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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产力视角的交通特性分析

徐　杰，王朝霞
（云南云岭高速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　昆明市　６５０２２４）

摘　要：交通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物质生产 部 门，它 所 包 含 的 交 通 基 础 设 施 和 交 通 运 输 工 具 是 人 利 用 自 然、改 造

自然所形成的生产工具，是人与自然的中介。历史上，交通的发展促进中国的统一和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

世界市场和商品流通的历史前提。交通具有生 产 力 的 特 性：它 是 社 会 生 产 的 一 般 生 产 条 件，是 生 产 力 的 质 和 量 的 两

方面规定性发展的重要条件。交通设施是科学技术的物化，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需求。交通基础设施是整个社会

的固定资产和社会财富，在生产和交换不发 达 时，它 创 造 需 求；在 生 产 和 交 换 发 达 时，交 通 成 为 价 值 增 值 的 领 域。我

国东、中、西部的差异表面是经济的差异，其实 主 要 是 地 理 的 差 异，本 质 上 还 是 交 通 条 件 的 差 异。我 们 应 该 从 国 家 战

略高度发展交通，为国家的均衡发展创造生产条件。

关键词：交通；生产力；生产；一般生产条件

　　交通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性设施，由于交通的发

展，以前单点的、分地区发展的文明发展模式逐渐为

世界文明整体发展的模式所取代，整个人类世界已

经越来越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目前中国社会取得

飞速的发展，交通的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然

而，交通的发展也带来瓶颈的问题，比如高速公路的

通行费过高、大量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带来一定的

通货膨胀、运输成本高、建设资金筹措困难等，导致

近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而这些问题的产生正

是因为对交通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

所造成的。交通成为我国中西部发展的瓶颈，交通

发展的滞后导致运输费用的大量增加，据春城晚报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７日 报 道，昆 明 至 保 山 的 运 输 费 用 与

广西防城港到印度的费用相当。大力发展交通成为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可是资金问题又成为制肘，以
云南公路为例，２０１１年运营亏损２０亿元，很难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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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项目的建设，该如何来解决交通问题，成为需要思

考的现实。

１　交通的词义辨析及现实形式

交通，用中文来解释，就是交流和融通；《管子》
认为交通就是“万物交通”；《尉缭子·分塞令》认为

交通 的 意 思 是“通 的 交 往”。英 语 中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ｔｒａｆｆｉｃ”都指的是交通的意思。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着 重 于 交 通 与 交 流；而“ｔｒａｎｓ－
ｐｏｒｔ”含有交通运输 的 意 思；“ｔｒａｆｆｉｃ”指 的 是 交 通 的

方式。这些词都说明交通指的是人与人、人与物的

交流的载体。这也说明了交通就是人改造自然、制

造和使用工具把人和物运输到其他的地方，使人和

物的交换成为可能。然而人之所以为人，乃是因为

人的活动是有目的的、有意识的活动。交通这种活

动也不例外，人是精神和信息的载体，人的时间和空

间位置的变化的同时意味着人的精神的有目的、有

意识的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讲，交通就不仅是物质

的交换的中介物，也是人的思想传播与信息、精神传

播的中介物。交通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从最初的

自我行走，到利用舟楫、木轮、牛、马等等开始，又包

括以后为这些工具而修筑的通道等等，这些通道因

此而称之为马路或者航道。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
汽车、蒸汽机、飞机、航天器等不断的出现，为之而产

