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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交通运输经济学》(作者贾顺平)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人与物的空间位移问题，同时研究与之相关联
的交通设施工具的经济规律问题。
第一部分为交通运输需求理论，包括交通运输需求基础、货物运输需求、旅客运输需求、城市交通出
行需求；第二部分为交通运输供给理论，包括交通运输供给基础、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供给、运载工具
供给、城市公共交通供给；第三部分为交通运输市场理论，包括交通运输成本、交通运输价格、交通
运输市场、交通运输外部性与政府职能；第四部分为交通运输企业经济理论，包括交通运输项目投资
评价、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折旧与设备更新、交通运输企业经济活动分析。

《交通运输经济学》将经济学的寄出理论与交通运输经济学的专业内容融为一体，并附有大量案例，
可供没有先期选学微观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大学本科学生作为交通运输大类专业的基础平台课教材，也
可作为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实际工作部门管理者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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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运价管制　　运价管制是交通运输管制的一项重要内容。
运输价格政策是指政府对运输业价格制定的引导、限制和规范等方面的政策。
制定价格政策的原因较多，但归纳起来主要是为了促进运输业稳步发展和维护运输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
运输价格管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为了保证运输供给需要的投资而实行的投资回报率管制；二是
为了运输市场公平竞争及保护运输服务消费者利益而实行的运输价格上下限管制。
在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政府一般不采用直接的方法来控制运输价格，而是通过支持公平竞争、
防止垄断等法规对运输价格进行规范和调节。
但对于一些特殊的运输部门如班轮运输、旅客运输和城市公共交通等，政府又往往使用一些直接的方
式控制运输价格。
　　在货运领域，运价的管制分为运价水平和运价结构两部分。
其中货运运价水平管制是对整个行业运价总水平提高百分比的控制。
这种运价总水平的提高要以行业中代表性企业运营成本的上升作为依据，因此，事前需要核实大量的
成本数据资料。
虽然控制运价总水平提高是运价管制的主要内容之一，但其实并不是十分重要，重要的是运价结构。
以美国为例，运价结构往往包括一个水平高到几乎不会有任何运输发生的公布运价表和一系列需要由
管制所允许的对各种货物和不同地区的运价减让办法。
实际上，差不多所有的运输都是通过减让运价实现的。
运价的具体减让首先要由承运人与货主谈判协商，达成协议后要提交给所在运输行业的运价管理局，
如果这一减让的运价被判定低于让其他承运人获得正常利润的水平，就会被运价管理局驳回；被运价
管理局认可的运价协议还需要提交给州际商务委员会，在那里仍有被驳回的可能。
如果运输企业仍要履行被驳回的运价协议，它就要印刷并公布这一运价，并在管制机构举行的听证会
受到质询。
这种复杂的运价结构管制其实并不能真正起作用，因为具体的运价是否合理只有在具体的时间和发到
地点对具体的货物才能够真正判定，公布运价对其他运输服务几乎没有参考意义，而面对成千上万需
要裁定的运价疑案，州际商务委员会根本没有办法切实弄清楚，只能将绝大部分予以批准了事。
因此，想要对运价管制建立起真正严格监督的管制体制，并没有实际的可操作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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