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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我国合资铁路的发展和监管政策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研究。
     首先提出了研究的意义、思路，分析了发展合资铁路的相关背景、发展及运营现状，阐述了合资铁
路的战略地位，指出了合资铁路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在理论上阐明了地方政府及民间资本参与
铁路建设经营的必要性。
作者还专列一章研究探讨了美国、日本、英国、瑞典等发达国家铁路发展的相关经验，最后从五个方
面提出了促进合资铁路发展的政策建议。
　　本书供铁路运输工作者，政策研究人员，政府、银行、金融部门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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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引言　　1．1　研究意义　　铁路作为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是社会先行资本①的重要形式。
铁路也是我国综合运输体系的骨干和主要组成部分，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正相关关系。
纵观世界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史，铁路的大规模建设都是他们起飞阶段推动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重要
手段。
建国以　　来，我国铁路有了很大发展，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国
家宏观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阶段，铁路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仍不能适应社会
经济迅速增长的需要。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铁路运输已进入全面短缺状态，铁路运力不足成为严重制约国民经
济迅速发展的瓶颈。
目前，我国铁路的运输密度、客货周转量、换算密度都位居世界前列。
我国铁路的货物周转量仅低于美国，货运密度位于世界第一，是美国的3倍；旅客周转量位于世界第
一，旅客运输密度仅低于日本。
我国以6％的世界铁路营业里程完成了世界铁路24％的工作量；换算密度为世界之最，达到每公里3
373万换算t·km，是位于第二位的俄罗斯的2倍，接近美国和印度的3倍，是路网密度最高的德国的7倍
之多。
种种数据一方面表明了我国铁路网运营效率具有优势，但同时也凸显了铁路运输压力之巨大。
铁路运输需求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派生性需求。
资料显示，“十五”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8．8％，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十一五”我国将处
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将进入新阶段，发展目标是实现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
另外，我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贸易规模日益扩大，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运输需求总量也
将迅速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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