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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交通是联系地理空间和社会经济活动的纽带'在我国主体功能区划评价中!交通优势度是其中一项重要指

标'本文利用最新的基础地理数据及相关统计资料!以河北省
!%B

个县域为基本评价单元!进行了
.14

空间分析'

其构建了河北省交通优势度评价模型!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交通网络密度)交通干线影响度)区位优势度三个因

子的权重(

$=#?B

)

$=%$%

)

$="#<

'同时!对全省的交通网络密度)交通干线影响度和区位优势度!以及各县级行政区

的交通优势度状况进行了计算!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河北省交通优势度比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石家庄市)秦皇岛

市)唐山市)邯郸市及其附近县区!北部山区的交通优势度比较差'最后!将各县的人均
.MN

状况与交通优势度水

平进行对比和定量分析!计算得出两者的相关系数为
$=%$>

!呈低度正相关'

关键词!交通优势度"主体功能区"

.14

"河北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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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言

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确定了编制国家主

体功能区规划!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

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确定主体功能定

位!明确开发方向!控制开发强度!规范开发秩序!

完善开发政策!逐步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

调的空间开发格局+

!

,

'交通对社会)环境)经济发

展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土空

间开发格局+

#%

,

'交通优势度是影响主体功能区划

的一项重要指标!一般情况下!交通优势越显著!其

经济发展的条件也越优越!发展潜力也越大'如何

对不同地区进行交通优势状况的评价是开展主体

功能区划的关键问题之一'

交通网络空间格局演变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一

直是交通运输经济学)城乡规划等学科的研究热点

之一'交通状况评价是一种交通接近性的量化!这

种量化实际上是一种对点与线)点与点地理要素进

行空间分析的过程+

A

,

'国内外学者从路网结构评

价)运输效率评价)地理区位研究等方面进行了相

关研究'随着我国交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交通

基础设施及其区域经济效应的评价也越来越多!针

对交通与经济发展的联系!刘海隆等利用
57OO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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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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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了新疆地区交通可达

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杨钟贤等对汶川地区的交

通通达性与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显

示两者存在指数函数关系+

B

,

"麻清源等利用网络分

析为基础!使用节点连通性和可达性等指标!评价

研究了甘肃省交通网络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

,

"

陈洁和陆锋利用重力模型和栅格网络分析方法!对

京津冀都市圈内各城市地理区位优势和出行运输

便捷程度进行定量分析+

<

,

'

已有的交通优势评价多集中于单一的交通方

式%如公路)铁路等&!研究对象单一!尚不能全面反

映交通优势状况"同时!多数学者采用重力模型法)

网络节点的拓扑法等方法!受数据源)计算过程复

杂度等的限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应用范围'

本文从自身设施保障程度和与外界交流联系

便利程度!以及个体区域与城市群核心的联系程度

等方面!采用公路密度)与公路距离)离中心城市距



离等
<

项指标!进行了
.14

分析!构建了交通优势

度模型!以河北省的县级行政区域为尺度!定量评

价了河北省的交通优势度水平!揭示了河北省交通

状况的区域差异和分布格局!就主体功能区划中的

交通优势度评价涉及到的指标)评价模型)技术流

程与河北省人均
.MN

分布对比等问题进行探讨'

#

!

交通优势度评价模型的建立

$=%

!

指标评价体系

交通优势度是为评估一个区域通达性水平而

设计的综合性评价指标项目+

!$

,

'设置交通优势的

目标是为了评价区域交通优势对未来人口集聚)工

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承载力'由区域交通设施网

络规模%支撑能力&)干线技术等级的影响程度%联

系与集聚能力&和在宏观整体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中

该区域的通达性状态%区位优势&三方面集成+

!!

,

'

交通设施网络密度是评价交通设施保障水平

的重要指标!也是交通网络评价的重要方法'它大

体反映了一个地区交通发展水平及其对国民经济

与社会发展保证程度的一种指标'其包括高速公

路)国道)省道)县道等线路网络密度'

公路)铁路)机场和港口作为主要的交通设施!

