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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一、规划背景  

农村公路是服务“三农”的公益性基础设施，是打赢脱

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是我国公路网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交通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村公路工作，

多次对“四好农村路”建设作出重要部署。 

2021年，交通运输部印发《农村公路中长期发展纲要》，

提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四好农村路”

建设等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综

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部署要求。提出到 2035 年，运输

服务总体实现“人便于行”“货畅其流”，基本实现城乡公路

交通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村公路对乡村振兴的服务保障和先

行引领作用更加充分。同年，浙江省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印

发《浙江省四好农村路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到 2035

年，基本建成与现代信息化技术相融合、与生态环境和乡村

文化相协调的农村公路交通运输体系，与国省干线公路同步

基本实现现代化。 

随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国家公

路网规划》和浙江省交通运输厅、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联合印发的《浙江省高速公路网布局规划（2021-2035年）》、

《浙江省普通省道公路网布局规划（2021-2035 年）》的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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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和线位调整工作的开展，《温州市县道公路网规划

（2021-2035年）》编制趋于完成，随着国道、省道、县道的

调整，瓯海区农村公路网络形态发生了显著变化，迫切需要

对乡村道公路网进行调整和优化，实现与上层路网的有效衔

接。为认真落实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印发的《浙江省农村公路

网布局规划编制指导意见》，开展瓯海区乡、村道公路网规

划的编制工作，以科学指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阶段农村公路建设与发展，服务支撑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和共同富裕示范区创建。 

二、规划依据 

本次乡、村道网调整规划的编制依据主要有以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2017 年修正）；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2011年）；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 

 《 公 路 路 线 标 识 规 则 和 国 道 编 号 》（ GB/T 

917-2017）； 

 《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方案》（2005 年）； 

 《公路网规划编制办法》（2010年修订）； 

 《公路工程名词术语》（1988年）； 

 《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办法》（2018 年）； 

 《浙江省公路路政管理条例》（2014 年修正）； 

 《温州市农村公路管理办法》（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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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2004年）； 

 《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2030年）》； 

 《浙江省省道干线公路网调整规划（2021-2035

年）》； 

 《温州市综合交通运输发展“十四五”规划》； 

 《瓯海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瓯海区县道公路网规划（2021-2035 年）》（报批

稿）； 

 《瓯海区综合交通运输发展“十四五”规划》； 

 其他相关资料。 

三、规划范围和期限 

（一）规划区范围 

本次规划为瓯海区行政辖区范围，包括 12 个街道、1 个

镇。 

（二）规划期限 

本次瓯海区乡、村道公路网规划的期限为 2024-2035年，

以 2023 年为基年，2035 年为目标年，2024-2030 年、

2031-2035 年分别为“近期”、“远期”两个阶段。 

四、规划思路 

瓯海乡、村道公路网规划编制的技术路线如图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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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瓯海区乡、村道公路网规划思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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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展基础 

一、自然条件 

（一）区位条件 

瓯海区处于温州市区的西南部，北靠鹿城区，东邻龙湾

区，南接瑞安市，西与青田县（属丽水市）接壤。区内交通

便利，104国道、温瑞大道、高桐公路贯通南北，瓯海大道、

温瞿公路横跨东西，金丽温、甬台温高速公路和温福、甬台

温、金丽温铁路交会其中，拥有温州南站。 

 

图 2.1 瓯海区地理位置图 

二、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一）经济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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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瓯海区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873.49

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 7.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7.27亿元，增长 4.5%；第二产业增加值 340.13亿元，增长

6.5%；第三产业增加值 526.09 亿元，增长 8.3%。三次产业

结构为 0.8∶38.9∶60.2。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 88009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 12489 美元），增长 6.5%。 

 

图 2.2 瓯海区历年地区生产总值变化图 

表 2.1 瓯海区历年经济发展状况表（单位：亿元） 

年份 
地区生产总

值 

第一产业增加

值 

第二产业增加

值 

第三产业增加

值 

2013 378.27 5.48 220.93 151.86 

2014 412.98 5.91 236.98 170.09 

2015 450.32 6.02 248.54 195.76 

2016 487.01 6.79 257.17 223.05 

2017 531.91 6.4 264.49 261.02 

2018 584.91 6.4 282.97 295.54 

2019 661.12 6.62 278.06 376.44 

2020 701.24 6.66 286.26 4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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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770.38 6.94 324.16 439.27 

2022 804.87 7.27 325.64 471.96 

2023 873.49 7.27 340.13 526.09 

产业结构逐步实现调整升级，三次产业结构由 2020 年

的 0.9∶40.8∶58.2 调整为 2023年的 0.8∶38.9∶60.2。 

 

图 2.3 瓯海区历年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图 

 

图 2.4 瓯海区历年三次产业结构比例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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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发展 

2023年末瓯海区常住人口为 100.16 万人，与 2022年末

常住人口 98.3万人相比，增加 1.86 万人，提前实现瓯海区

“十四五”百万常住人口的目标。2023 年末全区常住人口中，

城镇人口为 85.05 万人，农村人口为 15.11万人。城镇人口

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84.9%，与 2022年相比上升 0.7个百分点。 

 

图 2.5 瓯海区历年人口变化图 

表 2.2 瓯海区历年人口变化表 

年份 人口（万人） 

2015 92.97 

2016 94.71 

2017 94.50 

2018 94.31 

2019 95.37 

2020 96.32 

2021 97.82 

2022 9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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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100.16 

