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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对高速公路网络布局特征研究主要从高速公路网络与经济发展、 网络布局特征等理论研究着手，
结合其他省份最新一轮高速公路网络布局规划的实践， 总结当前经济发展背景下的高速公路网络布局规划要点。 以浙

江省为实例进行高速公路网络布局特征研究， 为其他省份的高速公路网络布局规划提供参考。 研究提出新的经济发展

背景下， 浙江省高速公路网络布局特征从布局形态方面概括为 “路网密、 节点多、 路径盛、 方格网辅以环加放射型”，
从功能方面概括为 “能力充分、 覆盖广泛、 安全可靠、 辐射带动强、 互联互通、 过境效率高、 适应性强”。

［关键词］ 高速公路； 网络结构； 布局特征； 省域； 规划要点

０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 我国的综合交

通运输发展正逐步从铁路、 公路、 水运、 航空

和管道等各种运输方式独立成网的初级阶段进

入各种交通运输方式互联互通形成综合运输网

络的中级阶段。 从美国、 德国、 日本等发达国

家的综合交通发展历程中得到启示， 未来我国

的综合交通发展将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 充分

发挥不同运输方式的优势， 形成合理的运输结

构， 各种运输方式内部的级配协调衔接顺畅，
走交通系统一体化的交通发展模式之路。 高速

公路作为综合交通运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纽带。 发达的高速

公路网络具有支撑经济发展、 推动社会进步、
保障社会安全、 服务可持续发展等重要作用。
基于打造 “交通强国” 浙江示范区、 实现交通

运输现代化的目标， 着力构建结构合理、 功能

明确、 布局完善、 服务高效的高速公路网络成

为当下重要的发展任务。
１　 高速公路网络布局理论基础

高速公路网络布局规划与经济发展紧密相

关。 探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适应的高速公路网

络布局及功能特征， 高速公路网络布局特征，

有利于为浙江省高速公路网络布局规划提供理

论参考依据。
１ １　 高速公路与经济发展

高速公路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 主要承

担中长距离的门到门运输， 具备机动、 灵活、
适应衔接能力强、 运送速度快且换乘少的运输

优势， 承担区域核心城市与周边次级城市、 次

级城市与次级城市之间城际通道功能， 连接主

要交通客货枢纽， 极大地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 据测算， 高速公路建设每投资 １ 亿

元， 可最终创造大约 ３ 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
直接创造的公路建筑业就业岗位可达 ２０００
个［ １］。 同时， 社会经济活动产生的人流、 物流

等交通需求带动地区高速公路发展。 因此， 高

速公路与经济是相互促进又相互影响的关系，
高速公路适度超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起到一

定的引领带动作用。

图 １　 高速公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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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本身的特性导致其

时空分布出现非均衡性。 根据 Ｈａｇｇｅｔｔ Ｐ 提出的

高速公路网络发展演化理论， 随着地区社会经

济的不断发展， 高速公路网络布局模式将经历

核心起步开拓、 核心边缘发展、 干线通道构筑

及网络一体化四个阶段， 路网布局形态为单线

型、 环放射型、 放射加方格网型、 方格网辅以

环放射型的网络布局， 各布局形式如图 ２ 所

示［ ２］。

图 ２　 高速公路网络布局模式发展四阶段

高速公路网规模与地区经济发展的紧密联

系还表现在高速公路里程和 ＧＤＰ 呈现明显的

“鱼嘴型” 特征， 高速公路建设在一定程度内超

前于社会经济发展［ ３］。 随着地区 ＧＤＰ 的增长，
高速公路规模增加至饱和状态， 其增长速度先

增加而后又逐步放缓为零， 且高速公路规模超

前于经济发展程度也先增加后逐步减少趋向于

同步发展。

图 ３　 国民生产总值与高速公路网规模变化曲线图

高速公路网络布局应当满足生产力布局与

经济发展要求， 与人口、 资源分布， 土地布局，
政策发展方向相适应， 以达到一定程度的供需

平衡。 在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发展增速换挡、
方式转型、 结构调整、 动力转换的新常态下，
高速公路发展相对应的应全面扭转 “重建设、
轻服务” 的局面， 从追求规模和数量扩张的发

