行性 

（一）项目区位优势明显 

机荷高速作为G15沈海高速重要组成部分，是粤港澳大

湾区及珠三角核心区之间的运输大动脉，在国家高速公路网

和省高速公路网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随着深中通道的

建成通车，未来机荷高速将与其一起成为联系珠江东、西两

岸最便捷的核心通道，具有不可替代的区位优势。 

（二）有利于深高速可持续发展  

机荷高速整体项目已运营超26年，业绩优良。投资本项

目整体投资符合深高速对战略项目投资和主业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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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深高速的可持续发展。 

（三）建设运营可行 

深高速作为本项目原有运营主体，对于本项目的建设、

运营有较丰富的经验，深高速深度参与了项目前期工程可研

编制工作，对于项目建设有较好的把控力度；本项目为在原

有线路改扩建，建成后与原有线路统一运营，依据原有线路

运营经验，运营成本可控，可满足政府方绩效考核要求。 

六、风险分析与控制措施 

（一）改扩建完成后收费年限不确定的风险 

风险点：本项目按改扩建完成后核定25年为假设，如若

政府部门审批后的年限不如预期，将对本项目收益产生较大

影响。 

风险分析：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新增投资的合理收费期

限，由广东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进行审查并由广东省人民政

府批准，深高速将持续关注最新的收费公路政策，加强与省

政府相关部门沟通，争取获得更加合理的收费年限。 

（二）政府收费政策变化风险 

风险点：国家行业政策在前几年作过几次调整，预计未

来收费公路政策仍然面临变化和调整。 

风险分析：深高速在本项目实施过程中，将密切关注《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等法规及规章

的修订变动情况，及时进行研判并采取应对措施。 

（三）深高速筹资风险 

风险点：本项目总投资额较高，深高速出资约192.3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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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存在筹资风险。 

风险分析：深高速可持续经营能力稳定，拥有充足流动

资金，预计可以满足本项目资本金的要求。其余筹资部分深

高速可采用银行贷款、发行权益类融资工具、发行债券等多

种方式筹集所需资金，预计可满足本项目建设资金投入的要

求。 

七、研究结论 

深高速作为原有线路运营主体，参与本项目投资、建设、

运营本有利于深高速优质资产的延续性；本项目投资风险基

本可控，深高速参与本项目投资建设具备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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