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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后评价若干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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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一些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后评价研究报告及编制办法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在总结前人经

验和成果的基础上 ,对交通流量分析 、交通安全系统分析 、交通工程设施系统评价分析 、可持续发展

评价分析及景观评价分析等内容进行了研究探讨 ,旨在进一步完善公路建设项目后评价理论与方

法体系 ,改进应用方法 ,促进公路建设项目管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 ,进一步推动中国公路建设项目

及公路网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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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problems on expressway post-evaluation

WANG J ian-j un , Y AN Bao-j ie , CHEN K uan-min
(Key Labo ra to ry for S pecial A rea Highw ay Engineering of M inistry of Education ,

Changan Univer sity , Xian 710064 , China)

Abstract:As to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esent expressw ay post-evaluation studies and report

compiling demands , based on prevenient experiences and research accomplishments , this paper discusses

issues by traffic volume analysis , sy stemic traffic safety analysis , traffic engineering facilities system

evaluation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valuation and landscape evaluation.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lies

in perfecting the system of theo ries and measures about the po st-evaluation , improving scientific and

standard management of highway const ruction project and further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ighway construction project besides highw ay netw 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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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开展公路建设项目后评价是从 1990 年初

开始的。1990年 3月 ,交通部下发了《公路建设项

目后评价报告编制办法(试行)》 。此后 ,根据首批 4

条高速公路(沪嘉 、广佛 、西三 、沈大)后评价的研究

结果 ,交通部于 1996年以交计发[ 1996] 1130 号文

件印发了《公路建设项目后评价管理办法》和《公路

建设项目后评价报告编制办法》 。接着 ,中国公路建

设项目后评价工作开始进入一个高潮 ,各省已建成

投入使用的有较大影响的高速公路都陆续进行了项

目后评价 。这些报告基本上都按照《公路建设项目

后评价报告编制办法》的要求对相应内容进行了研

究 ,但研究深浅不一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在建设项目过程评价中 ,实际运营交通量与

可研阶段预测交通量对比分析力度不够 ,交通量预

测技术相对落后;交通安全评价缺乏系统性分析;道

路快速 、安全 、舒适运营的美学工程和神经系统 ———

交通工程设施系统 ,缺乏从全局考虑的系统分析;缺

乏路网规划实施后评价 。

(2)在建设项目目标持续性评价中 ,没有从可持

续发展的高度全面评价公路建设项目的可持续性 ,

缺乏定量化研究。

(3)在建设项目社会经济影响评价中 ,虽然已有



一些评价方法如投入产出方法 、系统动力学方法和

计量经济学方法等 ,但由于这些方法依赖于大量的

数据资料及相应软件 ,且方法本身在应用上也有局

限性 ,因此需要对社会经济效益评价的理论与方法

进行进一步系统分析与研究。

(4)缺乏系统的建设项目景观分析评价及建设

项目对沿线周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分析。

(5)缺乏建设项目目标评价和综合评价。

本文拟针对现有后评价研究中存在的以上部分

问题进行研究探讨。

一 、高速公路建设项目交通流量

通过对比分析近几年一些高速公路实际运营交

通量与前期可研阶段预测交通量值 ,如表 1所示 ,发

现它们存在一些普遍规律 ,即:1)交通量预测值基本

上都大于实际运营交通量 ,而且误差较大 。2)运营

初始年交通量预测值与实际运营交通量误差最大 。

在一些项目研究过程中总结出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交通量预测不借助于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是很难达

