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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首先从宏观角度分析了交通运输以及交通运输法的发展，交通运输法律行为、关系和体系，明确
了交通运输法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从铁路、公路、航空、海运、水运几种不同运输方式分别介绍了
交通运输企业性质、设立、市场准入的规定、交通运输法律关系、交通运输运营过程中的具体法律规
定、运输合同、国际运输公约，以及现代各种运输方式所涉及的建设和交通安全问题。
既注重对重要的交通运输法律规定的法理解释，又结合具体的法律问题进行法理分析，具有较强的实
用性。
    本书既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及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相关专业学生的教材，也可作为广大交通运输企业
及物流企业从业人员的学习参考书；既可供交通运输业领导干部、管理人员及从事交通运输活动的人
员学习参考，也可作为普及群众交通运输法律知识的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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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总论　　第一章　交通运输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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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质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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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近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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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交通运输业进入全面快速发展时期，由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和管道组
成的综合运输体系在各行业全面发展的形势下，互相促进、互相补充，形成了更加完善的交通运输网
络体系。
2006年末与2002年末相比，全社会主要运输方式完成客运量由160.8亿人增加到202.4亿人，年均增长5.9
％；旅客周转量由14 126亿人公里增加到19 197亿人公里，年均增长8.0％；货运量由148.2亿吨增加
到203.8亿吨，年均增长8.3％；货物周转量由50 543亿吨公里增加到88 952亿吨公里，年均增长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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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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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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