（三）产业发展 

瓯海区当前以数字经济为引领，坚持走特色产业发展道

路，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加快发展

标志性产业链群，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都市经济发展

水平，打造民营经济新高地。 

构建千亿级先进智造产业集群。聚焦服装、鞋革、汽摩

配、电气机械、眼镜、智能锁、包装、食品加工等八大传统

优势产业，主抓产业数字化、产业链现代化、企业培养、产

业转型、品牌建设，全面提升产业硬实力，打造浙江领先的

先进智造产业集群。 

融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聚焦科技服务、信息服务、商

务会展、现代金融、智慧物流五大生产性服务业，以融合化、

高端化、专业化为导向，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打

造生产性服务业标杆城区。 

强化农业转型升级。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

优化现代农业发展空间与产业布局，构建“两带三区多群组”

发展格局。 

提高建筑业信息化水平。广泛实施新型建筑工业化，推

广应用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大力推行全装修成品交房，鼓

励新建住宅采用标准化、集成化、模块化的装配化装修。谋

划建设建筑业工业化信息化综合体，建立建筑业培训基地，

培养一批高级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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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综合交通运输发展现状 

近年来,瓯海区坚持“大干交通、干大交通”，着力构建

外快内畅、互联互通、绿色智能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加快

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夯实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基础。构建快速

通达的对外交通网，紧扣轨道上的长三角大交通机遇，加快

向南一体化发展、向西拓展新空间。 

（一）综合交通运输发展情况 

1、铁路 

 

图 2.6 瓯海区铁路现状图 

金丽温铁路 2015 年底建成通车，构筑了温州西向快速

通道通道，形成了温州至金华、杭州、上海的新快速通道，

以及温州至江西、湖南、西南地区的快速通道。同时，随着

市域铁路 S1 线动车南站站、温州南公交枢纽站建成运营，

实现高铁、城市轨道交通、城市公交无缝衔接，温州西（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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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温州南站）综合交通枢纽功能进一步提升，对区域的带动

作用进一步加大。甬台温铁路、温福铁路和金温铁路于温州

南站交汇接轨。 

2、公路 

截止 2023 年底，瓯海区公路总里程达到 712.95 公里。

其中，从行政等级来看，国道 38.6 公里，省道 23.9 公里，

县道 213.6 公里，乡道 82.4 公里，村道 354.4 公里。 

从技术等级来看，高速公路里程达到 50.3 公里，一级公

路 37.3 公里，二级公路 56.2 公里，三级公路 30.8 公里，四

级公路 540.4 公里。 

S10 纵贯瓯海区中部，连接鹿城和瑞安，G1513 中东部

横向通道，连接鹿城区和 G15，G15 纵贯瓯海区东部，连接

龙湾和瑞安，S40 始于沈海高速，连接龙湾区，在瓯海区内

只经过茶山街道，这些高等级公路网络均位于中东部，相对

成熟、完善，而对瓯海西部的带动作用不足，服务能力有限。 

表 2.3 瓯海区主要公路现状 

编号 名称 里程 级别 

G15 沈海高速 12.68 高速 

G1513 温丽高速 13.69 高速 

G104 京岚线 12.22 一级 

S10 温州绕城高速 16.26 高速 

S40 金丽温东延线 7.68 高速 

X104 瓯娄线 3.287 二级 

X136 六分线 10.523 一级 

X201 南塘大道 4.214 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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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03 梧慈线 9.701 四级 

X204 南大线 23.663 二级、三级、四级 

X205 温源线 32.914 一级、二级、四级 

X206 高桐线 13.581 四级 

X207 桐新线 9.824 四级 

X208 石林环线 25.572 三级、四级 

X209 瓯海大道 24.08 一级、二级 

X271 瓯湖线 27.314 四级 

X272 十状线 2.278 一级 

X273 双南线 6.551 二级 

X275 桐浦线 2.652 二级 

X276 瞿高公路 7.754 四级 

X301 下沈线 9.721 二级 

Y209 塘任线 2.261 四级 

Y210 潘陈线 1.402 三级 

Y211 巨任线 3.988 四级 

Y212 巨雄线 3.991 三级 

Y213 任潘线 1.548 三级、四级 

Y216 陈北线 16.811 四级 

Y217 唐金线 4.649 四级 

Y218 龙西线 5.301 四级 

Y219 环库公路 5.13 三级 

Y220 林五线 10.563 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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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瓯海区公路网现状图 

（二）公路网现状 

截至 2023 年底，瓯海区公路总里程达到 712.95 公里，

国道里程达到 38.592 公里，省道里程达到 23.935 公里，农

村公路（县道、乡道、村道）里程达到 650.423 公里，分别

占公路总里程的 5.41%，3.36%和 91.23%。其中，县道里程

达到 213.629 公里，乡道里程达到 82.417 公里，村道里程达

到 354.377 公里。公路网密度达到 152.99 公里/百平方公里。 

表 2.4 瓯海区公路里程一览表 

行政

等级 

公路总里

程（公里） 

等级公路（公里） 

合计 高速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准四

级 

合计 713.0 713.0 50.3 37.3 54.2 30.8 540.4 - 

国道 38.6 38.6 26.3 12.2 - - - - 

省道 23.9 23.9 23.9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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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道 213.6 213.6 - 25.1 52.9 11.6 124.0 - 

乡道 82.4 82.4 - - - 14.4 68.0 - 

专用

公路 
- - - - - - - - 

村道 354.4 354.4 - - 1.3 4.8 348.3 - 

表 2.5 瓯海区与温州市公路行政等级对照表 

 
瓯海 温州 

里程（公里） 占比 里程（公里） 占比 

国道 38.592 5.41% 979.896 6.27% 

省道 23.935 3.36% 1029.361 6.58% 

县道 213.629 29.96% 3374.596 21.59% 

乡道 82.417 11.56% 1392.555 8.91% 

专用公路 - - 43.471 0.28% 

村道 354.377 49.71% 8813.461 56.38% 

合计 712.95 - 15633.34 - 

 

 

