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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公路交通对旅游发展的适应性评价研究 

徐  明 1  袁  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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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河南省旅游发展现状和公路交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从旅游公路路网、沿线旅游服务设施、运输服务水平三个方面对公路

交通服务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适应性进行评价，提出目前河南省交旅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为河南省旅游公路发展提供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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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交通运输是旅游业发展

的基础支撑和先决条件。加快推进旅游公路建设，是激活交通运输、

文化和旅游等领域发展新动能的重要途径，对于扩大内需、服务消

费升级、促进交通运输和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1 旅游发展现状 

河南省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旅游资源富集，是中华民族和华

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也是全国唯一兼具长城、大运河、长征、黄

河四大国家文化公园的省份。全省共有 A 级及以上各类旅游景区

686 家，其中 5A 级 20 家，4A 级 215 家，3A 级 353 家，2A 级 97

家，A 级 1 家。近年来，河南省以打造“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文

旅品牌和中华文化传承创新中心、世界文化旅游胜地为目标，大力

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文旅文创融合不断释

放新活力。2023 年，河南全省接待游客 9.95 亿人次，排名全国第

三，全年旅游总收入为 9645.6 亿元，排名全国第五。 

2 公路交通发展现状 

河南区位优越、交通发达，素有“九州腹地、十省通衢”之称，

是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的重要交通枢纽。近年来，河南省大力实施

高速公路“13445”工程、普通干线公路“畅通畅联”工程、农村

公路“提档提质”工程，实现了公路交通与经济社会发展从“基本

适应”向“总体满足”的迈进。截至 2023 年底，全省公路通车里

程 281101.3 公里，路网密度 168 公里/百平方公里。其中：高速公

路 8320.8 公里，普通国省道 31034.7 公里，农村公路 241745.8 公里。 

3 公路交通对旅游发展适应性评价 

旅游公路是在满足交通功能的基础上，连接景区、景点或其他

优质旅游资源，能够有效满足旅游出行需求，且自身品质优良、设

施完备、景观优美、服务优质的公路，是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升级，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载体。从旅游

公路的功能定位出发，公路交通对旅游发展的适应性评价应主要从

路网连通、沿线服务设施和运输服务水平三方面进行。 

3.1 路网连通适应性评价 

路网连通评价指标主要包括连通能级、路况水平和通畅水平。 

①连通能级 

根据河南省旅游公路发展现状，全省 5A 级景区实现高速公路

全覆盖，4A 级及以上景区通达高速公路比例为 90%，3A 级及以上

景区通达三级及以上公路等级比例达到 96%，所有 A 级及以上景区

实现等级公路连通。 

②路况水平 

依据《公路技术状况评定标准（JTG 5210—2018）》的有关要

求，公路技术状况各分项指标分为优、良、中、次、差五个评定等

级。根据路况检测结果，全省景区连通公路中，优等路里程占比为

44.1%，良等路里程占比为 30.9%，中登路里程占比为 14.2%，次等

路里程占比为 5.6%，差等路里程占比为 5.2%。 

③通畅水平 

道路饱和度是反映道路服务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根据公路通

行能力手册，根据饱和度将公路服务水平分为四个等级，V/C≤0.6

为一级，道路交通顺畅，服务水平好；0.6<V/C≤0.8 为二级，道路

稍有拥堵，服务水平较高；0.8<V/C≤1.0 为三级，道路拥堵，服务

水平较差；V/C＞1.0 为四级，道路严重拥堵，服务水平极差。根据

交通量观测站数据，全省景区连通的干线公路中，服务水平一级占

比 55.3%，二级占比 9.3%，三级占比 9.3%，四级占比 26.0%。 

3.2 沿线服务设施适应性评价 

旅游服务设施是推动旅游公路向公路旅游转变的关键因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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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旅客舒适度体验具有重要意义，主要包括游客驿站、观景台、