生公路、铁路、航道、航线等更加现代化的通道，使地

球连接在一起。正如威尔·杜兰认为“运输史上两

个代表着最早期与现代化的阶段，就是搬运工从一

架新式飞机上将行李一件件地搬卸下来”［１］。这反

映的是人类交通工具的主要形式：（１）人自身就是交

通工具；（２）利用自然界的其他物体制造工具作为交

通工具；它们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同时使用。交通

工具的发展也促成了为这些交通工具通行的通道的

发展，这就是交通基础设施。交通工具和交通基础

设施构成了交通的现实表现形式，二者都是人类利

用技术改造自然为人类社会发展服务的产物，从技

术哲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把一切有目的的活动（个

人的和社会的）都归结为技术活动”［２］，它是“通过改

造外部世界来支配自然界”［３］。作为人类的实践活

动之一，具有人的主观目的性，是技术活动和技术活

动的产物，对人有使用价值。

２　交通的历史作用

历史昭示未来，“交通是任何一部严谨的历史著

作的基础”［４］，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交通在人类社

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古代，交通与一个国

家的政治、军事、管理密切相关。“交通系统的完备

程度决定了古代国家的领土规模、防御能力和行政

效能。交 通 系 统 是 统 一 国 家 维 持 生 存 的 首 要 条

件”［５］。从中国历史看，交通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社会

的发展和进步。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古代对外交往的

重要通道和典型代表，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对外交往

和发展。丝绸之路分为西北和西南两条，西北丝绸

之路从中原开始，经西域、中亚各国到达地中海；西

南丝绸之路从四川、云南，经过缅甸、印度再到达中

亚、地中海。古代丝绸之路成功开辟了东、西方文明

的交流，开辟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通道，加强了东、
西方之间的贸易活动、文化交流，促进了东、西方文

明的相互发 展，中 国 的 丝 绸、铁 器 和 先 进 的 生 产 技

术、以及后来的四大发明通过这个通道传向西方；西
方的文化也同时传入中国。佛教也是通过这条道路

传入中国，并融入中国文化的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社会的内部整合方面，交通

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秦统一中国后，为了加强国

家社会的整合，其中，主要的改革措施就是交通方面

的改革，具体有 “车同轨”、修秦“直道”、开凿通岭南

的“灵渠”等。修筑“车同轨”的驰道，使“秦朝以京都

咸阳为中心、东至燕齐，南达吴楚，北极九原，可谓四

通八达”［６］；修通“灵渠”，大大促进了中原和南方的

交流，岭南从此与中原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密不可

分；秦“直道”的修建，有力的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入

侵，保护了中原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北

方社会的发展，保护了文明的发展成果。交通在保

卫中国社会发展方面的重要例证还有滇缅公路。抗

日战争时期，日寇为了尽快占领中国，对中国进行交

通封锁，中国与外界在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

流完全断绝。为了打破日寇的封锁，获得急需的军

用、医疗物资，中国修建了著名的“滇缅公路”，成为

抗战期间中国唯一的国际大通道，在１９３９年，中国

新增加的“６１个师又５０个旅”［７］的军事物资就是来

自这个通道，有力的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这条

公路由此称为中国抗日战争的生命线，它体现了中

华民族不屈不饶的伟大精神，与“中华民族的命运如

此息息相关”［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保卫中华民族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从以上历史可以看出，交

通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交通也扮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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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角色。马 克 思 在 阐 述 商 品 流 通 的 过 程 中 认 为

“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

流通，即贸易，都是资本生产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

和 世 界 市 场 在１６世 纪 揭 开 了 资 本 的 现 代 生 活

史”［９］。同时，马克思认为“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

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
国家、对外贸 易、世 界 市 场”［１０］。其 中 国 家、对 外 贸

易和世界市场等几方面都依赖于交通的发达。正如

恩格斯所说“铁路和海运———现在已经在国际范围

内应用起来；它们事实上创造了以前只是潜在的世界

市场”［１１］，“１８４８－１８６６年英国贸易的空前繁荣……
应归功 于 铁 路、远 洋 轮 船 以 及 全 部 交 通 工 具 的 发

展”［１２］。从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世界贸易和世界

市场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前提，而它们都

是交通发展的结果。正 是 交 通 的 发 展 开 发 了 世 界

市场和世 界 贸 易，促 进 了 资 本 主 义 的 生 产 和 再 生

产的扩大。这是交 通 在 资 本 主 义 发 展 中 的 历 史 作

用体现。

３　交通的生产力特性

马克思认为“改善交通工具也属于发展一般生

产力的范畴”［１３］。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就是“人

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表示人们在生产过程

中对自然界的关系”［１４］。生产力的状况表现为质和

量的规定性。交通的发展改变这两方面的内容，促

进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力质的规定性指一定历史阶段上生产力的

具体性质，它表现为劳动者使用什么样的生产工具

进行生产。交通工具和交通设施本身就是生产工具

的一种，是人类的科学技术在交通行业的具体应用

和物化。一方面来说，更多的科学技术通过这个物

化过程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工具，发展成为现实的生

产力，反应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促进社会的发展和

进步；另一方面，在具体的生产应用过程中，创造科

学技术的需求，这种需求也反过来促进科学技术的

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
则这 种 需 要 就 会 比 十 所 大 学 更 能 把 科 学 推 向 前