展模式转变为追求内涵和质量的发展模式。 其

网络布局的规划也应该更加重视同其他各种运

输方式的衔接与互补。
１ ２　 高速公路网络布局特征

根据高速公路的特点与其在交通系统中承

担的功能， 总结高速公路网络布局主要有以下

四个特点［ ４］：
（１） 前瞻性。 根据国外欧美发达国家高速

公路发展经验来看， 在高速公路发展达到饱和

状态以前， 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 高速公路网

规模呈现不同程度的超前性。 高速公路网络的

布局立足于规划区域未来的经济发展形态、 生

产力格局、 人口与资源分布以及土地利用规划，
是对未来发展形态的预测基础上完成的。 因此，
高速公路网络布局呈现了规划区域未来的经济

发展状况。
（２） 宏观性。 高速公路网络是整个公路网

络的主心骨架， 其规模较大， 网络连接的节点

层次较高， 主要连接规划区域的重要城市， 并

带动经济带上的关键节点。 路网布局主要解决

重要节点之间的宏观通道型运输联系问题， 因

此路网布局规划主要集中在宏观层次。
（３） 高层次性。 相比于其他等级的公路网，

高速公路的速度更快、 交通量更大、 运输经济

和社会效益更高， 可以显著缩短地域之间的时

空距离。 高速公路及国省道承担交通运输通道

功能， 而其他公路承担生活和生产服务功能，
为高速公路及国省道上的交通量进行集散分流。
由此可见， 高速公路网络的功能层次较高。

（４） 关联性。 构成高速公路网络的线路和

节点是相互联系、 相互制约的整体， 同一线路

上的节点必定存在某种自然或经济联系， 连接

同一节点的不同线路具备某种共同特征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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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分散节点城市的交通压力； 或向节点城市集

聚， 共享节点城市的发展资源等。 整个高速公

路网建设是一个动态过程， 每新修建或改建一

条线路时， 均受到全局因素的制约， 在一定程

度上表现出关联性。
２　 省域高速公路网规划要点

２ １　 广西、 江苏、 广东等五省的实践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 高速公路网

络布局规划的重点也有所不同。 依据高速公路

网络布局规划理论， 各省份结合自身的地理自

然条件、 产业布局情况、 人口资源分布情况、
经济未来发展方向等实际情况完成了最新一轮

的高速公路网络规划， 是当前经济发展新形态

背景下， 高速公路网络布局方法的实践。 以下

总结广西壮族自治区、 江苏省、 广东省、 安徽

省、 贵州省五个省份的实践经验， 概括总结本

轮高速公路网络布局规划的特点， 为浙江省布

局高速公路网络提供实际参考。
（１ ） 广 西、 江 苏、 广 东 等 五 省 现 状 对

比［ ５］ ～ ［９］

该部分主要总结对比了江苏、 广东等各省

份的城镇化率、 ＧＤＰ 等经济发展现状， 土地面

积、 地形地貌等土地现状， 城镇空间发展布局

基础以及高速公路现状， 具体内容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广西、 江苏、 广东等五省规划现状对比表

省份 广西 江苏 广东 安徽 贵州

城镇化率 ５０ ２２％ ６９ ６１％ ７０ ７０％ ５４ ６９％ ４７ ５２％

ＧＤＰ
（亿元） ２０３５３ ５１ ９２５９５ ４ ９７２７７ ７７ ３０００６ ８ １４８０６ ４５

土地面积

（万 ｋｍ２）
２３ ７６ １０ ３２ １７ ９８ １３ ９４ １７ ６２

地形地貌
地势多为山地与高原，
而中部与南部多为平
地

以平原为主， 占
比 ８６ ８９％， 少
数丘陵和山地

地势 总 体 北 高 南
低， 北部多为山地
和高丘陵； 南部则
为平原和台地

地形主要为平原、
丘陵与山地， 分
别占全省面积的
５５ ３９％、 １７ ５６％
与 ２６ ５９％

地形地貌以山地丘
陵 为 主， 占 比 为
９３ ５％， 还有少部
分平原。 有 “八山
一水一分田” 之说

规划城镇空
间发展布局

四群四带
一带两轴， 三圈
一极

一核三圈五轴五块
两圈一群两带五
区

两圈九群为城镇主
体五区为城乡统筹
发展单元

现状高速
公路

至 ２０１７ 年底， 已建成
高速 公 路 ５２５９ ｋｍ，
出省出边出海通道 ２２
个， 对内通达所有地
级市和 ８９％的县级节
点， 基本实现以南宁
为中心 ２ 小时可通达
北部湾经济区城市与
港口、 ６ 小时通达全
区 １４ 个地级市、 一日
通达邻省省会、 邻国
首都

