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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农村公路是公路网络重要组成部分。是最普遍分布的与

农民群众生产生活和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先

导性、基础性公共设施。是沟通城乡人流、物流、信息流的

重要载体。对繁荣农村经济、促进农村社会进步、实现农业

现代化、加快乡村地区城镇化有着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就“四好农村路”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指出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的先导作用，要求进一步“建好、管好、护好、

运营好”农村公路，逐步消除制约农村发展的交通瓶颈，为

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提供更好的保障。 

近几年西安市农村公路快速发展。极大改善了城乡居民

生产、生活的出行条件，有效缓解了农村交通运输的紧张局

面。促进了区域经济稳步发展，为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

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西安市城乡一体化发展与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脱贫攻坚工作不断推进，农村现

代产业园、工业集中区、农村物流点为代表的一批新型经济、

交通节点不断涌现，对农村公路发展提出了更新、更高层次

的要求。 

在“十二五”末期，国家对国道网进行了重新规划；“十

三五”中期，陕西省对省道网进行了重新规划，国省道公路

网的调整改变了原有农村公路网的布局，现有农村公路行政

等级结构的划分和布局，已无法满足西安市社会的经济发展

的需求。按照陕西省交通运输厅对农村公路网进行规划调整

的要求和公路法相关规定，西安市对辖区内所有涉农区（县）

的农村公路进行路网规划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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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期限：本次规划基年为 2019年；近期规划期限为：

2020年～2025年；远景规划年限为：2025-2035年。 

规划范围：本规划研究覆盖西安市行政区划范围内所有

涉农区（县），包括雁塔、未央、灞桥、阎良、临潼、长安、

鄠邑、高陵 8个区，蓝田、周至 2个县，以及高新区；西咸新

区农村公路网规划由西咸新区单独编制，本规划不予考虑。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2004.8）； 

2.交通运输部《公路网规划编制办法》（2010.3）； 

3.交通运输部《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 

4.交通运输部《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办法》（2006.3）； 

5.《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2030）》； 

6.《关于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7.《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

的意见》； 

8.《陕西省省级公路网规划（2018-2035）》（JT/T 402-199 

9）； 

9.《陕西公路发展规划（2015～2025）》； 

10.《陕西省农村公路网规划（2015～2025）》； 

11.《西安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2021～2035)； 

12.2015-2019 年《西安市统计年鉴》。 

规划内容：西安市农村公路网规划 

基于西安市发展背景与概况，理清辖区内公路现状情况

与脉络，对现存问题进行评估分析，结合农村公路网络层次

结构和功能定位，合理规划布局农村公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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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基础 

一、社会经济发展现状 

（一）区域概况 

1.地理位置 

西安市位于渭河流域中部关中盆地，北临渭河和黄土高

原，南邻秦岭。东以零河和灞源山地为界，与华县、渭南市、

商州市、洛南县相接；西以太白山地及青化黄土台塬为界，

与眉县、太白县接壤；南至北秦岭主脊，与佛坪县、宁陕县、

柞水县分界；北至渭河，东北跨渭河，与咸阳市区、杨凌区

和三原、泾阳、兴平、武功、扶风、富平等县（市）相邻。

辖境东西长约 204 公里，南北宽约 116 公里，面积 10752 平

方公里。 

2.行政区划与人口 

西安市现辖区新城区、莲湖区、碑林区、未央区、雁塔

区、灞桥区、阎良区、长安区、临潼区、高陵区、鄠邑区 11

个区，蓝田县、周至县两县，以及西咸新区，共 48 个乡镇，

139 个街道办，1047 个城镇社区，2068 个建制村，截止 2019

年底，全市常住人口 1020.35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74.61%，出生率 12.32‰，死亡率 5.59‰，自然增长率为

6.79‰。 

（二）经济发展现状 

西安市 2019 年全年地区生产总值（GDP）9321.19 亿元，

比上年增长 7.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79.13 亿元，增

长 4.3%；第二产业增加值 3167.44 亿元，增长 7.6%；第三产

业增加值 5874.62 亿元，增长 6.8%。三次产业构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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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4.0:63.0。按常住人口计算，全年人均生产总值 92256 元，

