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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第一章 2007-2008年中国交通运输行业运行环境分析 

一、2008年中国经济发展环境分析 

（一）2008年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 

（二）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产业格局影响 

（三）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 

二、&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交通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分析 

（一）继续扩大交通基础设施规模 

（二）解决大城市和城市群间的客运交通问题 

（三）努力改善农村交通状况 

（四）建立完善的运输安全保障体系 

（五）着力提高运输效率 

（六）贯彻交通可持续发展战略 

（七）加快交通体制改革 

三、2007-2008年中国交通运输发展战略布局和建设重点 

（一）加强运输网络建设 

（二）加强交通运输系统建设 

第二章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交通运输业态势分析 

一、全球化背景下全球交通运输业的新特征 

（一）交通运输需求的变化 

（二）交通运输结构的变化 

（三）交通运输管理方式的变化 

二、2007-2008年全球交通运输业发展现状分析 

（一）公路运输业 

（二）水路运输业 

（三）铁路运输业 

（四）航空运输业 

三、2007-2008年全球交通运输业动态分析 

第三章 2007-2008年中国交通运输行业发展态势分析 

一、2007年中国交通运输发展状况回顾 



（一）运输需求旺盛，市场规模扩大 

（二）投资持续增长，基础设施得到进一步改善 

（三）运输结构调整加快，运输系统效率提升 

二、2008年我国交通运输发展状况分析 

（一）2008年上半年公路水路交通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二）2008我国交通运输现状分析 

三、新形势下的交通运输业的特点 

四、当前我国交通运输业发展的有利因素和约束条件 

（一）我国交通运输业发展的有利因素分析 

（二）我国交通运输业发展的约束条件分析 

第四章 2007-2008年中国综合交通规划概念及基本框架分析 

一、综合交通规划的概念 

二、综合通规划的内容 

（一）实体规划 

（二）制度规划 

三、综合交通规划的层次性 

（一）时间维的层次性 

（二）空间维的层次性 

（三）物性维的层次性 

（四）时空背景组合下的综合交通规划 

（五）空间维物性维组合的综合交通规划 

四、综合交通规划的基本原则 

（一）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适度超前原则 

（二）保障国土开发、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国防建设原则 

（三）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 

（四）对既有交通网络的继承性优化原则 

（五）运输通道和多功能交通枢纽协调发展原则 

（六）各种运输方式一体化协调发展原则 

（七）有利于分层次，分步骤实施的总体规划原则 

（八）依法规划与强化程序性和透明性原则 



第五章 2007-2008年中国综合运输体系分析 

一、关于综合运输枢纽概念及其分类 

（一）综合运输枢纽的定义 

（二）综合运输枢纽形成机理及其功能 

（三）宏观运输枢纽和实体运输枢纽 

（四）综合运输枢纽分类 

（五）综合运输枢纽影响因素及发展条件 

二、综合运输体系的内涵与发展理念分析 

（一）综合运输体系概念以及系统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二）综合运输体系的主要内涵 