至 ２０１８ 年， 高
速公 路 里 程 为
４７１０ｋｍ， 高 速
公路 网 密 度 达

４ ５７ｋｍ ／百 ｋｍ２。
高速公路网主骨
架全面建成

至 ２０１６ 年底， 高
速公路通车里程为
７６８３ ｋｍ， 与周边
省 （区） 开通 １８
条高速公路， 与陆
路相邻省区 （不含
港澳） 均实现 ３ 条
以上 高 速 公 路 对
接； 实现 “县县通
高速公路”

至 ２０１５ 年底， 已
经 建 成 通 车
４２４６ｋｍ， 在 建
６２４ｋｍ。 已经通车
高速公路中， 双
向 四 车 道
３８８５ｋｍ， 双 向 六
车 道 ３０６ｋｍ， 双
向八车道 ５５ｋｍ。

至 ２０１５ 年 底， 高
速公路通车里程达
到 ５１２８ ｋｍ， 实现
了 “县县通高速公
路”。 构建了 “二
小时” 通达黔中经
济圈、 “四小时”
通达全省、 “七小
时” 通达周边省会
城市的交通圈

　 　 （２） 广西、 江苏、 广东等五省规划成果对比

该部分主要从规划目标年总里程、 增长率、
面积密度等基础指标， 功能上扩容改建、 核心

辐射、 省际互通、 覆盖广泛及其他五个方面总

结对比各省新一轮高速公路网规划的成果。 具

体内容如下表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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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广西、 江苏、 广东等五省规划成果对比表

各个省份 广西 江苏 广东 安徽 贵州

规划年限 ２０１８－２０３０ ２０１７－２０３５ ２０１７－２０３０ ２０１６－２０３０ ２０１６－２０３０

目标年总里程
（ｋｍ）

１５２００
（国高 ５０００） ６６６６ １３５００

（国高 ６１２３） ７４８４
１０１９６ （国高
４１２７， 省高

３６４１）

规划新增里程
（ｋｍ） 及增长率

６６００， ４３ ４２％ ２８６６， ４２ ９９％ ５９８０， ４４ ３０％ ３２３８， ４３ ２７％ ２４２８， ２３ ８１％

面积密度
（ｋｍ ／百 ｋｍ２） ６ ４ ６ ２ ７ ５ ５ ３７ ５ ８

扩容改建
８ 条， 合计里程

１４００ｋｍ
１７ 条， 合计

１０７５ｋｍ
６ 条， 合计里程

９２０ｋｍ
１２ 条， 合计里程

８７６ｋｍ
２ 条， 合计里程

３１０ｋｍ

核心辐射

规划形成 １５ 条以南
宁为中心的对外放射
线 路， 增 长 １１４％；
南宁与各地市的连接
都有双通道

规划形成 １５ 条
以南京为中心
的对外放射线
路

规划形成 １２ 条以广
州为中心的对外放射
线路， 实现广州与全
省区域中心城市之间
有 ２ 条以上高速公路
连通

规划 形 成 １４
条以合肥为中
心的对外放射
线路

省际互通

出省、 出边、 出海通
道数量比原规划提升
１１３％； 出口节点 提
升 ９４％。 通往粤港澳
大湾区等主方向的高
速公路主通道规划为
８ 车道级级以上或形
成复线双通道；

新增省级高速
公路 ９ 条， 高
速出入口达到
４２ 个

与相邻省区之间形成
３０ 条高速公路出省
通道， 实现与各陆路
相邻省区之间拥有 ６
条以上高速公路通
道， 实现广州 ８ 小时
可达周边省区中心城
市， ２ 小时通达珠三
角和港澳地区

