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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06年中国交通运输市场研究报告》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
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
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
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
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
析。

官网地址：http://baogao.chinabaogao.com/jixie/2655826558.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5500元    纸介版：65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6800

订购电话: 400-007-6266 010-86223221

电子邮箱: sale@chinabaogao.com

联 系 人: 客服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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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引言2005年，铁路完成货运量27亿吨，货物周转量20730亿吨公里，比上年分别增长8.2%
和7.5%；其中，国有铁路完成货物运量23亿吨，周转量19351亿吨公里，分别增长6.6%和6
.9%。全国铁路完成旅客运量11.6亿人次，周转量6061亿人公里，分别增长3.4%和6.1%；
其中，国有铁路完成旅客运量11亿人次，周转量5807亿公里，分别增长2.9%和5.4%。2005
年公路完成客运量169亿人次，周转量9300亿人公里，分别增长4.2%和6.3%，货运量133亿
吨，货物周转量8574亿吨公里，分别增长6.7%和9.3%。2005年水路完成客运量2亿人次，
旅客周转量67亿人公里，同比分别增长3.6%和1.3%。货运量增速较快，共完成21亿吨（其
中远洋5.1亿吨），货物周转量48058亿吨公里，分别增长12.8%和16%。2005年，港口货
物吞吐量49亿吨，其中，外贸吞吐量13.6亿吨，分别增长17.7%和18%。10个港口跨入亿吨
大港行列，其中上海港货物吞吐量达到4.43亿吨，为全球第一。2005年，民航旅客运量1.4
亿人次，增长13.6%；货物运量304万吨，增长9.7%。在宏观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增长的良
好环境下，预计2006年交通运输需求总体上将与经济同步平稳增长，随着部分交通建设项
目的竣工投产，虽然运输能力有所扩大，与2005年相比，运输紧张、突出的供需矛盾将在
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有所缓解，但是运输供给能力结构性短缺、煤电油运形势总体偏紧的状况
还难得以根本改变。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国资委、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信息网、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中国社会经济调查研究中心、国民
经济景气监测中心、交通部、铁道部、中国公路网、中国航运网、中国港口码头集装箱分会
等提供的大量资料，对我国交通运输市场的运行状况、交通运输的发展需求、交通运输的发
展规划、旅游交通的发展、城市交通运输的发展、公路运输状况、铁路运输状况、水运港口
运输状况、航空运输状况等进行了全面分析。是计划进入交通运输和经营交通运输的企业和
投资机构了解目前中国交通运输行业发展动态，把握发展趋势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目录第
一章 我国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相关分析 11第一节“十一五”交通运输面临的环境
11一、经济社会环境 11二、政策环境 11三、科学技术环境 14四、市场环境
15五、国际环境 15第二节 我国交通运输业发展现状 16一、“十五”交通运输业发展成就
16二、交通运输业面临的矛盾和问题 17三、当前运输紧张减缓的主要原因
19四、各种运输方式货运量所占比重 21五、各种运输方式货运量所占比重 21第三节
交通运输系统投资特性分析 21一、投资规模问题 21（一）交通运输系统的供求分析
211、交通运输系统需求分析 212、交通运输供给分析 223、交通运输系统的供求平衡
23（二）交通运输系统投资的合理规模 23二、投资效益分类问题 23第四节
“十一五”交通发展亟待解决的七个重大问题 27一、继续扩大交通基础设施规模
27二、解决大城市和城市群间的客运交通问题 28三、努力改善农村交通状况
28四、建立完善的运输安全保障体系 29五、着力提高运输效率
30六、贯彻交通可持续发展战略 31七、加快交通体制改革 32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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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交通运输发展战略布局和建设重点 33一、加强运输网络建设
33二、加强交通运输系统建设 33第二章 综合交通规划概念及基本框架分析 35第一节
综合交通规划的概念 35第二节 综合通规划的内容 36一、实体规划 36二、制度规划
37第三节 综合交通规划的层次性 39一、 时间维的层次性 39二、空间维的层次性
40三、物性维的层次性 40四、时空背景组合下的综合交通规划
42五、空间维物性维组合的综合交通规划 43第四节 综合交通规划的基本原则
44一、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适度超前原则
44二、保障国土开发、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国防建设原则 44三、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
