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X 市新农村公路建设规划 

1、概述 

1.1 农村公路的概念 

 公路网规模指公路网的总里程及其等级结构，公路网总里程包括通车总里

程和等效总里程。农村公路包括县道和乡道。具体来说，农村公路是指连接县级

行政区域、乡(镇)、行政村及农、林、牧、副、渔生产基地、资源开发区、厂矿

企业、学校、集贸市场等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交通集散点间的道路，主

要供机动车辆行驶并达到一定的技术标准。 

根据义乌市市域公路行政等级，分为国道（国道主干线）、省道、县道、乡

道和其它农村公路。根据义乌市公路网功能结构，农村公路中县道是指具有全区、

县政治、经济意义，连接县城和区（县）内主要乡(镇)、主要商品生产和集散地

的公路；以及不属于国、省道的区、县际间的公路。乡道是指主要为乡(镇)村经

济、文化、行政服务的公路，以及不属于县道以上公路的乡(镇)与乡(镇)之间及

乡(镇)与外部联络的公路。 

从全社会公路范围及公路行政等级来看，除去国道和省道，其余公路均应纳

入农村公路范围。 

1.2  公路网发展目标 

  按照农村公路网络化和路站运一体化的要求，  根据公路网规模的预测，综合

考虑义乌公路的现状，提出以下规划期内公路网发展目标： 

1.   义乌市2010年规划路网里程为1200公里，2015年规划公路里程为1400公里。

在规划年限内义乌市公路网的里程和等级有大幅度的提高，各个乡（镇）、

乡和乡之间的联系便利程度也随之也将提高，基本完成农村联网公路和配

套场站设施的建设。 

2.  完善农村公路的建设管理，保证行政村与高速公路网的可达性，实现“133”



连通目标和农村公路技术达标、规模适度、布局成网、区域协调的局面，

形成以义乌中心城区为中心，以干线公路为骨架，县乡公路为依托，村级

公路为脉络的干支相连、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网络。 

规划期内义乌市农村公路建设的重点将发生变化，前期重点是路网规模扩

张、容量扩大。后期逐步转移到通过公路建设，促进城市化水平提高，促进城镇

体系建设和小城镇建设，利用先进的科技成果和管理手段，进一步扩大路网容量，

提高路网服务水平，增加舒适性和安全性。 

1.2  农村公路网规划原则 

——与乡镇总体规划、村庄布局和整治规划、高山移民规划、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规划、农村公路建设总体规划等相衔接； 

——加强与国省道干线公路、已有县乡道、已建通行政村公路和班车停靠站

的衔接和协调； 

——充分利用现有机耕路、等外路的改造、提高，以节约土地和建设成本 

——应注重环境保护、水土流失、文物保护等问题，路线应尽量避开一些重

要自然保护地区、自然风景区及耕地等； 

——路线规划在充分考虑本区域需求的同时，还应从整个市域公路网角度考

虑，要注重与相邻地区公路网的有效连接。 

2、农村公路网发展现状与评价 

在分析区域内社会经济和交通运输现状，特别是公路运输现状的基础上，评

价农村公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从农村公路网的布局、通达深度、

发展规模、技术等级、资金筹措等方面综合评价农村公路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主

要问题。 

2.1 现状分析  

（1）通乡镇率 

至 2006年全市所有乡镇及行政村均已通了公路，义乌市的通乡镇率和通行



政村率都达到了 100% ，说明义乌市农村公路网中主体已基本成形，现在则要更

进一步提高路网公路等级，并加强村道基础设施建设。 

（2）晴雨通车里程率、养护里程率和里程绿化率、路面铺装率 

从表 2-9 中可以看出，晴雨通车里程率和养护里程率已达到 100%，路面铺

装率总体上比较高，路面状况比较好，但乡道还有一小部分无路面，需进一步改

善，乡道的里程绿华率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表 2-9 县、乡农村公路网 

 晴雨通车里

程率 

养护里程

率 

里程绿化

率 

路面铺装率 

高级、次高级路面 低级路

面 

无路

面 

县道 100% 100% 86.57% 91.6% 8.4%  

乡道 100% 100% 62% 99.7%  0.3% 

 

