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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公路交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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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按照公路交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从公路交通现代化的内涵出发，基于系统论、协调发展理论、可

持续发展理论、评价理论等理论支撑，构建 了 西 部 地 区 公 路 交 通 现 代 化 评 价 指 标 体 系，体 系 分 为３个 层 次，５个 子 系

统，３９个评价指标，涉及到现代化发展中的基础设施、运营管理、发展 方 式、公 共 服 务 及 运 输 组 织，较 为 全 面 完 善 地 覆

盖西部地区公路交通现代化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关键词：公路交通；现代化；指标体系；综合评价

　　现代化是描述一种事物按照其内在的规律演进

发展的状态，是一个渐进式与突变式相结合的发展

过程，是具有动态性的一个概念，而现代化水平则是

表示其状态的特征值。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我国经

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
公路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设施，其现代化发展

进程不断加快，高速公路通车里程一跃成为世界第

一。公路交 通 从 改 革 初 期 经 济 发 展 的 制 约 因 素 之

一，正在成为引导国家经济建设和区域产业布局优

化的重要引擎。公路交通现代化作为一种交通发展

状态，不但可以衔接其他运输方式，而且能够为经济

的全面现代化提供高效、安全、可靠和节能的运输支

撑，是我国实现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作

为交通运输系统的子系统，公路交通现代化自身也

有着复杂的系统特征，不仅包括内部相互联系的各

个子系统，其本身也是一个随着发展地域、发展阶段

而不断动态变化的系统。
公路交通的现代化发展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

实施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对推动西

部地区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

响。我国西部地区包括十二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人口总数达 到３．５亿，约 占 全 国 总 人 口 数 的２８％；
西部地区土地面积６８１万ｋｍ２，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７１％。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的１０年来，西部地区的

公路交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初步形成了横连东西、
纵贯南北、通江达海、连接周边的公路骨架网络。以

云南省为例，截至２０１４年底云南省公路总里程年均

增 长２．０７％，高 速 公 路 与 国 道 年 均 增 速 分 别 为

４．４６％与１．３８％。客 运 量、货 运 量 年 均 分 别 增 长

６．２７％、１８．７％。见表１。

表１　云南省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４年公路交通发展统计

年度／年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年均增长率／％

公路里程／（万ｋｍ） ２０．４　 ２０．６　 ２０．９　 ２１．５　 ２１．９　 ２２．３　 ２３．０　 ２．０７

技术等级
高速公路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２６　 ０．２７　 ０．２９　 ０．３２　 ０．３３　 ４．４６

一级公路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１０　 ０．１１　 ９．３２

行政等级
国道 ０．７９　 ０．８０　 ０．８１　 ０．８２　 ０．８４　 ０．８６　 ０．８６　 １．３８

省道 １．０４　 １．９９　 １．９９　 ２．０１　 ２．０５　 ２．０５　 ２．００　 １５．１９

客运量／（万人次） ３１　１５７　 ３２　７７５　 ３６　２３０　 ４１　３９４　 ４４　８３９　 ４３　３９２　 ４４　５０２　 ６．２７

货运量／（万ｔ） ３９　１１９　 ４０　７６５　 ４５　６６５　 ５４　１８６　 ６３　２３９　 ９８　６７５　 １０３　１６１　 １８．７

　　注：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４年《云南统计年鉴》、《云南省交通统计资料汇编》。



２　西部地区公路交通现代化的内涵

在西部开发第２个１０年伊始，国家再次提出要

继续把交通建设放在优先地位，构建功能配套，安全

高效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形成覆盖城乡、连通内

外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提升发展保障能力。新的时

期也赋予了西部地区公路交通现代化建设新的内涵：
（１）独特的地理位置与经济特征决定了西部地

区公路发展的主方向。
西部地区公路交通现代化建设：一是要继续保

持与中东部发达地区的紧密联系和贯通，强化干线

运输通道的等级和能力，建立东中西部公路交通体

系协调发展的格局；二是要加强口岸建设，西部地区

与１４个国家接壤，在“一带一路”的战略指导下，构建

以对外运输通道，无水港，公路货运枢纽建设为重点

的开放格局是西部地区公路交通发展的重点和方向。
（２）新时期的交通现代化发展，对西部地区公路

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公路建设和

发展也需要转变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为建设现代

化、和谐交通奠定基础。随着我国公路交通基础设

施的不断完善，公路交通行业将实现从投入带动到

技术推动的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土
地、资本等要素的大量投入，向科技进步、行业创新、
人员素质提高和资源节约环境创建转变，使基础设

施及装备水平、运营管理、运输组织方式及服务水平

等得到有效提高，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实现西部地

区公路交通质与量的全面提升。
（３）区域运输与物流一体化对公路现代化发展

提出了新的任务。
区域运输物流一体化是公路交通现代化发展的

又一重大任务，关键在于以货运枢纽为主要抓手，整
合物流资源，降低社会整体物流成本。西部地区公

路现代化建设，应以建设衔接紧密、功能完备、布局

合理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场站为重点，并通过辐射

作用，带动枢纽设施周边地区的综合交通及物流一

体化发展。

３　西部地区公路交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从学术意义上讲，“评价”是指“以确定的目的为

