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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发展方式 推动交通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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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关系国民

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这一重要论断指明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方向，即从单纯强调

转变增长方式向强调转变发展方式转型。发展方式在本质上是指国家、地区和企业发展的推动

力构成以及这些推动力发挥作用的形式。转变交通运输发展方式，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满足和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改变交通运输发展的推动力及其构成和它们发挥作用

的形式，逐步建立高效、便捷、统一、可及、可持续的现代化交通运输系统。 

  现代交通运输主要包括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管道五种方式，为国民经济提供生产性

运输和旅客运输及相关服务，沟通生产和消费环节，是经济正常运转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保

障，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交通运输发展作为一个有效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人和货物空间

位移需要的过程，不仅是一个数量的扩张过程，而且还包括交通运输结构和布局的不断优化，

交通运输技术、体制和管理的不断创新，交通运输质量和效益的不断提高等多方面的发展过

程。 

  新中国交通运输基本上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建国以来，我国交通运输业固

定资产投资呈现逐年增长趋势，累计已超过4万亿元。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交通运输投资增长

尤为明显，“十五”期间达到历史最高，为2.2万亿元，超过1949年以来51年的投资总额。 

  高投入使我国交通运输得以快速发展。首先，交通基础设施规模不断扩大，到2006年末，

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7.7万公里，其中复线里程2.64万公里，电气化里程2.44万公里；全国公

路通车总里程达345.7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4.5万公里；港口泊位总数为3.5万个，其

中万吨级及以上泊位达到1200个；民航机场为147个。其次，交通运输装备取得突破性发展，铁

路已具备世界先进水平的生产能力；公路运输正在推进货运厢式化，集中发展集装箱车、厢式

货车、特种专用车辆和重型柴油货车；水运船舶继续向大型化、国际化发展，专业化运输船舶

也逐渐得到发展；民航飞机数量2006年底已达到1455架。第三，交通运输量快速增长。2006

年，全社会货运周转量分别比建国初期和1978年增长了116倍和9倍，客运周转量分别比建国初

期和1978年增长了77倍和11倍。其中，铁路货物周转量年均增长6.9%，旅客周转量年均增长

6.9%；公路货物周转量年均增长12.8%，旅客周转量年均增长12%；水运货物周转量年均增长

11.6%；民航货物周转量年均增长13.7%，旅客周转量年均增长18.6%。交通运输各种方式客货周

转量的迅速提高，有力地支撑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近年来，虽然我国交通运输业发展很快，但仍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由交通

运输自身发展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资源环境等外部约束所决定的。与发达国家相比，我

国在交通网络的密度、通达度、服务水平等方面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从交通网络密度来看，

我国国土面积比美国略大，而铁路里程仅为美国的1/3，公路里程只有美国的28%，机场数量仅

为美国的1/38。从交通基础设施布局来看，我国铁路、公路、机场、管道等尚未形成基本完善

的网络布局，公路平均间距14公里，铁路平均间距300多公里，平均7万多平方公里才有一个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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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还有0.5%的乡镇和7.9%的建制村不通公路。从区域发展来看，不仅跨区域交通运输能力不

足、运输成本高、运输服务质量低，制约了市场交换的规模和范围，而且区域内部交通基础设

施的通达度、网络密度不够，总体质量等级低，不能便捷地满足货物运输和人员出行需要。从

运输方式来看，具有综合交通功能的枢纽尚不发达，综合运输大通道缺少必要的能力储备，承

受需求波动的弹性较小。加之近年来随着煤炭、石油、粮食、集装箱、钢铁、水泥、“三农”

物资等货运需求大幅增长，交通运输供求矛盾更为加剧，运能短缺再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

点。 

  现阶段，我们必须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便捷统一、改善效益、永续发展、公平

可及的目标，促进交通运输发展方式转变，实现交通运输的科学发展。 

  从经济效益型向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相统一转变。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生

产力布局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决定了运输需求的数量与质量。交通运输作为最主要的基础产

业，其发展不仅要适应不断扩大的运输需求，而且要顺应时代要求及时转变发展方式。我国正

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阶段。在此阶段发展基础工业，一方面需要大

量的原材料和能源，另一方面又产出大量的初级产品，加上我国资源分布不均匀，运输需求持

续快速增长。在经济运行中，社会物流费用越低，经济运行的模式就越合理。我国目前的社会

物流费用比欧美等发达国家同口径相比高一倍。要减少我国的社会物流费用，关键是要优化交

通运输结构，提高综合运输效率。另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外出旅行次数的增加，对

交通运输的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发展安全、舒适、便捷的交通是未来交通运输发展的基

本要求。还有，交通运输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环境压力，环境容量的

稀缺制约着交通运输的发展。因此，随着国家整个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资源配置的不断

优化，交通运输发展方式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外延式扩张，应在进一步扩大网络规模的同时，

更加注重运输质量和效率。交通发展方式从单纯经济效益型向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相统一的

转变就成为必然选择。 

  从资源消耗型向资源节约型转变。当前，我国交通运输发展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粗放型

