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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通达性系数来衡量各区县的通达性，再与 GIS 空间分析技术相结合

，对 2013 年重庆市公路交通网络通达性进行研究，利用重庆市公路网的相关数据并以

38 个区县公路网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分析各区县的交通通达性系数及交通通达性

格局与人口变化关系的研究，从各区县的交通通达性系数我们不难发现重庆市 38 个区

县交通通达性水平呈三大特征，首先，交通通达性整体性显著提高，主城区交通通达

性水平比较高，交通优势最为突出，其次重庆市公路交通通达性呈“圆心放射状”，

即以渝中区，江北区为中心通达性最好，随着距离的增加逐漸向周边递减，且西部区

县地区交通通达性水平普遍高于东部区县；最后交通通达性与该城市经济的发展呈正

相关关系，交通通达性能够更好促进经济的发展，且作用也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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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领域

本文研究区范围涉及了重庆市 38 个区县为研究单元.从重庆市位于西南腹地，总的面积大

约为 8.2 万平方千米，重庆市是有名的“山城”，其境内北部地区，东部地区分布多为山地丘

陵地带，坡度面积比较大，中部及西南部地势相对较低且多平坝。不仅如此，重庆位于中国经

济发达地区的东部地区与资源富集的西部地区结合，是中国西南地区及长江上游最大的经济中

心城市和水陆空立体交通枢纽，自 1997 年重庆市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公路建设发展迅速，

公路总里程长达 120728 千米，其中高速公路达 1909 千米.国家级道路长达 3157 千米，省级道

路达 8153 千米，直至目前，研究建成并且顺利通车的公路有绕城高速、渝昆、成渝等环线高

速，国道 210、212、318、319，现在已经形成了以市区为中心的公路交通网络。

2 数据来源及其数据分析

2.1 数控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从 1997 年重庆市直辖时的公路交通网络通达性和 2013 年重庆市公路

交通的网络通达性的相关数据，其中涉及了 38 个区县，包括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渝中区和江

北区等，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地理矢量化数据，另一方面是经济社会统计

数据，收集了 2013 年重庆市 38 个区县的经济社会统计数据。再对上述数据进行整合.建立相

应的地理分析数据库。

2.2 数据分析

表 1 中，通达性系数 1 是用来衡 M 节点城市相对通达性水平的高低的平衡点：当通达性系

数大于 1 时，则表示节点城市的通达性水平低于所有节点城市的平均水平；当通达性系数小于

1 时，则表示节点城市的通达性水平高于所有节点城市的平均水平，由此可见，重庆市区一半

以上的区县通达性水平高于所有区县的平均水平。在重庆市所有区县中，公路交通的通达性呈

现出“圆心放射状”的形态，即通达性由中心地区最高，随着距离的增加向四周逐渐递减

的趋势。

此外，国内对于交通通达性的研究较少并且时间也较晚，而国外则研究开始较早，通过对

交通通达性格局与人口变化关系的研究，据相关数据统计，2013 年年重庆市全境总人口大约

为 3235.32 万，相比 1997 年重庆市直辖以来增加了 176.10 万人，年均增长 0.6%，其中农村



人口占了全境总人口的 61.7%，表中重庆市的人口分布总体趋势是从西南向东北逐渐减少，其

中，西南面的人口分布趋势大致是从中心向四周逐渐较少，这都是随着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规模

和发展能力有着必然的联系。

3 研究方法

3.1 通达性系数

通达性系数是指各节点通达值与公路网络内各节点平均通达性值的比值，反映了整个交通

网络中各节点城市相对通达性水平的高低。

3.2 GIS 空间分析技术

地理信息系统（GIS)是一种采集、存储、管理、分析、显示与应用地理信息的计算机系统

，是分析和处理海量地理数据的通用技术，广泛应用于测绘、地图制图、资源管理、环境保护

、社会调杳、国土规划管理等领域，在公路交通研究方面也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如：建立公路

