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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本纲要是基于公司未来发展需要制定的战略规

划文件，规划纲要中涉及的公司发展战略、目标等前瞻性陈述，

均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在宏观经济环境和行业发

展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公司存在根据发展需要，对本规划

做出适度调整的可能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编制背景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2021-2025 年)规划（ 下

称“十四五”）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下称“中国”或“我

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是四川省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创建交通强国建设示范区和“一干多支、五区协同”

发展战略的重要五年；也是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四川成渝”或“公司”）实现产业布局优化与跨越式

发展的机遇五年。在此背景下，公司编制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

份有限公司“十四五”发展规划纲要（下称“规划纲要”）。  

      二、内外部优势分析 

（一）内部优势 

    1. 行业深耕管理经验优势。经过多年发展，四川成渝具备

高效、科学、精细化的高速公路运营业务管理体系，在四川省

内同行业中居于领先地位，为公司开展管理输出奠定了优良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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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辖下资产地理区位优势。四川成渝辖下路产区位优势明

显，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渝氢走廊”“成渝电走廊”

等国家级、省级重大战略实施的核心区域存在明显的区位重叠

特征。 

3. 上市公司资本运作能力优势。四川成渝是四川省内唯一

公路基建类“A+H”股上市公司，资本运作空间广阔，融资渠

道丰富。 

4. 核心股东资源背景优势。第一大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及第二大股东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分别在四川省、全国具备交通领域的综合优势，为本公司

提供强力支持。 

（二）外部优势 

1. 国家战略引导投资发展。一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助力产

业发展；二是交通强国战略促进项目落地；三是国企改革纵深

推进提速组织效能。 

2. 区域经济保障发展潜力。一是区域战略地位持续提升；

二是区域经济长期发展态势良好；三是高速公路投资建设稳步

增长。 

3. 行业发展加速转型升级。一是“双碳”目标推动交通行

业转型；二是产业智能化引领新趋势；三是四川新能源产业具

备较大空间。 

三、总体战略目标 



 

 — 3 — 

      （一）基本原则 

坚持服务大局与市场运作相结合； 

坚持巩固主业与转型发展相结合； 

坚持资源整合与开放合作相结合； 

坚持跨越发展与严控风险相结合。 

（二）战略定位和核心思路 

四川成渝结合自身发展优势和内外部发展形势，围绕“打

造具有顶尖综合实力的‘A+H’股高速公路上市标杆企业”，

把握资源整合、资产运营、投资并购、市值管理、科技赋能五

个发展核心策略，致力于实现“全国一流的交通产业综合服务

商”定位。 

公司核心发展思路为“12245”战略，即以发展成为“全国

一流的交通产业综合服务商”为愿景；形成产业经营与资本运

作“双轮驱动”的发展格局；打造“公路投资建设运营”及

“绿色能源”两大板块；发挥“利润的重要支撑、资本运作的优

势平台、高质量发展的引领者、专业人才的摇篮”四大功能；打造

“效率型、效益型、创新型、品牌型、价值型”的“五型成

渝”，推动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四、产业发展重点任务 

（一）公路投资建设运营板块 

公路投资建设运营板块包含高速公路运营及沿线路衍经

济（含服务区、加油站、城乡基建、多式联运等）两大细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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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领域，是公司的传统主业，也是公司行业地位的重要支撑。

公司将聚焦打造以高速公路运营管理为主、以路衍业务为辅，

多类交通细分产业领域协同发展的公路投资建设运营核心板块。 

“十四五”期间，要坚持“聚焦主业、优化主业”的核心

思路，以“资源整合、资产运营、科技赋能”为抓手，进一步

夯实该板块作为公司发展核心支撑的主体地位，实现转型升级

与跨越式发展。其中，高速公路产业领域以实现规模扩张、利

润提升、降本增效、管理输出为目标，坚持成本领先的竞争策

略，通过模式创新、降本增效强化业务核心竞争力，将高速公

路产业领域打造为公司“优势业务”。沿线路衍经济一方面通

过业务创新、模式创新实现转型升级，突出差异化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聚焦路衍产业开发，通过有序推进服务区转型升级、

完善能源产业布局、加快城乡基础设施产业开发以及打造多式

联运服务体系，形成公司稳定的收入利润增长点。 

（二）绿色能源板块 

在发展定位上，绿色能源产业是公司培育发展的第二主业。 

公司拟通过设施运营与股权投资两种方式，打造“充电、电池

银行+换电、氢能源”产业集群，冲刺“全国一流的创新型新能

源科技企业”。在线位布局上，要将显著的区位优势转换为产

业优势、先发优势；在货运通道上，首先布局南向开放物流体

系，助力矿石资源及特色农产品运输车辆的新能源替代，随后

在重要出川大通道布设换电设施，为省际长距离货物运输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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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保障提供更多选择；在客运环线上，围绕客运占比大的省

内旅游观光线路，在关键节点谋划布设充电设施，通过串点成

线、连线成面，以规模效应引导绿色能源乘用车跨市域出行。 

“十四五”期间，公司将通过路网内完善充电站布局、路

网外持续拓展业务场景，推动充电业务成网成势；统筹内外部

资源打造“电池银行”，聚焦应用场景推广重卡换电，推动电

池银行+换电业务深度发展；打造氢能源示范项目，主动融入

“成渝氢走廊”建设，探索“氢油电”综合能源服务站共建模

式，合作构建氢能产业链；稳慎探索其他新能源业务、强化绿

色能源产业资本运作。 

五、能力支撑体系建设 

（一）党的建设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国有企业党组织“把方向、管大

局、促落实”的要求。 

（二）组织管控 

通过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明确本部功能定位、推行分类管

控模式、完善考核评价体系等，持续优化公司组织管控体系。 

（三）改革创新 

围绕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和完善各项改革，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构建指挥有力、协

调顺畅、运作高效的公司治理运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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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务资金 

着力提升公司融资能力和资金管理能力，优化资本结构，

保障公司健康、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五）人才发展 

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人才“选、

用、育、留、效”机制。 

（六）科创研发 

全面整合公司内外创新要素，调动发挥各方优势，整体协

同推进科技创新工作，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取得一批创新成果。 

（七）风险控制 

落实风险管理责任，强化风险管理监控，建立健全全面风

险管理组织体系。持续做好风险管理、专项审计、工程审计、

法律咨询、合同管理等工作，为公司实现“十四五”战略目标树

立风控保障。 

（八）安全环保 

不断完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提升全系统安全文化水平，

持续保障公司安全发展；不断完善环境治理体系和应急管理体

系，发挥环境、社会及管治（ESG）作为价值理念和评价工具

的促进作用，持续保障公司绿色发展。 

（九）企业文化 

构建企业文化体系，实施企业品牌战略，打造特色鲜明的

道路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