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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文首先从空间、特征、服务三重维度和政策导向、新型城镇化、区域一体化以及运输绿色化

多重视角，赋予综合交通运输需求新内涵。其次，梳理出新时期综合交通运输需求预测的四大板块：

发展预测、需求模型、数据洞悉以及拓展研究。最后，着重探讨需求预测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构建过

程中的规划指导和战略决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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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dimensions, and policy, neo-urbanization,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green transportation perspectives. Then, 

puts forward four pates of prediction of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demand, such as prediction of development, 

demand model, data analysis, and expand research. At last, Focuses on planning guiding and strategic decision of 

demand forecast in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Key words: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demand forecast; planning guidance; strategic decision

随着交通运输部门职责重新划定，综合交

通运输正处于大融合时代。各种运输方式（公路、

水路、铁路、民航）、区域交通与城市交通均开

始以“一张网”进行规划：统筹规划各种运输方

式，实现各种运输方式协调发展；城市交通与区

域交通一体化规划，使整个出行链顺畅等。

在大交通、大融合时代，综合交通运输需

求（本文主要针对地级市）所需要回答的问题也

发生质变：各种运输方式需求问题上升为各种运

输协调与合作问题，城市内部集散过程纳入区域

综合交通运输需求中等 [1-3]。为了更好地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提高服务品质，亟需透过需求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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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洞悉未来综合交通运输，以辅助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的构建。

1  基本内涵

综合交通运输需求预测是在掌握综合交通

运输现状与规律的前提下，基于社会经济发展规

划（各层面引导政策与规划），全视角洞悉未来人、

物移动特征及服务要求，以便指导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的构建。随着时代发展、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不断丰富，综合交通运输需求预测进一步演化，

但其本质特点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和物空间

位移的要求，包括空间、特征以及服务三个维度。

1.1  空间维度

综合交通运输需求的空间维度主要是回答

人和物在哪里和去哪里。“人和物在哪里”主要

是指出行生成，一般分为市域内（城市、乡镇等）

和市域外（其他地级市）；“人和物去哪里”主要

是指出行分布，一般分为省际、市际（都市圈、

区域）以及市域出行。在不同空间维度下，综合

交通运输需求的特征维度和服务维度差别较大。

1.2  特征维度

综合交通运输需求的特征维度主要是回答

人和物的出行量（类别）、出行目的以及出行结构。

出行量主要是指小区产生吸引量、OD分布量等；

出行目的主要分为就业、就学、商务、旅游等；

出行结构主要是指各种运输方式的运输量。

1.3  服务维度

综合交通运输需求的服务维度主要是回答

人和物出行的服务要求。在不同空间维度、不同

特征维度下，综合交通运输需求的服务品质要求

不同。比如，省际出行的服务要求是快速、舒适、

安全等；市域出行的服务要求是便捷、高频率、

舒适等；就业出行的服务要求是便捷、快速等；

旅游出行的服务要求是舒适等。

2  多重视角下的综合交通运输需求

综合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

础性、先导性、服务性产业，是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本条件。为了更好地

了解综合交通运输需求，必须入乎其内，又须出

乎其外，以多重视角解读地级市的综合交通运输

需求。

2.1  政策导向性视角下的综合交通运输需求

宏观发展战略（政策）、交通基础设施以及

交通运输需求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反馈的。

宏观发展战略（政策）衍生出区域间交通运输需

求，进而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随着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区域互联互通环境进一步改善，也将

刺激交通运输需求，加快宏观发展战略（政策）

落实。

在宏观发展战略（政策）与交通基础设施

相互作用促进过程中，以及经济发展交通先行战

略主导下，区域综合交通运输需求处于一种弹性

状态。基于政策导向性视角的综合交通运输需求，

侧重于需求有无、需求服务品质要求等，以定性

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

2.2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的综合交通运输需求

城镇化是我国经济持久增长的内生动力，在

内需拉动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已成为发展方式转

变背景下我国经济保持长期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

抓手。我国正处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

国家明确提出要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

区战略的指导下，科学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全

力构筑区域经济优势互补、主体功能定位清晰、

国土空间高效利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城镇化

区域发展格局。

交通运输作为经济社会重要的先导性产业，

在促进城镇要素跨域流动、支撑城镇经济协调发

展、保障城镇社会有序运行、引导城镇产业合理

布局、锚固城镇空间格局形态等方面具有重要作

用。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开展，城镇产业、空间

格局形态等将呈现新面貌，区域人口、岗位、产

业布局发生重大调整，候鸟式迁徙运动得到缓解，

进而影响市域综合交通运输需求（出行量、出行

空间分布等）。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综合交

通运输需求侧重于需求变化（出行量、出行空间

分布等），以定量分析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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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区域一体化视角下的综合交通运输需求

