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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阶段典型运输政策对比

芮 晓丽

（长安大 学 经济 与管理学 院 ， 西安 ７ １００６４
）

摘要 ： 本文 以 纵 向 时 间 的 角度 ， 通过对 中 国 现代化各个 阶段 的社会经 济 与 交通运输总结 ， 分析 了 在各

阶段运输 的发展状况和代表性的 交通运输政策 ， 得 出 在现代 化起步 阶段无成型 的 运输政策 ， 局部现代

化 阶段则形成初具系 统 的 交通运输政策 ， 全面现代化阶段运输政策 已经 与 市场 经济体 制接轨 ， 走上理

性轨道的 结论 。 由此证 明 市场经 济体制 能确保运输政策符合经济规律 。

关键词 ： 现代化 ； 社会经 济
；

交通运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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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化 、 学术知识科学化以及思想领域 自 由民主化等 。

１ 现代化进程的阶段划分中 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 历史的组成部分 ， 中

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 中心将中 国现代化分为三个阶

现代化是指以大工业为发端、 以
一

个民族实体 段 ： Ｉ８６０
？

１ ９ １ １ 年 ， 清朝末年的现代化起步阶段 ；

为载体的整个社会的变革及发展 ， 其描述的是现代１ ９ １ ２ ？ １ ９４９ 年 ， 民国时期的局部现代化阶段 ；
１ ９４９

发生的社会 、文化变迁的现象 。 现代化的核心是
“

人 年至今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面现代化阶段
［

１
］

， 如

性的解放
”

和
“

生产力的解放
”［

１
］

， 具体包括经济的 表 １ 所示 ，
这也是 目前中 国学术界普遍比较认可的。

工业化、 政治的民主化 、 文化人性化 、 社会生活城在 国家的现代化的进程中 ， 运输与经济间的

收稿曰期 ： ２０
１５

－

０４ －

１
５修回 曰期 ： ２０ １ ５

－０６－

１ ６录用 日期 ： ２０ １ ５
－

０７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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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中 国现代化的历史阶段
￣