管理信息系统建立并管理公路数据库，公路事故分析救援等。周焱等以沪宁抗高速公路经济带

为例，通过分析高速公路经济带的特点，拟定高速公路经济带划分原则和依据，划分沪宁杭高

速公路经济带边界。

4 重庆市经济发展的现状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不断发展，我国西部城市在我国的发展备受关注，其中重庆市的发展最

具有代表性，在重庆市 1997 年直辖以前，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和束缚，政府无法积极展开有

效地工作，重庆市的经济一度没有得到更好的提髙，直到 1997 年，重庆市重庆成为我国继北

京、上海、天津之后的第四个中央直辖市，直到 2007 年，这十年间重庆市 GDP 和地方财政收

人出现高速增长，并且在整个西部城市的发展中，由于其强大的经济优势成为西部城市发展的

“领头羊”，到 2013 年，随着国家在经济结构上的调整，重庆市放缓了投资拉动经济的脚步

，越加重视以增加消费的需求带动经济的发展模式，同时，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推动下，重庆

市在不断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其 GDP 在近年中出现了新的高度。

近年来，由于重庆市所处地理位置的优越性，重庆市经济的发展越加重视交通方面的发展

，不仅如此，重庆市是一个典型的投资拉动增长型地区，虽然投资的超高速增长构成了重庆经

济快速扩张的动力，但是投资驱动的结果也面临着高负债的隐患.随着重庆市人口的不断增加

，重庆市政府加大对房地产建设的投资，对基础交通设施建设相对减少，不仅如此，伴随着多

种交通费是的出现，重庆市政府加大对铁路、水路等的投资建设力度，对公路交通的重视度减

小，但是广大群众的出行大部分是以公路为载体，这就导致了公路交通的通达性在随着城市的

发展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增加，这大大不利于重庆市经济的发展。



5 研究结果及建议

5.1 研允结果

在重庆市直辖以来至 2013 年这十多年间，重庆市公路交通通达性整体性显著提高随着公

路区域网的发展也明显有了较大改善，重庆市主城区公路交通通达性水平较高，公路交通优势

也最为突出，形成了以渝中区，江北区为主要的经济发展的核心领域，由此可见，重庆市主城

区公路交通通达性的提高促进了该区域的经济发展，不仅如此，同时也辐射到周边区域的经济

发展。

重庆市公路交通通达性发展在各区县领域有着明显的差异。由于路网的拓扑连接水平较低

，路并且网等级体系不够完善，网络的辐射效率不高，于是公路网连接的边缘区域无论是在等

级上还是在通达性上都与核心区域有着较大的差异.同时，在各个区县之间，公路之间的高连

接交通轴线也较少，区县间高连接性交通轴线较少，分布密集部分主要分布在主城区内，这就

导致各个区县间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很大的阻碍，同时也制约着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表

现出公路路网发展极不平衡的现象。

重庆市公路交通通达性与经济发展呈正相关的关系。从表 1 中的相关数据及信息我们不难

发现，重庆市公路交通的通达性是与经济发展呈正相关的关系，公路交通的通达性越高，则相

应的经济就越好.并且两者关系逐渐增强。而且公路交通对城市经济的变化也十分显著.各个区

县区域的经济发展都更加趋向于公路交通通达性较好的区域聚集。

5.2 建议

针对于重庆市的发展状况来看，突破自然环境的限制，解决直辖区内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

增多从而对公路交通的需求和通达性的需求也随之增加而带来的问题是一个重大而且十分艰

巨的任务，像重庆这样一个典型的以投资带动生产消费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对公路交通有着十

分强的依赖性，对公路交通通达性更是有着较高的要求，经济发展与交通的改善有着必然的趋

势.因此重庆市首要做的就是加快完善公路交通的建设，加强与四川、贵州、湖北等周边宵市

的公路交通连接.并且不断加强对公路交通的管理.逐步增强公路交通对外的通达性；其次要完

善重庆市各区县的公路交通网络体系，从而增加各区县领域之间的经济往来;最后要加强通县

公路和各大农村公路的建设，从而扩大公路的路网面积.优化路网结构.加强城区与农村地区之

间的经济合作和交流，从而更好地发展以主城区为经济核心，从而辐射和拉动边远地区的经济

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增强重庆市在经济发展中的整体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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