44四、对既有交通网络的继承性优化原则 45五、运输通道和多功能交通枢纽协调发展原则
45六、各种运输方式一体化协调发展原则
45七、有利于分层次，分步骤实施的总体规划原则
45八、依法规划与强化程序性和透明性原则 45第三章 综合运输体系分析 46第一节
关于综合运输枢纽概念及其分类 46一、综合运输枢纽的定义
46二、综合运输枢纽形成机理及其功能 46三、宏观运输枢纽和实体运输枢纽
47四、综合运输枢纽分类 48第二节 综合运输体系的内涵与发展理念分析
49一、综合运输体系概念以及系统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49二、综合运输体系的主要内涵
50三、“交通”与“运输”之区别 50四、国外综合运输发展的主要理念
51五、我国构建综合运输体系应体现的发展理念 51第三节 现代综合运输理念分析
53一、现代综合运输理念形成过程 53二、我国综合运输理念的发展
55三、现代综合运输理念的内涵 56四、现代综合运输理念的意义 57第四节
综合运输体系发展回顾及促进措施分析 58第五节 现代综合运输体系的发展思路 61第六节
构建综合运输体系亟待研究的若干问题 66第四章
2005年我国交通运输发展状况及2006年预测分析 70第一节
2005年交通运输行业形势特点分析 70一、全社会总体运输增速放缓
70二、宏观经济调整、大宗散货需求放缓影响运输需求
70三、交通运输行业投资加快，加剧了运输形势的缓解 71第二节
2005年交通运输生产情况分析 71一、运输生产平稳增长 71二、重点物资运输得到保证
74三、运输能力继续增强 74四、运输质量进一步改善 75五、存在的问题 75第三节
2006年我国交通运输发展预测 76一、2006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主要影响因素
76二、2006交通运输形势总体向好 77（一）交通运输需求与经济同步增长
77（二）交通运输供给能力明显提高 78（三）预测
79三、2006年交通运输各子行业发展状况预测 811、港口业将从高速增长过渡到稳定增长
812、高速公路仍将受益于稳定的公路运输 813、铁路行业在管制放松条件下将加大投资
824、海运市场周期性调整仍将继续 82第五章 我国“十一五”交通需求预测分析 84第一节
对运输需求预测理论的分析 84一、运输需求与运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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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二、需求预测的影响因素与指标选择 84三、总量预测与结构预测
85四、定性预测与定量预测 86五、行政意义上的区域与运输经济区域 87第二节
运输需求理论与运输需求增长趋势分析 87一、现有的运输需求理论只适用于短期分析
87二、交通运输与经济活动空间的相互作用及运输需求的产生 88三、运输需求的增长趋势
92四、基于上述理论模型的定量分析 93第三节 全社会运输需求总量的预测 95第四节
各种运输方式运量需求预测 96一、各种运输方式旅客运输需求预测
96二、各种运输方式货物运输需求预测 97第五节 “十一五”时期我国交通运输业面临的挑战
98第六节 我国“十一五”交通运输发展展望分析 100一、交通运输网络规模进一步扩大
100二、优化运网结构 100三、促进各种运输方式协调发展 101四、交通运输技术大幅提升
101第七节 “十一五”时期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分析 101第八节
“十一五”我国综合交通运输的可持续发展分析
104一、我国交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目标
104二、我国综合交通运输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105三、十一五”我国交通运输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106四、加快我国综合交通运输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 109第六章
我国旅游交通发展状况分析 112第一节 我国旅游交通发展现状分析
112一、公路旅游交通分析 113二、铁路旅游交通分析 113三、水路旅游交通分析
114四、航空旅游交通分析 114五、索道旅游交通分析 114第二节 我国旅游交通存在的问题
115一、基础设施滞后现象严重 115二、交通服务质量令人忧虑
115三、各地区间发展极不平衡 115四、信息化工作进展较缓慢
115五、旅游交通发展障碍重重 115第三节 区域旅游交通需求预测分析 116一、预测思路
116二、区域旅游需求预测 1171、 景区需求的特点 1172、景区客源范围分析
1173、旅游区划分 1174、区域旅游需求预测 1185、旅游区的旅游阻抗
1186、旅游区的旅游需求 118三、区域旅游交通需求预测 1191、旅游交通方式分析
1192、旅游交通需求 119第四节 我国旅游交通发展对策分析 119第七章
我国公路运输发展情况分析 122第一节 我国公路网分析
122一、公路网建设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地位和作用
122二、城乡社会经济与公路网发展互动关系分析
125三、公路网规划方案综合评价实用方法分析 127第二节
2005年公路运输业发展回顾与2006年展望 132一、三大亮点彰显2005公路交通新景象
132二、两大软肋制约公路运输业质的提升
133三、2006年公路运输业的曙光展望与对症良方 134第三节
2005年我国公路运输数据分析 137第四节 公路货运交易的现状及发展途径分析
163一、公路货运交易现状及特征 163二、公路货运交易的需求、作用与交易质量
164三、促进交易持续与质量型发展的途径 165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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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计重收费模式与定价方案的实证分析 166一、计重收费作用机理分析
166二、计重收费模式分析评价 167三、定价方案的实证分析 169四、结论与建议
171第五节 公路客货运输站场规划布局分析
172一、贯彻综合运输发展理念，推进共用型综合运输站场建设