到准确预测的 。随着计算机和相应预测软件的发

展 ,交通量预测应尽可能采用先进技术手段来完成 。

交通网络图的抽象及简化即现状路网及规划路网电

子地图的制作 、OD矩阵的生成与运用 、预测模型及

参数的选用 、OD调查点的优选等要尽可能反映先

进的技术 ,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 。2)在进行基础资

料的调查和收集过程中 ,要尽可能做比较细致地调

查和收集 ,这些基础资料的完善与否对后续的交通

预测有很大的影响 。3)不同区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

不一 ,单纯用统一的远景适应交通量来确定建设规

模存在一些缺陷。公路建设项目交通量预测一方面

要考虑不同区域经济发展要求 ,宜根据区域经济发

展水平确定不同区域的适应远景交通量 ,另一方面

还要考虑拟建公路在整个运输网特别是公路网中所

处的地位 ,从完善运输网特别是公路网的作用上分

析拟建公路的可行性。4)在与前期工作的预测交通

量进行对比分析寻找差异原因时 ,应该是前期工作

各路段的预测交通量与后评价项目各路段运营的实

际交通量进行对比 ,而不应该进一步把前期工作各

路段的预测交通量与后评价项目各路段预测交通量

进行对比。在进行各路段对比分析时 ,还应该把通

道及通道内各条线路放在一起进行分析 ,通过分析

通道交通量增长率及后评价项目的交通量增长率 ,

来进一步分析后评价项目的交通量状况。表 2为通

道交通量分析表模式。

　　　　表 1　主要高速公路实际运营交通量与前期可研阶段预测交通量对比表 单位:标准小客车/日

年份

路段

长春—四平 哈尔滨—大庆 西安—宝鸡 宜昌—黄石

实际 可研预测 误差/ % 实际 可研预测 误差/ % 实际 可研预测 误差/ % 实际 可研预测 误差/ %

1996 10 416 15 578 +49.6 7 491 12 148 +62.2 8 363 8 524 +1.9

1997 13 152 16 990 +29.2 8 190 13 300 +62.4 8 665 13 102 +51.2 9 719 9 173 -5.6

1998 15 016 18 294 +21.8 7 783 15 227 +95.6 7 512 14 129 +88.1 9 676 9 931 +2.6

1999 16 180 19 698 +21.7 8 711 17 434 +100.1 11 414 15 237 +33.5

2000 15 588 21 212 +36.1 9 524 19 960 +109.6 12 638 16 431 +30.0

2001 15 967 22 358 +40.0

平均误差/ % +33.1 +91.9 +53.0 -5.6～ +2.3

年份

路段

杭州—宁波 沪宁高速(上海段)　(绝对量)沪宁高速(江苏段)　(绝对量) 济南—青岛　(绝对量)

实际 可研预测 误差/ % 实际 可研预测 误差/ % 实际 可研预测 误差/ % 实际 可研预测 误差/ %

1994 8 789 8 428 -4.1

1995 9 617 9 291 -3.4

1996 10 525 19 148 +81.9 10 402 10 279 10242 -0.4

1997 14 764 19 348 +31.0 12 559 20 680 +64.7 12 121 10 848 11291 +4.1

1998 17 796 20 845 +17.1 13 845 22 335 +61.3 13 964 10 814 12447 +15.1

1999 22 724 22 458 -1.2 17 695 24 120 +36.3 16 235 8 089 13722 +69.6

2000 26 179 24 197 -7.6 20 325 26 051 +28.2 18 087 22 900 +26.6

2001 24 431 27 427 +12.3 21 013

平均误差/ % -4.4～ +24.1 +47.5 +26.6 -2.6～ +29.6

　注:①虽然宜黄高速公路全路段误差较小 ,但分路段误差较大。 ②误差=(可研预测值-实际值)/实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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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通道交通量分析表(标准中型车或小型车) 单位:辆/日