图 2.8 瓯海区公路网行政等级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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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温州市公路网行政等级结构图 

由以上图表可以看出，瓯海区国道所占比重比温州市平

均水平低 0.85 个百分点，省道所占比重比温州市平均水平低

3.23 个百分点，县道所占比重比温州市平均水平高 8.38 个百

分点，乡道所占比重比温州市平均水平高 2.65 个百分点，村

道所占比重比温州市平均水平低 6.67 个百分点。 

四、乡、村道公路网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瓯海乡、村道公路发展现状 

截止 2023 年底，瓯海区乡、村道里程分别为 82.42 公里

和 354.38 公里，分别占公路总里程的 11.56%和 49.71%，与

其他县（市、区）相比，瓯海区乡道里程占公路总里程比例

位于全市 3 位，村道占比位于全市第 9 位。在乡道公路中，

瓯海区三级及以上里程占比 17.5%，位列全市第 4 位；在村

道公路中，瓯海区三级及以上里程占比 1.7%，位列全市第 7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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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2023 年温州市乡、村道公路里程明细表（单位：公里） 

行政区

划名称 

公路总里

程 

乡道里

程 

乡道三级及

以上里程 

村道里

程 

村道三级及

以上里程 

温州市 15633.34 1392.56 243.50 8813.46 348.03 

鹿城区 318.61 31.29 1.5 157.54 0.19 

龙湾区 275.63 73.42 32.38 80.85 8.74 

瓯海区 714.80 82.42 27.57 355.38 7.89 

洞头区 248.57 32.40 10.09 39.35 0.95 

永嘉县 3001.61 191.48 4.82 1957.52 14.43 

平阳县 1755.09 142.23 11.64 1114.14 38.94 

苍南县 1618.39 149.65 66.87 835.05 7.01 

文成县 1745.10 135.78 20.41 912.70 14.11 

泰顺县 2356.31 272.43 30.54 1318.74 7.68 

瑞安市 1947.54 124.81 13.17 1215.77 217.6 

乐清市 1411.88 150.56 8.6 693.95 37.81 

龙港市 239.82 6.09 3.26 132.48 8.28 

 

 

图 2.10 2023年各县市区乡、村道里程占公路总里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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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2023年各县市区乡、村道三级及以上里程占比 

从路网密度来看，2023 年瓯海区乡、村道路网密度分别

为 17.69 公里/百平方公里和 76.26 公里/百平方公里，分别居

全市第 3 位和第 4 位，均高于温州市平均水平。 

图 2.12 2023年各县市区乡、村道路网密度 

从人口密度来看，2023 年瓯海区乡、村道路网密度分别

为 1.74 公里/万人和 7.51 公里/万人，分别居全市第 6 位和第



 

18 

 

8 位，乡道人口密度高于温州市平均水平，村道人口密度低

于温州市平均水平。 

 

图 2.12 2023年各县市区乡、村道路网人口密度 

从 2023 年瓯海区乡、村道网技术等级情况看，乡道三

级及以上里程为 14.45 公里，占乡道总里程比例为 17.53%，

乡道四级里程为 67.97 公里，占乡道总里程比例为 82.47%；

从村道的技术等级构成来看，以四级公路为主，其中村道三

级及以上里程为 6.03 公里，占村道总里程比例为 1.7%。 

表 2.7 2023 年瓯海区乡、村道技术等级结构（单位：公里） 

行政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准四级 合计 

乡道 - - 14.447 67.97 - 82.417 

村道 - 1.251 4.777 348.349 - 354.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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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乡道技术等级结构 图 2.14村道技术等级结构 

截止 2023 年底，瓯海区共有乡道 14 条，乡道总里程

82.417 公里，占公路总里程的 11.56%，乡道网密度 17.69 公

里/百平方公里。根据功能定位，乡道是指主要为乡（镇）内

部经济、文化、行政服务的公路，以及不属于县道以上公路

的乡与乡之间及乡与外部联络的公路，主要服务于乡镇内

部，体现以镇域中心为核心，与镇域内社区、村庄相联系的

道路。 

表 2.8 瓯海区现状乡道信息表 

序

号 

路线

编号 
路线名称 起终点 

现状里程

（公里） 
技术等级 

1 Y209 塘任线 塘下-任桥 2.261 四级 

2 Y210 潘陈线 潘桥-陈庄 1.402 三级 

3 Y211 巨任线 巨溪-任桥 3.988 四级 

4 Y212 巨雄线 巨溪-雄溪 3.991 三级 

5 Y213 任潘线 任桥-潘桥 1.548 
三级/四

级 

6 Y216 陈北线 上陈-北林垟 16.811 四级 

7 Y217 唐金线 唐宅-金岙 4.649 四级 

8 Y218 龙西线 龙宫-西岸 5.301 四级 

9 Y219 环库公路 西山-石桥 5.13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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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Y220 林五线 石坑-五凤垟 10.563 四级 

11 Y221 白巨线 白塔殿-巨溪 3.31 三级 

12 Y222 瓯湖线老线 雷峰-李降垟 1.607 四级 

13 Y223 穗新线 南大线-中北村桥南 8.737 四级 

14 Y301 仙河线 竹溪-仙岩秀垟水库 13.119 四级 

从瓯海区乡道车道数来看，乡道均为双车道，里程为

82.417 公里，占比 100%，四车道里程 0 公里，占比 0%。 

表 2.9 瓯海区乡道车道分类一览表 

类别 双车道 四车道 

乡道（公里） 82.417 0 

占比（%） 100% 0% 

从瓯海区乡道路面铺装材料来看，乡道以水泥混凝土路

面道路为主，里程达 63.952 公里，占比为 77.60%，沥青混

凝土路面道路里程为 18.465 公里，占比为 22.40%。 

表 2.10 瓯海区乡道路面铺装材料分类一览表 

类别 沥青混凝土 水泥混凝土 

乡道（公里） 18.465 63.952 

占比（%） 22.40% 77.60% 

截至 2023 年底，瓯海区共有村道 157 条，村道总里程

354.377 公里，占公路总里程的 49.71%，村道网密度 76.26

公里/百平方公里。 

从瓯海区村道车道数来看，村道四车道为 3.491 公里，

占比 0.99%，双车道里程为 350.886 公里，占比 99.01%。 

表 2.11 瓯海区村道车道分类一览表 

类别 双车道 四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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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道（公里） 3.491 350.886 

