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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交通强国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通知

文号：交规划发〔2022〕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

为深入贯彻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客观评
估交通强国建设进程，充分发挥评价指标体系的“标尺”和“指挥棒”作用，科学引导
各地区、各行业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我们研究制定了《交通强国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经报国务院领导同志同意，现予印发。

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统筹、确保质量，科学有序做好指标体
系的完善和指标测算指南的制定工作。部综合规划司要会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
局、国家邮政局相关司局做好行业指标制定工作，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做好省域指
标制定工作，部科学研究院会同部规划研究院、水运科学研究院、公路科学研究院等相
关科研单位做好指标测算指南研究及技术支撑等相关工作。各行业、各单位要协同配合,
高质量推进指标体系的建设、管理及评估等工作。有关成果及时报部。

交通运输部

2022年1月16日

交通强国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为贯彻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客观评估交
通强国建设进程和开展国际对标，科学引导各地区、各行业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充分发
挥交通强国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标尺”和“指挥棒”作用，制定本指标体系。

一、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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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
全会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
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推动交通运输实现“三个转变”，打造“四个
一流”，坚持典型引领、可比可取，构建以国家综合指标为统领，行业指标、省域指标
为基础的交通强国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切实发挥引导作用，加快建设人民满意、保障有
力、世界前列的交通强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当好开路先锋。

二、指标体系设置

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覆盖范围广，区域间、城乡间、行业间发展不平衡。综合考
虑，交通强国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按照1个国家综合指标、5个行业指标和31个省域指标进
行设置。

——国家综合指标：聚焦综合交通运输，注重国际横向比较，设置国家综合指标，
科学定位我国交通运输发展水平，科学引导行业、省域层面的指标设置。

——行业指标：在国家综合指标框架下，设置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5个
行业层面指标，充分体现行业特点。

——省域指标：在国家综合指标框架下，设置31个省域层面指标，既包括“共性指
标”，以评价省域发展水平和进行横向比较，又设置“个性指标”，以体现省域差异化
特点。

三、指标选取原则

——引领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落实共同富裕要求，契合交通强
国建设重点任务，充分发挥指标体系对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尺”和“指挥棒”作
用。

——代表性。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聚焦交通运输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和短板，瞄准交通强国建设目标任务，遴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典型指标。

——可比性。对标国际先进水平，着眼交通强国建设共性需求，立足不同行业、不
同地区发展实际，利于横向、纵向对比分析，遴选便于比较的指标。

——获取性。在既有统计方法数据基础上，尽量采用可取、易得、计算简单的数
据，并充分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新手段获取数据。

——时效性。根据新形势新要求，结合交通强国建设进程，对指标体系进行定期评
估，视情调整完善，更好适应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需要。

四、国家综合指标构成

综合考虑各地区、各行业特点，注重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相协调，统筹
发展和安全，围绕“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从“基本特征、评价维度、评
价指标”三级设置20项评价指标。相应设置部分表征指标，供行业、地方制定指标参
考，具体见附件。

国家综合指标

基本特征 评价维度 评价指标



基本特征 评价维度 评价指标

安全

生命安全 1 交通运输安全性

应急保障
2 交通系统韧性

3 应急响应水平

自主可控 4 交通设施装备水平

便捷

覆盖广泛

5 交通基础设施覆盖衔接水平

6 对外连通度与国际化水平

7 交通基础设施无障碍水平

快捷顺畅
8 全国123出行交通圈覆盖率

9 全球123快货物流圈覆盖率

高效

高效利用
10 交通设施利用率

11 交通网运行通畅水平

一体协调
12 旅客联程运输水平

13 货物多式联运水平

智能创新 14 综合交通智慧化水平

绿色
生态环保

15
交通运输工具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与碳排放水

平

16 交通与环境协调发展水平

集约节约 17 交通基础设施空间资源集约化水平

经济

经济适应 18 交通支出可承受能力

支撑有力
19 交通运输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20 通道枢纽经济发展水平

（一）安全。

“安全”是交通发展的永恒主题，是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重点从生命安
全、应急保障、自主可控3个评价维度设置4项指标。

1．交通运输安全性。该指标反映贯彻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求，主要体现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运输服务、交通运输工具装备等安全运行能力及行业安全生产关键岗位从业人
员素质。

2．交通系统韧性。该指标反映交通运输系统稳定性与可靠性，主要体现综合运输
通道、客货运枢纽、关键路段工程、重要港口航道等交通基础设施在重大突发事件下的
可替代、易修复、抗毁坏能力等。



3．应急响应水平。该指标反映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的快速响应能力，主要体现
在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迅速实施应急救援、交通运输保障，有效降低减轻突发事件影响
等。

4．交通设施装备水平。该指标反映交通运输设施装备技术水平，主要体现我国交
通运输领域设施、装备、产品等核心技术方面的先进程度以及自主可控能力。

（二）便捷。

“便捷”是对交通供给能力和质量的要求，提高交通基础设施通达程度，便利人民
群众出行，注重交通运输服务公平性，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重点从覆盖广泛、快捷顺
畅2个评价维度设置5项指标。

5．交通基础设施覆盖衔接水平。该指标反映交通基础设施、运输服务的空间布局
和衔接水平，主要体现各方式、各层级交通运输网络的通达覆盖水平。

6．对外连通度与国际化水平。该指标反映我国与其他国家的交通连通程度，交通
运输对产业链、供应链的运输保障水平，主要体现我国对外交通运输服务的覆盖能力和
国际物流供应链服务保障能力。

7．交通基础设施无障碍水平。该指标反映交通基础设施服务老年人、残疾人、孕
妇儿童等特殊群体无障碍出行及正常使用情况，主要体现特殊群体出行便利程度和服务
水平，满足老龄化社会交通需求，提升交通运输服务人性化、精细化水平。

8．全国123出行交通圈覆盖率。该指标反映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和
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的人口情况。

9．全球123快货物流圈覆盖率。该指标反映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
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的覆盖情况。

（三）高效。

“高效”是对交通供给效率的要求，充分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
术手段，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利用效率、衔接转换效率、运营管理效率和交通网运行通畅
水平，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比较优势和组合效率。重点从高效利用、一体协调、智能创
新3个评价维度设置5项指标。

10．交通设施利用率。该指标反映设施利用合理化水平，主要体现交通设施利用效
率。

11．交通网运行通畅水平。该指标反映交通网络运行的通畅程度，主要体现合理运
行速度区间的占比情况、设施能力和需求匹配情况。

12．旅客联程运输水平。该指标反映旅客出行一体化服务水平，主要体现交通运输
全链条高质量服务能力。

13．货物多式联运水平。该指标反映货物通过两种及以上运输方式一体化装载、衔
接和转运的效率及发展水平。

14．综合交通智慧化水平。该指标反映交通基础设施、交通装备、运输服务和交通
管理智能化水平以及系统的智慧化发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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