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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动脉，是人们出行、工作、访亲交友的重要运输工具。
我们每天都可能与交通运输工具发生关联，比如上班要坐公共汽车，出差旅游可能坐火车、飞机或者
乘船，将货物从甲地到乙地的运送，都会与交通运输有关。
　　交通运输法律制度涉及的内容、领域和范围非常广泛，从法律责任分类来看，既有运输行政管理
法律制度、运输经济法律制度，也有运输刑事法律制度。
从运输方式来看，包括铁路运输法律制度、公路运输法律制度、民用航空运输法律制度、海上运输法
律制度等。
从运输法律制度的内容上分析，运输合同关系占主导地位。
随着人们社会经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交通运输的需求越来越高，以至于运输法律纠纷也越来越
多。
特别是高等级的公路网、高速铁路网的建成通行，一方面，人们出行更加方便、快捷；另一方面，也
更需要加强法制，明确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确保交通运输的安全畅通。
　　随着交通运输现代化，我国高速客运铁路网、高速公路网逐步形成，综合运输枢纽建设、各种交
通运输工具的换乘等引起对综合运输的全面思考，在建设综合运输的硬件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交通
运输法制管理的重要性，越来越认识到运用法律手段推动综合运输发展的积极意义。
因此，在大力发展综合运输的今天，加强交通运输法制建设显得更为重要。
　　为了使人们对交通运输法律理论有全面的了解，作者就交通运输法的主要问题，进行系统化研究
，编写了本教程。
本教程共分八章，第一章论述了交通运输基本法律问题，包括交通运输法体系、交通运输法律关系等
，　　第二章至　　第七章分别论述了铁路、公路、民用航空、海商、水路和管道运输法律制度，　
　第八章为多式联运法律制度。
虽然在体例上基本沿袭了旧有的分类方式，但在内容上尽可能结合综合运输的要求进行适当的理论探
讨。
本教程的特点一是注重运输法的实际，对运输法若干热点问题进行探讨；二是注重运输法理论的系统
化，力求反映运输法理论全貌；三是探讨综合运输对法律的需求，具有超前的意义。
参加本书写作的有：孙林（第一章和第七章）、孙宇霆（　　第二章）、李晓燕（第三章）、张长青
（第四章）、刘微（第五章）、顾娟（第六章）、孙静楠（第八章）。
全书由孙林统稿。
　　由于交通运输法涉及领域较多，内容也相对分散，本书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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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系列教材特色    这是一套面向法学专业本专科学生的入门级教材。
作者多为学养深厚的资深教师，为教而写，注重教学的实用性和学生的接受度。
    摒弃晦涩的理论说教，紧密结合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和司法宴践，强调知识点的传授和应用。
    语言风格平实准确，简洁明了但言之有物。
非法学专业的谤者也可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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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林，铁道部经济规划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法学会会员，律师。
先后从事过铁路运输审判、交通运输立法、运输法研究以及律师等工作，组织起草《铁路法》、《铁
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草案，参与相关运输法律的起草、审议活动，先后发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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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交通运输法概述　　第一节 交通运输业概况　　交通运输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活动之
一。
尤其是进入现代社会，交通运输逐步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行业，是实现人与物的位移的重要
手段和工具。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基本需要和先决条件，也是现代社会的生存基础和
文明标志。
因此，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分工、大工业发展和规模经济的形成
，巩固国家的政治统一和加强国防建设，扩大国际经贸合作和人员往来都具有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交通运输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到目前为止，铁路运输紧张状况有所缓
解，公路交通明显改善，民航运输基本适应需求，水运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管道运输作为新型的
运输方式，在货物运输业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一五规划》中
，对优先发展交通运输业和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作了明确的规划，指出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交通基
础设施，做好各种运输方式相互衔接，发挥组合效率和整体优势，建设便捷、通畅、高效、安全的综
合运输体系。
强化枢纽衔接和集疏运配套，促进运输一体化。
开发应用高速重载、大型专业化运载、新一代航行系统等高新技术，推广集装箱多式联运和快递服务
。
应用信息技术提升运输管理水平，推广智能交通运输体系。
发展货运代理、客货营销等运输中介服务。
建设上海、天津、大连等国际航运中心。
同时要通过现代物流组织建设，推广现代物流管理技术，促进企业内部物流社会化，实现企业物资采
购、生产组织、产品销售和再生资源回收的系列化运作。
培育专业化物流企业，积极发展第三方物流。
建立物流标准化体系，加强物流新技术开发利用，推进物流信息化。
加强物流基础设施整合，建设大型物流枢纽，发展区域性物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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