与周边省份高
速公路出口达
到 ５０ 个； 安
徽省连接周边
省 份 的 Ｇ３０
等高速安徽段
均达到六车道
以上标准

完善省际出口
新增 １０ 条， 合
计 ６１２ｋｍ

覆盖广泛

加强市县间联系 ２９
条， 有 ２ 条以上高速
公路通达的县份比例
从 ７５％提升至 １００％
（县城城区半小时通
达高速公路互通出
口）

１０ 万人口以上
城镇、 运输机
场、 重点港区、
国家级开发区
以及 ５Ａ 级景区
覆 盖 率 达 到
９５％， 节 点 连
通度提高至 ２ ０

与全省各区域中心城
市有 ２ 条以上高速
公路连通， 相邻地级
以上市中心城区间 ２
小时内可达， 形成以
广州为中心、 覆盖省
内所有地级以上城市
的 ５ 小时交通圈

合肥联通周边
地区高速公路
达 １４ 条， 六
车道以上高速
公 路 达
２０００ｋｍ 左右，
占高速公路总
里程的 ２６ ７％

强化路网衔接
新增联络线 １２
条， 合 计
９２９ｋｍ

其他

提高过境效率新增城
市环 线 ６ 条， 形 成
“环广西高速公路”
和内部城市节点环线

新增高速公路
过江通道 ４ 座，
至规划年， 高
速公路过江通
道达 １５ 座， 平
均间距缩短至
２５ｋｍ

高速公路连通全省
１４ 个沿海港口、 ９ 个
民用航空机场、 主要
铁路客货站场和全省
主要旅游景区

皖江地区高速
公路过江通道
达到 １０ 座

新增城市环线
２ 条， 合 计
１１５ｋｍ， 形成 ６
条 城 市 环 线；
新增 ２ 条辐射
线， 合 计
１６９ｋｍ

２ ２　 本轮省域高速公路规划布局要点

依据各省规划实践， 总结当前省域高速公

路规划存在一定共性和差异性， 共性在于其规

划内容主要集中于规划提升高速通道通行能力、
省际通道的互联互通、 核心城市的辐射能力、

网络覆盖广泛、 过境交通的效率、 高速通道的

安全可靠性六个方面； 差异性在于各省份基于

各自不同地形地貌、 地理区位、 高速公路建设

基础等不同提出新的规划内容， 如广西作为边

境省份， 重视出边、 出境高速公路建设；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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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山地形， 通过增加联络性， 开辟多路径通道，
加密路网等。 省域高速公路网规划中， 其具体