占比（%） 0.99% 99.01% 

从瓯海区村道路面铺装材料来看，村道以水泥混凝土路

面道路为主，里程达 330.189 公里，占比为 93.17%，沥青混

凝土路面道路里程为 24.188 公里，占比为 6.83%。 

表 2.12 瓯海区乡道路面铺装材料分类一览表 

类别 沥青混凝土 水泥混凝土 

村道（公里） 24.188 330.189 

占比（%） 6.83% 93.17% 

从瓯海区乡（镇）、建制村通达情况来看，乡（镇）通

达现状已通畅数量为 1个，建制村通达现状已通畅数量为 151

个。 

表 2.13 乡（镇）、建制村通达情况表 

类别 
通达现状 

已通畅 已通达、未通畅 未通达 

乡（镇） 1 - - 

建制村 151 - - 

从瓯海区通双车道来看，瓯海区共辖 151 个建制村，均

已通双车道。 

（二）存在主要问题 

通过对瓯海区公路网现状调研和分析，从总体上看，瓯

海区公路网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路网覆盖不完善 

瓯海区下设 46个社区，151个行政村，瓯海区近年来持

续聚焦产业升级，下好“一盘棋”，促进乡村产业连片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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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需要农村公路网络的有力支撑，现阶段瓯海区农村公路覆

盖不全面，存在节点通道不足、断头路等情况，节点与节点

之间未形成连接，难以满足乡镇居民出行需求，交通支撑农

村经济发展力度依然不够，无法促进产业崛起以及赋能城乡

融合。 

2、城乡发展不协调 

瓯海区东部及中部区域大多为市政道路，农村公路大多

集中于泽雅镇等西部地区，小部分位于丽岙、仙岩等地区，

总体分布不均匀。以泽雅镇为代表的瓯海西部山区，生态环

境良好和文化底蕴深厚，但与中东部发展差距较大，区域发

展不协调，无法构建内畅外通、便捷高效的西部城乡交通系

统，西部交通区位较差，乡村资源“变现”能力较差。 

3、农村公路服务水平较低 

瓯海西部地区拥有多个特色精品村、民俗文化村、风景

旅游村等节点，各节点间连通道路等级较低。农村经济充分

发展，对客货运需求较大，既有的公路仍存在技术等级不高、

规模不足、交通运行混乱的问题，造成了公路的服务水平不

高，对农村经济发展支撑不足，不利于发展全域旅游，无法

支撑瓯海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 

4、公路街道化现象较普遍 

瓯海区作为温州市四大主城区之一，在城市框架不断拉

大的背景下，公路街道化、市政化现象较为突出，过境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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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镇交通相互干扰，导致境内主要公路的服务水平偏低、

无法较好的发挥其通达功能。路网中较多的公路为混合交

通，汽车与三轮车等其他方式混行，相互干扰，既造成交通

安全隐患，也对主干公路的功能发挥造成重大影响，随着城

市化的发展，部分公路的功能也从公路逐渐向市政交通转

变，导致城市交通与过境交通，大货车与私家小汽车混行严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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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展形势与需求 

二十大报告指出，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

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农村公路建设

是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

的重要途径。 

1、新时代交通强国战略对农村公路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交通强国建设纲要》，

提出到 2035 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基本形成“全国 123

出行交通圈”和“全球 123 快货物流圈”，全力打造人民满

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的交通强国。《纲要》指出要形成

广覆盖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网，全面推进“四好农村路”建

设，加快实施通村组硬化路建设，建立规范化可持续管护机

制，促进交通建设与农村地区资源开发、产业发展有机融合，

加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与旅游资源富集区交通建设，大力推

进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垦区林区交

通发展，实现以交通便利带动脱贫减贫，深度贫困地区交通

建设项目尽量向进村入户倾斜。推动资源丰富和人口相对密

集贫困地区开发性铁路建设，在有条件的地区推进具备旅

游、农业作业、应急救援等功能的通用机场建设，加强农村

邮政等基础设施建设。 

交通运输作为国民经济中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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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要的服务性行业，是引导产业发展，带动经济社会进步

的重要引擎，是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平衡发展的重要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今后仍将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发

展、服务水平提升和转型发展的黄金时期，瓯海区应紧紧抓

住新时代交通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加快推进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尤其是农村公路的建设，为旅游资源开发、生态农业

转型和国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综合立体交通网构建需要农村公路支撑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发

展纲要》，提出加快推动乡村交通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全面

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实现城乡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规

划、建设、管护。畅通城乡交通运输连接，推进县乡村（户）

道路连通、城乡客运一体化，解决好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

问题，提高城乡交通运输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巩固拓展交

通运输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2021年交通运输

部印发《农村公路中长期发展纲要》，提出：到 2035 年形成

“规模结构合理、设施品质优良、治理规范有效、运输服务

优质”的农村公路交通运输体系，“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

展格局基本形成，农村公路网络化水平显著提高，基本实现

乡镇通三级路，建制村通等级路，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组）

通硬化路，总体满足交通强国建设和农业农村现代化需求。 

瓯海区西部交通方式相对单一，农村公路在瓯海西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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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加快推进农村公路建设，进

