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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交通优势的甄别方法及应用分析 

作者: 金凤君 王成金  

    一个区域的交通优势反映在“质”、“量”和“势”三个方面，每个方面具有相对独立而具体的内涵，对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具

有不同的作用，其中任一方面的刻画和评价仅仅反映区域交通优劣的一个侧面，只有三方面的综合集成刻画与评价才能真正反映一个

区域交通环境的优劣。基于交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界定了交通优势度的基本概念，并建立了交通优势度的基本表述结构，包括交通

网络密度、交通干线影响度和区位优势度；同时基于GIS技术，从分项和综合集成两个角度构筑了交通优势度评价的空间数理模型。以

我国2365个地域单元为样本的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的区域交通优势度呈“偏正态”分布特征，极少数的地域 (比例为1.4%) 具有非常

突出的交通优势，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非常优越的交通环境；大约1/8的地域 (12.4%) 交通条件处于非常明显的劣势，交通环境是其社

会经济发展的不利条件；大约70%地域处于评价样本的中游或中游偏上水平。从区域上看，交通优势大致由沿海逐渐向内陆依次递减；

长江三角洲、京津冀、珠江三角洲三大城镇密集区有着明显的交通优势，覆盖范围广；成渝地区和武汉都市圈也有较好的交通优势，

但尚未连续成面或覆盖范围较小，其他城镇密集区和省会城市周边地区有相对较高的交通优势，但覆盖地域较小。从经济发展措施

看，利用交通优势和规避交通劣势，应是进行经济活动和产业选择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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