的规划要点概括为以下几条：
（１） 规划提升通道通行能力， 使高速公路

通行更加充分高效。 为适应交通量增长的需求，
对早期建成的高速公路路段实施扩容改造、 补

充完善重点通道， 提升高速公路通行能力和效

率。 统计的五个省份在最新一轮高速公路网规

划中均对部分道路实施扩容改建工程。
（２） 规划加强与周边省份的便捷互联， 提升

省际互联互通。 规划增加省际高速公路密度， 密

切联系发达经济区和省份， 拓展重要省际高速公

路车道数量或开辟新线多通道共同疏导交通， 构

建与周边重要国家经济区、 城市群、 发达省份连

接的高质量大通道， 强化交通联系； 重视省界、
边境县 （市） 的对外通道建设， 增加省际出入

口， 实现省际高速公路网的全面畅通。
（３） 规划提升核心城市辐射能力， 共享发

展资源， 引领带动地区经济发展。 提升省会城

市的首位度， 省属战略经济区、 都市区的聚集

度， 减少瓶颈路段， 多开辟新线路， 实现省会

城市与各地市行政中心的多通道连接， 省内经

济区、 都市圈核心城市与周边节点城市的多路

径连接， 确保高速公路网络通畅、 运行可靠。
（４） 规划提升高速网络覆盖率， 服务节点

更加广泛， 强化内部联系。 结合地区发展特色，
开辟新路径， 加密路网联络线， 全方面覆盖全

省区所有区县市、 重点城镇 （如 １０ 万人以上城

镇）、 重要旅游景区、 连接公路与铁路枢纽、 港

口、 机场、 边境主要口岸等重要交通枢纽节点

及重要的工业园区、 产业基地， 新增联络线，
缩短城区至高速公路出入口时间。

（５） 规划构建城市高速公路环线， 减少车

辆绕行， 重视省区大环线、 省内重要经济区、
城市群、 内部节点城市的高速公路环线建设，
提升过境交通效率， 满足中心城市及重要县级

节点的高速公路过境线需求。
（６） 规划通过新增线路， 加密主要城市之

间高速公路通道， 实现重要节点之间的多通道

多路径连接， 形成多条高速公路共担疏导， 增

强高速路网的抗风险能力， 提升高速通道的安

全可靠性； 增加与高等级城市群、 经济区、 发

达城市的高速通道， 密切联系综合实力发达地

区， 带动区域协调发展； 开辟与发展资源丰富

地区的多路径通道， 共享发展资源。
（７） 在我国经济处于发展转变、 优化结构、

转换动力的大背景下， 各个省份的高速公路网

规划依然重视高速公路里程数量的增长。 广西、
广东两省的规划规模突破万公里， 广西、 江苏、
广东和安徽的规划高速公路增长率均达到了

４３％左右。
３　 浙江省高速公路网络布局特征

３ １　 浙江省规划基础

浙江省， 位于中国东南沿海、 长江三角洲南

翼。 东临东海， 南接福建， 西与江西、 安徽相

连， 北与上海、 江苏为邻。 地理特征丰富， 山河

湖海兼备， 有 “七山一水二分田” 之说。 地势自

西南向东北呈阶梯状倾斜， 西南以山地为主， 中

部以丘陵为主， 东北部是低平的冲积平原。 其陆

域面积 １０ ５５ 万 ｋｍ２，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 全省常住

人口 ５７３７ 万人， 地区生产总值 （ＧＤＰ） 为 ５６１９７
亿元， 城镇化率为 ６８ ９％。 根据 《浙江省城镇体

系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 浙江省将依托主要交

通、 信息通道等基础设施， 以中心城市为主体，
形成 “三群四区七核五级网络化” 的城镇空间结

构和 “４７６２４” 的城镇体系。

图 ４　 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图［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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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发达省份， 浙江省的高速公路建

设，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
全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 ４４２１ｋｍ， 居全国第 ２２
位， 其中国家高速公路 ３２６２ｋｍ， 省级高速公路

