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运输经济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运输经济学>>

13位ISBN编号：9787114078910

10位ISBN编号：7114078919

出版时间：1970-1

出版时间：人民交通

作者：严作人//杜豫川//张戎

页数：40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运输经济学>>

前言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进一步加强，科技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
显著，教育在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所处的地位日益重要。
进入新世纪，面对国际国内经济与社会发展所出现的新特点，我国的高等教育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高等教育的发展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时期。
其一，加入WTO，中国经济已融入到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之中，国家间的竞争更趋激烈，竞争的焦点
已更多地体现在高素质人才的竞争上，因此，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是全球化条件下的综合竞争。
其二，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结构调
整将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将进一步扩大，改革与实践必将提出许多过去不曾遇到的新问题，高等教
育面临加速改革以适应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面对这样的形势与要求，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着力提高高等教育的水平与质量。
这是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采取的极其重大的战略步骤，同时，也是为国家未来的发展提
供基础性的保证。
　　为适应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早在1998年7月，教育部就对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进行了第
四次全面修订。
在新的专业目录中，土木工程专业扩大了涵盖面，原先的公路与城市道路工程，桥梁工程，隧道与地
下工程等专业均纳入土木工程专业。
本科专业目录的调整是为满足培养“宽口径”复合型人才的要求，对原有相关专业本科教学产生了积
极的影响。
这一、调整是着眼于培养21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的需要而进行的，面对新的变化，要求我们
对人才的培养规格、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和内容都应作出适时调整，以适应要求。
　　根据形势的变化与高等教育所提出的新的要求，同时，也考虑到近些年来公路交通大发展所引发
的需求，人民交通出版社通过对“八五”、“九五”期间的路桥及交通工程专业高校教材体系的分析
，提出了组织编写一套21世纪的具有鲜明交通特色的高等学校教材的设想。
这一设想，得到了原路桥教学指导委员会几乎所有成员学校的广泛响应与支持。
2000年6月，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发起组织全国面向交通办学的12所高校的专家学者组成21世纪交通版高
等学校教材（公路类）编审委员会，并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着手组织编写土木工程专业具有交
通特色的道路专业方向、桥梁专业方向以及交通工程专业教材。
会议经过充分研讨，确定了包括基本知识技能培养层次、知识技能拓宽与提高层次以及教学辅助层次
在内的约130种教材，范围涵盖本科与研究生用教材。
会后，人民交通出版社开始了细致的教材编写组织工作，经过自由申报及专家推荐的方式，近20所高
校的百余名教授承担约130种教材的主编工作。
2001年6月，教材编委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全面审定了各门教材主编院校提交的教学大纲，之后，编写
工作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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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运输经济学(第2版)》全面介绍了运输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及运用，主要内容包括：运输的意义及
其产业特征、运输需求与运输供给、运输成本与运输价格、运输市场与运输企业、运输基建项目投资
、融资与经营、运输基建项目经济评价、运输政策、运输与可持续发展。
　　《运输经济学(第2版)》是在第一版基础上，结合近年来运输经济学的最新进展编写的，新增了很
多案例分析，以使《运输经济学(第2版)》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
《运输经济学(第2版)》为高等院校交通工程、交通运输、土木工程（道路、铁路、机场等方向）、交
通土建以及（轨道）交通运输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工程类专业和管理类专业本科生、研究生
以及工程技术人员的教学参考书和培训教材。
　　《运输经济学(第2版)》由同济大学严作人、杜豫川、张戎编著，由上海海事大学周溪召教授、复
旦大学郁义鸿教授主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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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运输业具有隐性社会贡献的特性　　这是从基础性派生出来的特征。
把它作为特征之一加以强调是因为：运输业的经济效益除了少部分体现在行业本身上缴国家的利税外
，更重要的是蕴含在运输对象所有者身上。
这一点在运输关键物资或应付非常事件时，更为突出。
当运力供给大于运量时，损失的只是运输部门自身的经济效益；而当运力供给小于运量时，则对社会
效益造成了损失。
通常，后者的损失会远远大于前者。
　　4．运输业具有特殊的时空特性　　运输业的时空特性是指运输业对于空间、地域和时间具有极
强的依附性，即不可挪用性。
　　一方面，交通基础设施（路网、港口和车站等）在空间和地域上不能挪用；另一方面，运输能力
在时间上不能挪用。
前者表明交通设施的建设成本具有沉淀性；后者则说明由于运输产品的即时性，运输能力不能像其他
行业的产品那样可以储备。
这一特征决定了运输的发展和国民经济其他生产部门的发展在时间序列上有着密切配合的相关性。
　　由于运输生产和消费在时间上的重合，要求运输能力应当保持适度超过运输需求。
这不是浪费——关于这一点已逐渐取得共识。
因为除了大宗货物外，各行业对运输的需求在时间上存在着随机性。
适度的运力富余是随时使需求得到满足的物质基础，从而可以缓解和避免给国民经济大系统正常运转
造成约束。
由此而创造出的社会配套综合效益要远远大于因运力浪费所付出的代价，同时又能使整个社会经济系
统处于良性循环状态。
　　5．运输业具有公共性和企业性的复合特性　　运输业具有公共性的特性很早已被人们认识。
然而，运输产品非但不能作为纯粹的公共品由社会提供，而且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运输业还表现出一
定的企业性。
更进一步地，从各国的经济史资料中还可以看出，在每个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中，运输业的公共性和
企业性的表征也有强弱变化，而且是互为“余数”。
对这种复合特性的判断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对制定运输产业的政策具有指导价值。
运输业这种复合特性将在第六章通过对运输产品的准公共性的介绍，进一步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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