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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加快推动民族地区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为研究区域，采用访谈法和

问卷调查法，结合TOPSIS综合评价法，对临潭县居民交通出行特征进行分析，并提出以下发展策略：对

居民出行体验影响因素实施针对性治理、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创新农村客货运输服务、基于路衍经

济发展“农村公路+”和大力发展农村交通文化，为乡村振兴中民族地区县域交通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 

农村公路，乡村振兴，居民出行 

 
 

Study on Residents’ Travel Situation and 
Traffic Characteristics in Ethnic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Lintan County, Gan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Yanjun Ma 
Department of Transport of Gansu Province, Lanzhou Gansu  
 
Received: Apr. 9th, 2022; accepted: May 21st, 2022; published: May 31st, 2022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ojtt
https://doi.org/10.12677/ojtt.2022.113021
https://doi.org/10.12677/ojtt.2022.113021
http://www.hanspub.org


马彦军 

 

 

DOI: 10.12677/ojtt.2022.113021 204 交通技术 
 

 
 

Abstract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in ethnic areas, taking Lin-
tan County of Gan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Gansu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area,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sidents’ transportation in Lintan County were analyzed by using interview 
method,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and TOPSIS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actors affec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specific 
management experience of residents, improve the network of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the in-
novation of rural passenger and cargo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developing “Rural road Plus” 
based on routing economy and vigorously develop rural culture, transportation to rural revita-
lization in the county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in national regions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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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服务性产业，要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支撑重大战

略实施，担负起引领乡村振兴的重任[1]。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保障、先行领域和重要载体，交

通运输的发展目的是保障民生，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边远民族地区，良好的出行体验和可靠

的县域乡镇交通系统对居民生活幸福感的提升有着决定性作用。 
交通运输部于 2018 年印发《关于服务和支撑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指导意见》，从补齐农村交通短板

等六个方面提出了具体任务。甘肃交通运输系统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精准脱贫、交通先行思路，聚焦

深度贫困地区，紧盯乡镇和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车的交通扶贫“两通”目标任务，加快补齐贫困地区

交通基础设施短板，交通扶贫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

的交通运输保障。 
甘南藏族自治州是国家“三区三州”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五无甘南”“十有家园”这一特色品

牌的深入推广和全域旅游示范区新格局的深入推进，甘南这个曾经的深度贫困地区正面临着新一轮大开

发、大开放和大发展的良好机遇，其交通需求大于现有供给的问题逐渐突显。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下

研究其交通运输发展水平很有必要。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县域交通运输领域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取得了系列成果。戢晓峰梳理了交

通扶贫的实践路径，指出完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强化“四好农村路”建设、推进“交通+”、提升交通

运输水平是乡村振兴战略下交通运输发展提供的宝贵实践经验[2]；徐星以农村群众物质财富创造能力的

提升为目标，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的有效配置路径，探索利用交通基础设施配置促进村民物质财富创造

能力提升的途径[3]。曹阳春以公共经济学的视角对农村公共交通建设中的主要矛盾进行分析，指出要系

统地建立多维度的农村公共交通建设促进机制[4]。林永然提出为更好地发挥交通运输在巩固拓展脱贫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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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作用，要优先满足受交通运输瓶颈制约较大的地区的发展需要，尤其要加

快农村地区基础设施补短板建设，加强困难群众的运输服务保障工作[5]。 
本文从居民交通与需求调研出发，把握群众对交通运输系统的真实满意度，从而提升县域内尤其是

农村交通系统规划建设及出行服务质量，为当地制定交通发展战略、提供交通设施服务、出台各类相关

管理政策等提供定量依据，使交通决策更加科学。 

2. 居民出行特征分析 

2.1. 研究内容 

研究乡镇居民交通出行现状：通过实地勘察、问卷调研、入户访谈等方式，评估居民出行满意度，

挖掘影响居民出行体验的交通与出行服务问题，为县区交通出行优化提供依据。 
评估县区交通系统发展水平：通过访谈交通运输主管单位，收集可以用于评价县区交通系统发展状

况的相关数据，并使用评价模型方法，对县区各乡镇交通发展状况进行评估，识别需着力建设的重点区

域。 
挖掘县域居民出行与服务需求：从数据层面，获取居民跨乡镇的真实出行需求，识别居民出行热点，

从而为交通规划提供决策支持。 
服务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途径：基于调研与评估结果，对县区交通治理提供优化建议，服务乡村振

