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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建公路交通运输指标体系

李琳琳
通辽市交通运输局综合保障中心 内蒙古 通辽 028000

摘� 要：本文探讨了公路交通运输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旨在通过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来全面、客观地反映公路

交通运输的发展水平、运营效率、安全状况及环境影响等方面。文章首先分析了构建指标体系的重要性与原则，随后

详细阐述了指标体系的构建步骤，包括确定指标分类、选取具体指标、确定权重与计算方法等，最后提出了指标体系

的实际应用与持续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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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公路交通运输作为现代交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于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社会效率、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具有

重要意义。然而，如何全面、客观地反映公路交通运输的

发展状况，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构建科学合理的

公路交通运输指标体系，不仅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

依据，还能够为行业监管和公众监督提供有力支持。

1 构建公路交通运输指标体系的重要性与原则

1.1  重要性
反映发展水平：通过指标体系，可以直观地了解公

路交通运输在设施、服务、管理等方面的发展水平。

评估运营效率：指标体系能够评估公路交通运输的

运营效率，为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服务质量提供依据。

保障安全状况：通过安全相关指标的监测，可以

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公路交通运输的安全

运行。

关注环境影响：指标体系能够反映公路交通运输对

环境的影响，为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导。

1.2  原则
1.2.1  科学性原则
构建公路交通运输指标体系应遵循科学性原则。这

意味着指标体系应基于科学理论和实际数据，确保能够

客观、准确地反映公路交通运输的实际状况[1]。在指标选

取和权重设定时，应充分考虑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成果

和行业标准，确保指标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1.2.2  系统性原则
指标体系应具有层次性和关联性，形成完整、系统

的框架。这意味着指标之间应有明确的逻辑关系和内在

联系，能够全面、系统地反映公路交通运输的各个方

面。通过层次性的指标设置，可以清晰地展现公路交通

运输系统的整体结构和各个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为综

合分析和决策提供便利。

1.2.3  可比性原则
为了确保指标体系的可比性和实用性，指标应具有

统一的计算口径和计算方法。这意味着在指标定义、数

据收集和计算方法上应保持一致性，以便进行横向（不

同地区、不同时间段）和纵向（历史数据对比）的比较

分析。可比性原则有助于揭示公路交通运输发展的差异

和趋势，为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提供依据。

1.2.4  可操作性原则
指标体系应具有明确的数据来源和计算方法，便于

实际操作和应用。这意味着指标数据应易于获取、处理

和分析，确保指标体系的可行性和实用性。同时，指

标体系的操作方法应简洁明了，便于相关人员理解和应

用，提高指标体系的使用效率。

1.2.5  动态性原则
公路交通运输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领域，因此指标体

系应具有动态性，能够根据公路交通运输的发展变化进

行适时调整和完善。这意味着在指标体系构建过程中，

应充分考虑未来发展趋势和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

题，确保指标体系能够适应公路交通运输的发展需求。

通过定期更新和调整指标体系，可以保持其时效性和准

确性，为公路交通运输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2 公路交通运输指标体系的构建步骤

2.1  确定指标分类
在构建公路交通运输指标体系时，首先需要根据公

路交通运输的特性和实际需求，对指标进行科学合理的

分类。具体分类可以如下表：

表1 公路交通运输指标体系分类表

指标分类 具体指标内容

设施水平
指标

公路里程（总里程、各级公路里程）
公路等级结构（高速公路比例、一级公路比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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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分类 具体指标内容