（3）公路网结构 

义乌市公路网总长度为 1258.498公里，即使按等级来分，各级公路所占比

例见下表： 

表 2-10 2006 年义乌市公路网技术等级构成  单位（公里） 

合计 高速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等外 

1258.498 54.12 167.69 84.91 21.53 789.5 140.74 

所占比例% 4.30 13.32 6.75 1.71 62.73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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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以看出，义乌市二级公路及以上比重达到 24.37%，高于金华市平均水

平 10% ，但与《浙江省义乌市公路水路交通建设规划》中要求到2010 年二级公

路及以上比重 37% 还有一定差距；四级公路比重最大，达到 62.73%。这造成公

路网中等级结构不合理，因此必须提高道路等级，使路网等级均匀合理。同时还

有一部分占 11.18%的等外公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村公路网的等级，因此

必须全面消除等外公路。 

（4）公路网等级水平 

公路网等级水平=∑（公路里程×公路等级）/ ∑公路里程 

按《公路网规划编制办法》，公路网技术等级按以下标准取值：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取 1，二级公路取 2，三级公路取 3，四级公路取 4，等外公路取 5。 

根据表 2-9得到公路网的等级水平为 3.43，这与《浙江省义乌市公路水路交

通建设规划（2004-2020）》中规定的到 2007 年以及 2010 年公路技术等级分别

达到 2.9和 2.72相比，整个路网的技术等级还是比较低的。因此，在公路网规划

中有必要提高公路网等级水平，尤其是降低四级路的比重，提高三级路的比重。 

（5）公路网密度 

义乌市 2006 年干线公路和县乡公路长度达 1258.498公里，公路网的面积密

度为 113.89公里/百平方公里，公路网人口密度为 17.81公里/万人，综合密度为

45.04。通过表 2-10所示的数据，从中发现以面积密度衡量公路网密度，则义乌

市的公路网密度只稍微小于东阳市，但明显高于金华市及浙江省的地区平均水

平；以人口密度衡量公路网密度，则义乌市的公路网密度低于东阳和武义，其中

低于武义的人口密度值为 20.53，而且也低于金华市和浙江省地区平均水平；以

综合密度衡量公路网密度，则义乌的公路网密度高于永康市及浙江省地区平均水

平，但低于武义县、东阳市和金华市地区平均水平，其中低于金华市地区平均水

平值为 3.54。通过纵向和横向比较，义乌市的公路网密度相对处于略低的地位，

公路总里程数相对于本市的地区社会规模还是偏低的。因此，有必要进行加大公

路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增加公路总里程数。 

表 2-11 2006 年义乌市与省市公路网密度比较 

地区 面积密度（KM/100KM2） 人口密度（KM/万人） 综合密度 

义乌市 113.89 17.81 45.04 

永康市 91.13 17.23 39.62 



东阳 120.76 26.18 56.23 

武义 80.33 38.34 55.49 

金华市 98.76 23.60 48.28 

浙江省 93.62 19.14 42.33 

 

（6）公路网连通度 

为规划区域内各节点间依靠公路交通相互连通的强度、公路网连通度可以从

整体上表达公路网中各节点连通和通达状况，通过考察各节 

 

 