是区域对外联系的重要途径和介质!与其距离远近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区域对外界的交流方便程度'

中心城市是区域发展的核心 具有较为发达的

经济水平及交通网络!距离中心城市的远近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一区域与外界交流的便捷程度'

交通优势度的评价模型如图
!

所示'

图
!

!

交通优势度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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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交通设施网络密度)交通干线影响度和

区位优势度三个方面构建交通优势度的评价模型!

以县级行政单元确定主体功能区交通优势度分布

格局!根据计算结果!建议那些地区可作为哪类主

体功能区'

交通优势度的计算需要集成交通网络密度)交

通干线影响度和区位优势度三个指标的计算结果%指

标中既有定量指标!又有定性指标&!因此!首先需对

三个指标的数据进行标准化赋值处理!然后!加权赋

值!最后!通过公式%

!

&得到综合评价值(

!

"

"

#

$

"

!

%

$

&

$

%

!

&

!!

其中!

!

为评价单元的综合评价值!

%

$

为交通

网络密度)交通干线影响度和区位优势度的标准化

值!

&

$

为三个指标的权重值'

$=$

!

权重分配

层次分析法%

3GRDHD8

S

QELGER;D;LG

S:

;7LRKK

&

是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化)层次化的分

析方法'该方法的优点是不需样本数据即可赋予

权重"定性模糊指标相对处理容易"具有逻辑性和

可信度'层次分析法的步骤可分为(

%

!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分为三层结构!如图
!

所示!从上而下依次是目标层)准则层)方案层'

%

#

&构造成对比较矩阵!由交通方面的专家进

行指标的间两两重要性的判评'考虑专家对若干

指标进行权重评价的困难!根据心理学的实验用
!

V<

的标度反映大多数人的判断能力!构建判断矩

阵
W

!以表格的形式表示%如表
!

&'

表
%

!

比较矩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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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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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优势度

因子

交通网络

密度%

W!

&

交通干线

影响度%

W#

&

区位优

势度%

W"

&

权重

交通网络密度%

W!

&

! %

*

A #

*

" $=#?B

交通干线影响度%

W#

&

A

*

% ! "

*

# $=%$%

区位优势度%

W"

&

"

*

# #

*

" ! $="#<

!!

%

"

&计算权重因子!矩阵
W

的最大特征根
!

2DJ

和

其对应的特征向量为
X

!满足
WXY

!

2DJ

X

!特征向

量
W

的分量就是各因子的权重'通过矩阵运算!得

到
W

的特征根
Y"9$">A

!特征向量
XY

+

$9>$#

!

!9#!#

!

$9<>?

,!经过归一化处理!得到各因子的权

重为+

$=#?B

!

$=%$%

!

$="#<

,'

构造判断矩阵(

%

%

&一致性检验

当
#

个因素两两比较得到的正互反矩阵往往

!B!

#

期 张
!

新 等(省级主体功能区划的交通优势度的分析与应用
!!!



不是一致矩阵!当矩阵不一致时!特征根比
#

大的

越多!权重向量越不能表征
#

个因素在总目标决策

中所占的比重!衡量不一致程度的指标为(

'(

"

!

)*+

,

#

#

,

!

%

#

&

#

是矩阵的阶数!矩阵
%

的
'(Y$=$!<"

!查表得平

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

&

Y$=A>

%

#Y"

&'当
'-

*

-(

#

$.!$

时!认为矩阵
%

的一致性可以接受!即计算

出的权重值可靠'经计算
'-"$.$"""

#

$.!$

!所

以!交通优势度的评价因子的权重较为合理和可

信'

经计算可知!交通网络密度)交通干线影响度)

区位优势度这三个因子在交通优势度评价中的权

重依次是
$=#?B

)

$=%$%

)

$="#<

!即影响较大的因子

是交通干线影响度'而后分别计算出
"

个因子的

值!进行多指标加权综合!求出河北省交通优势度

空间分布图'

"

!

交通优势度评价模型的应用与分析

7=%

!

