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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hongmu, a county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Zhengzhou City, Henan Province, is located 25 kilo-
meters east of the main urban of Zhengzhou. As Zhongmu is rich of tourism resources, especiall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unty econom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ransportation infra-
structure in recent years, the tourists to Zhongmou County are more and more, and the tourism 
revenue is also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In this paper,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recent years 
in Zhongmu County will be analyzed comprehensively, and the potential of tourism development 
will be analyz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ransportation in Zhong-
mou City. This paper also makes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n the demand of tourism traffic from 
the aspects of travel intensity, total volume and mode division, predicts the road network satura-
tion of Zhongmu in the future, and puts forward that the pressure of road network can be alle-
viated by certain traffic management means on the peak day of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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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牟，河南省郑州市下辖县，位于郑州主城区以东25公里。中牟县旅游资源丰富，尤其随着近年来县域

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中牟县境内接待的游客总量正逐年提升，旅游总收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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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逐年提高。本文将综合分析中牟县近年旅游业的发展状况，结合中牟市的经济、交通等客观发展规律

对中牟的旅游业发展潜力进行分析，并从旅游出行强度、出行总量、出行方式划分等方面对旅游交通需

求进行初步探索，对未来中牟的道路网络进行饱和度预测，同时提出在旅游高峰日可通过一定的交通管

理手段来缓解道路网络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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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牟县是河南省郑州市下辖县，位于郑州主城区以东 25 公里，郑州、开封、郑州航空港自贸区三者

形成的三角形的中心位置，是郑汴港一体化的中心节点。近年来，随着县域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交通基础

设施的完善以及方特主题公园的落户，中牟境内的游客接待总量逐年提升，旅游总收入也逐年提高，见

图 1。 
 

 
Figure 1. The growth curve of tourism receipts and revenue in Zhongmou county 
图 1. 中牟县旅游接待量和旅游收入证明增长曲线图 

 
在此背景下，结合中牟既有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以及其他新签主题公园旅游项目，同时把握中原城

市群城际轨道网络建设的机遇，借力郑州国家级枢纽城市建设，中牟将发展成为中原经济区内的一个重

要旅游节点。 
旅游是一种地理现象，在空间上表现为旅游者从居住地–旅游地–居住地的迁移过程以及旅游者在

旅游地不同空间位置的变化过程[1]。交通要素成为沟通旅游需求和旅游供给的纽带和桥梁，便捷的交通

能够满足游客方便的时空选择需求。一方面，便利的交通基础设施是增加旅游地吸引力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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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它也是游客旅游体验的重要组成和关键特征[2]。 
本文将从旅游资源和交通供给等方面对中牟旅游发展进行详细分析，并对中牟旅游交通需求进行预

测，对旅游高峰日的道路运行及交通管理方案进行初步探索。 

2. 旅游资源 

中牟县地处黄河流域，历史悠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具有丰富的人文和自然旅游资源。

郑州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落户中牟，并已经初步形成了以郑州方特欢乐世界、方特梦幻王国为代表的文

化旅游产业。丰富的旅游资源是中牟发展旅游产业的坚实基础。 

2.1. 历史文化璀璨夺目 

中牟地处中原，是中国古代最早有文字记录的地区之一，曾经是初秋时期赵国的首都(赵都位于中牟

时间较短，仅有 38 年，后迁往邯郸)，足见中牟历史的悠久。中牟见证了历史上众多历史事件的发生。 
一千七百多年前，这里还发生过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官渡之战”。官渡古战场遗

址位于现中牟境内，中牟现状县城东北三公里处，郑汴公路北侧，中牟规划的中心城区范围内，见图 2。
古战场旅游区内以立体造型为主，配以雕塑、壁画，并采用电脑摇控，声、光、电、机械等现代科技手

段表现形象，通过 38 个故事场景，再现“官渡之战”的故事全貌，突出"奇、特、险、新"。该旅游区是

三国旅游线上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集娱乐性、趣味性、知识性、参与性为一体的人文景观。 
 

 
Figure 2. Location of Zhongmougu battlefield scenic area 
图 2. 中牟古战场景区的区位 

 
另外，潘安故里、寿圣寺双塔、战国梁惠王墓、汉丞相萧何墓、宋代八县王赵德芳墓、民族英雄史

可法故居等都是中牟极具吸引力的人文旅游景点。 

2.2. 自然风光优美宜人 

中国的母亲河——黄河流经中牟县域北部，母亲河为中牟带来了秀美宜人的自然风光。 
雁鸣湖——听到这优美的名字，就放佛置身于碧波荡漾的湖水中，头顶时时有飞鸟掠过，耳畔回荡

着清脆优美的鸟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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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鸣湖位于中牟县境内黄河北岸，远离都市喧嚣,充满乡土气息,宛若江南水乡。现雁鸣湖生态旅游面