（三）&ldquo;交通&rdquo;与&ldquo;运输&rdquo;的区别 

（四）国外综合运输发展的主要理念 

（五）我国构建综合运输体系应体现的发展理念 

三、现代综合运输理念分析 

（一）现代综合运输理念形成过程 

（二）我国综合运输理念的发展 

（三）现代综合运输理念的内涵 

（四）现代综合运输理念的意义 

四、影响综合运输体系结构演变的系统因素 

（一）综合运输体系演变与运输方式之间的竞争 

（二）综合运输体系演变的因素系统 

五、现代综合运输体系的发展思路 

六、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运输体系 

（一）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运输体系的原则 

（二）我国未来综合运输体系的基本框架 

第六章 中国&ldquo;十一五&rdquo;交通需求预测分析 

一、对运输需求预测理论的分析 

（一）运输需求与运输量 

（二）需求预测的影响因素与指标选择 

（三）总量预测与结构预测 

（四）定性预测与定量预测 



（五）行政意义上的区域与运输经济区域 

二、运输需求理论与运输需求增长趋势分析 

（一）现有的运输需求理论只适用于短期分析 

（二）交通运输与经济活动空间的相互作用及运输需求的产生 

（三）运输需求的增长趋势 

（四）基于上述理论模型的定量分析 

三、全社会运输需求总量的预测 

四、各种运输方式运量需求预测 

（一）各种运输方式旅客运输需求预测 

（二）各种运输方式货物运输需求预测 

第七章 2007-2008年中国旅游交通发展状况分析 

一、2007-2008年中国旅游交通发展现状分析 

（一）公路旅游交通分析 

（二）铁路旅游交通分析 

（三）水路旅游交通分析 

（四）航空旅游交通分析 

（五）索道旅游交通分析 

二、2007-2008年中国旅游交通存在的问题 

（一）基础设施滞后现象严重 

（二）交通服务质量令人忧虑 

（三）各地区间发展极不平衡 

（四）信息化工作进展较缓慢 

（五）旅游交通发展障碍重重 

三、2009-2012年区域旅游交通需求预测分析 

（一）预测思路 

（二）区域旅游需求预测 

（三）区域旅游交通需求预测 

四、2009-2012年中国旅游交通发展对策分析 

第八章 2007-2008年中国公路运输发展情况分析 

一、2007-2008年中国公路网分析 



（一）公路网建设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城乡社会经济与公路网发展互动关系分析 

（三）公路网规划方案综合评价实用方法分析 

二、2007-2008年中国公路运输业发展状况 

（一）2007年公路行业主要指标分析 

（二）2008年公路行业主要指标分析 

（三）公路运输发展五大趋势 

三、2007-2008年中国公路货运交易的现状及发展途径分析 

（一）公路货运交易现状及特征 

（二）公路货运交易的需求、作用与交易质量 

（三）促进交易持续与质量型发展的途径 

四、2007-2008年中国公路计重收费模式与定价方案的实证分析 

（一）计重收费作用机理分析 

（二）计重收费模式分析评价 

（三）定价方案的实证分析 

（四）主要建议 

五、2007-2008年中国公路客货运输站场规划布局分析 

（一）贯彻综合运输发展理念，推进共用型综合运输站场建设 

（二）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时建设专业运输站场 

（三）公路客运站场规划布局分析 

（四）公路货运站场规划布局 

第九章 2007-2008年中国高速公路的发展状况分析 

一、2007-2008年中国高速公路网规划分析 

（一）规划的必要性 

（二）国家高速公路网的功能和布局目标 

（三）布局方法和过程 

（四）布局方案和效果 

（五）实施意见 

二、2007-2008年中国高速公路行业发展分析 

（一）近年高速公路行业发展现状 

（二）我国高速公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实施效果 



（三）行业展望 

（四）高速公路公司业绩的影响因素分析 

（五）高速公路行业投资策略 

三、2007-2008年高速公路管理体制分析 

（一）行政隶属体制 

（二）效益核算体制 

（三）行业管理体制 

（四）建设管理体制 

（五）交通管理体制 

四、2007-2008年高速公路产业化经营分析 

（一）高速公路产业化的内涵 

（二）高速公路产业化经营的必要性 

（三）我国实施高速公路产业化经营分析 

五、2007-2008年中国高速公路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速公路的建设概况 

（二）我国高速公路未来发展规模以及对建设资金的需求 

（三）我国高速公路未来发展应注重解决的问题 

六、2007-2008年高速公路联网后的综合运输格局分析 

（一）高速公路网的现状和发展 

（二）高速公路运输功能和服务对象定位 

（三）联网的高速公路对综合运输格局的影响 

七、2007-2008年高速公路投资效益的变化趋势分析 

（一）早期高速公路项目的投资效益 

（二）影响高速公路项目投资效益的主要因素 

（三）高速公路项目投资效益的变化趋势分析 

八、高速公路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分析 

（一）高速公路与区域经济发展中不协调因素分析 

（二）高速公路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对策分析 

九、2007-2008年高速公路公司资本运营模式与对策 

（一）高速公路公司资本及资本运营含义 

（二）高速公路公司资本运营模式 

（三）高速公路公司资本运营对策 



第十章 2007-2008年中国城市交通运输业发展分析 

一、2007-2008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政策分析 

（一）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我国轨道交通的发展特点及政策分析 

（二）我国轨道交通发展趋势及政策取向 

（三）今后我国轨道交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四）未来轨道交通发展应制定的政策 

二、2007-2008年中国城市交通发展分析 

（一）我国大城市交通现状分析及对策 

（二）国外城市交通管理经验 

三、2007-2008年全球大城市交通发展策略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解决大城市交通问题的理论途径分析 

