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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陆桥是指以横贯大陆的铁路为桥梁，以铁路两端的海港为桥头堡的运输通道。
新亚欧大陆桥是指东起太平洋西岸中国东部沿海港口连云港，西至大西洋东岸荷兰鹿特丹、比利时安
特卫普等港口，横贯亚欧两大洲中部地带，总长约10900千米的运输通道。
新亚欧大陆桥自1992年开通运行以来，已走过了10多年的历程，作为一条重要的国际大通道，虽然发
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还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它应有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这已经引起诸多官员和学者的重视，并进行探讨和研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但这些研究还存在针对性不强、理论分析不足等问题。
本文尝试运用政策科学等理论和方法进行再研究、再探讨，分析了10多年来我国政府开发建设新亚欧
大陆桥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和所做的种种努力，运用政策评估的方法对新亚欧大陆桥政策的实施效果进
行了系统评估，借鉴国际上发展大陆桥的经验，对新亚欧大陆桥政策进行优化，构建了新亚欧大陆桥
政策的基本框架。
主要内容是：　　第一章：导言部分，主要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介绍了本
文的基本思路、研究方法、理论准备以及结构安排。
　　第二章：介绍了新亚欧大陆桥的基本概况和形成历程，讨论新亚欧大陆桥的特点和优势，阐述开
发建设新亚欧大陆桥的重要意义，为政策评估提供了基本情况和相关背景。
　　第三章：围绕我国开发建设新亚欧大陆桥的政策目标，分析了10多年来我国政府为推动新亚欧大
陆桥开发建设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和所作的种种努力，按照效益、效率、对生产力促进作用及政策回应
度等政策评估的基本标准对新亚欧大陆桥政策进行评估。
在进行评估时，对每一标准都根据新亚欧大陆桥这一特定研究对象设置了具体的评估模型和方法。
在效益评估方面，运用不同的指标和方法，对“路桥”、“商桥”和“经济带”三个层次的政策目标
的实现程度进行评估。
在效率评估方面，通过对资本形成情况的对比来分析；通过对交通运输及邮电行业的发展变化来分析
；通过对运输效率进行分析。
在生产力促进作用评估方面，从工业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率来进行分析；从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的差异程度及其变动趋势来进行分析。
在政策回应度评估上，采取国际社会的回应情况和国内沿桥地区的回应情况来分析。
评估表明，新亚欧大陆桥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也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第四章：运用政策移植的方法，对国际上发展大陆桥的实践和政策进行了分析和比较。
在对美国大陆桥、西伯利亚大陆桥的实践进行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引出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为新亚欧
大陆桥政策的优化提供了支持。
这些经验主要包括：建立统一便捷的国际运输通道、提高过境运输组织化程度、注重铁路港口硬件改
造建设、建立大陆桥信息网络系统和强化桥头堡的功能等。
　　第五章：对新亚欧大陆桥政策进行优化。
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对新亚欧大陆桥的开发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及新亚欧大陆桥自身运行中所
暴露出的大量亟须解决的问题，论证了对新亚欧大陆桥政策进行优化的客观必然性和政策取向；借鉴
国际上发展大陆桥的经验与教训，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和国内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
，对新亚欧大陆桥政策进行重新定位：提出了新亚欧大陆桥政策目标优化的原则，即与“新三步走”
同步的原则，与西部大开发同向的原则，分步分段实施的原则，并分别从运输通道建设、陆桥经济带
建设等层面上提出了政策目标；在此基础上，从进一步扩大开放、开发，加快运输通道和港口建设，
推进经济带建设，加快城市化进程，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加强桥头堡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政策方案。
同时，还对新亚欧大陆桥运行机制进行了优化，提出了运行机制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区域管理机制
、运输协调机制、沟通机制、反馈机制等四个方面。
　　总之，本文首次尝试将政策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引入新亚欧大陆桥的研究领域，提出一些新的观点
，得出一些新的结论，不仅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创新，而且在实践上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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