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复杂交通网络>>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复杂交通网络>>

13位ISBN编号：9787509619827

10位ISBN编号：7509619823

出版时间：2012-8

出版时间：经济管理出版社

作者：莫辉辉，王姣娥　著

页数：246

字数：301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复杂交通网络>>

内容概要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交通运输进入加速发展期，交通网络建构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
对交通网络发展的科学认知备受关注。
《复杂交通网络——结构、过程与机理》基于复杂系统思想，从交通地理学的视角系统阐述交通网络
复杂性的概念内涵、理论基础及研究方法，建构新的交通网络分类体系，以铁路、民航和高速公路等
交通网络为案例，运用图论、复杂网络、空间相互作用等理论与方法探讨交通网络的统计特征及演化
过程与机理。

《复杂交通网络——结构、过程与机理》可供交通地理、交通规划与管理等领域的学者、规划工作者
以及政府管理决策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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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莫辉辉，男，汉族，湖南衡南人，1979年8月生。
现为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助理研究员。
2004年硕士毕业于中南大学（原长沙铁道学院）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专业，2011年博士毕业于中国科
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人文地理学专业。
主要从事交通运输与物流发展规划、战略等研究工作，主持及参与国家及地方各类交通、物流等研究
课题40余项，撰写交通评估报告10余份，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王姣娥，女，汉族，湖南涟源人，1981年11月生。
现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2008年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人文地理学专业，曾在香港浸会大学、美国路易
斯安那州立大学学习访问。
主要从事交通运输与区域发展等研究工作，主持及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
与地方各类交通规划、区域发展等研究课题3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4。
余篇，其中SCI/SSCI
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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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基于地域系统的铁路公司模式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铁路改革的浪潮席卷全球。
与此同时，公路、航空等运输方式的快速发展；铁路发展相对滞后，效率不高且供需矛盾频现，而运
输市场份额持续下降，改革尤其是体制改革在学界及社会上的呼声越来越强，成为影响中国铁路发展
的核心问题之一（于军，2003；赵坚，2010）。
　　一、体制改革的基本内涵　　从经济学的角度及国内外运输行业的规制情况分析，体制系指对整
个行业的规制模式，包括企业进出、运价规定、企业重组、企业规模等市场化的产业组织管理，避免
垄断（必要的区域市场规模除外）的超额利润（或“额外利润”）和恶意竞争，保障行业提供有效市
场服务的公平性，从而为经济社会的健康运行提供保障。
为适应发展的需要，近年铁路改革的步伐有所加快。
2003年，铁道部推行主辅分离改革，成立了集装箱、特种货物和行包快运三个专业运输公司。
2004年成立中国铁路建设投资公司，主要履行铁路大中型建设项目的出资人代表职能。
2005年国有铁路实行三级管理体制，即铁道部-铁路局（公司）一站段，但其体制改革（涉及投融资体
制、建设机制、建成铁路的运营权划分以及运营收入利益划分等须市场化的规制模式）未出现实质性
的变动，因而其体制改革只能算是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的调整，其效果（如运输效率）是依靠信息化
技术大幅提升、运输需求旺盛等来维系的，体制改革并未触及政企分开的根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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