积开发已经超过 10 万亩，包括湖面 1 万亩、湿地面积 1.3 万亩、森林面积 6 万亩、水产无公害养殖及高

效景观农业面积 3 万亩[3]。 
同时，中牟县已经形成了国家农业公园、河南省农业高科技园等农业观光旅游景点，围绕贾鲁河规

划了中央湿地公园，沿黄河规划了沿黄湿地公园等。秀丽的自然风光是中牟旅游的重要发展潜力。 

2.3. 主题游览丰富多彩 

国内的著名主题游览公园方特 2012 年落户中牟，已建成梦幻王国、欢乐世界和水上乐园等主题园区，

5 年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过 2000 万人次，是郑州乃至河南文化旅游产业的一张靓丽名片。 
方特主题公园建在郑开大道与人文路交叉口西南，对面是绿博园。绿博园于 2010 年建成，占地 196

公顷，其规划设计立足生态性、注重示范性、拓展休闲性、彰显文化性和科技性，融入了绿色生命、绿

色生活、绿色经济、绿色家园和绿色科技的理念，主题在于“让绿色融入我们的生活”。 
绿博园和方特两大公园为中牟吸引了大量中原经济区内的游客，与此同时，海昌水上乐园、华谊电

影小镇等项目已经签约中牟，更增添了中牟境内主题游览的类型。 
中原经济区内的旅游城市以文化和自然风光旅游为主，中牟的主题游览活动也丰富了中原经济区旅

游类型的重要补充，见图 3。 
 

 
Figure 3.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types in central plains urban agglomeration 
图 3. 中原城市群内旅游类型分布 

3. 交通供给 

3.1. 对外交通 

依托郑州，中牟具有完善的由公、铁、航组成的多方式对外客运系统。 
 航空 
郑州新郑机场位于中牟中心城区西南方向 25 km 左右，现状通过城际轨道或公路实现交通联系，规

划中有城市轨道交通服务于中牟与新郑机场之间，随着新郑机场国内外航线的丰富以及航班的增加，新

郑机场将有效的扩大中牟旅游的服务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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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 
中牟站现状等级较低，客运功能较弱，但中原地区已经规划并开始建设以郑州为中心的“米”字形

高铁网。届时，依托郑州铁路枢纽——郑州东站、郑州南站等，游客从西安、武汉、合肥、南京、连云

港、济南、石家庄、太原等城市乘坐高铁将实现 3 小时可到达中牟。中牟也已经被接入中原城际铁路网，

并开通城际绿博站，未来中原城市将可以通过城际铁路直接到达中牟。 
 公路 
已有连霍高速、京港澳高速和规划的郑民高速、郑东高速等将构成服务于中牟中心城区的旅游高速

环线，也构建中牟对外联系的“井”字形高速公路骨架。 

3.2. 城市交通 

中牟内部的交通系统主要有步行、自行车、小汽车、公交车等方式构成，现状中牟内没有独立的公

共交通系统，现状中牟的公共交通系统仅是郑州公共交通的末端部分，因此现状中牟公共交通出行比例

较低，见图 4。 
 

 
Figure 4.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types in central plains urban agglomeration 
图 4. 2016 年中牟县居民出行结构比例 1 

 
规划未来中牟将形成由郑州都市区轨道以及中牟中运量公交系统、常规公交系统等构成的复合公交

体系，满足居民以及游客不同距离、目的的多样化出行需求，见图 5。 

3.3. 城市特色旅游线路 

为了方便游客在县域内的游览活动，针对不同旅游资源，中牟规划了不同类型的精品旅游线路，包

括综合文化主题游、沿黄文化主题游、工业文化主题游、创意文化主题游、农业文化主题游等。 
同时，利用中牟与郑州贯通的水系资源，中牟将联合郑州打造都市区以及县域内水上交通旅游线路，

提供特色游船服务，兼顾旅游和交通出行需求，使游客在欣赏湖光山色的同时实现旅游地点的转移，见

图 6。 

4. 旅游交通发展趋势 

根据中牟县城乡总体规划，中牟县将在现有旅游资源的基础上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乡村旅游、休闲

度假旅游、生态旅游、研学旅游、养生旅游、商贸旅游、工业旅游和慈善旅游等多种新兴旅游业态，并

 

 

1注：数据来源于 2016 年中牟县居民出行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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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郑州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为基础，大力发展文化和创意旅游，以现状的方特欢乐世界、方特梦

幻王国和规划的海昌水上乐园等为依托，打造郑州都市区文化创新基地和“东方奥兰多”。到 2030 年，

中牟旅游人口接待量将达到 3000 万人次/年。如此大游客接待量将对城市综合交通系统带来非常大的压

力。 
 

 
Figure 5. Zhongmu planning bus organization mode diagra 
图 5. 中牟规划公交组织模式图 

 

 
Figure 6. Water tourism routes in Zhengzhou metropolitan area 
图 6. 郑州都市区水上旅游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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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旅游服范围扩大 

