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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年，中央政策研究室与国家开发银行合作开展了《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研究》、《现代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建设研究》、《我国水资源开发利用研究》等三个研究课题，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资本
市场发展、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水资源开发利用等热点问题，从不同侧面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相
应的对策建议。
这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积极意义。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
本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
要引擎之一。
资本市场建立了与国际规则相符合的法律制度，形成了多层次的交易体系，完善了上市公司结构，交
易品种稳步增加。
交通运输业在总体规模、运输能力供给、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有力地支撑了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资源环境保护和综合利用水平日益提高，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可持续发展方式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
　　我们也应当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上述领域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现
实需要仍有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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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研究》是中央政策研究室与国家开发银行共同合作研究的课题项目，
于2006年8月正式启动。
在近2年的时间里，本课题在中央政策研究室郑新立副主任和国家开发银行刘克崮副行长的主持和指
导下，在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组织下，在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铁道部、天津市委政策研究室
、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西藏自治区委政策研究室、上海城市交通管理局、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有关
部门的专家学者共同努力下，完成了该项研究任务，形成研究报告。
在研究过程中，课题组几次召开会议，反复论证，同志们认真负责，几易其稿，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初稿形成后又专门召开了课题论证会，与会专家学者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建议，现在的研究报告是
各子课题在充分吸收专家学者意见建议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而成。
    本研究报告以分工撰写的方式完成。
在各专题研究报告的基础上，由课题组组长李连仲同志和经济局刘新民同志对研究报告的全部内容的
体例、结构和文字进行了总纂定稿。
    研究报告提出的观点和建议均为课题组成员的研究体会，不代表其所属单位或部门的意见。
对本报告的错误和不足之处，希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研究》为“中国经济热点研究丛书”之一。
本书科学全面地对我国未来运输需求与供给进行了预测研究，在借鉴国外交通运输发展的经验基础上
，分别分析了我国铁路交通、公路交通、水运交通、民航交通、城市交通运输的特点，并提出了构筑
“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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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铁路跨越式发展是解决铁路“瓶颈”问题的根本出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铁路发展取得
了很大成绩，但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经济社
会发展对铁路运输能力和运输质量提出了更高的需求，铁路发展的不适应性更加突出。
　　一是铁路能力总体上不能适应运输市场需求。
多年来随着加大铁路建设投资力度，铁路运输能力有了较大提高。
加之其它运输方式迅速发展，为铁路分担了部分客货运量，使长期困扰铁路运能紧张的状况在一定程
度上得到缓解。
然而这一缓解仅表现在铁路一般干线和支线上，作为联结我国大中城市和工业基地的主要运输通道运
输能力依然偏紧，主要干线能力利用处于饱和与超饱和状态，机动能力明显不足，运输负荷高居不下
，客货争能力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
　　二是铁路网规模偏小，适当扩张必不可少。
我国铁路网规模与我国人口、国土面积和经济发展水平很不适应。
美国国土面积与我国相当，人口只有我国的五分之一强，而且拥有600多万公里世界上最发达的公路网
，以及发达的内河、航空和管道运输，即使如此，还拥有20多万公里铁路，为我国铁路网规模的3倍多
。
德国、法国、英国、日本，国土面积较小，公路运输十分发达，但是每平方公里国土面积拥有的铁路
是我国的9到18倍，如果按人均占有铁路里程计算，我国则更少。
就是印度，国土面积只为我国的三分之一强，而铁路运营里程却是我国的五分之四强。
通过扩张我国铁路网的规模，可以加大铁路的覆盖面，从总体上优化铁路系统“大动脉”与“毛细血
管”的功能，通过增加“增量”优化“存量”，使铁路整体实现“人便于行，物畅其流”。
　　三是提高客货运输质量对铁路运输能力提出新要求。
运输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运量与运能”的矛盾已经转变为“需求与供给”的矛盾。
面对客货运输质量要求的提高，铁路表现出能力短缺，适应能力脆弱，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对运输能力的概念，尤其是对运输能力合理利用的概念需要根本改变。
在“买方”市场形成、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以往那种以牺牲旅客货主利益为代价的运输能力的高效利
用，将赶走顾客，失去铁路的市场份额。
近年来，列车运行和终到不正点的问题时有发生，部分站车设施设备陈旧、落后，一些铁路工作人员
服务意识不强，不能向旅客货主提供人性化的服务环境和条件。
提高客货运输服务质量首先需要提高铁路运输能力。
　　首先要提高能力储备，增强应对能力。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铁路运输的市场波动性将更显著，增强铁路应对能力就必须提高能力储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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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研究》以分工撰写的方式完成。
在各专题研究报告的基础上，由课题组组长李连仲同志和经济局刘新民同志对研究报告的全部内容的
体例、结构和文字进行了总纂定稿。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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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