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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8年，我们党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从那时以来，我党和全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
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使我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30年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交通运输生产力，公路水路交通取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了跨越
式发展，现代化水平大大提高，服务能力大大增强，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些成绩的取得首先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的结果。
历届主管交通工作的国务院领导同志，对发展交通事业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方针和重要指示，诸如：关
于我国交通的发展应该形成各具不同功能、远近结合、四通八达、全国统一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体系
的方针；关于交通建设要实行“统筹规划，条块结合、分层负责，联合建设”的方针；关于“高速公
路不是要不要发展，而是必须发展”的论断；关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要讲速度、讲效率，但最关键
的是要确保工程质量”的指示；关于交通工作要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
、提高发展质量，坚持科学发展的指导原则，等等。
这些指示内容丰富，对当前和今后交通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把国务院领导同志出席的全国公路水路交通工作会议和专题性
会议的重要讲话与部领导的工作报告汇编成册，供广大交通运输干部职工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以推
动交通运输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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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交通运输改革开放30年（综合卷）》包括关于我国交通的发展应该形成各具不同功能、远
近结合、四通八达、全国统一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体系的方针；关于交通建设要实行“统筹规划，条
块结合、分层负责，联合建设”的方针；关于“高速公路不是要不要发展，而是必须发展”的论断；
关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要讲速度、讲效率，但最关键的是要确保工程质量”的指示；关于交通工作
要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坚持科学发展的指导原则，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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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我国公路水路交通改革发展30年的实践与经验上篇 国务院领导、部领导在全国公路、水路相关工作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上篇出版前言李鹏副总理在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3月31日）李鹏副总理
在听取交通部关于全国交通系统厅局长会议情况汇报时的讲话（1987年3月31日）张劲夫国务委员在第
三次全国安全生产现场会议上的讲话（1987年4月9日）邹家华副总理在交通部高等级公路建设经验交
流现场会上的讲话（1989年7月20日）朱镕基副总理在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92年1
月11日）邹家华副总理在全国公路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93年6月23日）建设全国统一的
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体系——李鹏总理在听取国家计委、铁道部和交通部汇报编制“九五”计划和2010
年远景目标时的谈话（1995年4月5日）邹家华副总理在全国内河航运建设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1995年10月13日）宋健国务委员在全国交通科技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1995年11月3日）李鹏总理关
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上海航运交易所的谈话（1996年1月）吴邦国副总理在接见交通部搞好国有大中
型企业座谈会代表时的讲话（1997年8月15日）邹家华副总理在全国内河航运建设现场会上的讲话
（1998年2月19日）提高认识狠抓落实进一步加快公路建设步伐——吴邦国副总理在全国加快公路建设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8年6月21日）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西部大开发当好先行——吴邦国副总理
在西部开发交通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0年7月21日）黄菊副总理在听取交通工作汇报时的讲话
（2004年1月5日）黄菊副总理在长江三角洲交通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04年1月28日）温家宝总理考
察铁路、公路运输时的讲话（2004年7月29日）黄菊副总理在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4年12
月26日）黄菊副总理在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05年7月11日）加快长江黄金水道建
设促进沿江经济更快更好发展——黄菊副总理在合力建设黄金水道促进长江经济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2005年11月28日）华建敏国务委员在国家海上搜救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05年12月7
日）黄菊副总理在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6年1月15日）华建敏国务委员在2006年海上联合搜
救演习结束时的讲话（2006年6月22日）曾培炎副总理听取交通部汇报工作时的讲话（2006年12月22日
）大力发展现代交通运输业——张德江副总理在交通运输部调研时的讲话（2008年8月21日）钱永昌部
长在交通部高等级公路建设经验交流现场会上的讲话（1989年7月18日）解放思想加快步伐实现公路建
设新目标——黄镇东部长在全国公路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3年6月18日）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振兴
我国内河航运事业——黄镇东部长在全国内河航运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5年10月9日）实施科教
兴交战略推动交通事业持续发展——黄镇东部长在全国交通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1995年11月1日）
