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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交通运输内涵

交通运输的概念
《辞海》：交通是各种运输和邮电通信的总称，即人和物的转运和输送，语言、文字、符号、图像等

    的传递和播送。

《中国大百科全书·交通卷》：交通包括运输和邮电两个方面。运输的任务是输送旅客和货物。

交通是指人员的往来、货物的交流和信息的流动；

运输是人和物借助各种交通工具的载运，实现空间位移的一种经济活动和社

会活动。

交通与运输反映的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 同一过程是指载运工具在交通网络上的流动过程；

• 两个方面是指：交通关注的是载运工具的流动情况（流量的大小、畅

通的程度），运输关注的则是一定时期内运送人员或物资的数量、距

离、经济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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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交通运输内涵

现代交通运输系统涉及各种运输方式的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与养护，载运工具的制造、运行与保养，

运输过程的组织、运行的控制与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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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 公路 水路 航空 管道

现代交通运输的五种基本运输方式：

交通运输系统的基本内容



第一节   交通运输内涵

交通运输系统的发展历程

五种基本运输方式在载运工具、线路设备和运营方式等方面各不相同，各有其适用的范围

几种运输方式同时并存，从交通运输发展的侧重点和主导的角度，可以将现代交通运输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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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
• 水路运输发展阶段

第二阶段
• 铁路运输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
• 公路、航空和管道运输快速发展阶段

第四阶段
• 综合运输协调发展阶段



第一节   交通运输内涵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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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

• 相互协调、竞争和制约

• 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和

制度创新的共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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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起至20世纪末

• 交通运输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

• 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关系

• 各种运输方式内部结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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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

• 方式观：各种运输方式自身

• 系统观：大系统视角审视

• 空间观：不同空间尺度

• 战略观：阶段变化导向



第一节   交通运输内涵

交通运输的技术经济特征
同一产品（客、货在空间的位移）

不同技术性能（速度、载重、连续性、舒适程度等）、对地理环境的适应程度和经济指标（如能源和

材料消耗、投资、运输费用、劳动生产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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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快速、经济、便利

送达速度

投资效益

运输成本

运输能力

运输经常性

运输机动性

……

技术装备不断更新

技术经济性能不断变化



第一节   交通运输内涵

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 调整与优化空间格局与产业结构
• 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可以增加并推动就业
• 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来资本

2025/1/14 9

支撑城乡一体化与国土空间优化
• 短城乡之间的距离，促进城乡交流、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

• 发达的综合交通运输压缩时空距离、促使要素加快流动，降低了空间优化的成本代价

• 现代化交通运输有助于人们在更大范围选择生活与就业，实现更加合理的人口分布

推动产业发展
• 交通运输推动了物流业、旅游业和电子商务、快递配送、配载等新兴业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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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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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现状

• 与经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从“整体滞后”到“瓶颈制约”，再到“总体缓解”和“
基本适应”的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基础薄弱、整体落后的面貌

•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形成一体化交通运输有机整体
• 技术经济优势充分发挥
• 布局日趋合理
• 结构不断优化
• 系统不断完善

第三节  我国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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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现状
• 交通基础设施加速发展

• “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

• “71118”国家高速公路主线

• 世界级港口群：长三角、津冀、粤港澳等

• 世界级机场群：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等

• 交通运输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作用充分发挥
• “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车”的兜底性目标任务

• 区域交通连片成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水平不断提升

• 与世界相交、与时代相通
• 铁路：中老铁路、亚吉铁路、蒙内铁路、雅万高铁、中欧班列

• 民航：十大国际航空枢纽和29个区域枢纽等组成的现代化机场体系

• 水运：全球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前10名的港口当中，我
国分别占了8席和7席

第三节  我国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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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发展趋势
高速化、重载化、智能化是交通运输发展的共同趋势

技术路线和经济路线往往大同小异，可以互相借鉴，但在具体实施上又各有特点

1997年4月1日

最高运行时速达到了140公里

旅客列车平均旅行速度由时速
48.1公里，提高到时速54.9公里

1998年10月1日

快速列车最高运行速度达到了时
速160公里

旅客列车平均旅行速度达到时速
55.2公里

直通快速、特快客车平均时速达
到71.6公里

2000年10月21日

初步形成了 “四纵两横”提速网
络

旅客列车平均时速达到60.3公里

2001年10月21日

旅客列车平均旅行速度达到时
速61.6公里

2004年4月18日

几大干线的部分地段线路基础
达到时速200公里

旅客列车平均旅行速度达到时
速65.7公里

2007年4月18日

京哈、京沪等既有干线实施的
时速200公里的提速

部分有条件区段列车运行速度
可达250公里

6次铁路大提速进入高铁时代

第三节  我国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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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 我国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的总目标和主要任务：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 交通强国战略的总体目标：建成“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 到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到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的交通强国。
• “人民满意”是指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交通服务，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 “保障有力”是指交通运输在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同时，还应发挥先行引领作用
• “世界前列”是指交通基础设施规模、交通服务、交通科技、交通安全水平等进入世界前列

第三节  我国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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