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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依据世界银行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指南2.0的定义，PPP是指私人部门同政府部门之

间达成共同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长期合同，由私人部门承担主要风险及管理责任，且根据

绩效（performance）情况得到回报。在我国，PPP是指在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建立的一种

长期合作关系。通常模式是由社会资本承担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基础设施的大部分工作

，并通过&ldquo;使用者付费&rdquo;及必要的&ldquo;政府付费&rdquo;获得合理投资回报；政

府部门负责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价格和质量监管，以保证公共利益最大化。

自2024年初，财政部印发堪称PPP监管领域的最严文件的财金10号文《财政部关于推进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要求各地有效防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明

确&ldquo;规范的PPP&rdquo;不会形成&ldquo;政府隐性债务&rdquo;后，智能交通行业的PPP项

目便开始减少，2024年，交通管控领域的PPP项目不足10个，而且还有不少是包含在道路建

设PPP项目内。2024年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36220亿元，比上年增长4.1%。全年完成铁路固

定资产投资7489亿元。全年完成公路水路固定资产投资27508亿元，比上年增长6.3%。全年完

成公路固定资产投资25995亿元，比上年增长6.0%。其中，高速公路完成15151亿元、增

长12.4%，普通国省道完成5609亿元、增长5.9%，农村公路完成4095亿元、下降12.9%。。全年

铁路新开通线路超4000公里，高铁营业里程超4万公里，新改（扩）建高速公路超过9000公里

、新增及改善高等级航道约1000公里、新颁证民用运输机场7个，新增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

超过1000公里。2024年1-11月，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3.5万亿元，同比增长5.8%。其中，完成

公路投资2.6万亿元，同比增长9.1%；完成水运投资1478亿元，同比增长10.2%。

2024年1月16日，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公布了关于《2024年度交通运输行业重点科技项目清单》

的通知，对2024年度交通运输行业重点科技项目进行了公布。2024年2月7日，交通运输部发布

了关于《加强交通运输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其中对企业如何依法落实

企业法定职责提出了七个方面的明确要求，对各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加强行业监督管理提出

了明确要求。2024年3月31日，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中

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印发《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五年行动计划（2025-2031年）》，确

定的行动目标是，到2024年，党的二十大关于交通运输工作部署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加快建

设交通强国取得阶段性成果，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ldquo;四个一流&rdquo;建设

成效显著，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ldquo;全国123出行交通圈&rdquo;

和&ldquo;全球123快货物流圈&rdquo;加速构建，有效服务保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开局起步。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5-2031年中国交通建设PPP模式行业前景研究与未来发展趋势报



告》共十二章，报告首先介绍了PPP模式的相关概述及中国PPP模式发展状况，其次报告分析

了中国交通PPP模式发展背景及发展现状，随后报告具体分析了中国公路、城市轨道交通、

高铁、机场等细分领域PPP模式建设现状，接着报告对区域交通PPP模式发展状况及中国交通

领域PPP模式重点企业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最后报告对中国交通领域PPP模式投资机会及发展

前景进行了分析及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发改委、中国财政部、中国国家交通运输局、产业

研究报告网、产业研究报告网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

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

想对交通领域PPP模式有一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交通领域PPP领域，本报告将是您

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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