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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就要告别20世纪，跨人21世纪了。
不论是科学家还是经济学家、政治家乃至普通的公众，当其回首20世纪发展历程的时候，无不惊叹科
学技术在这100年里所取得的惊人进展，无不惊叹科学技术推动着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
展，无不惊叹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甚至对每一个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
历史告诉我们：科学技术是当代社会历史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
现代科学技术的创新与进步，已不再像18世纪以前那样，仅依赖为数甚少的独立科学家或工程师的个
人兴趣，已经成为全人类的事业，成为国家或地区发展竞争中的焦点。
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影响着世界格局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进
程，并且正在加速渗透到人类社会更为广泛的领域，不论是对人类精神文明的形式，还是对物质文明
的发展都产生着十分强烈的影响。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是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这
在20世纪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现在，人们都在关注着知识经济的出现与发展，各国都清楚地认识到，现在和未来的国际竞争，关键
就是人的素质竞争和科学技术的竞争。
如何抓住这个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迎接新的科技革命挑战，依靠科学技术，加快经济发展，缩小我
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应该是我们严肃思考、认真对待的问题。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比较低，众多的人口没有成为宝贵的人力资源，因而急
待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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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速公路的效益是多方面的，除具有明显的社会经济效益和运输企业效益之外，在推动经济布局合理
化、催生产业带、城镇带（群），促进地区经济繁荣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高速公路的效益显著，高速公路的科技含量也相当高，它是多学科研究成果相互渗透的结晶。
建筑工程、岩土工程、材料工程、地质工程、机械工程、自动控制工程、运输工程、环境工程等领域
的研究成果，都可能运用到高速公路建设之中。
本书力求运用通俗的文字介绍高速公路施工、营运、使用中的诸多问题，并对高速公路的发展趋势进
行了展望，让读者对日益走进我们生活的高速公路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并且能够有效地利用高速
公路，真正让高速公路成为我们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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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应运而生——高速公路的发展历程　　2．后来居上　　——高速公路的发展　　近代高速公
路的出现不到100年，但作为高速公路的雏形——马车专用道的历史则可追溯到古代时期。
在我国，西周时（公元前1066年～公元前771年）道路就初具规模。
公元前212年的秦王朝，就修筑了全长约900公里、宽60米的“秦直道”，被称为“我国最早的高速公
路”。
西汉时设亭（即驿站），道路延续长达10万公里。
清代修筑了以北京为中心，通往各省城的道路网络系统。
当时的道路分为三级：一级是“官马大路”（即高等级专用马车道路），分东北路、东路、西路和中
路四大干线，长约2000公里；二级是“大路”，由省城通往各重要城市；三级为“小路”，与大路联
接，由各重要城市通往各市镇。
在西方。
所有的帝国缔造者也是道路的建造者。
他们深知，只有用良好的道路才能将庞大的帝国联结在一起。
公元前6世纪中叶的波斯帝国控制了东起印度河，西至达坦尼尔海峡的广阔疆域，联结这个帝国的交
通和交通体系便是波斯王下令修建的“高速公路网（御道）”。
其中最长的一条便是大流士从王宫居地苏辙直至小亚细亚的萨迪斯的御道，全长约2600公里，全部用
石块铺筑，设有111个驿站，紧急时以每天370公里的惊人速度，一星期跑完全程。
这些御道专供军事及行政使用，除了波斯王的使臣、士兵及王室官僚的马车外，其他任何马车不得通
行。
沿路设有豪华的旅馆，可供食宿，还建有类似于现代高速公路的收费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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