一步完善农村公路网络，打造功能清晰、层次分明、互联互

通的农村公路体系，对支撑瓯海区综合立体交通网构建具有

重要的意义。 

3、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公路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2018年 9月，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2021 年 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意见提出进一步加

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村公路着力进村覆盖、往

户延伸，实施农村道路畅通工程，有序实施较大人口规模自

然村（组）通硬化路，加强农村资源路、产业路、旅游路和

村内主干道建设，推进农村公路建设项目更多乡进村入户倾

斜，继续开展“四好农村路”示范创建。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

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重点难点在“三农”。农村公路是加快推进乡村

振兴，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设施，对全面实现乡

村振兴具有先导性、引领性的作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

农村公路的发展提出了更好的要求。 

4、共同富裕为农村公路发展提出了新的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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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

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提出到 2035 年，浙江省高

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就，基本实现共同富裕。浙江省印发《浙

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

年）》，提出率先形成省域一体化发展格局，加快高水平交通

强省建设，实现三级以上公路覆盖 90%的以上乡镇，争创“四

好农村路”全国示范省。温州市委、市政府印发《温州打造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市域样板行动方案

（2021-2025 年）》，提出实施“幸福通道”提速行动，实施

新一轮“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推进万人以上

的乡镇通二级公路，建制村通双车道公路，全面改善山区、

海岛、革命老区、民族地区等重点区域交通设施条件。 

加快推进农村公路发展，尤其是支撑县域经济发展的县

道、乡道网络，对推进瓯海经济社会发展，引领产业开发，

吸引人口集聚，推动生态保护，构建未来社区和未来乡村，

尽早实现共同富裕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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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规划思路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

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围绕“乡

村振兴”“交通强省”“共同富裕”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重

大战略部署，进一步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推进农村公路

与国土空间、旅游发展等规划有机衔接和融合发展，充分发

挥农村公路网覆盖范围广的优势，进一步畅通微循环，持续

提升农村公路服务能力，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提供坚实保障。 

二、基本原则 

1、布局合理 

按照区域和市域发展总体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和生态

功能区划分要求，与城镇化格局、城镇体系布局、资源分布

和产业布局相适应，统筹欠发达区域发展、应急救援等需要，

在上位路网规划的基础上，合理布局瓯海区乡、村道公路网。 

2、规模适当 

充分考虑市域内综合立体交通网总布局，科学把握未来

交通运输需求，合理确定农村公路网总体规模，匹配科学合

理的密度规模和网络化程度，实现路网供给能力与经济社会

发展和群众出行要求和需求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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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构优化 

加强整体路网结构顶层设计，合理确定乡、村道的功能

定位和规模，结构比例更加合理，农村公路骨干路网与基础

路网格局相协调，各网络层次之间相辅相成的稳定性更加可

靠，做到层次清晰、功能完备。 

4、衔接顺畅 

注重与其他运输方式的衔接，加强与国省干线公路网、

城市道路的对接，充分发挥综合交通网络整体效率。提高与

周边县路网的连通性，加强互联互通，拓展区域合作和发展

空间。 

三、规划目标 

到 2035 年，基本形成规模结构合理、层次结构分明、

内外衔接高效、并适度超前的乡村道公路网空间布局，为服

务农村地区人民美好生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共同富

裕示范区先行标杆提供坚实保障。 

——路网结构加快优化。到 2035 年乡、村道总里程约

594 公里，县、乡、村道结构比例调整为 1:0.93：1.40，乡

道在公路网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各层级网络功能清晰。 

——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乡道双车道通行比例达 100%，

乡道三级及以上等级达 45%以上，村道双车道通行比例达

90%，泽雅片区成环联网，片区可达性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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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路网布局方案 

一、规划节点分析 

依据《国家公路网规划》、《浙江省普通省道公路网布局

规划（2021-2035年）》、《温州市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瓯

海区县道规划（2021-2035年）》等上位路网规划要求，充分

考虑瓯海区城镇布局和产业发展，合理确定瓯海区乡、村道

网络规模，采用节点重要度等方法，确定瓯海区乡、村道网

络布局方案： 

（一）确定路网节点 

根据乡、村道的定义、功能定位和拟连接节点分析，瓯

海区乡、村道公路网规划选取具有政治、经济意义的节点，

将节点分为 2类，分别为行政类、经济类。具体划分如下表

所示。 

表 5.1 瓯海区乡、村道路网节点情况 

节点类型 节点名称 
节点

数目 

行政类 行政村、社区 46个社区、151行政村 197 

经济类 旅游景区 

泽雅风景区、温州乐园、温州动物园、

三垟湿地、八仙岩风景区、仙岩风景

区、大罗山景区、瓯海吹台山生态农

庄 

8 

交通类 枢纽 温州南站、温州西站、高速枢纽（4） 6 

合计  211 

二、路网规模分析 

（一）公路网密度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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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网密度影响因素是多方面，主要由以下几种： 

1、人口密度及分布； 

2、自然环境及土地资源； 

3、各层次公路网的合理级配； 

4、经济发展水平及结构； 

5、交通运输需求； 

6、建设资金及国家政策等。 

（二）路网规模测算 

1、连通度法 

连通度法是将区域的土地面积、地理特征、城镇布局以

及地形特征与公路规模相联系，根据未来公路网布局模式来

确定路网规模，需要确定未来路网连通度 C。当其值为 1.0

时路网为树状结构，为 2.0 时为方格状，为 3.0 时呈方格+

对角线型；非直线系数ε是路网各节点间实际路线总里程与

直线总里程的比值。 

瓯海区地处浙江省东南部、温州市区的西南部，城市西

部以山区丘陵为主，东部以平原为主，本次路网布设主要集

中于城市西部，其公路网变形系数（ξ）取值大致为

1.30-1.40；规划远期 C参考取值 2.1-2.3；考虑干线公路连

接的最低等级节点为乡镇，并需要考虑重要的交通枢纽、经

济节点、旅游点等，瓯海区节点情况如下表所示；瓯海区国

土面积为 466km
2
。将相关参数代入公式中计算，可测算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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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特征年干线公路总里程： 