发展方式特征明显，主要依靠土地等资源高投入。据测算，我国双线电气化铁路每公里占用土

地约90亩，高速公路四车道每公里占地约110亩（六车道每公里占地约120亩）。在能源消耗方

面，交通运输是目前我国能源消耗量最大，也是能源消耗增长最快的一个部门。2000年我国交

通运输业能源消耗量为9721万吨标准煤，2006年迅速上升到18223万吨标准煤，年均增长11%，

占全社会能源消耗总量的7.4%，比2005年增长12%。据预测，如果全行业采用节能运输模式，到

2010年全国公路运输行业营业性车辆汽柴油综合单耗将降低10%，每年可节约燃油800万吨左

右。由于土地、能源等资源的紧缺性和有限性，我国要想满足不断增长的运输需求，单纯依靠

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交通运输的发展现实，要求我们必须处理好交通运

输发展与有效利用有限资源的关系。当前，制约交通运输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资源

价格偏低，运输价格中没有充分考虑交通的外部成本，如为鼓励交通运输发展，我国在土地利

用上实行价格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多用土地的倾向。因此，围绕理顺交通运输价格

改革，使人们选择对环境、生态、卫生、安全影响较小的交通方式，以较低的成本提供安全、

高效、便捷的运输服务，是促进交通运输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 

  从环境污染型向环境友好型转变。交通运输在建设过程中会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会对区域的水土、植被、动物生存环境及人们的居住、生活环境与人文

景观带来影响；施工、运输过程产生的废渣、废气、噪音等，会造成水污染、大气污染、噪声

污染，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在我国，汽车尾气排放已成为大中城市的主要污染源，如北京市

汽车排放的碳氧化合物、碳氢化合物、氮氧化合物已占总排放量的40%—75%。在对环境的污染

方面，不同交通运输方式也不同。有关研究表明，客运(人公里)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强度，公路



是空运的1—2倍，是铁路的10倍左右；货运（吨公里）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强度，公路是铁路的

10倍左右。目前，能耗，土地占用，大气、水资源和噪声等环境污染，成为影响我国交通可持

续发展的主要因素。我国交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有限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容量的可扩

展性。因此，尽可能防止和减少交通建设和运输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使交通运输发展与生

态环境相协调，就必须转变交通运输发展方式。这就需要尽快建立交通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评价

指标体系，用以评价和考核交通规划和交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为交通运输政策的制定

提供支持，使交通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可操作性，真正做到交通运输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从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我国交通运输技术进步明显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总

体科技含量不高，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开发应用不足，智能交通技术应用还处于探索阶

段，与发达国家相比，交通现代化技术和管理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铁路技术装备水平总体上

仅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水平；公路总体技术标准偏低，抗灾能力弱，交通管理手段和

交通安全设施落后；内河航道高等级深水航道比重小，目前五级以上航道里程仅占通航里程的

18.4%，一些主要海港通海航道水深不足，难以适应船舶大型化、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我国交通

运输基于高新技术和信息化技术的现代管理技术应用才刚刚起步，特别是在大城市，交通控制

管理和交通安全管理的现代化设施应用程度还很低。我们要抓住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机遇，采用

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提高交通运输设备的设计制造水平，加快淘汰车型老、能耗高的车辆

和老旧船舶，提高运输设备的能源利用率；应用新材料和新技术，采用高效柴油添加剂和各种

节油技术及装置，提高运输设备的燃油经济性；推进交通运输信息化，应用智能交通技术，提

高交通运输运营水平和管理水平。 

  从相对分散发展向综合运输转变。长期以来，我国各种运输方式和运输枢纽分散发展，

缺乏统筹协调、相互配合、有机衔接、一体运作，导致联运效率降低，影响了综合交通体系的

形成。各种运输方式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促进交通发展方式转变，就是要充分发挥各种运输

方式的比较优势，做到“宜路则路、宜水则水、宜空则空”，这是交通发展的最基本规律。只

有遵循这一规律，才能获取各种运输方式的最高效率，提高整个运输网络的整体效率，最大限

度地降低社会物流成本。我们必须坚持统筹规划，完善各种运输的基础设施网络，优化运输结

构，提高运输装备和管理水平，并且使各种运输方式紧密衔接，着力促进交通网络规模扩张向

综合集成转变，形成布局合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 

  从政企不分的行业垄断型管理体制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管理体制转变。深化交

通运输管理体制改革，是转变交通运输发展方式的关键。近年来，我国交通运输领域的改革虽

然不断深入，但就整个交通行业的改革而言，还存在着政企不分、行业垄断和各自为政等体制

性障碍。交通运输的多头分权管理体制造成各种运输方式在网络形成过程中的排他性，不同运

输方式之间难以衔接和协调，严重制约着我国交通运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输系统一体化的形

成，束缚着交通运输业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难以适应交通运输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各种

运输方式协调发展是实现交通运输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而统一的交通运输管理体制则是

实现交通运输结构优化、提高交通运输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实现交通运输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

保障。因此，当前必须加快交通运输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改革，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

发挥市场配置交通资源的作用，进一步完善交通运输企业的运行机制，合理引导企业按市场经

济规律生产经营，注重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经营、管理全过程，促进各种运输方式协调发展

和全行业的科学发展。 

  （作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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