（二）全球大城市解决交通问题的实践经验与规律 

（三）对我国大城市交通战略的启示与建议 

四、2007-2008年中国城市交通模式的正确选择 

（一）&ldquo;无序机动化&rdquo;模式的初期&ldquo;辉煌&rdquo;与现实危害 

（二）&ldquo;消极机动化&rdquo;模式的诱惑与现实问题 

（三）构建可持续的城市交通模式 

五、2007-2008年中国对城市交通规划中交通需求预测的分析 

（一）交通需求预测与城市交通规划的关系 

（二）交通需求预测的准确度与可信度 

（三）交通需求预测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四）对交通需求预测工作的建议 

六、2007-2008年城市交通需求管理的层次分析 

（一）交通供给与交通需求 

（二）城市交通需求的特性 

（三）交通需求管理及交通需求管理的层次 

七、2007-2008年城市交通管理系统的需求分析 

（一）交通管理要达到的目标 

（二）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管理及控制系统的要求 

八、2007-2008年城市化进程对城市交通状况的影响 

（一）富裕城市正在慢慢减少使用汽车 

（二）几乎各地的公共交通数量都在增长 



（三）贫穷城市陷入了交通危机 

（四）应该减少对私人小汽车的依赖 

九、2007-2008年城市及都市带轨道交通发展分析 

（一）发展轨道交通系统必要性分析 

（二）轨道交通系统发展的基本模式 

（三）各种轨道交通方式应采用的主要技术标准 

（四）轨道交通经营管理体制 

（五）综合交通系统的有机衔接 

（六）发展轨道交通系统的相关建议 

十、2007-2008年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发展战略分析 

（一）发展战略背景 

（二）管理战略目标 

（三）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战略建议 

（四）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战略措施 

十一、2007-2008年关于城市轨道交通招标的几点思路和做法 

（一）轨道交通建设前景可观 

（二）轨道交通招投标运行模式 

十二、2007-2008年城市交通拥挤的经济分析与对策 

（一）概述 

（二）交通拥挤的经济分析 

（三）交通拥挤的对策 

十三、2007-2008年大城市发展高档快速公交的分析 

（一）我国大城市公共交通网络和服务层次现状 

（二）快速公交服务描述 

（三）发展快速公交的效益 

十四、2009-2012年城市客运交通枢纽的发展趋势 

（一）研究意义与现状 

（二）客运枢纽的规划设计 

（三）客运枢纽内各种运输方式的组织与规划 

（四）客运枢纽建设与组织的发展趋势 

第十一章 &ldquo;十一五&rdquo;农村公路发展规划研究 



一、&ldquo;十一五&rdquo;农村公路规划和建设的原则和总体目标 

二、&ldquo;十一五&rdquo;农村公路建设面临的有利环境和制约因素 

（一）&ldquo;十一五&rdquo;农村公路建设面临的有利环境 

（二）&ldquo;十一五&rdquo;农村公路建设面临的制约因素 

三、用&ldquo;参与式发展&rdquo;的理念指导农村公路规划和建设 

四、农村公路供给博弈分析及对策 

（一）农村公路供给的多重博弈过程 

（二）县乡政府之间的纳什均衡分析 

（三）进一步完善农村公路供给体制对策 

五、实现农村公路建设目标的体制和政策建议 

（一）理顺农村公路发展的体制环境 

（二）加大政府对农村公路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 

第十二章 2007-2008年中国铁路运输发展分析 

一、铁路在综合运输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铁路在全国综合运输网络中起着重要作用 

（二）铁路在提高交通运输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 

二、2007-2008年中国铁路运输数据分析 

（一）2007年中国铁路运输数据分析 

（二）2008年中国铁路运输数据分析 

三、2007-2008年中国铁路运输发展战略的SWOT分析 

（一）SWOT分析法 

（二）外部机会和威胁分析 

（三）内部优势和劣势分析 

（四）战略的选择 