区域一体化的新浪潮折射出区域经济一体

化、交通一体化、生态一体化等，其中交通一体

化是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抓手。从发展成熟的都市

圈来看，区域交通一体化是从片区（城市连绵区

域）视野出发，统筹规划区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主要体现为区域综合交通网络互联互通、区域枢

纽共享、物流一体化等。

在此背景下，地区综合交通运输需求不能

局限于该地区，应该放眼于城市连绵区域。基于

区域一体化视角的综合交通运输需求，侧重于厘

清该地区与城市连绵区域之间的关系，并定量分

图 1  需求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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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为主、定性分析为辅。

2.4  运输绿色化视角下的综合交通运输需求

在低碳节能环保、绿色交通大时代背景下，

交通运输部印发《加快推进绿色循环低碳交通运

输发展指导意见》，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交

通运输发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到 2020 年，基

本建成绿色循环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并对铁路、

公路、水路、民航和邮政等整个交通运输行业的

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作出了统筹安排和总体部署，

提出以“加快推进绿色循环低碳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节能环保运输装备应用、集约高效运输组织

体系建设、科技创新与信息化建设、行业监管能

力提升”为主要任务，以“试点示范和专项行动”

为主要推进方式，实现交通运输绿色发展、循环

发展、低碳发展。

随着绿色、循环、低碳交通运输发展，区

域综合交通运输发展模式将发生重大变化，进而

影响运输结构。基于绿色、循环、低碳视角的综

合交通运输需求，侧重于战略引起的出行结构改

变，以定量分析为主。

3  新内涵下的预测思路

综合交通运输需求预测主要分为四大板块：

发展预测、需求模型、数据洞悉以及拓展研究。

本文中地级市综合交通运输需求模型是基于正在

建设中的广东省综合交通运输规划模型平台。

3.1  发展预测

发展预测主要是通过从国、省、市各层面

宏观政策（规划）角度出发，分析与地级市综合

交通运输相关的上位经济社会、城镇化等发展趋

势（主要分为高、中、低三种）。其旨在为需求

模型提供前导性研究数据，例如，地级市的经济

发展水平为运输总量、运输装备等预测提供参考

依据，产业发展规划为货运需求预测提供参考依

据 [4]，区域发展规划为出行分布提供参考依据等。

另外，着重分析宏观政策衍生出的高端运输需

求。

3.2  需求模型

需求模型主要是基于正在建设中的广东省

综合交通运输规划模型平台，融入地级市特色（要

素），构建地级市综合交通运输需求模型（以下

简称需求模型），全视角、全方位预测地级市综

合交通运输需求，重点在于了解地级市出行生成、

出行分布。

3.3  数据洞悉

洞悉数据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厘清现

状综合交通运输和经济社会发展关系，透过数据

分析，剖析现状；二是秉承上位发展规划，以需

求模型为抓手，把脉未来。

图 2  拓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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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现状：通过分析现状数据，掌握现状

综合交通运输需求的空间和特征维度，剖析现状

综合交通运输处于何种发展水平。重点关注以下

几个问题：人和物集中地、流向以及现状交通基

础设施与需求匹配度等。

把脉未来：基于发展预测和现状剖析，预测

规划年综合交通运输需求，并从不同视角解读综

合交通运输需求的空间、特征和服务维度。其中，

空间维度主要关注人和物集中地、流向，特征维

度主要关注通道客货流量，服务维度主要关注不

同视角下各空间维度、各特征维度的服务要求。

3.4  拓展研究

拓展研究是从不同视角全方位解读交通运

输需求，助力规划具有地级市特色的、互联互通

的、多层次一体化的综合交通运输蓝图；并着力

于模拟不同发展情景，以需求模型为杆秤，量化

各布局规划建设方案的实施效果，辅助政府部署

综合交通运输发展战略。

3.4.1  指导规划

数据洞悉主要目的就是指导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规划，主要侧重于综合交通网络、综合客运