表 5.2  瓯海区节点统计 

 行政节点 经济节点 交通节点 总计 

瓯海区 197 8 6 211 

表 5.3  连通度法预测特征年干线公路网规模 

节点数 面积（km2） 变形系数ξ 连通度 规模（km） 

211 466 1.35 2.2 950 

2、国土系数法 

根据历史数据计算国土系数 K，分析国土系数与社会经

济指标之间相关性，预测特征年国土系数，求得未来公路网

合理规模，从而得到特征年公路网合理密度。 

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计算得到的国土系数，经回归

分析得。 

表 5.4 国土系数法预测特征年公路网合理规模 

人均 GDP 

（万元/人） 

GDP 

（亿元） 

人口 

（万人） 

国土面

积（km2） 

公路网合理 

规模（公里） 

13.9 1450 104 466 910 

3、增长曲线法 

瓯海区公路网发展的过程中波动性比较大，主要原因在

于城市框架不断拉大，公路不断市政化。然而，从温州公路

网的角度而言，是整体向上增长的，瓯海区公路网的预测正

好可通过对温州公路网规模的预测，再通过比例分析，预测

特征年瓯海区公路网规模。 

根据温州的市近年来公路里程数据，建立对数函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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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指数函数模型，用以预测规划年的公路规模。 

建立的对数函数模型为： 

L=436128.54ln（x）-3303332.77，R2 = 0.95 

式中， L——公路里程，km 

      X——年份 

指数平滑法是根据本地区近年来的公路里程数据建立

指数平滑模型，用以预测规划期的公路建设规模。 

根据温州市公路里程历史数据，建立的指数平滑模型

为： 

L =11769e0.016（x-2000），R2=0.948 

式中， L——公路里程，km 

      X——年份 

利用增长曲线法，测算得到 2035 年温州市公路网规模

18500km，根据统计分析，特征年瓯海区公路网里程占温州

公路网里程 4.8%，故 2035 年瓯海区公路网里程约为 885km。 

4、综合分析 

根据《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2030 年）》、《浙江省省道

干线公路网调整规划（2021-2035年）》、《温州市县道公路网

规划（2021-2035 年）》（征求意见稿），到 2035 年瓯海境内

规划建成高速、普通国省道、县道的总里程约为 356km。 

综合考虑上述方法预测得出的公路网规模，推算瓯海

乡、村道合理规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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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2035年瓯海区乡、村道里程预测情况 

年份 乡、村道里程（km） 

2035 550-595 
  

三、布局方案 

布局规划后，规划乡道 32 条线路，总里程 237.054 公

里，增长 187.6%；规划村道 166条，总里程 357.047 公里，

增长 0.75%；其中，县道网规划中将既有县道共计约 74.7公

里调整或降级，通过本次路网规划建议将 2.13 公里调整为

国道、将 40.86公里调整为乡道、将 1.64公里调整为村道，

将 30.08 公里拟移交市政部门（X271 瓯湖线 2.1公里、X205

温源线 1.1公里、X209瓯海大道 1.4 公里、X206高桐线 6.3

公里、X207 桐新线 2.4 公里、X273 双南线 4.8 公里、X204

南大线 4.3、X136 六分线 2.8公里、X203梧慈线 3.1 公里、

X301下沈线 0.8公里、X205温源线 1.0公里）。 

（一）乡道布局方案 

瓯海区共规划布局乡道 32 条线路，总里程为 237.054

公里，利用原农村公路里程约 173.44 公里、既有道路（不

在公路库内）调入乡道里程 5.2公里、新建或提升乡道约 53.2

公里。规划到 2035 年，乡道里程增加 154.637 公里，三级

及以上里程占比达到 40%以上。 

乡道调增：共调增 212.8 公里，其中原县道调整为乡道

40.9公里，原村道提升为乡道 113.5 公里；利用既有道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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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路库内）5.2 公里，规划新建或提升里程 53.2 公里。 

乡道调减：共调减 63.4 公里，其中乡道调整国道 1.0

公里、调整为县道 48.9公里、调整为村道 2.4km、拟移交市

政管养部门 11.1公里。 

从瓯海区乡道数量来看，原有现状乡道 14 条，规划布

局乡道 32条，规划增加 18条。 

表 5.6 瓯海区乡道数量现状规划对比表 

类别 现状 规划 

乡道（条） 14 32 

从瓯海区乡道里程来看，现状乡道里程为 82.417公里，

规划布局乡道里程为 237.054公里，规划增加 154.637公里。 

表 5.7 瓯海区乡道里程现状规划对比表 

类别 现状 规划 

乡道（公里） 82.417 237.054 

从瓯海区乡道技术等级构成来看，现状乡道三级里程为

14.447 公里，占乡道总里程比例为 17.53%，现状乡道四级

里程为 67.97公里，占乡道总里程比例为 82.47%；规划乡道

二级里程为 11.873 公里，占乡道总里程比例为 5.01%，规划

乡道三级里程为 98.851 公里，占乡道总里程比例为 41.70%，

规划乡道四级里程为 126.331 公里，占乡道总里程比例为

53.29%。 

表 5.8 瓯海区乡道技术等级结构现状规划对比表 

类别 二级 三级 四级 合计 

现状乡道（公 - 14.447 67.97 8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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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占比（%） - 17.53% 82.47% 100% 