四、2007-2008年中国铁路运输发展战略的成本动因分析 

（一）战略成本动因分析原理 

（二）中国铁路运输业的战略成本动因分析 

五、2007-2008年中国铁路在货物运输中的定位及发展对策 

（一）铁路在中国货物运输中的定位 

（二）中国铁路发展货运的对策 

六、2009-2012年中国铁路货运市场占有率发展趋势分析 



（一）模型的建立与分析 

（二）中国铁路货运市场占有率预测 

七、2007-2008年中国铁路客流现状及其对策分析 

（一）影响客运量的因素 

（二）铁路客流相对下降的原因 

（三）加强铁路客运工作的思路 

八、2007-2008年中国铁路旅客运量系统动力学预测模型研究 

（一）铁路旅客运量预测概述 

（二）系统动力学理论基础 

（三）铁路旅客运量预测系统动力学模型 

（四）模型模拟结果分析 

九、2007-2008年中国铁路长大干线对沿线城市发展的影响分析 

（一）铁路长大干线及其运输经济特性 

（二）铁路长大干线对城市可达性的影响及度量 

（三）可达性与城市发展 

十、2007-2008年中国铁路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比较优势 

十一、2007-2008年中国铁路运输竞争的具体形式分析 

（一）直接竞争与间接竞争 

（二）铁路运输方式内的竞争形式 

（三）国外铁路内部竞争的考察 

（四）我国铁路内部竞争的现状分析 

十二、2009-2012年中国铁路运输产业竞争力前景分析 

（一）铁路运输产业的5种竞争力分析 

（二）铁路运输产业前景预测 

第十三章 2007-2008年中国水运港口发展分析 

一、2007-2008年中国港口运营分析 

（一）2007年中国港口运营分析 

（二）2008年中国港口运营分析 

二、2009-2012年中国港口行业景气展望 

（一）2009年集装箱海运费或将下跌 

（二）能源运输将成为航运市场的新亮点 



（三）中国沿海港口未来发展面临的形势 

（四）中国沿海港口未来发展趋势及重点 

三、把握港口转型发展的战略定位与战略方向分析 

四、长江航运在综合运输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长江航运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长江航运在流域综合运输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长江航运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四）发展长江航运的新思路 

五、中日集装箱运输市场负运价分析 

第十四章 2007-2008年中国港口机械制造行业发展分析 

一、2007-2008年港口机械行业发展外部环境分析 

（一）全球制造基地转移对全球贸易的推进为港口机械提供了需求 

（二）港口运输设成为最早实现全球产业转移的行业 

二、2007-2008年全球贸易发展趋势与港口运输前景 

（一）全球贸易继续趋势依然看好 

（二）多式联运全球多式联运将集装箱运输从水上延伸至陆地 

（三）集装箱需求与港口建设推动港口起运设备稳定增长 

（四）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对全球贸易具有积极的拉动作用 

（五）产品更型换代和价格变动趋势 

三、2007-2008年中国港口运输设备在全球上占居绝对优势地位 

第十五章 2007-2008年中国航空运输业发展分析 

一、2007-2008年中国航空运输业运行状况分析 

二、2007-2008年中国民航航线网络运营模式分析 

（一）我国航线网络发展模式现状 

（二）航线网络组织模式的决定因素 

（三）我国合理的航线网络分析 

三、2007-2008年中外航空运输业的全球竞争环境、竞争优势和竞争力评价 

（一）概述 

（二）我国航空运输企业的全球竞争环境与SWOT分析 

（三）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及其钻石评价模型 



四、全球并购浪潮对中国民航企业的启示 

五、新行势下中国航空运输的挑战与机遇 

（一）民航运输增长明显放缓 

（二）航空业&ldquo;价格保护&rdquo;持久性分析 

（三）我国民用航空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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