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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有公路交通资产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强公路交通资产管理有助于盘活存量公路交通资

产, 降低公路交通资产负债率, 确保公路交通资产保值增值, 从而提高交通设施的使用效率. 在阐述公路交通资

产管理的定义和管理系统研究意义的基础上, 根据国外公路交通资产研究的现状和我国的实际, 提出了资产管

理系统的总体设计、资产管理的目标和政策、资产清产核资及评估、资产优化再投资决策. 最后建立了公路交通

资产管理系统的框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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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2003 年底, 我国公路通车里程已达180. 98

万 km , 居世界第四. 其中高速公路 2. 97 万 km ,

二级及二级以上公路 27. 16 万 km , 占公路总里程

的 15%. 2003 年全国公路水运交通固定资产完成

额为 4136 亿元, 其中公路建设占近 90% [ 1 ]. 目

前, 国有公路交通资产 (简称“交通资产”) 的经济

属性由过去单纯的公益资产通过转让经营权、股

份制改革、发行债券等多种形式具有了商品属性,

变成可保值增值的资本. 盘活交通 行业国有资产

存量, 进行交通资本运营, 带动增量投入, 使交通

资产保值增值, 成为交通经 济工作中的热点.

1　交通资产管理的定义

交通资产管理核心是通过经济有效的管理、

计划和资源分配决策, 为监测道路运输系统、优

化道路的维护、改善及定期更换提供一个坚实的

基础. 国际上对交通资产管理已经形成了几 种定

义[ 2～ 7 ], 尽管针对不同的目标和具体设施, 这些定

义在细节上有所差异, 但在 以下几个 方面是一

致的[ 8 ]: 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待具体资产, 包括各类

公路交通基础设施; 考虑资产 的整个寿命期, 从

最初征地, 到维护、运行、更新以及淘汰; 要求对交

通资产需求和解决这 些需求的资源分配建议进

行系统分析; 依赖于信息技术, 但不仅是现有管理

系统和数据的简 单集成, 而是多种技术手段的综

合; 结合了工程学原理、经济学方法和良好的经济

决策程序 , 寻求经济、有效和低成本的工作成果.

交通资产管理就是运用工程学和经济学原

理, 利用有效的管理方法, 经济而有效地维护、改

善和经营公路交通物理资产及其衍生资产的系统

过程. 该过程以提升交通资产的整体性能和实现

最大经济、社会效益为目标. 交通资产管理系统将

及时监控实现目标过程中的进展情况, 评估与目

标相关的工作过程, 进而确定管理方案与投资决

策在实现目标过程中的作用.

2　交通资产管理系统的研究意义

交通资产管理系统可及时监控实现目标过程中

的进展情况, 评估与目标相关的工作过程, 确定管理

方案与投资决策在实现目标过程中的作用.

a. 为解决交通资产运营主体缺位问题提供理

论支持. 目前我国已形成的巨额国有交通资产的

代表缺位, 交通资产的保值增值任务无部门承担;

交通部门注重交通资产的实物管理, 轻视交通资

产的价值管理; 存在交通资产流失的潜在危险.

b. 建立交通资产清产核资理论和评估理论, 适

应当前公路交通资产参与资本市场竞争的需要.

c. 优化交通资产管理, 建立新型的交通资产

监管和运营体系. 以此来有效地解决交通资产管

理混乱、运营效率低下、经营关系模糊、政企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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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 实现对国有交通资产的人格化管理.

d. 盘活存量交通资产, 降低交通资产负债率,

确保其保值增值. 以已积累的巨大资本及资金来

源为依托, 通过一定途径, 促进资本流动, 实现资

本的良性循环. 通过盘活交通资产, 进行低成本扩

张, 实现优良资产重组, 降低资产的负债率.

e. 建立交通资产再投资决策体系, 寻求以最

少投资来获取最大效益的途径. 我国目前的交通

资产投资和管理机构大多是分离的, 不同交通项

目的出资人也不同, 有时项目的出资人不到位, 造

成投资项目完成时间的拖延, 甚至是下马, 形成不

良资产.

3　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近年来, 世界各地的交通部门已经开始以一

种更具战略性的眼光来看待交通资产管理问题.

试图用一种更具战略性的方法来解决广义的、涉

及所有交通资产的资源分配决策问题. 交通资产

管理有助于我们从财务、经济、社会和技术等方面

认识交通资产的重要性.