点的连通状况，从公路网布局方面反映其结构特点。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 

     L
N
——农村公路网总里程（不含高速公路里程）(公里)； 

     H ——相邻两个节点间的平均空间直线距离(公里)， 

     其中 NAH   

     A ——区域面积(平方公里)； 

     N ——区域内应连通的节点数（县城、乡镇及行政村）； 

     ξ——区域公路网的变形系数，其值与路线的弯曲情况以及节点分布

的几何形状有关，可用节点间的实际路线长度与节点间的直线

距离之比反映。对于方格网型公路网ξ＝1.41；对于放射型公

路网ξ＝2.0—2.6；对于环形放射型公路网ξ＝1.10--1.20。

义乌市属丘陵地区，东、南、北三面环山，路网变形系数的取

值大致为 1.10-1.30。一般说，平原地区取下限，低山丘陵地区

取上限，根据义乌市的地形，我们取 1.30。 

     D
N
——公路网连通度。当 D

N
＝1.0 时，路网呈“树”状结构，为极不完

善路网；当 D
N
＝2.0 时，路网呈方格状结构，路网布局结构比较

完善；当 D
N
＝3.0 时，路网呈方格 + 对角线型，路网布局结构

完善。 

根据连通度公式及义乌市的实际情况，义乌市的国道为 22.324公里，省道

95.44公里，县道为 392.571公里，乡道为 424.856公里，村道为 305.556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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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公路 17.751公里。区域面积为 1105 平方公里，6个乡镇，7个街道办事处，

