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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新兴学科层出不穷。
科学技术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不仅它的成果被直接应用于生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而且科学技术作为综合的知识体系，也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分析复杂多交的经济、社会、政治等现象的
工具，从而帮助人们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科学的思考、判断和决策，在更大程度上推动整个社会的
发展以及科学技术自身的进步。
邓小平同志在全党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重新强调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提
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
为此，我们必须重视科学技术新理论、新方法、新成果。
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系统科学占有特殊的地位，它是彻底改变世界科学图景，使当代科学思维方
式发生革命性转变的最富力意义的成果之一。
以系统作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它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给自然科学、技术科
学、工程技术和社会科学提供了一种跨越了学科界限，从整体上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新范式、新思
想、新理论、新方法，有利于填平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的增
长和社会的进步。
　　从贝塔朗菲提出一般系统论至今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在此期间不仅产生了运筹学、控制论、信息
论、系统分析、大系统理论和系统动力学，而且还出现了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一般
生命系统、社会系统论，以及近十年来我国学者提出的泛系统分析和灰色系统理论等。
在系统研究已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系统科学。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自1979年以来，多次发表关于建立系统科学体系的建设性意见，并参加和主持
了系统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
系统科学向越来越多的领域和行业渗透并结出一批又一批硕果，已成为一股世界性的热流。
　　20世纪70年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现代工业、交通、生物、生态以及军事指挥
等大规模的生产管理系统越来越多且日益复杂；同时，由于生产过程向综合化、自动化方向发展以及
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需要控制的过程又跨进了工程或社会的大系统中，这些系统的特点是规模大
、结构复杂、功能综合、因素众多，对这种大规模复杂系统的评价、设计、控制和管理，就必然要运
用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系统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对其实施系统控制。
这就带来了控制思想、手段、理论和方法的突变，跨进了大系统的最优控制和管理的新阶段。
而交通运输系统正是这类大系统。
大系统理论的产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系统科学巳进入了控制与信息科学、经济管理科学、生物环
境科学、交通运输科学等各种不同学科领域相互渗透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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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交通运输系统分析是一门新的交叉科学。
该书以系统分析 的思想、原 理和方法，来认识、分解、分析和描述交通运输体系，并完整地介绍了
交通运输系统分析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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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六章交通运输通道系统分析　　交通运输业本身是一个大系统，它包括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和交
通运输系统的工作对象（旅客和货物）。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的自然条件与经济条件差别很大，生产力分布也极不平衡，加之铁路
、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等现代交通运输方式各自的特点，这就要求我们考虑国民经济与交通运输
协调发展时，必须充分重视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优缺点和适用条件，扬长避短，实行合理的分工与协
作，形成完整的综合运输体系，更好地实现交通运输系统的经济功能。
　　在整个交通运输系统中，往往有一些跨区的或区内的客货流密集地带，集中有相当一部分流量，
其走向线路形成国家、区域的交通运输骨干通路，包含有一种或多种交通运输方式。
这种交通运输骨干通路，承担着国家和地区重要的客货交通运输任务，称之为“交通运输通道”。
各种交通运输通道与其他客货流集散及地方服务交通运输支线相互衔接，融之以各种交通运输方式，
便有机地形成了一个大的交通运输系统整体。
　　第一节交通运输通道的基本概念　　交通运输通道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在发达国家交通运输界新
兴的交通运输理论。
它是以交通运输系统思想和理论为指导，综合了系统科学理论、交通运输经济学和交通运输地理学而
形成的一个新的理论。
主要研究客货交通运输及交通流（客流、货流、车流、船流和航空流）形成的经济地理基础，运输网
络和交通枢纽的合理布局，特别是交通运输密集地带内交通运输结构的合理配置。
这种理论在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进程中诞生，并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如今已成为对交通运输具有指导
意义的理论体系。
　　目前，国内对这一理论的研究才刚刚兴起，国外关于交通运输通道理论的研究进展情况没有及时
介绍进来，理论上一些概念性、原理性的问题仍然缺乏完整的论述。
然而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交通体系过程中，已经开始了交通运输通道的建设，交通
部提出建设交通运输通道的问题，铁道部也开展了对通道建设的研究工作。
交通运输通道理论是门发展中的学科，虽然现在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但目前已有很多人在尝试运
用不同理论探讨各种交通运输通道的特有现象，并试图弄清这些现象的内存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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