１１５９ｋｍ， 面积密度 ４ ２ｋｍ ／百 ｋｍ２， 居全国第三，
６ 车道及以上路段占高速公路总里程 ３０％。 全省

“两纵两横十八连三绕三通道” 高速公路主骨架

已经形成， 连通沿海港口的主要港区、 机场、
铁路等重要枢纽， 基本实现 “县县通高速” （含
在建）， 建成 １７ 个高速公路接口与周边省市的

互联互通。
３ ２　 浙江省本轮高速公路网络布局规划重点

研究分析浙江省的区位地理条件、 经济社

会发展背景、 城镇空间布局、 高速公路发展基

础， 确定浙江省最新一轮高速公路网络布局规

划的发展方向和重点主要为以下几点：
（１） 扩容拥堵， 通过增加车道等扩容改造

措施或新增线路形成复线双通道， 优化通道通

行、 服务能力。 利用先进科技手段对早期建成

（建成通车超过 １０ 年）、 标准较低， 已经处于拥

堵或趋于拥堵 （路段现状平均交通量达到设计

交通量的 ６０％） 的高速公路、 尤其是国家高速

公路， 优先考虑实施扩容改造， 来优化提升高

速公路本身的通行能力、 服务能力， 缓解高速

公路面临的交通拥堵、 质量差、 事故率高等交

通问题； 对于高速公路相关路段不具备拓宽条

件， 或者原路拓宽难度较大， 采用近距离另辟

新线建设的扩容方案， 提高通道交通容量。
（２） 畅通省际， 通过规划多通道密切联系

周边相邻省份， 打通断头路， 实现边境地市内

联外通， 强化省际互联互通。 往年省际通道建

设在高速公路建设属于薄弱环节。 在长江三角

洲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升级为国际城市群的背景下， 省际互联互通建

设将成为高速公路网络建设的重点， 进一步完

善省际通道布局， 实现省际间的密切联系。
（３） 强化都市， 通过加密杭州辐射全省所

有地市的放射线， 构建都市区城市环线， 提升

过境交通效率， 充分发挥核心节点辐射能力和

枢纽功能。 实践证明， 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

用明显。 高速公路未来的规划依然应着力加强

周围城市与核心节点的联系， 提升核心城市的

辐射带动作用， 共享核心节点的经济发展资源。
规划进一步完善都市区外围环线， 强化都市区

辐射周边的高速公路， 提升都市区辐射能级。
（４） 加大覆盖， 规划新增线路， 衔接 １０ 万

人口以上城镇、 ５Ａ 级景区、 ２６ 个加快发展县、
大花园核心区、 海岛等重要节点， 使服务更广

泛。 在经济发展进入稳健阶段， 高速公路网络

应覆盖更多的节点， 使得重要节点之间的联系

更加便捷顺畅， 服务更多的中短途客货运需求。
进一步加大高速公路网络的覆盖面， 拓展国土

发展空间， 促使高速公路网络布局更加均衡。
重点加强高速公路对 １０ 万人口以上城镇的服

务， 强化对 ２６ 个加快发展县、 大花园核心区、
重点景区、 海岛等新兴经济区域的覆盖。

（５） 优化衔接， 延伸增加联络线， 提高主

干路网间衔接转换效率， 加强区域之间沟通便

捷， 提高路网整体可靠性。 针对高速公路网络

在局部片区不完善问题， 新增一批具有联络功

能的高速公路线路， 提高主干路网间衔接转换

效率， 加强区域之间沟通的便捷性， 提高路网

的整体可靠性， 平衡路网布局。
３ ３　 浙江省高速公路网络布局特征

综上基础现状， 确定浙江省本轮高速公路

网规划规模的扩增仍是重点， 网络布局模式为

网络一体化阶段， 其特征从布局形态方面概括

为 “路网密、 节点多、 路径盛、 方格网辅以环

加放射型”； 从功能方面概括为 “能力充分、 覆

盖广泛、 安全可靠、 辐射带动强、 互联互通、
过境效率高、 适应性强”。

具体的网络布局功能表现在： 路网通道能

力强。 平原地区扩容改建增加车道数， 其他受

地形限制区域开辟新线形成复线双通道。 网络

覆盖广泛。 延伸线路、 增加联络线， 实现 １０ 万

人口以上城镇、 ４Ａ 级及以上景区、 运输机场、
沿海重点港区、 国家经济开发区等重要枢纽中

心和节点的 １００％覆盖。 路网安全可靠。 新增节

点数， 缩短节点间高速公路距离， 开辟节点间多

路径通道， 共担疏导交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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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强。 省会杭州及四大都市

圈新增放射线， 构建周边地区 １ 小时交通圈； 省

会杭州双通道通达各地市。 省际互联互通， 出入

口及连接线多， 密切联系上海。 加密省际通道密

度， 新增出入口数量及附近县市连接线， 尤其与

上海的联系， 形成内通外联的省际便捷互通。 路

网成环， 断头路少。 补充连接浙江边界地市、 四

大都市圈重要地市的高速公路， 形成 “环浙江、
环杭宁温金义都市区” 高速环路； 重要地市扩增

环城高速公路， 提升过境效率。 路网规模大， 适

应性强。 过江跨海区新建过江通道、 跨海大桥，
山地丘陵区多打通隧道来适应浙江复杂的地形，
扩大高速公路网规模， 提高路网密度。
４　 结束语

文章梳理了高速公路网络布局理论方法， 对

比分析广西、 江苏、 广东等五个省份最新一轮的

高速公路网络规划的实践， 总结了当前经济发展

背景下的高速公路网络布局规划要点。 结合浙江

省的实际发展情况和规划基础， 独创性地提出新

一轮浙江省高速公路网络布局规划的发展方向和

重点， 明确新一轮高速公路网规划形成的布局形

态， 为相关部门的规划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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