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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开发与青海综合交通体系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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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青海交通建设与周边经济的联系和青海 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 ,提出了青海综合交通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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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是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基础 ,

当前基础设施薄弱是制约西部地区发展的主要因

素 ,特别是交通滞后 ,严重阻碍着西部经济的进一步

发展 ,所以交通建设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中之重。青

海是全国乃至西部经济落后的省份 ,交通落后是主

要原因之一 ,交通建设处在青海各项建设的首要地

位。

1　交通建设与区域经济

1. 1　交通与周边经济

由于经济落后 ,再加上自然环境的限制 ,青海长

期处于较封闭的状态。 为了把青海纳入西部的开发

行列 ,必须加强对外的联系。青海处于通往西藏 ,联

结甘、新、川的主要地位 ,目前与这些省区都有公路

相通 ,但铁路只有一条通往甘肃兰州 ,对外通道少。

由于地形阻挡 ,青海本身与周边地区的自然通道就

少 ,今后要打通与西藏、新疆、四川、甘肃相联的铁路

通道 ,将青海经济纳入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轨道 ,建

设全国统一的交通网。

1. 2　交通与大陆桥

青海不沿海 ,不沿边 ,但具有临近陆桥的区位优

势 ,建设与陆桥相联的通道 ,使青海客货上桥 ,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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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桥上客货下桥 ,这些通道的建设 (如柳格、西张铁

路 )既能带动青海经济的发展 ,也可缓解陆桥运输的

压力 ,同时改善我国西部路网布局。

1. 3　交通与全球经济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西部经济发展必将纳

入全球经济之中 ,加快青海交通建设 ,将有利于西部

与周边南亚、中亚、蒙古及俄罗斯等国的经济往来 ,

青藏铁路格尔木—— 拉萨段近期将建设 ,国家已规

划建设青新 (格尔木—— 库尔勒 )、柳格铁路 ,在西部

开发中 ,青海特别是柴达木盆地的格尔木 ,具有特殊

的地缘区位优势 ,将成为西部乃至亚洲铁路的中枢

地带。青海资源丰富 ,特别是柴达木 ,盐湖、油气、多

种金属等资源不仅是国家的短线产品 ,而且具有世

界意义 ,柴达木开发处于我国西部开发的中枢地位 ,

青藏高原独特的生态环境 ,影响着全球环境变化 ,用

全球视野定位区域经济 ,站在全球的高度看待青海

交通建设与经济发展。

2　交通建设与青海经济

2. 1　交通发展水平及结构

交通是青海经济发展的瓶颈 ,长期制约着经济

的发展 ,加快交通建设是加快基础建设的首要任务。



青海地域辽阔 ,交通线路少 ,铁路线路密度为

15. 2km /万 Km2 (全国平均 56. 9km /万 km2 ) ,公路

线路密度为 239. 2km /万 km
2
(全国平均 1205. 2km /

万 km
2
) ,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交通落后于经济建

设需要。青海主要的运输方式为公路和铁路 ,绝大多

数地区不通铁路 ,运输靠公路 ,铁路通车里程只占铁

路、公路通车总里程的 6% 。公路运输占有重要地

位 ,全社会主要货运量、客运量及客运周转量均由公

路完成 ,铁路只在长途货运中发挥重要作用。运输结

构不合理 ,由于铁路线路少 ,铁路无法发挥骨干作

用 ,公路交通落后。

2. 2　综合运输网层次与骨架

全省交通以公路、铁路为主 ,配合以航空、管道 ,

地区交通网以公路为主 ,公路是地区间联系的主要

方式 ,主要东西向干线有:兰青—— 青藏铁路 (省内

及省区间唯一铁路通道 )、甘青——青藏公路 (连接

甘青、通往西藏的交通干线 )、青新公路 (横贯柴达木

盆地通往塔里木盆地的干线 )。 主要南北向干线有:

宁张公路 (青海东部与河西走廊联系干线 )、柳格公

路 (柴达木盆地与河西走廊、新疆的通道 )、青康公路

(青南通往西藏的要道 )、宁果公路、临平公路、五河

公路。

2. 3　综合交通网特征

交通网分布不平衡 ,东多西少 ,农区多 ,牧区少。

东部地区线路多 ,密度大 ,其次为柴达木盆地 ,南部

高寒地区和北部山地牧区 ,交通极为落后。东部地区

以铁路、公路为主 ,辅以航空的交通网 ;柴达木盆地

以公路、铁路为主 ,辅以管道、航空的交通网 ;青南及

北部山地牧区 ,公路为主体的交通网 ,运输形式单

一。

3　综合交通体系构建

3. 1　扩大建设对外运输的大通道 (包括新建、扩建

铁路干线和机场 ,建设高等级公路 )