系统以及综合货运系统的布局规划，具体互动关

系如表 1所示。

① 综合交通网络

综合交通网络是指依据充分发挥各种运输

方式的优势，最大限度地提高运输系统整体效率，

并能以最低的费用、最佳的速度、优良的服务，

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合理分布于一定空间

范围的、由多种运输线路和运输设施组成的有机

结合体 [5]。

综合交通运输需求分析在综合交通网络布

局规划中的作用体现在初始方案生成和方案优化

比选阶段。

a 透过运输需求的空间、特征和服务维度

分析，掌握各层次客货流向、走廊带以及未来综

合交通网络的供需缺口等，以指导综合交通网络

初始布局规划。

b 通过加载各布局规划方案，利用综合交

通运输模型，定量分析各方案实施效果，以便指

导方案优化和比选。

② 综合客运系统

综合客运系统是多种运输方式按照特定社

会经济区域内的比较优势和组合发展方式，进行

布局合理、分工协作、一体化衔接等一系列相互

协调工作后，形成的满足各层次出行需求的有机

整体，包括硬件（场站、运输线路、运载工具等）

和软件（信息系统、政策等）。

综合交通运输需求分析在综合客运系统布

局规划中的作用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a 透过客流需求的空间、特征和服务维度

分析，掌握各层次的客流集中地、服务要求等，

以指导客运枢纽（站点）的选址、用地规模匡算

等方面。

b 透过客流需求的空间和特征维度分析，

掌握各层次的客流走廊带、出行目的等，以指导

公共交通线路布局规划。

表 1                                  与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互动关系

预测参数 展现形式 具体指导内容 所属专题

通道运输量 OD期望线图、蜘蛛网图（全方式） 运输通道规划
综合交通网络

OD（各方式、各层次） OD期望线图、蜘蛛网图（各方式） 各种运输方式线路规划

各分区对外客流量 各分区PA图（客流） 客运枢纽选址

综合客运系统对外客流结构（分方式） 对外客流结构图（各方式） 客运枢纽规模

公共交通OD（分层次） OD期望线图、蜘蛛网图（公共交通） 公共交通网络

各分区货运量 各分区PA图（客流） 货运枢纽选址

综合货运系统
对外货运结构（分方式） 对外客流量图（各方式） 货运枢纽规模

各通道流量、服务水平以及客货车

比例

综合交通网络流量图（服务水平）、客货车

比例饼图
对外货运（物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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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综合货运系统

综合货运系统是根据产业布局、城市发展

以及大型交通枢纽，科学合理布局货运枢纽，依

托于综合货运通道，以最低的费用、最佳的速度、

优良的服务，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实现货

物高效快速的时空流通。

综合交通运输需求分析在综合货运系统布

局规划中的作用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a 透过货流需求的空间、特征和服务维度

分析，掌握各层次的货流集中地、货物种类、服

务要求等，以指导货运枢纽（站点）的选址、用

地规模匡算等方面。

b 通过对综合交通网络中各路段车种（客

车、货车）、流量、服务水平的分析，并结合相

应原则，梳理出区域货运通道。

3.4.2  战略决策

社会经济、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包括交通

基础设施、交通政策等）以及综合交通运输需求

之间是相互联系的：社会经济发展，区域沟通日

益频繁，必将加速交通基础设施；另外，交通基

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在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也相应地刺激区域间综合交通

运输需求。

政府决策者最为关心的是如何决策重大交

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比如交通模式选择、基础

设施建设时序问题、基础设施规模等）[5]，才能

使投资成本与社会经济效益达到最佳。对于综合

交通运输需求模型而言，其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模

拟不同情景（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交通发展政策

等），测算不同布局规划建设方案的实施效果，

表 2              实施效果评价指标 为政府提供量化决策支持。

　　

4  结束语

本文通过需求预测模型，透过预测数据分析，

从不同视角洞悉数据，旨在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构建提供量化分析。并着重阐述了预测数据指导

综合交通网络、综合客运系统以及综合货运系统

布局规划，以及需求模型进行方案战略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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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别 具体指标 备注

服务能力
道路规模（分等级） 衡量道路服务能力

轨道规模（分等级） 衡量轨道服务能力

服务水平

饱和度 衡量道路拥挤状况、服务水平

运行时间 评价道路拥挤状况

运行速度
评价道路通行能力和车辆运

行状况

公共交通分担率 衡量公共交通服务水平

低碳环保 碳排放量 评价低碳节能环保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