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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各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交通运输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

用日益突出。本文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对江苏省十三个市的交通运输状况和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分析，找出其中经济

与交通状况的不协调之处，提出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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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强大推动力，而交通运输作为区域间经济协作的桥梁，在区域

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建设“交通强国”，表明了国家对交通运输工作的殷切期盼。江

苏省是东部乃至全国经济发达的省份，研究其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的关联和匹配性对其他地区具有典型的示范作用。目前，国

内外对于区域经济与运输间关系的研究很多，如付潇瑶（２０１６）在交通运输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分析中指出，交通运输对改

变城市空间结构、提高城市可达性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代彦勤（２０１７）在我国交通与经济增长关系中

通过分析我国交通与经济发展现状得出我国交通运输仍滞后于经济发展，甚至是经济发展的瓶颈；王冬雪、欧国立（２０１８）

运用灰色关联综合指数法来研究不同发展程度的城市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差异性，并分析其原因以提出经济与交通发展的政策

建议。其中关于两者之间发展机制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但这些成果多数为描述性的，没有对区域内部各地区发展情况具体量

化，且关于两者协调性发展的探究还比较少。 

一、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概况 

交通运输业作为社会经济系统里最基础的子系统，是其它子系统得以有效运转的重要载体，使得各地区、各产业、各部门

之间得以相互联系。区域经济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条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生产综合体。作为综合性的

地理概念，区域经济可以充分反映各个地区对地区内资源是否做到合理开发和利用，对优化资源配置、整合产业结构、实现地

区内经济效益最大化具有指导意义。另外，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联系密切，“生长轴”理论直接把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结合

起来，它认为交通干线的建设对经济活动具有促进和引导作用，对重要交通干线的建设有利于人口的流动、降低了运输费用从

而降低了产品的成本，进而产生集聚产业形成区域经济；“点轴”理论以其基础，认为在已有的中心城镇基础上，各个中心城镇

之间的联系需要一个“轴”即交通干线，并且干线上的交叉点城市也会得到极大发展。因此，一方面，交通运输是区域经济发

展的结果，交通运输的发展是为了满足区域经济增长对交通运输提出的新要求；另一方面，交通运输又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催化

剂，良好的交通设施有利于发挥区位优势、吸引投资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相辅相成、相互促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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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类分析方法在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中的应用 

１．聚类分析方法简介。聚类分析方法是根据一批样品的多个观测指标，具体找出一些能够度量样品或指标之间相似程度

的统计量，以这些统计量为划分类型的依据。把一些相似性高的样品（或指标）聚合为一类，把另外一些彼此之间相似性高的

样品（或指标）聚合为另一类的一种分析方法。 

２．指标与数据选取。本文选取江苏省的１３个市为研究对象，根据２０１７年江苏省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分别从各城市

经济发展水平与交通运输水平两方面展开研究，可支配收入在反映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更具有代表性，因此选择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就业率和工业生产总值四个指标反映经济发展水平。比起铁路、空运和航运，公

路运输占有更大的比重，而且随着高速公路的快速发展，公路运输比铁路运输更方便、比空运更省钱，已经成为各地区之间更

有效、更方便的运输方式；区域经济联系主要通过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四种形式，其中人流和物流的影响最为直接，

而客运量和货运量则是人流和物流最直接的体现，因此交通运输发展状况以公路通车里程、客运量和货运量作为指标。 

 

 



 

 

 ３．数据分析。本文选取系统聚类方法，分别将城市经济发展状况指标与交通运输发展状况指标进行分类，目的是通过

对比分类结果探索经济发展状况与交通运输发展状况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运用ＳＰＳＳ统计软件对１３个城市的经济发展

水平及交通运输发展状况进行系统聚类，通过对比分类结果探讨二者间的关系。 



 

综合考虑两个聚类结果我们可以将十三个城市分为如下几类：第一类，经济与交通均比较发达的城市，如苏州、南京等，

二者相互加强，交通对经济的作用非常显著，同时它们也产生了一定的辐射作用，带动了周边城市的发展；第二类，经济发展

速度落后于交通发达程度，如徐州，交通对经济的发展影响比较微小；第三类，交通发达程度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如常州、

无锡等，此时交通运输则成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限制因素；第四类，交通与经济均不太发达的城市，如淮安、宿迁等。总体上，

我们可以看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交通运输方式基本上有一个正相关的关系。城市的发展水平与交通运输的建设息息相关，一

方面，城市发展过程中对交通运输需求的提高促进该区域交通运输的完善；另一方面，交通运输在发展的同时又可以带动沿线

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得经济发达的城市带动周围城市的经济发展，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 

三、结论与建议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交通与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密切，因此在进行交通规划时要充分考虑本区域的经济与交通发展

状况，统筹规划区域，综合交通体系建设与区域经济空间布局。优化区域内的交通运输结构，增大交通运输能力，通过权衡区

域内的交通需求与区域内其他行业的需求来确定投入的资金。尽管从总体上来看，我省各市经济发展水平与交通运输状况大致

协调，但是通过聚类树状图我们可以看出：无锡和常州的交通运输状况却低于其经济发展状况，说明交通运输对其发挥的作用

并没有达到最大化，因此对于这两个城市的交通规划，政府应当加大建设投入、完善交通运输网络，以达到优化区域内交通运

输能力的效果，增强已有的经济发展优势，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而徐州的经济发展水平则跟不上其交通运输发展水平，

因此，对于徐州而言，在进行道路规划时要充分考虑控制交通运输规划中的资金投入，除此以外，还应该充分利用其交通运输

的优势，加强与各区域之间的联系，促进其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产业布局的优化以达到拉动区域内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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