桥梁隧道数量（总数、分布）

服务水平
指标

客运量（总客运量、客运周转量）
货运量（总货运量、货运周转量）

运输效率（车辆平均行驶速度、车辆平均满载率、运
输准时率）

服务质量（乘客满意度、货物损坏率、客户投诉率）

管理与技
术水平
指标

信息化水平（智能交通系统应用率、信息平台完善
程度）

智能化程度（自动驾驶技术应用率、智能调度系统普
及率）

安全管理水平（安全管理制度完善程度、安全监管执
行力度）

安全状况
指标

交通事故发生率（事故总数、事故率）
伤亡人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

安全隐患整改率（隐患排查数、整改率）

环境影响
指标

空气污染（尾气排放量、扬尘浓度）
噪音污染（噪音水平、噪音影响范围）

能源消耗（燃油消耗量、电力消耗量、能源利用效率）

2.2  选取具体指标
在每个分类下，需要进一步选取具有代表性和可操

作性的具体指标。选取时应考虑指标的重要性、可获取

性、可衡量性以及与实际需求的契合度。例如，在服务

水平指标下，除了客运量和货运量外，还可以选取旅客

平均等待时间、货物平均运输时间、客户投诉率等具体

指标来全面反映服务水平。

2.3  确定权重与计算方法
2.3.1  确定权重
根据各指标的重要性和影响力，采用专家咨询、层

次分析法（AHP）、熵权法等方法来确定指标在整个指
标体系中的权重。专家咨询法可以邀请行业专家、学者

和政策制定者等参与，通过问卷调查或访谈的方式收集

他们对各指标重要性的意见，然后根据统计结果确定权

重。层次分析法（AHP）可以构建判断矩阵，通过比较
各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性来得出权重[2]。具体步骤包括：

构建判断矩阵、计算特征向量和一致性检验等。熵权法

可以根据指标的变异程度和信息熵来确定权重。变异程

度越大的指标，其信息熵越小，权重越大。

2.3.2  确定计算方法
对于定量指标：如客运量、货运量、车辆平均行驶

速度等，可以采用算术平均数、加权平均数、标准差等

统计方法进行计算。例如，客运量可以通过统计各时间

段或各路段的旅客数量来得出总数或平均数；车辆平均

行驶速度可以通过计算车辆行驶的总路程与总时间的比

值来得出。

对于定性指标：如乘客满意度、服务质量等，可以

采用模糊评价、专家打分、李克特量表等方法进行评

估。模糊评价可以通过构建模糊评价矩阵、确定评价等

级和隶属度函数等步骤来进行；专家打分可以邀请专家

对指标进行打分，然后计算平均分或加权平均分；李克

特量表则可以通过设计问卷、收集数据并计算得分来进

行评估。例如，乘客满意度可以通过问卷调查来收集乘

客对服务质量的评价，然后采用李克特量表将评价转化

为得分进行计算。

2.4  建立评估模型
在收集相关数据的基础上，利用统计学方法、数学

模型等方法建立评估模型。评估模型应能够综合考虑各

指标的值和权重，反映公路交通运输的实际状况。

2.4.1  数据预处理
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清洗，去除重复、无效或异常

的数据。对数据进行去噪处理，减少数据中的噪声和干

扰。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将不同量纲的指标转化为

同一量纲，便于比较和计算。

2.4.2  模型构建
根据指标体系和计算方法，构建评估模型。模型可

以采用线性加权和的形式，将各指标的值与权重相乘后

相加得出总分；也可以采用非线性函数的形式，如指

数函数、对数函数等，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函数形

式。确定模型的参数和阈值，如加权系数、评价等级阈

值等。这些参数和阈值应根据实际情况和专家意见进行

确定和调整。

2.4.3  模型验证
通过实际数据对模型进行验证，检验模型的准确性

和可靠性。可以采用交叉验证的方法，将数据集分为训

练集和测试集，用训练集训练模型后用测试集进行验

证；也可以采用留一法验证的方法，每次留出一个样本

作为测试集，其余样本作为训练集进行验证。根据验证

结果对模型进行调整和优化，提高模型的准确性和可

靠性。

2.4.4  模型应用
将验证通过的模型应用于实际评估中，根据评估结

果对公路交通运输进行改进和优化。例如，可以根据评

估结果找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提出针对性的改进

措施和建议；也可以根据评估结果对公路交通运输的发

展规划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随着数据的不断更新

和需求的变化，需要对模型进行适时调整和完善，以保

持其时效性和准确性。例如，可以根据新的数据特点和

需求对指标体系进行调整和优化；也可以根据新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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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和技术对模型进行改进和升级。