研究区评价数据源分析

河北省环抱首都北京!地处东经
!!"Z#B[

"

!!<Z

A$[

!北纬
"?Z$A[

"

%#Z%$[

之间'总面积
!>=>>

万

\C

#

'河北省快速便捷的立体交通网络已经建成!

铁路纵横交错!京广)京山)津浦)石太)石德)京包)

京秦)京原等
!A

条铁路干线及支线!公路四通八

达!有
!B

条国家干线公路!京石)石太)石安)唐津

等高速公路已通车!总里程
?$$

多
\C

'此外!河北

的海运条件也十分便利!自北向南!有秦皇岛港)京

唐港)大清河港)天津港及正在建设中的黄骅港等

较大出海口岸'

评价需要涉及到的数据有河北省公路)国道)

省道)县道分布图!各县域评价单元的土地面积数

据和
.MN

数据!主要交通设施的分布和等级!以及

县域单元与中心城市交通的最短距离'数据来源

于
!]#A

万国家基础地理数据和河北省
#$$B

年经

济年鉴'

7=$

!

交通优势度评价模型的应用与分析

%

!

&交通网络密度分析

交通网络密度反映出区域交通线路的稠密程

度!交通线路的通达能力+

!#

,

'一个区域的交通网络

密度越大!其交通运输干线越密集!说明区域内联

系紧密度越高!交通设施保障水平和支撑能力也越

高+

!"

,

'

!!

建立交通网络密度的模型为(

/

$

"

0

$

*

1

$

!

$

$

%

!

!

#

!

"

!-!

#

& %

"

&

!!

/

$

是区域
$

内的交通设施网络密度!

0

$

域县域

的交通线路长度
1

$

域内的陆域国土面积'交通网

络密度以公路网为评价主体!这里的
0

$

我们选取

的是将高速公路里程)国道里程)省道里程和县道

里程加起来的总和得到评价单元的公路通车里程!

除以陆域国土面积得到河北省公路网密度的空间

格局分布图%图
#

&'然后以公路网小康标准

"!9A\C

*

\C

#

!对不同的公路网密度进行的指数赋

值%表
#

&'

图
#

!

河北省公路网密度的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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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公路网密度指数赋值

&'()$

!

8/+

9

:5/;<'=>/.1?,1';;/4.+5

@

等级 值域
\C

*

\C

# 赋值

!

%

?#=A "

# %?=<

"

?#=A #=A

" "<=$

"

%?=< #

% "!=#A

"

"<=$ !=A

A #"=%

"

"!=#A !

?

#

#"=%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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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干线影响度评价

等级指标即铁路干线)公路干线)港口和机场

的技术等级!由于属于定性指标只能采取人为赋值

的方法'依据交通干线的技术...经济特征!按照

专家智能的理念!采用分类赋值的方法!计算各区

域不同交通干线的技术等级赋值!并进行加权汇总

%表
"

&'

表
7

!

交通干线技术水平权重赋值

&'()7

!

8/+

9

:5/;<'=>/1?5/0:4+0'==/</=1?5:/5,'??+0',5/,

@

类型 子类型 标准 权重赋值

铁路

铁路

单线铁路

拥有复线铁路
#

!

距离
"$\C

距离
!=A

距离
?$\C

距离
!

其他
$

拥有单线铁路
!

距离
"$\C

距离
$=A

其他
$

公路

高速公路

国道公路

拥有高速公路
!=A

距离
"$\C

距离
!

距离
?$\C

距离
$=A

其他
$

拥有国道
$=A

其他
$

水运

港口

一般港口

拥有主枢纽港
!=A

距离
"$\C

距离
!

距离
?$\C $=A

其他
$

拥有一般港口
$=A

其他
$

机场

干线机场

支线机场

拥有干线机场
!

!

距离
"$\C

距离
$=A

其他
$

拥有支线机场
$=A

其他
$

!!

具体的操作(在
+;L.14

里先用行政区图与各

种类型的交通干线进行
1HQR;KRLQ

%交集操作&操作!