国外的交通和公用事业部门对交通资产管理

已有多年的研究, 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有详细

的方法论手册和报告. 近年来, 美国、加拿大、芬兰

和瑞典也作了一些工作,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O ECD , O rgan iza t ion fo r Econom ic Coopera2
t ion and D evelopm en t ) 最 近 完成的对其北美、

欧洲和亚洲的成员国的行动纲要表明, 所有发达

国家都正在关注这个问题 . 由于认识到交通资产

管理对世界各地交通运输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1998 年美国各州公路和 交通工作者协会

(AA SH TO , the Am erican A ssocia t ion of Sta te

H ighw ay and T ran spo rt a t ion O fficia ls ) 将交通

资产管理纳入关键行动, 成立工作小组, 研究和实

施交通资产管 理 10 年战略规划. 美国联邦公路

局 ( FHW A , T he Federa l H ighw ay

A dm in ist ra t ion) 于 1999 年 2 月成立了资产管理

办公室, 领导和推动对公众投资的道路设施进行

更系统的管理. 它在推 动系统维护、管理工具、新

技术和其他伙伴行动方面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

美国AA SH TO 和 FHW A 在美国交通领域

建立交通资产管理意识方面都发挥了领导作用.

从 1996 年 开始, 这两个组织已共同负责了一系

列的资产管理方法研究项目, 这已经成为该领域

交换思 想、更新进展的主要论坛. 美国AA SH TO

和 FHW A 最近资助了一项全国合作公路研究计

划 (N CHR P P ro ject) , 其目的是为美国交通机构

建立一个资产管理框架, 将内容编写成一份交 通

资产管理指南. 美国公用事业学会 (A PW A , the

Am erican Pub lic W o rk s A ssocia t ion) 、土木工程

研 究 基 金 会 ( CER F, the C ivil Engineering

R esearch Foundat ion)、国家科 技委员会 (N STC,

the N at iona l Science and T echno logy Council)和

交通研究委员会 ( T RB , the T ran spo rta t ion

R esearch Board) 等其它组织已经成立了工作组,

负责资产管理 的研究和开发. 各州交通部门现在

正在建立交通资产管理战略和规划. 此外, 美国有

几个大学 已经建立了交通资产管理研究中心.

4　交通资产管理研究的主要内容

4. 1　交通资产管理系统总体设计

主要包括交通资产管理的定义、研究的对象

及交通资产的分类等. 交通资产可定义为由国家

投资的, 产权归国家所有, 用货币可以计量的各类

公路交通设施及其附属设施和衍生资产.

研究对象包括三方面: 各类公路交通设施, 它

是国家所有, 社会使用, 公路交通部门受国家 委

托管理; 用于建设、施工、养护管理的各种生产资

料, 其所有权归国家, 各级公路交通部门使用, 并

赋有保值增值的则任; 以上两类资产的衍生资产.

交通资产有多种分类方法. 按实物形式可分

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 按经济用途可分为非经

营性资产和经营性资产; 按投资主体可分为中央

投资和地方投资.

4. 2　交通资产管理的目标与政策

研究交通资产管理的总目标及各分项目标等

目标体系, 研究国家及地方政府的交通政策对实

现目标的影响. 总目标是建立产权清晰, 按市场经

济规范组合, 各类资源配置合理, 资本运营高效,

投资收益一体, 具有法律约束的, 适合我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交通资产管理体制. 其任务是确保

交通资产的完整, 不受侵害, 并使其保值增值. 交

通资产管理的总目标是从社会和经济发展对交通

资产的需求出发, 在分析公路交通体系及其环境

约束条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的, 然后根据各

子系统功能和发展状态水平对总目标进行分解,

建立目标体系.

国家和各级政府通过制定法规和交通政策等

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手段, 实现对资源的再分配, 进

而影响交通企业的投资决策、收费政策以及企业

内部管理等经营活动. 因此, 研究国家及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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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通政策对实现目标的影响是交通资产管理的

重要内容.

4. 3　交通资产清产核资及评估

研究交通资产数据采集模式及方法、交通资

产清产核资理论、交通资产评估原则及标准、交通

资产评估模型及算法.

交通资产数据采集是交通资产清产核资和评

估的前提. 交通资产数据包括详细的资产清单、资

产现值、资产状况、服务水平、使用单位、衍生资产

等. 在研究这些数据特性的基础上, 建立高效、统

一、操作简洁的数据采集模式和数据采集方法.