自驾游营地、慢行绿道等。2022 年，河南省政府印发《河南省旅游

公路网规划（2022—2030 年）》，规划布局旅游公路支线 5500 公里，

联络线 6100 公里，并提出拓展旅游服务设施功能，规划打造游客

驿站 475 个，平均间距约 24 公里/个；观景台 242 个，平均间距约

48 公里/个；自驾游营地 47 个，平均间距约 247 公里/个；慢行绿道

173 条，平均间距约 67 公里/条。 

3.3 运输服务水平适应性评价 

近年来，河南省城乡客运快速发展，在实现 100%的乡镇和建

制村通客车的基础上，农村客运班线公交化运营比例已达到 58%。

同时，积极推进定制客运发展，2024 年重点旅游景区将实现全覆盖，

定制客运线路数量占客运班线线路数量比例要达到 10%以上，探索

开行“黄河古都、太行云天、生态伏牛、红色大别”旅游客运线路，

新增具备旅游客运集散功能客运站 50 家以上，旅游线路新增 30%

以上。 

4 存在问题 

1.部分景区连通公路服务水平不高。全省还有 22 个 3A 级景区

连通公路技术等级为四级以下，通行条件有待提高；景区连通公路

里程中约有 10.8%为次差路，路况条件急需改善；景区连通干线公

路中约有 26%服务水平为四级，道路容易发生拥堵，需要结合实际

进行改造。 

2.旅游设施服务功能不完善。虽然近年来河南省打造了部分游

客驿站、自驾游营地等旅游服务设施，但是服务功能不完善，新能

源充电、游客个性化服务等设施较为缺乏。同时，服务设施建设与

沿线景观缺乏融合，精品化设计不足。 

3.旅游客运产品较为单一。目前的旅游客运产品仍停留在传统

的把旅客送达的基础上，与景区合作开发不足，缺乏一站式运游融

合服务，面临老年人游客增多的适老化服务水平较低，信息化引导

仍有待加强。 

5 河南省旅游公路发展建议 

1.强化旅游公路主体设施建设。根据旅游景区交通流量、沿线

地理条件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地制宜选用合理技术等

级，对 3A 级景区原则上按照三级及以上技术标准或者双车道四级

公路标准建设，对景区连通公路中的次差路段采取路面改造或者修

复性养护措施，对道路拥挤路段根据当地经济条件适时推动道路升

级改造，切实改善景区连通道路通行条件。 

2.拓展旅游服务设施功能。有效利用农村客货场站、养护场站

以及公路沿线闲置土地资源，完善游客驿站、客运停靠站点、停车

区、充电桩、观景台等设施，鼓励支持市场经营主体参与拓展开发

停车、购物、休闲、观光、旅游咨询等服务。 

3.丰富旅游出行服务产品。引导道路客运经营者，加强与旅行

社、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酒店等企业的合作，推广开发“车票

+门票”“车票+门票+酒店”等一站式运游融合服务产品，针对自由

行、家庭游、团队游等，积极开发更具特色、一站式、定制化的运

游融合服务产品，为群众旅游提供多样化的出行服务。支持道路客

运、城市公共交通企业开设到老君山、云台山等重点旅游景区直通

车和大别山、红旗渠等红色旅游主题的客运线路，提高车辆舒适度，

提供随车讲解等配套服务，提升游客体验。 

4.提升智慧出行体验。树立“互联网”思维，结合交通统计数

据、旅游统计数据，建立交通出行、游客接待、景区服务、酒店住

宿、停车充电等多元化信息发布渠道提供景区门票、酒店住宿、交

通出行等预订服务。依托地方旅游服务系统，推动打造集旅游、交

通、气象等服务于一体的游客服务平台，丰富旅游交通信息，提升

信息出行体验。 

6 结语 

面对我国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形势，推进交旅融合、提升旅游服

务供给是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推动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是激

活交通运输、文化和旅游等领域新动能的重要途径，需要加快旅游

公路建设，提升公路旅游服务功能，塑造旅游公路品牌，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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