规划乡道（公

里） 
11.873 98.851 126.331 237.054 

占比（%） 5.01% 41.70% 53.29% 100% 
 

 

图 5.1 瓯海区乡道技术等级结构现状规划对比图 

从瓯海区各乡镇乡道规划布局来看，梧田街道规划布局

乡道 1条，里程 6.634公里；茶山街道规划布局乡道 3条，

里程 12.67 公里；娄桥街道规划布局乡道 2 条，里程 4.152

公里；瞿溪街道划布局乡道 2 条，里程 10.621 公里；潘桥

街道划布局乡道 2 条，里程 26.387 公里；丽岙街道划布局

乡道 4 条，里程 15.492 公里；仙岩街道划布局乡道 5 条，

里程 13.202 公里；郭溪街道划布局乡道 5 条，里程 27.254

公里；泽雅镇划布局乡道 13 条，里程 120.642公里。 

 

 



 

37 

 

表 5.9 瓯海区各乡镇乡道规划一览表 

序

号 
乡镇 

规划乡

道数量

（条） 

等级结构 
里程（公

里） 二级 三级 四级 

1 梧田街道 1 - - 6.634 6.634 

2 茶山街道 3 - 9.252 3.418 12.67 

3 娄桥街道 2 - 0.852 3.3 4.152 

4 瞿溪街道 2 - 0.629 9.992 10.621 

5 潘桥街道 2 - 14.378 12.009 26.387 

6 丽岙街道 4 - 8.638 6.854 15.492 

7 仙岩街道 5 - 2.791 10.411 13.202 

8 郭溪街道 5 - 16.602 10.652 27.254 

9 泽雅镇 13 11.873 45.709 63.061 120.642 

 

图 5.2 瓯海区各乡镇规划乡道占比图 

（二）村道布局方案 

瓯海区共规划布局村道 166 条线路，总里程约 357.047

公里，其中利用原农村公路里程约 212.7公里、既有道路（不

在公路库内）调入村道里程 35.0 公里、新建或提升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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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63公里。规划到 2035 年，村道里程增加 2.67 公里。 

村道调增：共调增 143.1 公里，其中县道调整为村道 1.6

公里、乡道调整为村道 2.4公里，既有道路（不在公路库内）

调入村道里程 35.0 公里、新建或提升里程 111.163 公里。 

村道调减：共调减 145.7 公里，其中村道调整为省道 0.5

公里、调整为县道 7.3公里、调整为乡道 113.5公里、拟移

交市政管养部门 24.4公里。 

从瓯海区村道数量来看，原有现状村道 157条，规划布

局村道 166条，规划增加 9条。 

表 5.10 瓯海区村道数量现状规划对比表 

类别 现状 规划 

村道（条） 157 166 

从瓯海区村道里程来看，现状村道里程为 354.377公里，

规划布局村道里程为 357.047公里，规划增加 2.67 公里。 

表 5.11 瓯海区村道里程现状规划对比表 

类别 现状 规划 

村道（公里） 354.377 357.047 

从瓯海区村道技术等级构成来看，现状村道二级里程为

1.251 公里，占村道总里程比例为 0.35%，现状村道三级里

程为 4.777 公里，占村道总里程比例为 1.35%，现状村道四

级里程为 348.349 公里，占村道总里程比例为 98.30%；规划

村道一级里程为 0.799 公里，占村道总里程比例为 0.22%，

规划村道二级里程为 0.422 公里，占村道总里程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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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规划村道三级里程为 23.63 公里，占村道总里程比

例为 6.62%，规划村道四级里程为 332.196 公里，占村道总

里程比例为 93.04%。 

表 5.12 瓯海区村道技术等级结构现状规划对比表 

类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合计 

现状村道

（公里） 
- 1.251 4.777 348.349 354.377 

占比（%） - 0.35% 1.35% 98.30% 100% 

规划村道

（公里） 
0.799 0.422 23.63 332.196 357.047 

占比（%） 0.22% 0.12% 6.62% 93.04% 100% 
 

 

图 5.3 瓯海区村道技术等级结构现状规划对比图 

从瓯海区各乡镇村道规划布局来看，梧田街道规划布局

村道 1条，里程 1.261公里；茶山街道规划布局村道 5条，

里程 19.004公里；南白象街道规划布局村道 1条，里程 0.678

公里；娄桥街道规划布局村道 2条，里程 3.712公里；瞿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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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规划布局村道 23 条，里程 34.882公里；潘桥街道规划

布局村道 12 条，里程 24.412 公里；丽岙街道规划布局村道

8 条，里程 19.036 公里；仙岩街道规划布局村道 13 条，里

程 25.825 公里；郭溪街道规划布局村道 21 条，里程 28.49

公里；泽雅镇规划布局村道 84条，里程 199.747公里。 

 

图 5.4 瓯海区各乡镇村道规划占比图 

表 5.13 瓯海区各乡镇村道规划一览表 

序

号 
乡镇 

规划村

道数量

（条） 

等级结构 
里程（公

里）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1 梧田街道 1 - - - 1.261 1.261 

2 茶山街道 5 - - 5.439 13.565 19.004 

3 
南白象街

道 
1 - - - 0.678 0.678 

4 娄桥街道 2 - - - 3.712 3.712 

5 瞿溪街道 23 - - 0.72 34.162 34.882 

6 潘桥街道 12 - 0.422 8.082 15.908 24.412 

7 丽岙街道 8 - - 2.369 16.667 19.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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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仙岩街道 13 - - 3.438 22.387 25.825 

9 郭溪街道 21 0.799 - 2.7 24.991 28.49 

10 泽雅镇 84 - - 0.882 198.865 199.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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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公路+”融合发展 

结合瓯海区城乡道路环境综合整治、“一县一带一片”