国家将于近期建设青藏铁路 (格尔木—— 拉

萨 ) ,它的建设将加速西藏、青海经济发展 ,改善我国

铁路网的布局。建设尽快建设青新铁路 (格尔木——

库尔勒 ) ,加速柴达木盆地、塔里木盆地的资源开发 ,

分流亚欧大陆桥运输压力。尽早建设西成铁路 (西宁

—— 成都 ) ,打通西北与西南的通道 ,满足西北与西

南货物联系的需要。建设西张 (西宁—— 张掖 )、柳格

(格尔木——柳园 )铁路 ,依托大陆桥发展沿线经济 ,

同时分流大陆桥货物。扩大曹家堡机场运输能力 ,提

高航班密度 ,开辟新航线。 增强公路通道的通行能

力 ,主要运输区段建设高等级公路。

3. 2　逐步建设覆盖整个农区和牧区的基本交通体

系 ,提高区域可达性

根据自然区域特征及社会发展条件 ,基层交通

体系以公路为主体 ,公路运输在运输体系中占有主

要地位 ,省内绝大多数地区公路是唯一的运输方式 ,

加快基层公路建设是发展地方经济的根本出路。

3. 3　主要城市对外通道建设

西宁、格尔木两个城市具有优越的区位优势 ,经

济基础较好 ,发展水平较高。西宁是全省政治、文化、

经济、交通的中心 ,投资环境不断改善。 格尔木是柴

达木盆地经济、交通中心 ,有条件建成西部中心城

市。 应建设西宁——成都、西宁——张掖铁路 ,西宁

—— 兰州、西宁—— 张掖、西宁—— 湟中、西宁——

李家峡、西宁——青海湖等高等级公路 ,西宁为青海

东部地区放射状铁路、公路、航空中心。 建设格尔木

—— 拉萨、格尔木——库尔勒、格尔木——柳园铁路

和提高公路等级 ,格尔木为西部交通十字路口。建设

城市对外通道 ,发挥其区位优势、经济中心、交通枢

纽的作用。

3. 4　综合交通网络建设

建立铁路、公路、航空、管道组成的完整的、干支

相联、互相配合、联系各地的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大

系统。青海主要交通方式为铁路和公路 ,特别应强调

公路和铁路的配合 ,发挥和协调点、线、网系统的能

力 ,提高综合运输网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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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进一步开发库区旅游业、渔业资源

龙羊峡水库是目前全国最大的人工湖泊 ,毗邻

著名的青海湖风景区 ,若能充分发掘这里的旅游资

源 ,兴建完善的基础服务设施 ,建立青海湖—— 龙羊

峡风景线路 ,不仅可以改善原青海湖旅游线路的单

调性 ,同时 ,由库区旅游业的兴起来带动第三产业的

发展 ,一方面丰富了库区土地利用的方式 ,另一方面

也能分流部分库区人口从事服务行业 ,减轻土地压

力。

龙羊峡水库水面面积广达 379. 96km
2 ,可用于

水产养殖面积 66. 66km2 ,适于冷水性鱼类的生存 ,

渔业生产潜力巨大。目前 ,人工网箱养殖红鳟鱼已获

成功 ,若能扩大养殖范围 ,网箱、网栏与大面积放养

相结合 ,有望成为青海省的一大水产基地 ,是本区经

济外向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4. 6　把有关环境和发展问题的政策、决策落实到实

践中 ,抓住机遇 ,多方筹资 ,增加对土地开发的

投入

目前 ,西部大开发战略已从生态环境治理方面

拉开序幕 ,黄河上游地区是生态环境治理的重点。

1999年的青海省 9届 2次人代会上 ,也明确提出了

塔拉滩治理的生态系统工程 ,可以说龙羊峡库区的

生态环境治理遇上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现在的关

键是能否将这些有关的政策、决策科学地落实到实

践中。库区的生态环境治理、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不

仅仅是区内的事务 ,还应该是省内乃至其下游地区

共同的事务 ,因此 ,其土地合理利用开发的筹资渠道

应该是很广的。

5　结语

在龙羊峡库区现有的生态环境条件下 ,实现区

内土地资源的持续利用是一项十分迫切而艰巨的工

作 ,政府部门和公众个人的积极参与是实现这一目

标的必要条件。 龙羊峡库区生态环境的改善与经济

的持续发展必将为青海经济的持续发展乃至西北经

济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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