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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我国的现代化事业进入了关键时期。
党的“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
促进社会和谐，就是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总要求，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
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为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随着党的“十七大”确立“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
展思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将由强调经济总量提高的数量型、粗放型发展模式向强调全社会系统、
协调、均衡的质量型、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变。
这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将秉持科学发展观，朝着优化结构、重视均衡、强调民生、和谐发展
的方向前进。
　　在此环境下，交通运输将向“服务型”现代交通运输业转变。
增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的能力，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交通，增强交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完善
管理，增强交通公共服务的能力，为建设安全、经济、可靠、高效和舒适、便捷、个性化的交通运输
体系服务是这一转变的基本要求。
围绕建设畅通高效、安全绿色交通运输体系的目标，转变发展方式，推进交通运输快速发展、高效发
展、安全发展、绿色发展是新时期对交通运输行业的基本要求。
　　道路交通安全问题是促进社会和谐、改善民生的基本问题之一。
是一项世界性的难题。
缓解道路交通安全问题是一项长期、漫长而艰巨的任务。
道路交通安全通常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从世界一些发达国家走过的历程来看，其都经历过道路交通事故高发的时期，而后进入了事故比较稳
定的低水平发展时期。
20世纪50-60年代为发达国家道路交通事故死亡“高发”时期；其后，为了遏制道路交通恶化，发达国
家在20世纪70年代初调整了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模式，颁布了一系列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制定交通安全
战略规划，对道路交通事故进行综合治理。
自20世纪80年代初，这些措施初见成效，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开始下降。
目前，这些国家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已步入第四个阶段——注重消除死亡和严重伤害长期安全体系的
建立和共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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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三篇八章。
发展历程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道路交通安全发展历程，分析了目前我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面
临的挑战与机遇；现状热点篇，总结了2009年道路交通安全及道路环境安全形势，剖析了2009年道路
交通安全方面的热点问题；措施研究篇，列举了2009年我国改善道路交通安全的主要举措，介绍了道
路交通安全研究的进展。
另附有2009年我国道路交通安全十大新闻、2009年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交通事故、网络舆情精选
和国际道路交通安全形势。
书末是《2010年中国道路交通安全蓝皮书》主要内容的英文简本。
    说明：从2010年起，书名时间以出版年为准，书中统计数据截至出版年前一年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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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交通安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存在缺陷　　交通安全是一项综合性社会管理工作，只有举全社
会之力，依据制订的国家交通安全战略，制订各级政府各部门的阶段性重点工作目标和考核完善计划
，循环往复，不断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和宏观政策层次着手，强化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确保法律法
规的完备性和持续稳定的资金投入，经过长期、综合性的全社会的协同努力，才可能遏制道路交通事
故。
欧洲、北美及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治理交通事故的历程充分论证了这一点。
我国现阶段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一是交通管理的职能划分过细，不同职能分散在不同部门，缺乏一个统
一、权威的综合管理机构；二是同一职能由不同部门共同管理，导致机构重叠，协调难度大。
利益多的环节多部门重复管理，利益少的环节存在管理盲区。
而涉及多部门的决策则缺乏统一的意志，缺乏有效的执行和监督体系，进而导致各部门、各地区缺乏
统一的认识和行动，甚至在具体问题上互相推诿乃至相互掣肘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国涉及交通管理的部门包揽了宣传、公安、司法、计划、交通、建设、工商、农机、财政、卫生、
教育、安全监督、保险等17个之多的政府部门，彰显了我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复杂现状。
　　我国现阶段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的弊端，即政出多门、条块分割反映在道路交通管理方面的问
题包括：①技术管理缺陷，如对交通工具的设计、结构上存在的问题管理不善，对驾驶作业空间人机
工程学设计上的缺陷、道路缺少必要的交通安全设施、路面设计等问题未给予足够的重视；②人员管
理缺陷，如对驾驶人的选拔、教育、培训机制上存在缺陷，难以保障驾驶人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较
高的驾驶素质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交通道德；对于行人缺乏必要道路交通行车安全教育；③交通安
全管理和控制、安全监察、检查以及交通事故防范措施存在缺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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