现状中牟境内的游客以来自郑州市区以及市域内各县市，占到中牟境内游客总量的 60%以上，来自

河南省其他城市的约占游客的 30%，省外游客仅占不足 10%。 
到 2030 年，随着未来交通及基础服务设施的完善以及中牟境内旅游景点的多样化，中牟境内省外以

及省内其他城市的游客比例进一步增加，见图 7。 
 

 
Figure 7. Forecast the distribution of tourist sources in 2030 
图 7. 预测 2030 年游客来源分布 

4.2. 散客比例增加 

根据中牟县的旅游调查显示，现状中牟县内约有 15%的团客，随着人们经济水平的改善，交通设施

的便利性提高，中牟境内散客的比例将进一步增加到 90%~95%，伴随的是游客出行的机动性进一步增加，

交通行为的不确定性将提高。 

4.3. 游客在中牟境内的平均停留时间增加 

目前游客在中牟内的游玩以 1 天为主，即早上入境游玩，晚上离境，部分游客即使选择在中牟境内

游玩两天，由于中牟境内酒店等服务设施较少，也会选择在郑州主城区过夜。随着旅游设施的增加，相

关配套服务业的完善，旅游类型进一步多样化，游客在中牟内的停留时间也将增加，部分游客将选择在

中牟境内停留一到两天或更多。 

4.4. 游客出行强度提高 

现状中牟境内景区少，为景区提供的配套服务设施也少，游客出行目的单一，出行强度也低。但随

着旅游景点的增加，相关配套服务业的完善，游客的出行强度将有所提高，出行目的也日趋多样，追求

自由、放松身心、运动健美、尝试体验、扩展心智、寻求自我实现等等，总体可以分成以生活为目的的

出行和以游览为目的的出行。 
以生活为目的的出行主要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出行，例如吃饭、去酒店等等，以游览为目的

的出行主要是以景区为目的地的出行。预计到 2030 年，中牟的游客人均出行强度为 3.84 次/人∙日，其中

生活性出行强度为 1.7 次/人∙日，游览性出行强度为 2.14 次/人∙日[4] [5]。 

4.5. 游客出行方式向公共交通转移 

中牟现状自驾游的比例高达 70%以上，考虑到未来 3000 万人次/年的游客接待量，在节假日等旅游

高峰，中牟境内的游客接待量将达到 25~30 万人次/日。届时，中牟境内游客的日出行总量将超过 100 万

人次/日。如此巨大的出行量如果还像现在一样以小汽车为主的话，到旅游高峰日，城市道路系统将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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瘫痪状态。因此，游客的出行结构将必然发生变化，包括游客进入中牟的方式结构(外地游客将有部分通

过城际铁路到达郑州后转乘市内交通工具进入中牟)以及游客在中牟内的出行结构，见表 1、表 2。 
 
Table 1. Structure of tourists’ mode of entering Zhongmu in 2030 
表 1. 2030 年游客进入中牟的方式结构 

 城际 火车 自驾 大巴 公交 轨道 出租车 

2030 年 10% 2% 40% 10% 10% 28% 5% 

 
Table 2. The mode of tourists in Zhongmou in 2030 
表 2. 2030 年游客在中牟境内的方式结构 

 步行 自行车 小汽车 公共交通 

2030 年 10% 5% 42% 43% 

 
在上述中牟旅游交通需求分析的基础上，对 2030 年的中牟中心城区进行道路网络测试，发现未来城

市东西向主干路的饱和度较高，见图 8，需采取一定的交通管理措施才能保证路网的正常运行[6] [7]。 
 

 
Figure 8. Saturation of road in Zhongmou without traffic management on tourist peak day 
图 8. 旅游高峰日无交通管理措施的中牟中心城区路网饱和度 

5. 应急交通管理措施 

建议中牟在节假日，以及旅游出行的高峰日采取“临时停车场 + 公共接驳交通”的方式组织周边游

客的自驾出行，在主题公园集中区的南、西、北三个主要的游客来源方向，入境快速通道出入口旁边设

置停车场，停车免费，见图 9，并配置中心城区外围的高速公路以及快速路周围设置免费的临时停车场，

并配置免费的公共交通接驳，预计在旅游高峰日将截留从外部进入中牟的机动车 5000 pcu/日，以缓解旅

游交通给道路造成的压力，见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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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 Position of temporary parking for tourism 
图 9. 旅游临时停车场设置 

 

 
Figure 10. Saturation of road in Zhongmou with traffic management on tourist peak day 
图 10. 旅游高峰日有交通管理措施的中牟中心城区路网饱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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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结 

中牟悠久的历史文化、秀丽的自然风光以及丰富的主题公园为中牟的旅游发展带来了丰富的旅游资

源；而四通八达的对外交通系统以及完善的基础服务设施将为中牟的旅游带来了新的机遇，城市的旅游

交通出行特征将会发生重大变化。 
但是我国机动化的快速发展特征，剧增的旅游人口将为城市的交通发展带来新的问题，为了提高城

市旅游活力以及维持城市秩序的正常运转，必须采取措施应对可能产生的问题，通过“临时停车场 + 公
共接驳交通”的方式可以有效改善剧增的旅游交通给城市路网带来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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