坚定信心扎实工作搞好国有大中型交通企业——黄镇东部长在交通部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座谈会上的
讲话（1997年8月6日）贯彻落实十五大精神开创我国内河航运建设的新局面——黄镇东部长在全国内
河航运建设现场会上的讲话（1998年2月18日）加快公路建设深化体制改革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
发展——黄镇东部长在全国加快公路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8年6月20日）贯彻落实中央决策加快
西部交通建设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作出贡献——黄镇东部长在西部大开发交通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
话（2000年7月20日）发挥交通运输优势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张春贤部长在江浙沪交通发展座谈
会上的讲话（2004年1月29日）弘扬郑和精神再造航运辉煌——张春贤部长在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
大会上的讲话（2005年7月11日）合力建设长江黄金水道促进沿江经济全面协调发展——张春贤部长在
合力建设黄金水道促进长江经济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05年11月28日）下篇 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主报
告下篇出版前言继续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为实现交通运输现代化而奋斗——彭德清
部长在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0年4月5日）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加速交通运输事业发展——彭
德清部长在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2年2月24日）解放思想努力改革为开创交通运输工作新局
面而奋斗——李清部长在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3年3月7日）面向全国立足改革总结经验继
续前进——钱永昌副部长在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3月3日）搞好交通改革发展大好形势
——钱永昌部长在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3月25日）认清新形势开创新局面——钱永昌部
长在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6年2月19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深化交通体制改革广泛开展增产
节约运动——钱永昌部长在全国交通系统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1987年3月27日）以改革统揽全局加快
发展交通运输事业——钱永昌部长在全国交通系统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1988年1月20日）抓好治理整
顿继续深化改革推动交通运输事业发展——钱永昌部长在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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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稳步发展——钱永昌部长在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0年2月20日）再接再
厉抓好“八五”为交通事业的新发展而奋斗——钱永昌部长在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1年1
月25日）管好行业搞好企业调整结构提高效益——黄镇东部长在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2年1
月11日）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十四大精神上来把十四大精神落实到交通工作中去——黄镇东部长在全国
交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3年1月11日）加大交通改革的力度加快培育和发展交通运输市场的步伐—
—黄镇东部长在全国交通工作电话会议上的讲话（1994年1月18日）认清形势统一思想推进交通改革和
发展——黄镇东部长在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5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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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现在我国的商品生产有很大发展，特别是农村实行了联产计酬责任制后，生产力大大解放
，农村的产业结构有很大变化，开始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发展成商品经济，这就需要流通。
农村的种植专业户、养殖专业户等，他们的产品都不仅是为自己和家庭需要，而是作为商品拿到市场
上交流。
不流通，就发展不了经济，要流通，就要求发展交通。
另一方面，农民富了以后，购买力增加了，城市大量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要下乡，也要求发展交通
运输。
　　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的能源和其他大宗散货的产需分布不平衡。
煤和水力发电，分布在西部，而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又需要大量能源。
煤炭运输占铁路运输的一半，这是我国交通运输的一大特点。
现在我国除能源运输外，粮食运输也占很大比重。
国内的粮食品种也需要调剂，如东北生产玉米、大豆等，而现在东北要吃大米、白面，因此东北玉米
要南调，南方细粮需要运到东北。
木材、化肥、建材等散货也需要长距离运输。
　　第三是外贸发展跟运输分不开，除铁路承担少部分外，外贸运输主要靠船队。
现在港口外贸吞吐量是1亿吨，远远满足不了发展的需要。
　　第四，人员交流，信息、知识、技术的交流，增加了人员往来，再加上全国大学生统一招生，军
队、职工探亲，都扩大了人员流动量。
特别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旅游需要进一步发展。
实际上，国内旅客比国外旅客多得多。
今后客运应尽量让航空分担一些，但目前航空客运一年只500万人次，公路客运将近40亿人次，铁路
是10亿人次。
不过从周转量上讲，铁路比公路要多，因为公路承担的是中、短途运输。
　　我看这四个方面的原因，决定了交通运输要有较大的发展，要有一个奋斗目标。
钱永昌同志的讲话中提到了公路和水运客运量，要从现在的42亿人次，到20世纪末达到138亿人次；货
运量由50亿吨达到143亿吨。
按照1980年的数算，大体上是翻两番，大体上是与国民经济发展同步的。
要实现交通运输的发展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会有许多的困难。
需要努力，需要给政策，需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总之，在今后的15年，交通运输事业应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至少是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
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国民经济翻两番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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