年份 时期
其他并行路

交通量

后评价项目

交通量
通道交通量

后评价项目

交通量增长率

通道交通量

增长率

后评价项目交通量占

通道交通量比例

修建前年份 修建前

建设期年份 建设期

运营期年份 到目前运营期

运营期年份 预测期

二 、高速公路建设项目交通安全系统

公路交通的安全问题一直为世人所关注 。从交

通安全系统工程来看 ,除了车辆的状况和驾驶员的

素质以及交通安全管理等因素之外 ,通行条件即公

路的状况也是影响交通安全的因素;而公路状况首

先取决于公路建设。因此 ,公路建设在重视技术经

济指标和工程质量的同时 ,其建设全过程的安全符

合性也应受到足够重视。根据高速公路投资全过

程 ,加强交通安全审计 ,无疑对提高高速公路的安全

性具有积极意义 。

高速公路交通安全审计是对处于规划 、工可 、设

计 、施工 、运营的高速公路及交通工程和与高速公路

使用者有关的任何工程项目的一个正式审查 ,以评

价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的潜在危险性及安全性

能 ,它通常由一个或一组独立的 、有资格的检查者来

进行 。从定义中可看出 ,高速公路交通安全审计所

具有的特征为:它是一个正式的检查而不是一个非

正式的检查;是一个独立的不受业主或设计单位影

响的过程;由具有丰富经验和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执

行 ,且仅限于安全问题。高速公路交通安全审计的

目的是使高速公路或高速公路网的交通事故的危险

性及严重性降到最低;使得运营后补救工作量降到

最低;降低整个工程的成本费用;增强人们在高速公

路规划 、工可 、设计 、施工及养护方面的安全设计实

践意识。

根据投资全过程 ,高速公路交通安全审计可用

于以下五个阶段中的任何一个或全部五个阶段 ,即

规划 、预工可 、工可阶段 、初步设计阶段 、详细设计及

施工图设计阶段 、施工 、竣工阶段及运营阶段 。每一

阶段的安全审计内容可通过安全审计清单列出 ,根

据清单所列内容进行相应交通安全分析 。

三 、高速公路交通工程设施系统

高速公路交通工程设施系统是高速公路主体工

程的重要组成 ,但目前国内有关高速公路交通工程

设施系统设置标准和规模的规范和依据少之又少 ,

国家项目后评价编制办法中也未对高速公路交通工

程设施系统评价分析提出详细要求和规定 。随着中

国高速公路大规模建设和投入运营 ,总结 、研究和评

价分析高速公路交通工程设施系统 ,对合理利用投

资 ,达到设计目的 ,充分发挥高速公路整体效益越来

越显示出其重要意义。

高速公路交通工程设施系统评价分析可从路

网 、管理体制 、收费系统 、监控救援系统 、通信系统 、

安全设施系统 、服务区及养护工区 、供配电照明系

统 、防雷接地系统 、环境保护 、高速公路沿线产业带

发展 、系统分析方案的综合评价等方面来进行。

现代化高速公路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具有科学

先进的交通工程设施系统 ,它是保证高速公路快速 、

高效 、安全 、经济 、环保运营的重要手段 ,而高速公路

交通工程设施系统评价分析是高速公路建设和运营

的重要工作 ,通过系统 、全面的交通工程设施系统评

价分析研究 ,可以指导各条高速公路主体工程和交

通工程的设计 、施工 ,为提高高速公路的管理水平 、

运营效率及交通安全 ,节约投资 ,充分发挥高速公路

的优势打下良好基础。

四 、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可持续发展

要全面评价公路建设项目不应单纯从项目目标

持续性方面评价 ,而应该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全面

评价公路建设项目的可持续性 ,并且定量化 。根据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 ,结合公路交通行业的特征 ,

可以认为公路建设项目可持续发展是指公路交通在

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其提出适应并适度超前要求的

基础上 ,既能满足公路交通内部和综合运输体系的

协调发展 ,又能使其与社会 、经济 、环境 、资源等保持

长期动态协调发展 ,最终保证公路交通持久的发展

能力和永续的发展状态 ,满足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对处于一定时空位置的公

路建设项目而言 ,其发展状态既是过去该系统运行

的一个结果 ,又是其未来发展的起点和基础 。公路

建设项目可持续发展评价就是要通过对公路建设项

目的系统结构和效率分析 、社会经济适应性分析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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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影响分析 、资源利用状况分析等 ,找出系统发展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 、面临的危机或机遇 ,从而帮助决策

