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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次伟大转折。
从此，我国走上了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
济体制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然后过渡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进一步到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完善。
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对外开放的深度与广度不断扩大，从沿海经济特区的设立到全面对外开放一
路走来，2001年底加入WTO标志着我国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
改革开放30年来，在经济体制不断改革完善与对外开放的推动下，社会生产力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
经济总量不断提高，经济结构日趋完善，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我国创造了3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
均9.8 ％的增长奇迹。
　　交通运输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服务性产业，是维护经济运行与社会正常运转和协调发展的
基本条件，同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巨大的交通运输需求。
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相互推动，围绕发展这个主题，在改革中探索出了一条与经济体制相适应并符合
中国国情的交通运输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30年来，在国家政策的强有力支持下，我国交通运输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无论在交通
基础设施规模、质量、技术装备等方面，还是在发展理念转变、交通体制创新、运输市场化发展等方
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1978年至2007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规模与结构都取得了显著的提高与优化，其中铁路营业里程
增长了57％，公路通车里程、民航航线里程与输油气管道里程分别增长了3倍、13.6 倍和5倍。
反映在运输量上，同期全社会旅客周转量和货物周转量分别年均增长9.1 ％和8.4 ％，基本保持与国民
经济同步增长的态势。
交通运输从改革开放初期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到目前基本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交通运输发展改革之路>>

内容概要

值改革开放30年之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人员，从综合运输体系建设与发展
角度，系统地回顾了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管理体制改革、交通投融资模式的演变、运输
市场化与管理政策的变革，以及运输价格改革、物流业发展、城市交通发展、交通运输信息化以及运
输装备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总结相关经验教训，并对各领域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以期为未来我
国交通运输又好又快发展，加快建设和完善综合运输体系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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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2008年交通运输发展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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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2 主要研究通路布局和联运组织　　我国在的计划经济时期，各种运输方式按照计划经济的模
式发展，铁路、机场、主要港口由国家投资建设，公路由地方政府负责投资建设，铁路的发展和运输
占绝对主导地位，运输企业基本上为国营企业，公路、水路少数企业为集体企业。
总体上，交通运输整个行业基础非常薄弱，网络基础设施规模小、密度低，运输装备数量不足、技术
落后，整体发展水平低下。
交通运输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增加数量、扩大覆盖面、支持工业布局开展和巩固国防需要，除少数干线
外，主要以通达为目标，线路技术等级普遍比较低。
由于这一时期的经济基础和实力弱，各行各业都急需发展，交通运输又被归属于非物质生产部门，投
资严重不足，交通运输的发展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差距很大，尽管线网里程有较大幅度增长
，但因原有累积基础少，覆盖率远远不足，而且相当数量的公路是以民工投工投劳、民办公助的方式
建设起来的，道路状况普遍很差，加之汽车工业等发展落后，载运工具保有量少，至20世纪70年代末
，肩挑背扛、畜力车运输仍为普遍现象，相当多的人没出过远门、没见过火车。
　　这一时期的综合运输研究工作，理论基础非常薄弱，主要是进行调查，对交通建设和运输生产组
织提出建议。
在闭关锁国政策下，与国外交流和对国外情况了解极少，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研究工作基本中断。
由于交通运输总体落后，各种运输方式的交通基础设施都严重短缺，运输格局以铁路为骨干，运输生
产按计划经济模式进行，基本上不存在竞争和替代关系，各种运输方式的地位作用以及分工的界线都
非常明确。
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基本不存在结构优化和结构比例问题，而是在于哪些项目更急迫以及如何布局
更合理一些。
研究工作基本上是按各种运输方式分别进行，研究的重点主要是线路布局和通路建设，以及旨在节约
运输能力、提高运输效率和解决运输衔接的大宗货物合理（径路）运输、铁水联运等，对全国性、大
区域性的交通运输整体规划研究很少，对交通运输与国民经济的关系虽有所研究，但很薄弱，综合运
输网的研究主要侧重在某些主要通路各种运输方式的协调配套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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