730（２００６统计年鉴）个行政村。算得义乌市的乡以上节点（乡镇，县城）

连通度为：D
N
 =2.93，关于行政村及以上节点（行政村、乡镇、县城）连通度计

算，得 D
N
 =1.03。按《义乌市城乡一体化社区布局规划》方案，义乌市共规划有

290 个社区，其中 195 个城市社区，95 个农村社区。以规划社区为节点，算出连

通度为 1.64。以上说明义乌市干道网络网状布局已成形，县乡基本已连通成网，

但农村公路网尚未成网状结构，处于“树”状低级结构，路网不够完善，规划社

区路网也未成网状结构，连通度不够充足，有进一步提高连通度的必要。  

2.5 现状问题综合分析 

通过上述综合评价分析，对义乌市农村公路网现状得出以下结论：农村公路

网总里程存在着量不足，公路网结构不合理，技术等级较低，尚存在一定比例的

等外公路，以城乡一体化布局决定的社区规划为节点，则得到的连通度相对较低，

乡道的公路绿化率还不够。具体表现如下： 

（1）公路网总量不足 

义乌市的公路总里程为 1258.498 公里，面积密度为 113.89 公里/百平方公

里，大于金华市地区的平均水平 15.13，但公路网人口密度为 17.81 KM/万人,

低于金华市地区和浙江省平均水平，尤其是公路网的综合密度相对于金华市其他

大部分地区还是比较低。而且干线道路仍然不足，依据《浙江省义乌市公路水路

交通建设规划》有待进一步有序的建设。而且虽然义乌市已全部实现村村通公路

目标，但即便有些行政村已通公路，都是悬挂点，与其它节点的连通性差，往往

形成断头路。义乌市作为浙中城市群重要的交通枢纽，迫切需要有一个总量适度、

干支匹配的公路网络与之相适应。因此，公路网总量仍需增加。  

（2）现状农村道路等级标准低，路网适应性较差  

义乌市目前公路网络的技术等级为 3.43，低于《浙江省义乌市公路水路交通

建设规划（2004-2020）》中规定相应值（2007 年公路网技术等级为 2.9和 2010

年公路网技术等级为 2.72），因此道路等级标准还是比较低的，尤其是四级路比

重最大，达到了 62.73%，造成了公路网等级结构的严重不合理。同时，等外公

路占据了 11.18%，影响了公路网络的等级程度，又造成了路网适应性比较差。



部分等级道路段交通量超过设计通行能力，混合交通严重，行车不畅，公路网拥

挤度高，尤其是农村公路网中的县道大部分路段的拥挤度超过了 1，如城南公路

拥挤度达到 1.64、稠佛线拥挤度达到了 1.33 和商城大道达到了 4.75。现状农村

路网已不适应经济和运输发展的需要。虽然农村公路虽然县乡道养护率达到

100%，但乡道的里程绿化率还是相对较低的，有必要进一步实施“绿色通道”工

程，从而提高路网适应性。 

（3）农村公路网布局需近一步调整和完善 

义乌市的农村公路网布局比较不完善，以行政村为节点，则其连通度仅为

1.03，有些农村公路连到行政村就结束，形成断头路，连接原则不合理，使得整

个农村公路网成树状结构；以义乌市的城乡一体化布局中的社区为节点，则其连

通度为 1.64，与城乡一体化公路网路布局还有差距，尚未实现区区公路相连成网。

因此，农村公路网布局必须依托义乌市的城乡一体化布局进行更深层次、更具体、

更合理的规划和完善。 

（3）与农村公交相配套的客货运站场建设滞后  

公路客运场站主要服务于农村班车，农村公交相配套的站场建设缺少统一规

划，客运站场建设滞后，规模不大，级别较低，设施不全。农村居民出行乘公交

不便，步行距离较长，与新农村建设中的城乡一体化发展不相称。  

3、社会经济发展预测和交通需求预测 

    分析规划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和特点，根据浙江省社会经济总体发展战

略，结合义乌市历年经济发展情况及远景发展规划，采用定量与定性的方法，预

测义乌市的经济增长和全社会的运输需求。 

 