比上年增长 3.9%。 

全年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02.56 亿元，比上年增

长 2.6%，其中，税收收入 580.75 亿元，增长 4.3%。全年地

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247.99 亿元，比上年增长 8.3%。 

二、西安市公路网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西安市公路网发展现状 

截止 2019 年底，我市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 652.9 公

里，路网密度达到 6.07 公里/百平方公里。“十二五”末期，

国家对国道网进行了重新规划，“十三五”中期，陕西省对

省道网进行了重新规划，西安境内规划后的国道 6 条，总里

程 575 公里，省道 11 条，总里程 613 公里。2019 年农村公

路统计里程为 11667.23公里，县道 1180.16公里，乡道 1639.33

公里，专用公路 174.31 公里，村公路 8673.44 公里。 

表 1  2019 年西安市农村公路网里程统计表 
 

 

行政 

等级 

技术 

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等外 合计 
所占比

例 

县道 29.16  689.45  262.81  198.74  0.00  1180.16  10.12% 

乡道 21.56  92.28  296.93  1218.62  9.94  1639.33  14.05% 

专用公路 0.49  31.05  23.42  119.34  0.00  174.31  1.49% 

村道 23.16  295.26  320.87  7604.84  429.31  8673.44  74.34% 

合计 74.37  1108.05  904.02  9141.53  439.26  11667.23  100% 

所占比例 0.64% 9.50% 7.75% 78.35% 3.76% 100% - 

（二）存在问题 

1.农村路网结构不合理 

在“十二五”末期，国家对国道网进行了重新规划；“十

三五”中期，陕西省对省道网进行了重新规划，国省干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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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打破了农村公路网结构。且多年以来西安市未对辖区内

农村公路网进行系统性的规划，随着西安市社会和经济的迅

猛发展以及城镇化的不断推进，部分农村公路由于城市的扩

张已经逐步市政化，现有农村公路行政等级结构的划分和布

局，已不能够适应新时代“四好农村路”提出的发展要求，

难以有效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2.农村公路权责不明晰 

西安市行政辖区原有 11 区 2 县，自 2014 年西咸新区成

立（范围涉及西安、咸阳两市所辖 7 县（区）23 个乡镇和街

道办事处），长安区、鄠邑区的部分农村公路移交由西咸新

区管理养护。2018 年高新区管理范围进一步扩张，正式代管

雁塔、长安和鄠邑等 3 区 10 街道，雁塔、长安和鄠邑区的

部分农村公路移交高新区管理养护。西安市城市区划的调整

导致各涉农辖区内需要移交的公路节点尚不明晰，界限模

糊，管理职责较为混乱。 

3.农村公路缺乏统筹规划 

现有农村路网缺乏统筹规划，各区县道路定位不一致，

降低了路网整体服务水平，各区县确定农村公路等级时缺乏

有效沟通，相邻区县部分相连的农村公路功能不匹配，农村

公路行政等级划分不系统，降低了现有农村路网的连通度，

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农村公路提出的新要求。 

4.农村公路服务水平亟需提升 

近年来西安农村公路虽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农村公

路重主体、轻附属的现象依然存在。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不

断发展，现有部分农村道路技术等级较低、道路通行能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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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难以适应周边居民交通出行需求，公路配套设施仍不够

完善，仍存在着许多交通安全隐患，农村公路整体服务水平

难以适应新时代“四好农村路”的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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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思路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交通强国”及“乡村振

兴”发展战略，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农”工作部署，

以国家及省、市上位规划为基础，着眼于西安市农村经济发

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

筹社会经济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建立功能

完善、布局合理、组织协调、运行高效、服务优质、安全环

保农村公路交通网络，为发展农业，繁荣农村经济，推进城

镇进程，为全面巩固小康社会提供良好的交通基础条件。 

二、规划目的和意义 

（一）目的 

1.重新梳理西安市辖区农村公路现状情况，消除原有农

村公路行政等级存在的不合理现象，重新对农村公路网络进

行合理定位。 

2.充分考虑西安市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综合考虑城

市区域发展和农村农业发展的需求，规划形成新的农村公路

行政等级网络结构。 

3.规划形成与国省干线路网协调配套，拥有完善的支线

与微循环路网的农村公路网体系，充分发挥农村公路的疏散

功能。 

4.通过重新规划农村公路的行政等级网络结构，对现有

农村公路服务水平提出新的要求，为农村公路技术等级的提

升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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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合农村公路养护体制改革及部、省相关要求，进一

步规范西安市农村公路行政等级划分，全面真实的反映出农

村公路的结构和现状，促进农村公路管养的良性发展。 

（二）意义 

1.有利于深化“四好农村路”建设，助推乡村振兴发展。

本次农村公路网规划，对农村公路行政等级进行重新调整之

后，将有利于西安市继续深化“四好农村路”建设，围绕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及新型城镇化、农业农村现