根据属性表判断某区域是否拥有重要或大型交通

设施及数量%拥有交通干线是指重要或大型交通设

施分布在或途径该地区&!如果没有!则利用
*RD;

%临近&命令计算该行政区中心与交通干线的最近

距离!然后!根据不同的距离进行赋值!最后!得到

河北省交通干线影响分布格局图%见图
"

&'

图
"

!

河北省交通干线影响分布格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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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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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的枢纽港口为秦皇岛市!一般港口为黄

骅市'根据#全国民用航空运输业的/十一五0规

划$的内容!河北省没有干线机场!石家庄正定机

场)秦皇岛山海关机场和邯郸机场为一般机场'

通过计算分析可知!交通干线影响度较高的城

市为石家庄市区)秦皇岛市区和抚宁县!这些是河

北省的重要的交通枢纽!境内有大量的公路)铁路!

这些城市及周边区域有较好的发展潜力'其中!秦

皇岛市又是河北省重要的港口和机场所在地'

交通干线影响度较低的区域!影响度仅为
$V

!=A

!大多位于河北的北部山区和东南部!占整个河

北省的
!<=B̀

!境内交通设施缺乏!距离主要的交

通干线较远!交通干线对这些地区的发展具有较低

的支撑能力'

%

"

&区位优势度分析

区位优势度主要指各县域在所研究区域中与

中心城市的交通距离和优劣程度!该指标反映了个

体区域与城市群核心的联系程度+

!%

,

'本文采取的

计算方法是计算各县域行政中心与中心城市的最

短交通距离'然后根据评价单元与中心城市的交

通距离进行分级赋值%见表
%

&'

"B!

#

期 张
!

新 等(省级主体功能区划的交通优势度的分析与应用
!!!



表
A

!

评价单元与中心城市距离的评价赋值

&'()A

!

B.5+2'5/<'=>/.1?5:/;+.5'40/?,125:/C/

@

0+5

@

距离%

\C

& 权重赋值

$

"

!$$ #=$$

!$$

"

#$$ !=A$

#$$

"

"$$ !=$$

&

"$$ $=$$

!!

河北省的省域中心城市为石家庄市和唐山市!

两个城市的综合实力在河北省都比较高!人口达到

了一定的规模!又由于河北省所处位置的特殊性!

受北京的辐射影响!所以!选择中心城市为石家庄

市)唐山市和北京市'

从所得到的河北省区域优势度的空间格局可

知!有
A>

个县的区位优势度等于
#

!这些区域距离

中心较近!能便捷的接受中心的辐射"交通优势度

为
!=A

的县有
><

个!数量最多"仅有
A

个县的区位

优势度为
!

!它们是位于河北省北部山区的围场满

族蒙古族自治县)康保县)沽源县)尚义县和邯郸大

名县!远离河北省的中心城市!几乎不能接受中心

城市的经济辐射!一定程度上影响这些地区的经济

发展'

图
%

!

河北省区位优势度的空间格局

-E

I

=%

!

4

:

DQED8L7HTE

I

P;DQE7H7T87LDQE7HKP

:

R;E7;EQ

S

7T R̂OREN;7_EHLR

7=7

!

河北省功能区划中交通优势度评价的结果分析

通过以上三个单因子指标要素的分析计算!对

指标数据的分级赋值!根据交通优势度评价模型进

行多指标加权综合!得到河北省具体的交通优势度

分布图%见图
A

&'

图
A

!

河北省交通优势度的空间格局

-E

I

=A

!

4

:

DQED8L7HTE

I

P;DQE7H7TQ;DHK

:

7;QKP

:

R;E7;EQ

S

7T R̂OREN;7_EHLR

利用
*DQP;D8W;RD\K

%自然间距分类法&将河北

省交通优势度
!%B

个县级行政单位分为
A

个级别!