进”［１５］。同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科学

技术的应用过程中，也增加了理论在实践中的检验，
从而促进科学技术理论的发展。现实上看，现代交

通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航海、航空航天的发展无

不体现一 个 国 家 科 技 发 展 水 平。从 上 述 两 方 面 来

看，交通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质的方面的发展，推动

生产力的进步。
生产力量的规定性指生产力的水平，即生产发

展的规模和能力以及劳动生产率的高低。马克思在

《费尔巴哈》中这样写到：“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

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

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

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

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

度”［１６］。同时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这样认为：“人

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

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
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

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

范围 内，才 会 有 他 们 对 自 然 界 的 关 系，才 会 有 生

产”［１７］。在这里，不 管 是 人 和 自 然 发 生 联 系 或 者 人

与人之间发生的联系以及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交

往都需要一种现实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交通。交

通的发展让生产和交换的时间缩短、空间增大，促使

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的供应地不断的扩展，增加了

生产主体的更多选择，让更多、更好的生产资加入到

生产领域，扩大了生产的规模、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量的方面发展。人类社会的发

展也证实了这一点，欧洲工业革命时期，由于航海和

铁路等交通的发展，亚洲、美洲、非洲的生产资料不

断的加入到欧洲的生产中，成为了国际贸易和世界

世界市场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前

提，整个世界都处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中，从而使生产

工具不断革新，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促进了欧洲乃至

世界的生产力发展。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中，劳动

者是最活跃的因素，一方面，随着交通的不断发展进

步，劳动者之间的交流不断扩大，劳动者的素质具有

提高的现实可能性；另一方面劳动者的协作也可以

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为更多的人参加到同一生产领

域创造物质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者相互发

生的这些社会关系，他们借以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

与共同生产的条件，当然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

所不同”［１８］。交 通 就 是 这 种 共 同 生 产 的 条 件，它 的

性质影响到社会的结合程度，以及社会分工的质量

和数量，从而影响到社会的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从

这些方面来看，交通的发展也为生产力的发展和进

步创造条件。
交通是社会生产的一部分，为社会生产提供一

般生产条件。所谓一般生产条件就是“进行生产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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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不可少的条件”。以及“或多或少对生产有促进的

条件”［１９］。为什 么 必 须 要 修 建 道 路 等 设 施，马 克 思

也做了进一步的说明：“这种劳动（指修建道路）所以

必要，是为了使他把他自己作为共同体成员再生产

出来，从而也把共同体再生产出来，而共同体本身则

是个人从 事 生 产 活 动 的 一 般 条 件”［２０］。“如 果 不 以

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

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

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范围

内，才会有他 们 对 自 然 界 的 关 系，才 会 有 生 产”［２１］。
交通在自身的生产中，对土地的占用、能源的消费、
对铁的消费等等是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生产，把自

然界的劳动资料变成能为人类服务的生产工具和消

费资料”，在这方面来说交通的生产是固定资本的生

产，属于人类物质生产的一部分。而且，交通自己本

身的生产，是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把自然变为人

化自然。从 这 方 面 来 说，它 是 现 实 生 产 的 一 部 分。
既然交通部门的生产是社会生产的必要条件之一，
在自身的生产中就有两种生产主体。在生产和交换

不发达时，不能成为价值增值的领域，即“不能补偿

它自己的生产费用”，但由于它在缩短整个社会的必

要劳动时间的作用，成为促进生产和交换的一般生

产条件，从而又不得不修建时，只能采用“徭役劳动”
或者“赋税”来进行自身生产，即“用强制手段把国家

的一部分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２２］来修筑交通基础

设施，以此来促进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发展，从而促

进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在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