4、农村公路网布局规划 

4.1  农村公路网布局原则 

农村公路网布局规划应适应规划区域内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与当地



农村产业布局、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建设、资源开发、人口分布、自然地理特

点相适应，与国、省干线公路布局相匹配，与山、水、林、田治理以及环境保护

相协调。做到远近结合，干支衔接，科学合理，切实可行。  

具体说来，农村公路网布局需遵循的原则有： 

1) 要满足农民出行和生产、生活的需要，服务于农村公交和农村物流运输。

对于人口相对集中、具有一定规模且具备通公路条件的地区，应尽量保

证有公路通过；对重要度相对较大的节点，应有多条公路经过，以保证

其通达的便利快捷。 

2) 要满足规划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格局(如城镇规划、村镇规划等)，配合

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建设。建立城乡协调、结构合理、质量稳固、

功能完善的公路网络和运输服务体系，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的

需要； 

3) 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确定路线的工程技术标准。对交通量大、对地

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路线（如县道）应采用较高的技术标准；对

交通量较小的乡道或乡村公路，可采用较低的标准(如四级路或地方标准

的简易公路)；路线走向应尽量避让工程艰巨的地区，线位布局在工程、

技术、经济等方面要具有可行性。 

4) 整合优化现有资源。主要是在干线路网骨架基本确定情况下，通过配置

必要的沟通线、联络线和支线来打通关键控制节点和断头路，以减少不

合理的绕行，从而保证必要的连通度与服务水平，实现通畅相互结合。 

5) 积极服务公交空白区，提供满足公交运行的道路，为广大市民提供便利

的出行条件。 

6) 提高路网密度和成网率，在地形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行政村至少有两条



乡道相连接，自然村至少有一条村道相连。 

7) 要满足国、省干线公路网和综合运输设施布局要求，与已有县乡道、已

建通行政村公路和班车停靠站相衔接和协调。在充分考虑本区域需求的

同时，还应从整个公路网角度考虑，要注重与相邻地区公路网的有效连

接。 

8) 应注重环境保护、水土流失、文物保护等问题，路线应尽量避开一些重

要自然保护地区、自然风景区及耕地等； 

9) 适度超前经济发展。 

4.2  布局方法 

以现有公路网为基础，以城乡一体化规划布局为依据，以预测得到的公路网

发展总规模和路网节点为约束条件，首先在图上分析哪些路线需要建设，哪些乡

(镇)、行政村需要通公路，需要修什么等级的路能满足交通需求，考虑农村公路

网规划在线路布局上应强化其通达性，合理安排各条路线的布局与走向，使公路

网由线状向网状扩展完善，勾画出路网布局的初步方案。 

然后，对拟定的初步方案进行深入调研，通过现场踏勘，充分征求乡 (镇)、

行政村基层领导等有关人员的意见，充分了解民意，同时也应充分考察农、林、

水等相关部门的意见，对初步方案进行修改，并在上级交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

考虑区域内局部公路网与相邻地区公路网的衔接，进一步完善公路网布局，最终

形成公路网布局规划方案。 

4.2.1 农村公路网形态 

由于农村公路大部分路段主要起着连通和通达的功能。交通量较少。若根据

交通量预测数据确定道路建设规模，则绝大部分道路等级应采用较低的道路等

级。但随着以佛堂镇为代表的乡镇农村出行机动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目前农产品



重载化趋势。若采用较低的技术标准则难以满足大型货运车

辆的使用需要。为此，道路等级又不能普遍采用偏低的标准。 

根据上述原则，本次规划的农村道路等级多为三、四级公路，部分连通聚居

人数较少的自然村，且沿线地块已受规划严格控制有的甚至采用等外公路标准，

部分服务范围较大，对农产品外运起重要作用或规划中已对沿线土地作近期连片

开发使用的规划线路则采用三级以上标准。 

对于公路网络系统来讲，确定线路的建立依赖于最初目的，据此可将公路网

络划分为三个层次： 

①连接两个中心城镇的设计线路可以忽略其中任何乡村，因为这些乡村在商

业贸易方面没有什么重要性，高速公路与一级公路就没必要经过这类地方(如下

图 所示)，这种模式提出的是中心城镇之间最便宜的运输费用； 

②次中心城镇与中心城镇以及次中心城镇之间的连接，在两中心城镇之间设

计既使运距最小化又使交通运输最大化的线路(如下图红线所示)，二级公路的设

计就遵循这种原则； 

③为连接次中心城镇与行政村以及行政村之间的连接，还可以作一个极端的

选择，如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如低等级公路)，或最大限度地增大交通运输能力，

线路将被设计成连接介于两大中心城镇之间所有的乡村(如图绿线所示)。这将延

长运输线路，因而也会提高交通运输建设成本。  



“节点重要度法” 

域交通需求的代表点，相应区域的经济、人口、交通都集中在节点上，故节点也

是路网规划中需要连接的点。首先对规划区域进行调查，包括经济、人口、资源

和交通情况，以确定哪些地点作为路网规划的节点。  

农村公路网规划的节点一般根据以下几种类型确定：  

① 市、县政府所在地；② 镇、乡政府所在地；③ 重要厂矿企业、大型农

牧业基地、各级经济开发区；④ 重要交通枢纽所在地；⑤ 国防基地；⑥ 旅游

资源点等。 

根据义乌市城乡一体化规划的方案，将13 个乡镇的村落分为积极发展型、

引导发展型、限制发展型、禁止发展型四大类，路网规划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

重要生产、生活节点（如农场、学校、渡口、码头、景点、工业小区等），确定

规划的节点，并根据性质进行节点分类。 



能强弱及地位高低的指标，计算各节点的重要度，节点重要度是定量描述区域内

各节点之间相对重要程度的指标。 

其中，节点 K的重要度 Mk 的计算方法如下： 

Mk＝α
1
Mk1 +α2

 M k2 

Mk1＝Gk /G 总
 

Mk2＝Pk /P 总
 

式中： 

Mk1――节点k 的经济重要度； 

Mk2――节点k 的人口重要度； 

Gk――节点k 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G 总――全区（县）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Pk――节点k 的人口； 

P 总――全区（县）的总人口； 

α
1
――权重。若节点k 为县城、乡镇，α

1
＝0.5；若节点 k 为村，α

1
＝0； 

α
2
――权重。若节点k 为县城、乡镇，α

1
＝0.5；若节点 k 为村，α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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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人口（人） 

GDP ( 万

元) 

M1 M2 
节点重要

度 

江东 224052 195253 

0.08500055

9 

0.26400523

2 

17.45% 

稠城 115527 378100 

0.16460034

7 

0.13612791

9 

15.04% 

稠江 46063 407738 0.17750282 

0.05427701

2 

11.59% 

北苑 42680 299415 

0.13034597

4 

0.05029075

1 

9.03% 

佛堂 70066 193615 0.08428748 

0.08256025

6 

8.34% 

苏溪 47831 143839 0.06261822 0.05636028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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