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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推进交通科学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我们要按照中央关于“大部门、大管理、大统筹、大协调”的基本思路，优化组织结构，充分发挥公
路、水运、民航、城市公共交通及邮政等专业管理部门的作用，形成各种运输方式既自成管理体系、
高效运行，又优势互补、相互衔接、统筹发展的格局。
目前，中心城市的交通工作，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我们必须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用世界眼光、战略思维深刻认识交通发展面
临的新形势，适应新要求，开创新局面。
　　一、要充分认识中心城市交通工作的地位和作用　　纵观我国目前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其突出
特点是：中心城市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以1.9％的国土面积、12.3％的人口，创造了全
国40.7％的国内生产总值（2006年数字）。
作为经济运行的高密度区和集聚区，中心城市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环渤海地带大都市圈的形成，使中心城市强有力的辐射和带动作
用越来越明显。
中心城市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自身经济发展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顺
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关键所在。
　　交通运输是城市经济发展重要的组成部分。
不少中心城市都是交通运输的高度密集区，往往具有大型水运港口、航空港、铁路枢纽和公路枢纽等
基础设施，中心城市交通运输的发展对生产力发展产生放大效应，对城市经济和区域经济乃至整个国
民经济的发展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首先，交通运输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具有先导性作用。
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可以完善城市功能，引导城市经济合理布局，带动产业经济结构调整，带动
经济发展。
其次，交通运输有助于加速城市化进程。
便利、快捷的交通条件加快了中心城市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向周边地区的扩散，加强了城乡
之间的文化、经济交流，推动城市和周边区域经济的发展，支撑城市现代化；第三，中心城市交通运
输业的发展是推动全国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的重要动力。
中心城市是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中心城市交通运输发达，可以带动周边地区交通运输的发展。
中心城市交通运输加快向现代化迈进，可以为全国交通运输行业的发展与改革提供有力的支撑。
可以说没有中心城市交通运输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交通运输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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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中心城市可持续交通发展年度报告(2008)》是由沃尔沃研究与教育基金会资助的“中国城
市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项目的研究成果，共分为发展战略篇、统筹城乡篇、公交优先篇、国际经验
篇，最后选编了2008年度中国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
发展战略篇主要包括中国中心城市可持续交通发展战略、中国城市交通能源消耗现状与政策选择，以
及深圳等城市交通发展的新思路和新理念。
统筹城乡篇主要包括深化我国城市交通管理体制改革对策分析、统筹城乡交通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
关于建设城乡一体化客运网络若干问题的思考以及长沙等城市在统筹城乡交通发展和体制改革方面的
新思考及新经验。
公交优先篇主要包括TOD及其在中国的实践、大部制下完善公交补贴机制的政策建议、中国BRT发展
的经验与议题，以及北京等城市落实公交优先战略的经验与案例。
国际经验篇主要包括公共交通立法、规划、运营、管理、投融资之国际经验，以及首尔等城市交通发
展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中心城市可持续交通发展年度报告(2008)》可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城市交通发展战略、规
划和政策，以及相关设计、研究、咨询单位开展工作提供参考，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学参
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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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交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先行行业，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支撑、保障和引导作用。
构建大交通、服务大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经济社会发展的
客观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是交通工作的崇高使命和神圣职责。
　　1南昌构建大交通面I临的形势　　南昌处在一个经济加速发展的机遇期，正在着力建设“一个基
地”（先进制造业重要基地）、“三个中心”（物流、商贸、金融中心）、“四个南昌”（开放活力
南昌、文明和谐南昌、诚信创业南昌、生态园林南昌）。
面对新形势，构建大交通，服务大发展，既迎来了难得的机遇，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1.1 构建大交通是南昌建设区域交通枢纽的必然要求　　南昌，自古以来“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
荆而引瓯越”，是南北通衢要道上的重镇。
现在，南昌作为中部地区唯一一座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三角区”都相毗邻
的省会城市，在承接沿海地区产业梯度转移中，更是具有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的独特战略地位。
南昌的区位优势和发展机遇，提升了南昌交通事业的地位。
近年来，南昌的交通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一个以南昌为中心、公路为主骨架、水路为主通道、港站
为主枢纽，干支衔接，水陆相连，铁路、公路、水路、民航为一体的交通网络基本形成，营造了一个
以港站、市场为纽带，运输集团为“龙头”，综合运输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局面，为实现南昌崛起新跨
越奠定了坚实的交通基础。
　　进入“十一五”时期，南昌按照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抓住国家支持中部地
区加快发展的机遇，发挥比较优势，加快扩大经济规模，加快完善城乡基础设施，拉开城市发展框架
，打造工业经济支撑实力，增强农村自我发展能力，建立现代服务业体系，产业结构明显改善，产业
竞争力明显提高，产业发展后劲明显增强，正由传统的消费型城市转变成为产业中心城市。
构建集铁路、公路、水路、民航、管线运输为一体，客流共畅，货流共通，密切合作，相互协调，共
同发展的大交通新格局，实现人流、物流大进大出，是适应南昌做好建设现代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和现
代文明花园英雄城市“两篇文章”，建设先进制造业重要基地的必然要求，是必须破解的交通“瓶颈
”和弥补大交通链接“短处”的关键所在，也是南昌大交通的发展前景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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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中心城市可持续交通发展年度报告(2008)》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了其他很多单位、领导和
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不一一列举，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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