172二、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时建设专业运输站场
173三、公路客运站场规划布局分析 173四、公路货运站场规划布局 175第八章
中国高速公路的发展状况分析 178第一节 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分析 178一、规划的必要性
179二、国家高速公路网的功能和布局目标 180三、布局方法和过程
182四、布局方案和效果 184五、实施意见 186第二节 2005年上半年高速公路行业发展分析
187一、高速公路行业发展回顾 1871、高速公路里程快速增长
1872、公路客货运量稳步攀升 1883、公路主要承担了短途运输的功能 190二、行业展望
1901、高速公路仍将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 1902、路网效应逐步显现有利提升效益
1913、治理超载降低维护成本 1914、未来征收燃油税的影响
191三、高速公路公司业绩的影响因素分析 191四、投资建议 192第三节
高速公路管理体制剖析 193一、行政隶属体制 193二、效益核算体制 194三、行业管理体制
194四、建设管理体制 195五、交通管理体制 195第四节 高速公路产业化经营分析
196一、高速公路产业化的内涵 196二、高速公路产业化经营的必要性
197三、我国实施高速公路产业化经营分析 198第五节 我国高速公路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
199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速公路的建设概况
199二、我国高速公路未来发展规模以及对建设资金的需求
201三、我国高速公路未来发展应注重解决的问题 204第六节
高速公路联网后的综合运输格局分析 209一、高速公路网的现状和发展
209二、高速公路运输功能和服务对象定位 210三、联网的高速公路对综合运输格局的影响
216第七节 高速公路投资效益的变化趋势分析 217一、早期高速公路项目的投资效益
218二、影响高速公路项目投资效益的主要因素
218三、高速公路项目投资效益的变化趋势分析 220第八节
高速公路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分析 222一、高速公路与区域经济发展中不协调因素分析
222二、高速公路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对策分析 223第九节
高速公路公司资本运营模式与对策 224一、高速公路公司资本及资本运营含义
224二、高速公路公司资本运营模式 2251、实业资本运营 2252、金融资本运营
2253、产权资本运营 2254、无形资本运营 225三、高速公路公司资本运营对策 226第九章
城市交通运输业发展分析 229第一节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政策分析
229一、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我国轨道交通的发展特点及政策分析
229二、我国轨道交通发展趋势及政策取向 231三、今后我国轨道交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232四、未来轨道交通发展应制定的政策 233第二节 我国城市交通发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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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一、我国城市交通的现状 236二、国外城市交通管理经验
237三、我国城市交通发展的对策 238第三节 城市公共交通一体化的核心问题分析
240一、城市公共交通的一体化管理 240二、管理措施建议 241第四节
基于效率分析的城市客运交通结构 242一、不同运输方式运输效率分析
2421、公共交通工具和私人交通工具的比较 2432、各种交通工具的运输效率比较
244二、城市客运交通结构分析 2451、国外城市交通结构分析
2452、我国大城市客运交通结构现状 246第五节 对城市交通规划中交通需求预测的分析
247一、交通需求预测与城市交通规划的关系 247二、交通需求预测的准确度与可信度
248三、交通需求预测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249四、对交通需求预测工作的建议 250第六节
城市交通需求管理的层次分析 251一、交通供给与交通需求 251二、城市交通需求的特性
252三、交通需求管理及交通需求管理的层次 254第七节 城市交通管理系统的需求分析
256一、交通管理要达到的目标 256二、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管理及控制系统的要求
258第八节 城市化进程对城市交通状况的影响 259一、富裕城市正在慢慢减少使用汽车
259二、几乎各地的公共交通数量都在增长 259三、贫穷城市陷入了交通危机
260四、应该减少对私人小汽车的依赖 261第九节 城市及都市带轨道交通发展分析
262一、发展轨道交通系统必要性分析 262二、轨道交通系统发展的基本模式
263三、各种轨道交通方式应采用的主要技术标准 265四、轨道交通经营管理体制
266五、综合交通系统的有机衔接 268六、发展轨道交通系统的相关建议 269第十节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发展战略分析 270一、发展战略背景 270二、管理战略目标
270三、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战略建议 270四、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战略措施
274第十一节 关于城市轨道交通招标的几点思路和做法 277一、轨道交通建设前景可观
277二、轨道交通招投标运行模式 278第十二节 城市交通拥挤的经济分析与对策
280一、概述 280二、交通拥挤的经济分析 281三、交通拥挤的对策 2821、交通供给管理
2822、交通需求管理 283四、结论与启示 286第十三节 大城市发展高档快速公交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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