代化发展，有利于进一步构建和完善便捷高效的农村骨干公

路网络、普惠公平的农村基础公路网络，进一步促进城乡经

济一体化发展。 

2.有利于完善农村公路管理体系，提升农村公路养护水

平。完善农村公路行政等级结构，有利于明确各级部门管养

职责、界定管养范围，从而推进农村公路管养体制改革，理

顺建、管、养、运的关系，有利于优化养护资金的投入结构，

提升养护资金使用效率，对加强行业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有利于加快农村公路养护市场化改革，逐步建立政府与

市场合理分工的养护生产组织模式。 

3.有利于推进交通规划落地实施，支撑农村社会经济发

展。2021 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理清西安市各区县农

村公路的行政等级和技术等级，对农村公路网进行系统规

划，有利于推进全市和各区县交通运输规划的落地实施，为

我市综合交通运输的发展奠定基础，有利于提升交通对产业

的发展带动作用，推动农村“交通+特色产业”融合发展，

满足农村社会经济现代化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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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划原则 

1.合理布局。按照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要求，与

城镇体系规划、资源分布和产业布局相适应，统筹脱贫攻坚

和旅游发展需要，保证西安市各区县农村公路网规划总体布

局的协调，使农村公路网具有合理的布局和层次。 

2.结构优化。结合我市各区县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特

点，理清农村公路路网现状，合理确定县、乡、村道的功能

定位和各自规模，构建结构合理、层次清晰、功能完备的农

村公路网。 

3.衔接顺畅。注重与高速和国省干线路网的衔接，提高

与周边市县路网的连通性，加强与城市交通的融合，处理好

各区县农村公路网的衔接。 

4.规模适当。充分考虑我市各区县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布

局，科学把握未来交通运输需求，合理确定我市农村公路网

总体规模，规划后的县乡道总规模增加里程原则上不超过原

有县乡道总里程的 10%。 

5.可持续发展原则。充分利用既有路线，对既有县乡道

原则上保留，新增路线尽量利用原有乡道和村道，节约集约

利用土地；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贯彻低碳发展理念，避让环

境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区，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发展。 

6.与相关规划有效衔接原则。在符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规划、综合运输发展规划以及国省道网规划的要求上，注重

与巩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新农村建设规划、城镇体

系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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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划目标 

（一）总体目标： 

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完善西安市农村公路网，提高西

安市县乡公路网的规模、密度、连通度和技术等级水平。至

规划期末，实现县乡公路覆盖所有乡镇，实现通乡镇、产业

园区等农村公路 100%达到等级公路，总体形成“干支相连、

外联内畅”的农村公路网络。为我市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交通

保障，实现全市公路交通跨越式发展和支持西安国家中心城

市建设。 

（二）具体目标： 

根据现实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未来交通出行需求预测，

结合地形、现有公路技术等级等条件，拟定以下规划标准： 

县道：平原区重要县道达到一级/二级公路标准，平原区

次要县道达到三级公路标准。山区县道达到双车道四级公路

标准。 

乡道：原则上平原区乡道达到三级公路标准，山区乡道

达到四级公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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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规划方案 

一、功能定位 

按照农村公路各级公路定义及范围进行规划。 

1.县道是指具有全县（县级市）政治、经济意义，联结

县城和县内主要乡（镇）、主要商品生产和集散地的公路，

以及不属于国道、省道的县际间的公路。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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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

村之间的公路。 

3.村道是指除乡道及乡道以上等级公路以外的连接建制

村与建制村、建制村与自然村等建制村与外部联络的公路，

但不包括村内街巷和农田间的机耕道。 

二、布局原则 

（一）县道规划布局原则 

在新国省道布局规划基础上，以最新报部撤并后乡镇为

基数进行规划。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农村公路可规划为县

道： 

1.县级政府所在地就近连接所辖乡（镇）的公路。 

2.相邻县（区）间就近连接乡镇（且无国道、省道连接）

的相关公路，原则上应有旧路。 

3.就近连接重要经济节点的公路： 

（1）与现有市级及以上产业园区连通的公路； 

（2）与重要旅游景区（3A 及以上）连通的公路。 

原则上以上节点在 5 公里以内到达县道及以上公路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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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通。 