阶段时期大致时间历史阶段工业经济科教文卫
^

准备１８４０
￣

１ ８６０鸦片战争外资造船和银行引进科学知识

现代化起步起步１ ８６０
￣

１ ８９４

￣

洋务运动外资和官办工业现代运输 、 教育

调整１ ８ ９５
￣

１ ９ １ １维新政策民办工业化 现代教育 、
卫生

探索 １９ １ ２
？

１ ９２７北洋政府时ｊ民办工业化
￣

现代教育的发展

局部现代化探索１ ９２ ８
￣

１９ ３６

￣

国 民政府时期£ 办工业化交通运输 、 教育

探索
．

１９ ３７
￣

 １９４９

＋

战争时期战时工业化
＿

局部现代化

探索１ ９４９
￣

１ ９７ ７计划时期
￣￣

＾化、
设计性教育、 卫生和福利

全面现代化市场化１ ９７８
￣

２００ １改革时期 工业化 、 市场化城市化 、 信息化



｜全球化２００２ 至今追赶时期新型 、 绿色 、
知识化

｜福利化 、 信息化

资料来源 ： 中国 科学 院 中 国现代化研 究 中
心

《中 国现代化报告 ２０ １０ 》

关 系甚为密切 ， 两者相互影响 、 相互促进 。 从微观 策 ， 仅有典型事件 ， 见表 ２ 。

的角度来看 ， ？输发展水平
一

定程度上影响到单个
表 ２ 中国社会领域现代化的起步时期 的交通运输典型事件

生产者和消费者对资源获取的便利程度 ， 较高的便
＾



丨 ＿ 丨 地 占

利程度促进扩大其酿地的供给需求能力 ， 如此又
马路
＿：描前外马路 撕年ｆ

作用于交通运输 ， 对其发展提出新要求 ， 从而完善 、 錳 ｉ条中国 自造铁路一唐胥祕 腦 年 ^
调整运输 。 从宏观的触来看 ， 运输是国 民经济的

一

个邮政局
—

台湾邮政局

；
体
二
不断， ？

发展
二
Ｓ］一

个电话局

—

—

而较咼水平的国民经济又会反作用于还输 ， 带动其 Ｌ—— Ｊ

ｒｒ


；



Ａｗ＾士廿 丨
２

１资料来源 ：

《 中 国现代化报告 ２０ １ ０》

创新与变革
［ ］

。

２ 现代化起步阶段的运输政策３ 局部现代化阶段中的运输政策

在世界范围 内 ， 这一时期是运输经济的历史 ３ ． １ 国际环境

轨迹中缓慢发展的第
一

阶段 。 在国 外 ， 早在 １ ８５０中国处于局部现代化阶段时期 ， 是世界运输经

年 ， 拉德那的 《铁路经济》 被马歇尔称赞为近代铁 济理论形成与发展的时期 。 世界范围上看 ， 这一时

路经济科学奠定 了 基础 ；

１ ９２０年 ， 国外的庇古的 期的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较为全面 。 虽然世界战争影

《Ｗｅｌ ｌ
－ｆａｒｅ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提出外部经济的概念 ， 运输 响了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 但不断提髙的世界工业

经济学理论基础形成
｜
３

］

。 然而 ， 中 国在这
一

阶段的 化的程度在
一

定程度上还是推动了经济 ， 保障了交

表现是愚昧落后的 。
１ ８５０ 年代末 ， 清政府反对外 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 。 各国大幅提升的铁路 、 公

来侵略 、 维护国家主权 ， 拒绝列强在中 国修建铁路 。 路建设里程 ， 以及多种运输方式在竞争中所形成的

虽然我国在 １ ８４０
￣１ ８ ９４ 年社会现代化的准备 合作机制 ， 都表明形成了初步运输化模式的交通运

时期 ， 交通运输无大的发展 ， 但也主要是以引进交 输业 。交通运输业俨然为社会经济增长提供了产业 、

通运输为主 。
１ ８ ８ １ 年 ， 在清政府洋务派的主持下 ， 结构和条件设施方面上的保障 ，

工业化的发展推进

中 国开始修建唐山 至管各庄铁路 ，
１ ８ ８６ 年成立开了社会经济体系 的前行 ， 更会频繁地促进人与物的

平铁路公司 ， 从而揭开了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交通 空间位移 ， 交通运输的地位愈发地举足轻重。

运输的序幕 。 紧接着 １ ８９ ５ ？ １ ９ １ １ 年的清末新政期３ ．２ 国 内的运输政策

间 ， 社会领域的现代化开始起步 ， 尤其是交通运输 、１ ９ １ ２￣１ ９ ３６ 年运输政策的趋势 ， 需要运用各

邮电通讯的起步 ， 但是这
一

阶段并无成型的运输政 种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标准 。

５２ＣＨＩＮＡ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
ＯＮＲＥＶ ＩＥＷＶｏ ｌ

． ３ ７ ，Ｎｏ ． ８
，Ａｕｇｕｓｔ ，２ ０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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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国 民时期若干年份 国民收入和人均国 民收入（

１ ９３６ 年币值 ： 亿元 ）

｜

交通业收人 （ 元 ）

｜

国民总收人 （ 亿元 ）

｜

年平均增长率 （％）

 ｜

人 ｎ（ 亿 ）

｜

人居 国民收人 （ 元 ）

｜

年平均增长率

１ ９１４２４ ．８ ０１ ８ ７．６４１ ．００４ ． ５５４ １
．２２０ ．５ １

１ ９ ３６４０．６ ０２５ ７．９８１
．４５５ ． １

１５０ ．５ １０ ．９２

１９４９２３ ．２０１
８９ ．４８－

２ ．４０ ５ ．４２３４ ．９８－

２ ． ８ ７

资料来源 ：

《 中 国近代经济史 》

首先 ， 这
一

阶段的经济有如下总体特点 ：

一

是 从缺失到零散状态再到初具系统 ，从盲 目到逐渐适应

现代化因素不断增长 ， 社会各方面均从传统急剧转 经济规律 ， 对社会的进步起到
一

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

向现代 ， 经济层面上发生的变化比以前更激烈 ；
二

是政府的相对无为和有为所营造的适合发展民族资４ 全面现代化阶段中 的运输政策

本主义的环境 ， 不同程度上刺激了企业数量和投资

额 ；
三是虽然中 国经济现代化与发达国家存在

一

定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开始 ， 世界上对于运输

的距离 ， 但在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供给作用 经济学的研究步入繁荣期 ， 我国 自 １ ９４９年建国之