导向来测定对象系统的属性，并将这种属性转化为

客观定量的计值或主观效用的行为”。科学的评价

西部地区公路交通现代化水平，既是对区域公路交

通阶段性发展成效的一次全面、客观的总结，也能帮

助我们正确地把握西部公路交通发展的战略目标定

位。现代化发展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在不同的

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区域，人们对现代化的认识和

提出的目标也不尽相同。因此，公路交通现代化建

设的首先任务是对公路网现状和需求进行综合的、
科学的调查与评价，这是区域公路规划和建设的首

要基础工作。
本文从社会经济大系统现代化发展总体要求，

以及公路交通与经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出发，尝试

构建一套的系统、科学、完整的公路交通发展水平评

价指标体系，能够帮助公路规划建设部门把公路放

在社会大系统中进行全面的规划，及时准确地了解

掌握公路发展的现状和社会经济发展对公路的需求

及影响，科学有据地制定公路建设规划并使其更好

地为社会大系统现代化服务，使公路交通的发展适

应社会经济的发展。

３．１　评价体系建立原则

区域公路交通现代化评价指标应能够全面、客

观、科学地反映公路交通现代化发展的目标和客观

要求，并遵循以下原则：
（１）综合性原则。
由系统论的观点可知，区域公路交通现代化是

社会现代化系统中的重要子系统，其包含的要素不

仅涉及到与经济、环境以及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的关

系，还包括其内部各个子系统间的配合与协调。因

此，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应能全面、科学、准确地覆

盖与描述公路现代化发展的多个层面与要素。
（２）导向性原则。
公路交通现代化涵盖内容广泛，评价体系中指

标的选取应能独立、科学、客观、充分、明确的代表现

代化发展在某一方面的具体目标和主要特征，并要

有较强的理论依据作为支撑，从而在公路交通现代

化发展中充分发挥正确的导向作用。
（３）可操作性原则。
评价体系的建立应基于系统论出发，做到内容

全面、层次明确、条例清晰。指标的选取应切合当地

实际情况，从可量化、可收集、可统计、可类比等多个

方面综合考虑，保证评价方案的应用与落实。
（４）定量与定性指标相结合原则。
在公路交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中，对于

定量数据无法直接获取，评价内容又难以替代的指

标，应遵循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对于定性指

标的选取，应确保定义明确、理论清晰、技术得当，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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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模糊量化、尺度量化等科学合理的方法进行量

化与统计。

３．２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本文中，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主要通过现代化

发展目标影响因子相关性分析、指标的初选和完善

三个步骤。第一步首先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及

公路现代化相关理论，以公路交通现代化发展目标

为系统目标，按目标层次进行相关影响因素的系统

分析；第二步，运用主成份分析法选择其中相关性强

的主要因子构建备选指标集合，然后依据层次分析

法的逻辑架构，将指标进行层次划分，最后根据系统

论的观点进行综合集成，保留与公路现代化系统相

关性较强的指标；第三步是从可操作，可量化的角度

来对指标做取舍，对于定性指标的选取要做到理论

充实、定义明确、量化得当。具体见表２。
根据西部地区公路交通现代化发展的阶段性特

征，“十三五”期间以及未来的１０年，在西部公路交

通现代化评价时，应扭转过去“重建设、轻养管”、“重
硬件建设、轻软件配套”的传统观念，本着全面落实

科学发展观，注重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高度重视交通

服务水平、安全应急保障，以及公路交通与生态环境

的和谐，提高相关指标的权重分配值。

４　结语

按照“一带一路”国家战略部署，“十三五”期间

西部大开发将进入一个深化发展的新阶段。西部地

区公路交通的发展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
其现代化进程也必将步入一个艰巨复杂的全面提升

阶段。保障西部地区公路交通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顺

利实施，评价工作是前提，而科学、合理、全面、客观

的评价指标体系是评价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
本文基于西部地区公路交通发展现状，结合我国“西
部大开发”战略及“一带一路”战略，设计了现代化评

价指标体系，为我国西部地区公路交通规划建设及

其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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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西部地区公路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第一层次 第二层次 第三层次

基础

设施

现代化

路网规模

路网等级

路网布局

公路与综合

交通体系的

协调性

高速公路占干线公路比例

公路网综合密度

公路网面积密度

二级及以上公路比重

公路网等级水平指数

路网连通度

公路网结点迂回率

路网平均可达性指数

公路与其他交通方式的转换衔接度

公路货运枢纽完成度

公路客运枢纽完成度

区域货运物流平均成本

区域公路货运与物流协同度

公路运输量占全社会运输量的比重

运营

管理

现代化

公路行业管理

路政管理水平

高等级公路

配套服务

设施现代化

公路安保设施

公路交通

信息化水平

行业管理标准规范完备性

路政管理规范化程度

高速公路服务区密度

服务设施完善程度

服务质量与服务水平

公路安保设施完善水平

公路安保设施投资占公路

交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公路信息化管理水平

公路信息化平台建设水平

发展

方式

科学化

公路交通与

区域经济发展

的适应性

交通科技

现代化水平

公路交通可

持续发展能力

公路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

门到门运输需求满足率

交通供给结构的有效性

城乡公路客运交通一体化程度

交通科技投入占燃油税转移支付的比例

交通科技贡献率

单位运输周转量公路用地面积

营业性道路运输单位货物

周转量综合燃油消耗量

公路沿线绿化、美化率

公路环保投资占公路交通

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

社会公

共服务

现代化

政府管理与

服务能力

公路出行信息

发布能力

公路交通

应急能力

公众对政府服务的满意度

公路法律法规完备性

公共出行信息服务功能完善程度

应急预案完善程度、监测预警体系、
应急处置及恢复重建能力

运输

组织

现代化

运输效率

运输服务质量

公路换算运输密度

运输强度

客货运平均运距

万车死亡率

旅客、货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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