展，资本渗透到各个生产领域，在资本参与到交通运

输的过程中时，运输也成为价值增值的领域，它也属

于直接的生产，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既从事生产又

从事运 输，那 么 这 两 个 行 为 都 属 于 直 接 生 产”［２３］。
从上述两方面来讲，交通的生产都增加了社会的物

质财富，是社会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

４　现实意义

从上述的分析，交通在生产力的质的规定性和

量的规定性两方面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创造

一般生产条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现实的生产

力因素。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解决的办法主要是提高生产力水平，而且交通部门

将物品从生产地运输到各消费地域，为满足人民的

物质文化需要提供现实的通道。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是以人为本，胡锦涛同志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

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

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

和文化权 益，让 发 展 的 成 果 惠 及 全 体 人 民”［２４］。满

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即是满足人民的消费

的需求，交通的发展最能体现。亚当·斯密也认为

“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他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

必需品、方便品和娱乐品”［２５］，而交通的发展为人民

满足更多的消费品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因此为解决

社会主要矛盾提供创造条件，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
世界的发达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美国等，在生产

力迅速发展的工业化时期都经过交通大发展。以英

国为 例，１８６０年 英 国 的 铁 路 里 程 达 到“２２　０００英

里”［２６］，合３万多ｋｍ，而 英 国 的 国 土 面 积 还 不 到 云

南省大。现在，云南作为交通主骨架的铁路和高速

公路之和还不到６　０００ｋｍ。目前，我国正在进行新

型工业化 建 设，正 需 要 交 通 的 大 发 展 来 提 高 生 产

力，促进工业化的 发 展，使 东 部 的 产 业 及 产 品 向 中

西部转 移 和 消 费，促 进 东、中、西 部 共 同 发 展。通

过现实和 资 料 对 比，本 文 作 者 提 出 解 决 交 通 问 题

的思路：（１）把 交 通 问 题 上 升 到 国 家 战 略，统 筹 规

划整个社 会 的 交 通 运 输 网 络，实 现 整 个 社 会 机 体

的完整交通网，站 在 为 了 整 个 社 会 的 综 合 发 展，建

设小康社会、和谐 社 会 的 要 求 发 展 交 通，为 社 会 的

文明发展 创 造 条 件；（２）国 家 出 台 相 关 的 法 律、法

规和政策促进交 通 的 发 展，重 点 是 促 进 中、西 部 的

交通建设，为东部 的 产 业 向 中 西 部 转 移 创 造 条 件，
不仅中西 部 需 要 交 通 的 发 展，东 部 的 产 业 也 需 要

中西部交 通 发 展 提 供 的 市 场，这 样 才 能 促 进 西 部

的消费，扩 大 内 需，从 而 促 进 东 部 的 发 展，以 达 到

整个国家共同发展 的 目 的；（３）资 金 是 控 制 整 个 交

通建设的 关 键 性 因 素，应 该 区 分 东、中、西 部 并 制

定不同的 发 展 政 策，关 键 是 按 照 东 部 和 西 部 的 不

同发展 阶 段 制 定 资 金 投 资 策 略。具 体 说，就 是 中

西部以国 家 投 资 为 主，发 挥 交 通 促 进 交 换 和 生 产

的职能；东部以社 会 资 本 投 资 为 主，以 资 本 增 值 为

目的，促进再生产。为 此，应 当 建 立 整 个 国 家 交 通

发展的专 项 资 金 用 于 交 通 的 建 设，重 点 是 促 进 中

西部交通建设，使 国 家 的 整 个 交 通 发 展 趋 于 一 致，
从而促进国家的生 产 进 步；（４）加 大 在 交 通 领 域 的

科技投入，为更少 的 投 入 创 造 更 多 的 价 值，便 于 节

约资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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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语

从文章中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交通具有现实

生产力的特性，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创造必要的物质

条件，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前提之一。我国处

于新型工业化时期，交通建设任重道远，应该从国家

战略的高度来发展交通。充分利用交通对社会发展

的促进作用，将其作为我国社会发展的先导性条件，
区别东、中、西部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制定不同的综

合交通发展战略与资金投入计划，促进东、中、西部共

同发展，为全国人民共同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创造条

件。在利用交通的过程中，应该统筹各种交通方式，
打造适合国情和地区发展状况的综合运输体系，重点

是形成低价、快速、便捷的交通网络系统，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创造现实的物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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