交通资产清产核资是指国家根据一定的方

法、程序和制度, 对全国的公路交通设施在规定的

时间内进行的资产清查过程. 其任务是通过清产,

弄清交通资产的实物存量和价值存量, 界定资产

所有权. 其目的在于摸清交通国有资产的“家底”,

理顺产权关系, 为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相适应的交通资产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打好基

础. 交通资产清产核资理论研究包括交通资产清

产核资的目标、内容、任务、工作程序和方法等, 构

建资产核算体系, 其核心为交通资产清产核资的

登记制度和所有权的界定方法.

交通资产评估原则是调节资产占用单位、评

估主体及资产业务有关权益各方面在资产评估中

的相互关系, 规范评估行为和业务的准则. 包括工

作原则 (交通资产评估的独立性、交通资产评估的

客观性原则、交通资产评估的科学性原则、交通资

产评估的专业性原则)和经济原则 (交通资产评估

贡献原则、交通资产评估的替代原则、交通资产评

估的预期原则).

交通资产评估标准是关于交通资产评估所选

用的价格标准的准则, 其要求估价类别与资产业

务相匹配. 根据我国资产评估管理要求和国际惯

例, 交通资产评估中的价格标准可分为重置成本、

现行市价、收益现值和清算价格, 并在此基础上建

立相关的评估模型及其算法.

4. 4　交通资产优化管理

研究交通资产服务能力与交通需求关系、交

通资产监管和运营体系、交通资产优化管理模型

及算法、交通资产使用费征收模式及方法、交通资

产管理信息系统.

交通资产服务能力与交通需求关系研究包括

交通资产服务水平的划分、交通需求预测模型及

算法、交通需求管理理论及方法、交通需求变化与

交通资产服务能力之间的互动关系.

加强对交通资产的监管是确保交通资产效

益, 防止资产流失的重要手段. 监管包括对资产占

有、经营、收益、处置等所进行的监督和控制两个

方面, 其核心是建立约束制度和约束机制. 交通资

产顺畅运营是资产管理的中介目标, 运营体系包

括资产的管理、运转和经营三个环节.

交通资产优化是针对交通企业现有存量资产

不合理的现状, 以交通资产为纽带, 采取合并、分

立、租赁、出售等多种形式, 对企业存量资产进行

重新组合, 使资产配置合理化、科学化, 以利于交

通企业进一步发展, 增强企业资产的获利能力. 交

通资产优化重组的目标就是要优化资本结构, 实

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提高交通资产的营运效益. 以

资产优化理论为基础, 采用统计分析和随机分析

方法, 建立交通资产优化管理模型.

交通资产使用费是政府和交通企业为车辆使

用者提供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服务和履行管理职能

时, 按规定征收的各种专项费用. 主要包括公路养

路费、车辆购置附加费、车辆通行费和地方交通建

设基金等. 交通资产使用费征收模式和方法主要

研究征费计量标准体系、公路交通设施收费系统

和方法、征费管理模式和方法、“养路费改燃油税”

改革的理论和方法等.

掌握详细准确的交通资产清单、资产状况和

设施使用者的反映是进行交通资产科学管理、运

营和再投资的前提和基础. 交通资产管理信息系

统是通过动态控制模型来实现交通资产相关信息

的输入、转换、输出及反馈, 以达到盘活交通资产,

使其发挥最佳功能, 提高资产利用率, 并提升其使

用价值的目的. 交通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包括系统

开发模式、系统结构模式、系统计算机网络架构、

功能模块划分、基础数据的采集、分析和管理技

术、开发工具的选择等.

4. 5　公路交通资产再投资决策

研究交通资产预警系统、交通政策对再投资

的影响、交通资产再投资理论、决策模型及算法.

为了提高公路交通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

能力, 有必要进一步强化统计的总体功能, 充分、

有效地利用现有的统计信息资源及现代化信息处

理手段, 立足于交通资产管理信息系统, 建立交通

资产预警系统, 全面综合反映和评价公路交通企

业生产经营状况, 对可能出现的经营危机及时发

出预警, 为企业领导经营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交

通资产预警系统研究的基本思路为定量分析与定

性分析相结合, 预警理论与方法同计算机技术相

结合. 主要内容包括预警基本理论的研究、预警系

统功能的描述、预警指标体系的建立、预警准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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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模式的选择、预警信号的确定与输出等.