兴与基层治理。 

2.2. 研究路径 

基于实地考察的交通与出行问题分析：结合实地考察居民出行体验，分析存在的出行问题； 
基于问卷调查的居民出行需求挖掘：以“新城镇”为例，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出行需求调查与挖掘； 
基于问卷访谈的居民出行满意度调查：从出行体验、道路规划和路况三个维度进行居民满意度调研； 
基于政府咨询的交通系统数据搜集：收集可达性、线路与站点建设、信息与服务等多维度数据，用

于乡镇交通系统发展水平建模评估。 
县区交通系统发展建模评价：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交通服务水平等维度设置评价指标，进行

建模评价。 

3. 临潭县居民出行调查交通特性分析 

3.1. 交通问题调研 

为挖掘影响居民出行体验的交通问题，发放 700 余份问卷，经处理后得到 432 份有效问卷。利用自

然语言处理技术，使用基于 python3.7 的词典分词算法，对问卷中提到的交通问题有关词汇进行了分词统

计，得到存在以下突出影响居民出行体验的问题和关注重点： 
路况不良问题突出，影响居民出行体验，具体表现为部分道路不平坦、泥泞且过于狭窄；驾驶文明

程度较低，停车占道问题比较普遍，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常有违反道路交通法规的行为，闯红灯、不礼

让行人、超速及随意超车现象严重；部分交通基础设施存在缺失现象，部门路口红绿灯存在损坏，部分

道路也存在划线不明、交通标线缺失的问题，导致车辆流线交叉；公共交通系统发展不够充分，突出表

现为部分居民出行时打不到正规出租车、没有直达客运路线、现有的公共客运路线班次过少等；冬季道

路养护缺失问题比较突出，由于西北地区的区位特性，冬季道路积雪、结冰和湿滑现象严重；此外，居

民反应的问题高发时段以及期望提升管制力度的重点时段分别为周五、赶集和放学时段，赶集时段的同

行效率下降与拥堵问题，也需要通过加强交通引导等方式进行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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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居民出行需求研究 

为挖掘乡镇居民真实出行需求，刻画县域内居民跨乡镇出行模式，笔者结合问卷调查与入户访谈方

法对居民出行需求进行了收集。对获取的数据分析后，利用空间数据可视化技术，对居民出行流向及强

度进行了可视化呈现。以新城镇为例，居民的跨乡镇出行强度流向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Diagram of Residents travel intensity flow 
图 1. 居民出行强度流向图 

 
图中线路颜色深度代表居民两地间的出行强度。分析可知，新城镇居民主要出行地为临潭县城、卓

尼县、流顺镇、洮滨镇、店子镇与石门乡，同时也有部分前往冶立关镇的需求。这样的出行模式，呈现

显著的“向西倾斜”特性，居民向西部城镇出行的需求需要重点满足，因此未来县区西部的客运交通与

道路规划应在战略层面具有更高的优先级。 
图中可以看出，以新城镇、城关镇为核心的县区南部乡镇具备较好的区块优势，以核心城镇为中心，

合理规划客运出行线路将进一步有效放大其聚集优势，最大化公共交通线路建设效益。但同时也可以看

到，羊沙镇、冶立关镇和王旗镇由于相对独立的区位，其交通线路规划与发展存在一定困难，需要兼顾

居民出行公平性。 

3.3. 居民出行体验满意度评估 

交通需要重点关注人与交通系统的联系。笔者通过问卷形式，请居民对其日常交通出行体验满意度

进行了评价打分。分数设置采用 5 分制。调研从影响交通出行满意度的三个直观方面出发，即从出行体

验满意度、路况满意度和道路规划满意度三个方面进行了评价。 
在数据结构方面，笔者选取了具备一定量有效数据的店子、新城、洮滨、流顺、王旗、羊沙镇和石

门乡作为研究对象。如图 2 所示，各环节深度代表数据量，数字代表各城镇总体满意度得分。其中，笔

者对新城镇进行了重点调研与数据收集，其各城镇出行需求调查以家庭为单位，根据样本数与人口数比

例获得，具备良好的代表性。 

https://doi.org/10.12677/ojtt.2022.113021


马彦军 
 

 