分别为低)较低)中等)较高)高'其中!交通优势度

最高的城市是石家庄市)邯郸市)秦皇岛市)保定市

四个城市!建议划分为优化开发区"交通优势度较

高的城市有
"<

个!它们具有很高的发展潜力!交通

设施的支撑能力相对较高!占河北省的
#?=À

!建

议划分为重点开发区"交通优势度中等的有
%%

个!

占全省的
"$̀

"较低的有
"#

个!占全省的
#!=>̀

"

低的有
#>

个!占全省的
!<̀

!这些地区距离中心城

市较远!区域内部交通设施较少!交通条件处于比

较明显的劣势!不利于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建议

划分为限制开发区'在具体划分主体功能区类型

时!应综合各评价单元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现有开

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人口分布)经济

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等因素!最终确定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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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主体功能区类型'

利用河北省
#$$B

年经济统计年鉴提供的人口

和
.MN

数据计算河北省各县域的人均
.MN

值来

反映该地区的
#$$?

年的经济状况'按照交通优势

度的分类方法将人均
.MN

分为低)较低)中等)较

高)高
A

类%图
?

&'

图
?

!

河北省
#$$?

年人均
.MN

分布图

-E

I

=?

!

3GR

:

R;0LD

:

QED.MN7T R̂OREN;7_EHLREH#$$?

对比交通优势度评价结果和
#$$?

年人均
.MN

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两者分布特征有一定的相关

性!尤其是北部山区的各个县域!根据公式
%

计算

两者的相关系数
)

'

-

"

'23

%

4

!

5

&

"

+

1

"

6

%

%

&

其中!

'23

%

4

!

5

&为
+

)

6

的协方差!

"

+

)

"

6

为
+

)

6

的

标准差+

!A

,

'计算得到
-"$.%$>

!根据一般经验和

结果可以看出河北省交通优势度水平和人均
.MN

呈低度正相关!即交通优势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

个区域的经济状况'

交通优势度的
"

个因子!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一

个地区的交通状况'从结果来看!交通优势度高的

地方多为地级以上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通

过实地调研和与河北省经济年鉴所提供的
.MN

数

据进行对比分析可知!交通状况差的地区往往经济

发展也不发达!因此!在地区发展的过程中要注意

交通设施的建设'

%

!

结论和展望

本文通过对交通网络密度)交通干线影响度和

区位优势度单因子的分析!生成了单因子分布图'

同时!利用层次分析法进行权重分配!将各单因子

分析图进行叠加!根据交通优势度评价模型进行建

模和计算!得出河北省交通优势度分布图'计算结

果表明!有
A<=#̀

的地域交通优势度水平处于中等

以上!河北省的整体交通水平比较好'交通优势度

比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石家庄市)秦皇岛市)唐

山市)邯郸市及其附近县区!河北省北部山区的交

通优势度比较差'

通过河北省的人均
.MN

分布进行对比定量分

析!两者的分布基本一致'另对两者作了相关性分

析!相关系数为
$=%$>

!为低度正相关!可知交通优

势度高的地方!经济状况往往相对较好'

有待今后深入研究的(%

!

&计算交通优势度%或

可达性&具有多种因子分类方法和权值计算策略!

比如!计算距离火车站的距离而不是以距铁路距离

作为因子)可达性计算中考虑网络距离而不是欧式

距离等'本文只是参考了我国省级主体功能区划

中的因子计算方法进行了实验研究!在下一步的研

究中需要对不同计算方法进行针对性研究或对比

研究!以增加研究方法的实用性和科学性分析"%

#

&

对#张家口至承德$)#张家口至石家庄$等多条在建

高速公路完成后的交通优势度格局!进行定量计算

和对比分析!以对河北省北部山区的交通优势度未

来改善状况进行模拟和预测"%

"

&针对#京津冀$特

殊地域空间结构!结合可能新近制定的#京津冀都

市圈区域规划$!对河北省未来交通优势度发展需

求进行分析和格局优化方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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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HDU

!

A;DAU7EA\8DC8AUUB]BCASB7E;H8D[AU

G

DED;0

ASDI\AUDI7ESWDSW;DUW78IU7]

:

WDE787

G

BCA8VD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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