交通资产再投资是公路交通企业可持续发展

的必由之路. 但任何投资均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都有一定的风险. 交通资产再投资决策的目的是

力图使交通企业以尽可能小的风险获得尽可能大

的投资效益. 其研究的内容包括基本理论的研究、

决策方法的选择、决策指标体系的建立、决策模型

的建立、敏感性分析和国家及地方交通政策对再

投资的影响分析等.

5　公路交通资产管理系统框架设计

5. 1　系统结构设计

交通资产管理系统既要有利于决策的制定,

又要能在系统用户与资产持有者、政府官员及日

常作业的管理人员等其他人员之间建立以事实为

基础的对话, 即在决策过程中所有参与者都要能

得到与决策有关的、客观而可信的资料. 该系统由

基础分析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组成 (图 1).

图 1　公路交通资产管理系统结构

5. 2　系统功能设计

a. 基础分析系统功能设计. 基础分析系统服务

于决策支持系统和其它与交通资产有关的决策系

统, 其系统结构具有通用性和开放性. 该系统各部分

功能作如下设计: 交通资产信息采集、更新和分析系

统是整个系统的基础, 其功能主要包括资产信息的

采集和分析方法、资产数据库的建立和维护技术. 交

通资产衍生资源分析系统主要分析由于公路交通设

施的建设而引起的相关资源的增值. 交通资产评估

及效益分析系统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功能, 一是界定

交通资产的所有权, 并以此为基础完善国有交通资

产产权登记制度, 按交通资产的实物形态, 分清国有

交通资产的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 按交通资产的经

济用途, 分清经营性资产与非经营性资产等, 弄清其

实物存量与价值存量, 并建立相应的会计核算制度,

评估交通资产总值. 二是分析计算交通资产的社会、

经济效益.

b. 决策支持系统功能设计. 决策支持系统以

基础分析系统为基础, 为决策者提供正确决策的

各种支持. 其各部分功能设计为:“交通资产经营

及优化管理系统”提供交通资产整体功能优化方

案, 盘活存量资产, 提高资产经营效益.“交通资产

预警系统”全面综合反映和评价公路交通企业生

产经营状况, 对可能出现的经营危机及时发出预

警, 为企业领导经营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交通

资产再投资决策”使交通企业以尽可能小的风险

获得尽可能大的投资效益.

交通资产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

强对交通资产的管理有利于维护交通资产所有

者、经营者和使用者的合法利益, 充分发挥交通资

产在国民经济、人民生活和国防建设中的作用, 提

高交通资产的使用效率, 使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服务. 交通资产管理系统框架的建立是

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 对系统包含的具体还有

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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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lf2o rgan iza t ion Featu re M app ing ( SO FM ) neu ra l netw o rk is app lied to eva lua te sand

liquefact ion po ten t ia l. Based on the case2h isto ric da ta and the p r ofessiona l no rm s, the SO FM netw o rk

m odel w ith seven inpu t param eters and fou r ou tpu t so rts is set up to eva lua te sand liquefact ion

po ten t ia l. T he test ing resu lt s of p ract ica l exam p les show tha t the m ethod based on SO FM neu ra l

netw o rk fo r ev a lua t ing sands liquefact ion po ten t ia l is feasib le and effect ive and has ga in fin e resu lts,

w h ich p rovides a new app roach to research sands liquefact ion po ten t ia l.

Key words: self2o rgan iza t ion fea tu re m app ing (SO FM ) ; neu ra l netw o rk; sands liquefact io n po ten t i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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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oad asset is the im po rtan t com ponen t of na t iona l incom e and the im po rtan t econom ic asset

in society. T igh ten ing up the m anagem en t of road tran spo rta t ion asset can increase the benefit of

t ran spo rta t ion estab lishm en t. T he defin it ion and conno ta t ion of road tran spo rta t ion asset a re

expat ia ted. O n the basis of research fo r overseas road tran spo rta t ion asset m anagem en t, the m ajo r

m at ter of road tran spo rta t ion asset m anagem en t system is pu t fo rw ard. It includes five as pects :

genera l design of system , goals and po licy of asset m anagem en t, asset ch eck and evalua te, asset

op t im ize, asset w arn ing system and investm en t decision. T he fram ew o rk of road tran spo rta t ion asset

m anagem en t system is set up.

Key words: road tran spo rta t ion; t ran spo rta t ion asset; m anagem en t system ; fram ew o 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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