者采取相应措施 ,以保证区域公路交通能长期 、和谐

地发展 ,并能产生尽可能大的效益 。

建立公路建设项目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是

将公路建设项目可持续发展从定性分析阶段向定量

分析阶段转变的必要手段。为了科学全面地对高速

公路建设项目可持续发展做出评价 ,结合对公路建设

项目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及研究现状和已有研究成果 ,

征询专家意见 ,提出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可持续发展评

价指标体系如表 3所示。根据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可

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该指标体系共分为四

个层次 ,即总评价指数(综合评价指数)、一级评价指

数(大类评价指数)、二级评价指数(中类评价指数)、

三级评价指数(单项评价指数)。具体来说 ,高速公路

建设项目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由 4个大类指标 、

18个中类指标和若干个单项指标组成 。单项指标的

确定可结合具体项目实际情况进行确定。

　　随着人们对评价工作重要性认识的不断加深 ,

表 3　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综合评价指标 大类评价指标 中类评价指标 单项评价指标

高速公路

建设项目

可持续发展

综合评价

社会经济

可持续发展

评价指标

环境资源

可持续发展

评价指标

建设项目运营

可持续发展

评价指标

管理体制与

政策可持续

发展评价指标

促进社会发展程度评价指标

促进经济发展程度评价指标

促进政治稳定程度评价指标

提高公路部门素质

程度评价指标

污染控制评价指标

自然资源的利用

保护评价指标

对生态平衡的影响评价指标

环境管理评价指标

公路主体工程与交通安全

设施评价指标

通信系统工程评价指标

监控系统工程评价指标

收费系统工程评价指标

其他系统工程评价指标

服务区及养护工区

系统工程评价指标

公路交通运输与其他运输方式

协调程度评价指标

“软件”管理与政策评价指标

“硬件”管理与政策评价指标

工程造价与财务管理

评价指标

评价方法有了较大的改进 ,出现了不少评价方法 ,诸

如综合评分 、专家讨论 、费用效益分析 、层次分析 、数

据包络分析 、模糊聚类 、模糊评判 、灰色统计 、灰色关

联分析 、模糊灰色物元决策等。这些方法在评价工

作中展示了各自的优点 ,同时也暴露出各自的弱点

和缺陷 。通过对比 、分析 、研究 ,发现现有的评价方

法其优缺点有互补性。结合有关研究成果 ,在此提

出一种较实用的评价方法即基于 DAGF 算法的综

合评价方法来对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可持续发展进行

评价分析
[ 1]
。DAGF 算法是将改进的 Delphi法 、层

次分析法 、灰色关联分析 、模糊评判综合集成而成

的 。DAGF 算法的理论基础是灰色理论 、模糊数学

和钱学森教授提出的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

法 。运用改进的 Delphi法匿名讨论及统计 ,结合具

体的研究项目 ,优化待评研究项目指标 ,拟定出具体

研究项目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建立评价指标递阶

层次结构;计算指标体系低层元素的组合权重;给出

评价指标评估值矩阵;运用灰色系统理论确定评估

灰类;计算灰色评估系数 ,得出灰色评估权向量和权

矩阵;取得专家评判数据 ,依据模糊数学理论形成评

判矩阵;进行模糊运算 ,得出综合评价结果 。

五 、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景观

随着公路建设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不

断提高 ,人们对公路设施的服务质量要求越来越高。

体现公路设施服务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公路景

观 ,对提升一条公路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乃至相关

区域的吸引力和经济增长 ,具有重要作用 。人们进

行交通活动时 ,除要求各种交通设施保证人或物完

成空间位移的功能外 ,还要求提供舒适的乘坐条件

和良好的道路环境 。因此 ,作为交通载体之一的公

路设施应将功能 、技术 、经济和美观融为一体。功能

是目的 ,技术是条件 ,经济是约束 ,而美观是我们追

求的境界 ,美的境界的创造是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

精神生活。从审美角度看 ,公路建设首先要适应自

然地貌 ,其次应满足人们的审美情趣和舒适的生理

需求。第三应为公路使用者提供休息 、观赏 、食宿 、

加油 、维修等设施 ,并且使这些设施与周围环境相协

调 。一个地区的吸引力和它的经济增长 ,在很大程

度上是人们从道路上看到什么的问题 。

公路的兴建 ,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然而 ,修

建公路将占用土地 、破坏植被 、影响自然地貌 、原始

景观 、城市空间格局 、文化史脉以及区域内文物 、遗

迹 、自然水系等 ,同时路体本身也分割所在地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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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生存的空间 ,影响种群繁衍及动 、植物的多样性