乡村连片提升区创建等，围绕“一廊三环”旅游风景道规划

格局，统筹推进乡村道与文化、旅游、农业等融合发展。 

表 6-1 瓯海区“公路+”融合发展规划一览表 

序

号 
线路名称 

原道路

编号 

规划

技术

等级 

里程

（km） 

道路类型（资

源路、旅游

路、产业路） 

所属乡

镇 

1 Y09蒲无线 X203 四级 9.9 旅游路 
梧田、娄

桥 

2 
Y23环库公

路 
Y219 三级 5.1 旅游路 泽雅镇 

3 Y24吴泽线 X271 
三、

四级 
11.3 旅游路 泽雅镇 

4 Y25龙北线 
C014、

C013 
四级 10.3 旅游路 泽雅镇 

5 Y31源林线 — 三级 4.6 旅游路 泽雅镇 

6 
Y32泽雅环

线 
— 

二、

三级 
39.6 旅游路 泽雅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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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规划实施 

一、路网技术分析 

瓯海区乡道里程大幅增长，由 82.4 公里调增至 237.1

公里，三级及以上公路占比达 45%以上，与干线公路及城市

道路实现有效连接，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得到全面优化，区内

主要节点实现全面覆盖，泽雅片区实现成环联网，对外出行

进一步快速、便捷。 

瓯海区村道里程基本维持不变，由 354.4 公里调整至

357.0公里，四级及以上公路占比达到 100%，通双车道比例

达 90%以上，农村公路路网系统安全进一步增强，片区交通

微循环进一步畅通，农村公路服务能力有效提升。 

二、实施要求 

统筹安排，集中力量，逐步完善乡村道路网，消除盲点

和断头路，进一步对既有路线进行升级改造，着力提升技术

等级、服务能力和水平。科学论证、量力而行，有序推进乡

村道建设，把握好建设节奏，合理确定建设时机，因地制宜

确定建设标准。慎重决策县域公路网远期布局，原则上到

2035 年左右，视区域经济社会和交通发展需求适时开展建

设，灵活掌握建设标准。在满足安全和运输需求的前提下，

努力降低公路建设和运营成本。 

三、实施效果 

1、促进瓯海区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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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路建设进一步改善瓯海区营商环境，促进农村产

业的发展，提升农村地区的经济活力，吸引更多投资和企业

进驻，创造就业机会，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促进瓯海区乡

村振兴。 

2、助力瓯海区乡村共同富裕 

农村公路的建设改善了农产品的运输条件，降低了运输

成本，提高了农产品的市场流通率，有利于农民获得更好的

价格，增加农民收入；同时，进一步提高了农村居民的出行

便利性，使他们更容易获得城市的医疗、教育等服务，农村

生活质量大幅度提升。 

3、促进农村旅游业发展 

农村公路建设改善了瓯海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提升了

农村环境的品质，有利于发展农村旅游业，吸引游客前来观

光旅游，增加农村收入。 

4、有效促进城镇化发展 

形成了“纵横交织”的乡村道公路网络，强化镇域与城

镇中心以及行政村之间交通联系，强化了镇域中心对镇域内

主要产业区、大型枢纽等重要节点的联系，提升路网对城镇

内部重要人口集聚区、产业集聚区的覆盖水平，为城镇化发

展提供有效支撑。 

5、兼顾公平与效率 

与国省道、县道等上级网络融合协调，实现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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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国省道和县道、乡道、村道的有序发展，明确农村公路

侧重体现基本公共服务，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道侧重体现高

效服务，加强两者在功能和布局上的衔接协调。 

6、实现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规划乡村道建设近期互联互通为主，远期以既有公路升

级改造为主，总体上以提升既有道路等级为主，多数改建提

升线路为原路等级提升，有效降低土地占用和环境影响，促

进公路建设与资源环境和谐发展。 

7.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乡村道网络连通各种交通枢纽，衔接铁路、水路等多种

交通方式，与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县道等干线有效衔接，

进一步强化了与其他运输方式的协调，提升了关键节点最后

一公里覆盖能力，统筹兼顾了主要通道运输能力配置，促进

了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构建和现代物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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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进一步落实乡村道建设责任主体任务，进一步发挥高水

平建设“四好农村路”领导小组作用，统筹推进“四好农村

路”建设工作。强化农村交通法制保障，完善乡村道路政管

理体系，推动乡村道管理法规规章建设，推进交通运输综合

执法改革，加强农村公路执法工作。 

二、加强要素保障 

积极构建、完善以县级公共财政为主，国家、省、市支

持为辅的多级资金筹措机制，积极向上争取资金支持，积极

拓宽农村公路建设筹融资渠道，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坚持集

约节约用地原则，充分利用原有公路的线形和资源进行改造

提升，科学确定农村公路的建设规模。 

三、加强科技引领 

积极推进公路网的信息化、智能化建设，提高与其它运

输方式的中转和衔接能力，推进运输方式之间的联程联运，

逐步实现交通运输一体化，提高运输服务水平，促进现代物

流业发展；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支持公路发展关键技术的研

发应用；强化公路行业人才队伍建设，加强技能型、管理型

人才培养，完善教育培训制度，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四、加强绿色发展 

集约节约利用土地等资源，降低对环境的影响。跨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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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的路线尽可能利用现有桥位等设施；尽可能利用

既有设施扩能改造，必须新建的尽可能利用既有交通走廊，

多方案比选、合理布线，少占土地、占补平衡；尽可能避免

对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生态系统的分割，从严控制穿越禁止

开发区域和城市建成区，严禁新建公路穿越自然保护区的核

心区，减少对生态脆弱区、环境敏感区的影响，加强生态保

护，逐步实现从事后治理向事前规划和保护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