3 公路交通运输指标体系的实际应用与持续优化

公路交通运输指标体系的实际应用与持续优化对于

提升公路交通运输的效率、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通过为政策制定、行业监管和公众监督提供有力

支持，指标体系有助于推动公路交通运输的规范化、科

学化和民主化。同时，通过定期评估、建立反馈机制和

积极探索技术创新，可以不断优化和完善指标体系，确

保其适应公路交通运输的发展变化，为公路交通运输的

长期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3.1  实际应用
公路交通运输指标体系在多个领域发挥着关键作

用，为政策制定、行业监管和公众监督提供了有力支

持。在政策制定方面，指标体系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全

面、准确的数据基础。通过对各项指标的深入分析，政

策制定者能够了解公路交通运输的现状、趋势及存在的

问题，从而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政策。例如，通过分

析交通流量、车辆类型、运输效率等指标，政策制定者

可以判断公路网络的承载能力，进而决定是否需要扩建

或改造某些路段；通过评估安全指标，可以制定更加有

效的安全管理措施，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3]。此外，指标

体系还能帮助政策制定者评估政策实施效果，及时调整

政策方向，确保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在行业监管方

面，指标体系为行业监管部门提供了有力的监管工具。

监管部门可以通过对指标体系的监测和分析，及时发现

公路交通运输中的违规行为和安全隐患，采取相应的监

管措施。例如，通过监控车辆超速、超载等指标，可以

及时发现并处罚违规行为，保障道路安全；通过评估运

输企业的服务质量、运营效率等指标，可以加强对运输

企业的监管，促进其规范经营、提升服务质量。指标体

系的运用使得行业监管更加精准、高效，有助于维护公

路交通运输市场的秩序和公共利益。在公众监督方面，

指标体系为公众提供了了解公路交通运输发展状况的渠

道。公众可以通过查询指标体系的相关数据，了解公路

交通的拥堵情况、安全状况、服务质量等信息，从而对

自己的出行做出更加合理的安排。同时，公众还可以通

过对指标体系的监督，发现公路交通运输中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向相关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推动公路交通运

输的改进和提升。指标体系的公开透明有助于增强公众

的参与感和信任度，促进公路交通运输的民主化和科

学化。

3.2  持续优化
为了确保公路交通运输指标体系的有效性和适应

性，需要对其进行持续的优化和完善。定期评估是指标

体系优化的重要环节。随着公路交通运输的不断发展变

化，指标体系中的某些指标可能会变得不再适用或需要

调整。因此，需要定期对指标体系进行评估和调整，确

保其能够反映公路交通运输的最新状况和发展趋势。评

估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各项指标的相关性、有效性、可

操作性等因素，确保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建立

反馈机制是指标体系优化的另一重要途径。通过收集各

方意见和建议，可以及时发现指标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为优化提供方向。反馈机制可以包括问卷调查、

座谈会、专家咨询等多种形式，确保能够广泛听取各方

意见。在收集到反馈意见后，应及时进行分析和处理，

对指标体系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完善[4]。技术创新在指标体

系优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公路交通运输领域的应用

越来越广泛。这些新技术为指标体系的构建和评估提供

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例如，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更加

准确地预测交通流量、评估安全风险；通过人工智能算

法，可以优化运输路径、提高运输效率。因此，在指标

体系优化过程中，应积极探索和应用新技术，不断提升

指标体系的智能化水平和评估准确性。

结语

构建科学合理的公路交通运输指标体系对于全面、

客观地反映公路交通运输的发展状况具有重要意义。通

过确定指标分类、选取具体指标、确定权重与计算方法

等步骤，可以建立一个全面、系统、可比、可操作和动

态的指标体系。同时，通过实际应用和持续优化，可以

不断提高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可靠性，为公路交通运输

的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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