等等 。这一切将给公路通过区域的生态环境 、景观

资源 、视觉环境等造成很大影响 。公路景观不同于

单纯的造型艺术 、观赏景观 ,为满足运输功能 ,有其

自身的形态功能和组成结构 ,同时公路景观还包括

一定的社会 、文化 、地域等涵义。因此 ,公路景观既

具有功能性 、实用性 ,又具有艺术观赏性 ,同时还对

生态环境产生影响。那么 ,公路景观评价分析应从

那些方面着手呢 ?刘滨谊在《现代景观规划设计》一

书中提出了构成景观的三大元素:1)视觉景观形象;

2)环境生态绿化;3)大众行为心理 。视觉景观形象

主要从人类视觉形象感受出发 ,根据美学规律 ,利用

空间实体景观 ,研究如何创造赏心悦目的环境形象;

环境生态绿化主要从人类的心理感受出发 ,根据自

然界生物学原理 ,利用阳光 、气候 、动植物 、土壤 、水

体等自然和人工材料 ,研究如何创造令人舒适的良

好的物理环境;大众行为心理主要从人类的心理精

神感觉需求出发 ,根据人类在环境中的行为心理乃

至精神活动的规律 ,利用心理 、文化的引导 ,研究如

何创造使人赏心悦目 、浮想联翩 、积极上进的精神环

境。公路的视觉景观形象 、公路的环境生态绿化 、公

路使用上的大众行为心理 ,这三大方面构成了公路

景观的三元。

公路的视觉景观形象 、公路的环境生态绿化 、公

路使用上的大众行为心理是我们进行公路景观评价

分析的依据 ,公路的视觉景观形象与美学有关 ,环境

生态绿化与环境有关 ,大众行为心理与功能有关 。

这三方面对于人们公路景观环境所起的作用是相辅

相成 、密不可分的。通过以视觉为主的感受通道 ,借

助于物化了的公路景观形态 ,在人们的行为心理上

引起反应 。因此 ,对于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的景观分

析评价就需要从美学 、环境 、功能三个方面来加以评

价分析。评价分析内容就是对公路用地范围内及用

地范围外一定宽度和带状走廊里的自然景观与人文

景观在美学 、环境 、功能意义上的影响与作用进行评

价与分析 。一方面 ,要解决公路线形协调及线形对

景观的影响等公路“自身”的问题;另一方面 ,要探讨

公路如何与周围环境协调等公路“背景”的问题 。

具体来说 ,高速公路景观美学评价分析可从公

路绿化的视觉效果 、公路小品 、公路附属工程 、交通

工程设施 、路面铺砌等方面来进行评价分析;高速公

路景观环境评价分析可从公路对地形地貌的影响 、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对沿线城镇空间布局的影响等

方面来进行评价分析;高速公路景观功能评价分析

可从区域人流物流改善度 、绿化功能 、交通工程设施

及服务设施功能等方面来进行评价分析[ 2] 。通过以

上内容的评价分析 ,可以使公路建设决策者 、建设

者 、运营管理者对公路景观有一个全面认识 ,从而为

更好地建设公路 、经营公路打下一个良好基础。

六 、结　语

在中国公路建设项目管理领域 ,公路建设项目

后评价还是新鲜事物 ,有效的 、适合中国公路建设项

目特点的后评价内容 、指标和方法体系还需进一步

完善。本文在中国《公路建设项目后评价报告编制

办法》规定要求及一些高速公路后评价研究的基础

上 ,从完善公路建设项目后评价内容 、指标和方法的

角度出发 ,对现状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后评价存在的

若干问题 ,即交通流量预测 、交通安全评价 、交通工

程设施系统评价 、可持续发展评价 、景观评价等进行

了分析 ,旨在促进公路建设项目管理的科学化 、规范

化 ,进一步推动中国公路建设项目及公路网的可持

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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