DOI: 10.12677/ojtt.2022.113021 207 交通技术 
 

 
Figure 2. Data structure diagram of residents’ traffic travel satisfaction 
图 2. 居民交通出行满意度数据结构图 

 
出行体验满意度，指居民在实际出行中的直接感受的满意程度。该满意显著受到出行服务水平、交

通环境和交通基础设施因素的影响。调查结果如图 3： 
 

 
Figure 3. Diagram of travel experience satisfaction survey results 
图 3. 出行体验满意度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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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果中可以看到，店子镇、羊沙镇与洮滨镇居民在出行体验满意度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店子镇与

羊沙镇受限于其较为偏远的区位特征，居民满意度较低。而洮滨镇虽具备比较良好的区位优势，但由于

客运线路缺失比较严重，因此满意度较低。 
道路规划满意度反映的是居民对于道路规划设计以及乡镇间连通性的满意度。调查结果如图 4 所示： 
 

 
Figure 4. Diagram of road planning satisfaction 
图 4. 道路规划满意度 

 
分析结果可知，除羊沙镇外，其余各城镇道路规划满意度均接近 3.4，相对较高。而羊沙镇由于地处

县区中部，且难以受益于旅游线路，出行便利性问题难以解决，道路规划满意度较低。 
路况满意度是县域道路状况的直接体现。满意度结果如图 5 所示： 
 

 
Figure 5. Diagram of road satisfaction 
图 5. 路况满意度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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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其他两类满意度，路况满意度总体处于较低水平。这一结论与交通问题分析中发现的重点一

致。路况满意度最低的乡镇仍为羊沙镇，同时王旗阵具备较为突出的路况满意度优势。 
基于在三个满意度维度的调研评价排名，生成堆积图，如图 6 所示： 
 

 
Figure 6. Stacking diagram of residents’ overall travel satisfaction ranking 
图 6. 居民出行整体满意度排名堆积图 

 
依据三类满意度排序情况，可以对乡镇交通出行整体满意度进行评价。由图 7 可以看出羊沙、店子

及石门乡居民交通出行整体满意度整体较低，是实施针对性交通治理、提高服务水平的重点目标区域。 

4. 乡镇交通发展建模与评估 

前文的出行情况研究主要是从人的主观感受出发，本部分则关注交通系统要素本身，从基础设施建

设、交通管理体系、路网可达性等角度出发，评估县区交通系统本身完善程度。 
相比城市，县域乡镇客运服务水平和发展环境差距悬殊，要补齐基本公共交通服务这块短板，地方

政府面临财力不足、交通服务资源短缺等自身难题。破解这些难题，需要从乡村振兴视角，立足经济社

会发展实际，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因此，更加需要对乡镇交通系统发展状况进行评估，

从而找到交通系统发展的薄弱环节与重点治理目标，实现集约化的治理方案制定。真正做到与当地实际

发展状况匹配。 

4.1. 评价体系构建 

4.1.1. 选取评价指标时应遵循的原则 
系统性原则：以研究乡镇交通系统整体发展的外部及自身环境为对象，力求评价体系可以体统地反

应交通系统整体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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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性原则：指标选取应可实现定量化比较，具有纵向和横向可比性，主要需考虑县区内部各乡镇

间的可比性。 
适用性原则：指标选取过程中，应选取能代表性反应乡镇交通系统发展水平的指标，具备综合性与

核心性。 

4.1.2. 评价指标选取 
本节选取如下层次的评价指标。 
可达性指标：指各乡镇可直接通达其他乡镇的客运线路数； 
线路指标：包含乡镇客运线路数量、线路运营长度； 
场站指标：包含客运站点数量、客运场站数量； 
信息与服务指标：包含是否实现联网售票、有无公众监督渠道； 
管理与政策类指标：包含是否设置统一协调管理部分、是否构建考核评价体系、对乡镇客运是否有

财政扶持或税费政策、是否有乡镇客运发展专项规划。 

4.2. 评价模型建立 

对乡镇交通系统发展与建设的评估不能脱离当地实际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因素，因此不能简单地与

其他县区进行比较。选取“TOPSIS 综合评价法”作为评估模型[6]，该模型思路如下： 

4.2.1. 指标正向化与标准化 
即将所有指标统一转化为高优指标，需要对低优指标进行处理： 

,
,

1 , 1, 2, ,i p
i p

u i n
u

= = 
                                   (1) 