下 ， 取得
一

定的进步
［
４

１

。 表 ３ 为国 民时期若干年份 后 ，
经济学家将较多 的关注放在运输上。 １ ９９ １ 年

国民收入、 人均国民收入以及 ＧＤＰ 。荣朝和
｜
５

）

完善运输化理论 ， 分析运输化的阶段性

在这
一

阶段 ， 作为运输产品之
一的运输政策 ， 特征 ， 并定性地判断中 国 目前的运输化发展阶段 ，

能很好地发映出整个交通运输经济的状况 。此后 ， 国内学者针对运输与经济的关系提出 了交替

在 民 国 前期 的 北洋军 阀 政府 时期 （
１ ９ １ ２￣推拉理论 、 运输成本阈值理论和适应性理论的观点 。

１ ９２７
） ， 交 通运输处于商民 自 由经营的初创阶段 。 物流业产生并发展于这一阶段 ， 这使得在国 民经济

铁路方面主要是改邮传部为交通部 ， 设路政司 ， 实 中 ， 运输的地位进
一

步凸显 。

行铁路联运 ， 回收胶济铁路管理权 ， 成立交通大学 ；在中 国全面现代化的进程中 ， 先后经历
“

探

公路方面组设汽车公 司 ， 各省设立路工局 ， 建设公 索计划——市场化改革
——全球化追赶

”

三个阶段 ，

路 ； 水路方面则鼓励保护民族航运业 ， 创办远洋轮 社会的发展重点逐步由发展工业化到将重心转到经

运企业 。 但此时 ， 政权频繁更替 、 战事不断 、 军阀 济建设上再到开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

割据 ， 历届 中央政府只能在运输上投入极为有限的 交通运输方面 ， 在运输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中 ， 运输

人力 、 物力 、 财力等资源 ， 政策方面建树并不多 。 政策作为运输产品的
一部分 ， 亦是国家宏观经济政

南京 国 民政府 （ １ ９２７￣ １ ９４９
） 成立后 ， 政治 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为规范 、 监督交通运输业的可

上要巩固政权 ， 军事上要围剿苏区红军 ， 所以加强 持续发展提供体制机制的保障 ， 也为协调运输活动

了对交通运输的管理和多方扶持 ， 在 ３０ 年代初 ， 的各经济主体间的利益关系提供行为准则
［

６
］

。 此阶

在北洋政府具有过渡性质的运输政策的过度下 ， 设 段具体的运输经济政策见表 ４ 。

立全国经济委员会交通处 ， 制定实施
一

系列符合运

输规律的政策 ， 促进交通运输的快速发展 。５ 小结

抗战时期 ， 在政治和军事上 ， 交通运输作用更

加重要 。 由于适应战时形势的需要 ， 中央政府战时本文依据 中国现代化历程的不同的发展阶段 ，

管制交通运输 ； 抗战胜利后 ， 撒销战时运输体制 ， 结合各阶段的背景 ， 整理 、 总结了典型的 、 带有各

复苏交通运输 ， 但随着内战的产生 ， 严重恶化国民 阶段特点的运输政策 。

经济的发展 ， 交通运输政策的实施由此遭受破坏 ，（
１

） 在现代化起步阶段 ， 先后经历 了鸦片战争 、

运输业濒临崩溃 。洋务和维新运动 ， 清政府在反抗外来侵略和维护主

总体来看 ， 我国局部现代化时期的运输政策是 权的过程中还是固步 自封的 ， 直到清末新政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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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 晓丽
Ｉ 中 国 现代化 阶段典型运输政策对 比