4.与高速公路出口联通的公路。 

5.原行政等级为县道的公路。 

6.县域内线路实际连续里程原则上不能少于 10 公里。 

（二）乡道规划布局原则 

在新国省道布局规划基础上，以最新报部撤并后乡镇和

建制村为基数进行规划。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农村公路可规

划为乡道： 

1.乡（镇）政府所在地就近连接所辖主要建制村的公路，

原则上应顺畅连接三个及以上建制村。 

2.相邻乡镇间就近连接的公路，原则上应有旧路。 

3.就近连接重点经济节点的公路： 

（1）与现有县级以上产业园区就近连接的公路； 

（2）与重点旅游景区（A、2A 级）就近连通的公路。 

4.国、省、县道重要路段间便捷连通的迂回线。 

5.县域内线路实际连续里程原则上不能少于 5 公里。 

（三）其他事项 

县乡道规划应尽量利用原有县乡道，退出国省道的路段

按其功能原则上纳入县乡道，并予以合并优化。布设的线路

要顺畅、合理，在同一通道内，不能重复布设两条及以上县

道（乡道）。新建线路要避免穿越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地、

文物保护区等红线保护区域，在地形地质条件上具有建设可

行性。所布设的涉及市际、县际间连接的道路要注重沟通对

接，避免出现断头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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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划结果 

2019 年农村公路统计里程为 11667.23 公里，其中县道

里程 1180.16 公里，乡道里程 1639.33 公里，专用公路里程

174.31 公里，村道里程 8673.44 公里。 

路网规划完成后的全市农村公路里程为 11016.14 公里，

其中县道里程 1547.45 公里，乡道里程 1773.75 公里，村道

里程 7694.93 公里，具体详见附件。 

表 2  西安市规划完成后农村公路网里程汇总表 
 合计 县道 乡道 村道 

灞桥 310.37  44.00  20.75  245.61  

未央 264.47  32.74  13.07  218.66  

雁塔 82.40  0.00 0.00 82.40  

阎良 548.74  101.04  143.88  303.81  

临潼 1468.08  258.32  294.36  915.40  

长安 1026.53  156.74  191.50  678.30  

蓝田 2579.43  271.47  306.54  2001.42  

周至 2029.94  305.66  358.48  1365.80  

鄠邑 1324.41  217.99  265.04  841.37  

高陵 808.31  106.08  130.43  571.80  

高新 573.46  53.42  49.68  470.37  

合计 11016.14  1547.45  1773.75  7694.93  

四、路网技术评价 

1.公路网密度 

Fi /LRf   

Pi /LRp   

FP/LRo  i  

式中： 

Rf、Rp——分别以 F、P 为基数的路网密度； 

Ro——路网综合密度； 

F——区域面积（百平方公里）； 

P——区域人口（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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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各区县公路总里程（公里）。 

根据上式计算，得出西安市县乡路规划完成后路网综合

密度值如下表： 

表 3  西安市县乡路路网综合密度指标表 

密度指标 
面积密度 

（km/100km2） 

人口密度 

（km/万人） 

综合密度 

（km/万人·百平方公里） 

县道  15.47 1.96 0.02 

乡道 17.13 2.24 0.02 

2.路网节点连接率 

路网节点连接率是指路网连通的节点占全部节点的比

例。计算模型为： 

NNr c /  

式中： 

r——路网节点连通率（%）； 

Nc——路网连通的节点数量（个）； 

N——全部节点数量（个）。 

3.路网覆盖率 

路网覆盖率是指路网覆盖的地域面积、人口和经济等指

标占总量的比例。计算模型为： 

AAr cc /  

式中： 

rc——路网覆盖率（%）； 

Ac——路网覆盖的地域面积（平方公里）（或采用人口、

经济等指标）； 

A——规划区域的总面积（平方公里）（或采用人口、

经济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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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西安市县乡公路网技术评价表 
评价指标  单位 数值 备注 

县乡公路网密度 

Rf 公里/百平方公里 33.20  

Rp 公里/万人 4.20  

Ro 公里/万人·百平方公里 0.04  

县乡路网节点连通率 r % 100  

县乡路网覆盖率 rc % 100  

西安市农村公路网规划实施完成之后，全市农村公路网

规模为 11016.14 公里，县乡公路网密度达到 33.20 公里/百平

方公里，县乡路网节点连通率达到 100%，县乡路网覆盖率

达到 100%。规划完成后将形成更加合理的农村公路行政等

级网络结构，更加符合西安市城市区域发展和农村农业发展

的需求，为“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奠定基

础，提升农村公路网络整体服务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繁荣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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