其次，为消除不同指标量纲的影响，对已经正向化的矩阵进行归一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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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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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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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式中， ijz 为归一化矩阵中的元素。 

4.2.2. 综合评分计算方法 
取归一化矩阵中各列元素最大值、最小值，分别组成最优和最劣方案集： 

( )1 1max ,max , ,maxi i imZ z z z+ = 
                             (3) 

( )1 1min ,min , ,mini i imZ z z z− = 
                              (4) 

计算各评价对象与最优、最劣方案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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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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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各评价对象与最优、最劣方案之间的接近程度，对各项指标得分进行加和，给出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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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评价模型的核心思路在于通过比较各乡镇评价指标与其中最优、最劣指标之间的距离，给出评价

结果并进行排序。该方法消除了不同指标量纲的影响，使得评价在系统内部进行，确保评价过程与结果

不脱离当地实际。 

4.3. 评价结果分析 

评价结果由图 7 玫瑰图给出： 
 

 
Figure 7. Ranking and eval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ownship transportation 
图 7. 各乡镇交通系统发展评估排序 

 
可以看到，在交通系统发展评估结果中，新城镇与城关镇作为县区的核心城镇，具备相同的评价等

级，位居县区第一位。而冶立关镇受益于旅游业带动的地区交通建设，虽然其区位条件不具有优势，但

整体交通系统建设水平靠前。而卓洛乡、古战镇等乡镇由于人口较少、发展受限，交通系统建设水平也

有待提高。 
且对比各县区人口数量可以发现，乡镇交通系统发展水平与人口数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5. 基层交通治理优化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可以看到，随着农村产业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广大农村群众对交通基础

设施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高，本节对临潭县交通基层治理优化给出以下方向和建议： 

5.1. 对居民出行体验影响因素实施针对性治理 

对研究发现的路权分配混乱、冬季道路养护、停车管理不善、驾驶员文明程度低、重点道路照明和

路况不佳等问题进行重点关注，对分析提出的突出交通问题和现象出台具体管制方案。对问题告发的重

点时段进行加强管控，关注与居民出行安全相关的重点问题，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养护，深化农村公路管

养体制改革，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健全组织保障、管护机制、资金保障和技术指导，支撑农村发展

焕发出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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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创新农村客货运输服务 

对交通发展薄弱和居民交通出行满意度较低的乡镇进行政策和项目倾斜。需重视和开展持续性、阶

段性调研，从居民视角发现薄弱环节。基于居民出行模式、流向与强度调研分析结果创新农村客货运输

服务，使得未来公共交通规划与道路现网设计与居民实际需求相匹配。对问题区域进行重点规划与监控，

促进居民出行公平性与幸福感提升。以数据为支撑、需求为导向，为县区交通发展战略与规划制定、客

运交通系统完善及居民出行体验提升提供可靠支持。 

5.3. 基于路衍经济发展“农村公路+” 

农村地区有着城市地区没有的生态资源、空间资源和农业资源，农村公路则是发挥这些资源优势的

基本渠道。应鼓励将农村公路作为风景路、休闲路和产业路，利用农村公路把人们引入乡村，享受农村

乐趣，形成“农村公路 + 文化”“农村公路 + 旅游”和“农村公路 + 产业”等可转化为经济效益的发

展模式，从而提升交通运输服务水平，更好的服务和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5.4. 大力发展农村交通文化 

加强农村出行文明宣传，强化交通参与者的法治素养、规则意识和社会责任，鼓励利用交通管理服

务站点建设交通文化展区，丰富交通文化内涵，开展“爱路日”、交通展、开放日等主题活动，宣传弘

扬交通精神。同时加强交通文化的制度保障，推动把交通运输文明建设要求纳入村规民约，调动农民群

众爱路、护路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营造良好的交通发展氛围。 

6. 结语 

建设交通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新时代我国建设创新

型国家和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本文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对临潭县居民出行和交通特征进行分析，

对以临潭县为代表的民族地区的交通发展提供了一些建议措施，包括对居民出行体验影响因素实施针对

性治理、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创新农村客货运输服务、基于路衍经济发展“农村公路+”和大力发展

农村交通文化等，促进县域交通升级与乡村振兴创新融合，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精准的交通资源配置支

持，为地区交通发展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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