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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第一版出版以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实施，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运输条例》，交通运输部以及原交通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相继颁布实施了《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等一系列的行政规章，我国交通运输法制化建设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
为此，本书在第一版的基础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和现行交通运输规章进行了全
面修订，本书编写过程中对现行的交通运输法规做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阐述，本书力争能够与现行交
通运输法规相适应，可作为交通运输类本科专业教材，也可供交通运输相关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工作时
参考。
本书第二版第一章、第二章由山东交通学院张永杰修订，第三章由山东交通学院陈海泳修订，全书由
张永杰统稿。
本书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现行的交通运输法律规范以及一些专家学者的专著和研究成果，在此表示
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的知识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和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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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交通运输法规（第2版）》第一版是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十五”国家级教材规划编写的
。
近年来，随着国家交通运输法制建设的完善，根据现行交通运输法规，对《交通运输法规（第2版）
》在第一版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修订。
全书共分四章，主要内容包括交通运输法规的基本理论和一般原理、交通运输行政管理法规和交通运
输经营法律规范。
　　《交通运输法规（第2版）》可作为交通运输类专业本科生教学用书，亦可供交通运输企业、有
关科研及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的干部及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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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按规定的线路运营不属于未经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三、放行超载车辆出站、货运站被行政处
罚四、未取得经营许可不得从事道路货物运输五、维修企业签发虚假的机动车维修合格证被行政处罚
六、私下转让营运证不服运管处行政处罚案七、货运车辆从事客运经营被处罚八、客运经营者倒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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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损失赔偿纠纷十一、是否允许退票而引起的道路客运合同的纠纷十二、乘客被殴致伤而引起的道路
客运合同纠纷十三、免票乘客因意外伤害而引起的赔偿纠纷案附录2 交通运输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节选)二、《交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三、《交通行政复议规定》四
、《道路运输行政处罚规定》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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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交通运输法规的历史源远流长。
我国早在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驿、置、邮、传等官办驿传运输管理机构和相应的运输法律制度
。
当时的道路守卫和交通运输管理人员，叫做司空官。
为了适应诸侯国之间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在大道上设置驿站，备有良马固车，专门传递官府文书、接
待往来官吏。
到了秦朝，除了对驿站委派管理官吏外，还制定了有关邮驿的规章法令，如使用的车辆有“车同轨”
的制度。
秦朝对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破坏道路设施的人实行非常严厉的制裁措施，据《法经》记载，那时
有“弃灰于道，断其臂”的法律条文，用现在的话来说，对于敢在道路上倾倒垃圾、设置障碍、影响
交通运输的人，要受到砍下胳膊的处罚。
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对交通运输管理制定了相应的法规，内容甚至更为翔实，便于操作。
清末以前，交通运输仍然离不开人力、畜力的羁绊。
直到20世纪初，随着汽车的引进，1926年11月北洋政府内政部发布了《修治道路条例》，开始修建供
汽车行驶的公路；1936年，国民政府内务部制定了《路上交通管理规则》等交通运输法规。
1937年，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发动“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沿
海各省相继失守，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
此时，铁路、水路和道路交通中断，交通运输已转入大后方的道路上，公路运输成为主要运输方式。
为了适应战时运输的需要，国民政府于1939年组建了汽车牌照管理所，并制定了应对战时运输需要的
法规。
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医治战争创伤，交通运输为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得到了飞速发展。
建国后，交通运输法规建设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949年一1956年，这一时期，国家处于百废待
兴、百业待举阶段。
各级政府对交通运输工作十分重视，及时制定了一些相关法规。
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出了《关于航务、公路工作的决定》，规定了交通运输管理工作的
分工，成为保证交通运输秩序的重要法规依据。
原交通部于1952年4月颁发的《汽车运输企业暂行技术标准与定额》，作为交通运输的一项重要的规范
性文件，为建立全国统一的汽车维修制度提供了依据。
1954年3月，原交通部颁布了《公路汽车货物运输规则》、《公路旅客运输规则》两项行政规章，为规
范道路客货运输提供了依据。
1957年～1960年，这一时期，由于工作失误等原因，各项法规及规章制度，没能得到有效的实施。
由于过分地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运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只要求多拉快跑
，造成车辆技术状况低下、运输秩序混乱，运输事故大幅度上升。
1961年一1966年，这一时期，国家提出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并恢复和建立相应的法规和规章制度，逐步恢复运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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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交通运输法规(第2版)》是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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