表 ４建国后各个阶段交通运输政策概况
￣

＾

阶段时间社会背景运输政策大体走向
｜

具体方面
｜要点阐述

̄

￣

运输企业 ＾复运力 ， 加强企业管理

建计划经济由尊重经济规律到违背 ＿＿

社会主义改
＿

造 ， 大跃进

国 文革前 体制形成 ＿
￣

１ ９ ６６

Ｊ孟論
经济规律再到一定程度 市场准入



逐步封闭

雲Ｓ规律纠正运输结构


重新构建


革


市场监管 推陈出新

放、

丄秘价“＋” 姑 田 挪 “＋ ， ，

运力结构顾此失彼
计划经济

１ ０６７
￣

１ Ｑ７Ｒ左 倾思潮 、 左 影响：？输经济健康 ３ＳｆＴ ，



期
体制僵化倾政策进一步发展 运输政策与运输经济规

律渐行渐远市场监管 监
；管机制由破坏到有限恢复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
总体上宏观放开、 微观 市场准入全面开放

国家高度重视交通发 搞活市场由封闭到开放 、 碰＆业

１ （＾Ｑ ？ １ Ｑ Ｑ １

展 ， 管理体制 由 政企 管理范围 由部门管理转＾


初步市场化合
一

适时转变为逐步 向行业管理 、 运输服务 ＃


分离供给水平大幅提升市场监管

确定了市场经济战略
ｆ
革 运输企业 转换经营机制 ， 推行股份制

目标 ，
交通基碰 ｉｆｔ市场准人

市场经济体制初步
７ ｆ

）ｎ９
飞速发展 ， 行业管理 竞

———

建允５５
及方式发生根本

重 ， 努力推进行业管理
迈输一口 杓


＾ 法制化 、
规范化水平 市场监管


提出并全面贯彻落实运输市场 统筹考虑准入退出机制

科学发展观 ，
颁布第 坚持市场基础性作用与＾＾


市场经济体制完善２００３ 至今 一部道路运输的行政 政府主导作用并重



１

法规
，
改革交通体制

１ １

市场监管


资料来源 ： 《 中 国现代化报告 ２０ １ ０》 、 《建 国初期 中 国公路运输政策演 变》

运输 、 邮电起步 ， 然而并无成型的运输政策 。［
２

］ 杨华 ，
雷雨 ． 浅谈我 国现代化进程 中的运输 经济

（ ２ ） 在局部现代化阶段 ， 由于政权更替 、 战事问 题 Ｕ ］
？ 管理 科 学 与经 济学 ，

２〇１ ３
（
４

） ＿［
ＹＡＮＧ

频繁 ， 北洋军阀政府在运输政策上虽无颇多建树 ，
Ｈｕ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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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规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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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政策 Ｉ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Ｐｏ ｌ ｉｃｙ

城市交通拥堵特征与治理策略的多维度

综合评述

林雄斌 ， 杨家文
＊

（ 北京大学城市规划 与设计 学 院
，
深圳 ５ １ ８ ０５５

）

摘要 ： 快速城 市化和机动化发展趋势 下 ， 交通拥堵逐渐成 为城市规划 和可持 续发展面 临 的重 要 问题 。

各 国 城市 采取不 同 的措施积极应对 交通拥堵带来 的 能源消 耗 、 环境污 染和健康 等挑战 。 本文首 先 回 顾

城市交通拥堵特征及其 负 面 效应 ， 进而从空 间 结构 、 土地利 用 、 城市设计 、 信 息技术和交通政策等 多

维度介绍应 对城市 交通拥堵 的规划 、 税 收和技术等 策略 ， 最 后 简要评述城市交通拥堵多 维度 治理策略 。

从 综合性和 多 维度 的视 角 理解交 通拥 堵及其 治理策略 ， 为 交通规 划政策提供参考 ， 提 升交通拥堵 治理

的 效果 。

关键词 ： 交通拥 堵 ， 治理 策略 ， 交通规划 ， 交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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