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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输布局的依据与原则 一、运输布局的依据 运输布局是

指研究各种运输方式的合理分布和合理配备以及发展规律。

从宏观上说，是根据国家或地区的自然条件、资源分布、生

产力水平、人口分布、消费地点设置和农业现代化等来配置

运输资源。从微观上说，是把某种运输设施如运输线路、运

输站点、运输网络等落实到专门的地区，按照已经存在着及

未来可能发生的客货流和固定设施的通过能力，来配置活动

设施(车、船和飞机等)，并同其他运输方式、其他生产部门

发生联系，形成各部门的发展速度。 运输布局的主要依据有

： (一)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 (二)自然条件 (三)科学技术条件 (

四)国防、旅游和环境保护 二、运输布局的原则 (一)运输通道

原则 运输通道是指在某一长条地域内，存在流向相同的密集

交通流量，有多种运输方式为其服务。运输通道内包括有运

输基础设施的用地范围和客货流赖以发生的经济区域等。 运

输通道的形成是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规模经

济的发展，地区间物资交流量的增加，会出现两个集约化趋

势：一是客货流的发生地和目的地的运量集约化.二是运输路

径的集约化。这种由生产力布局而形成各大经济地域所形成

的“点”和以各种运输方式将他们连接起来的“线”，就是

运输通道形成的条件和进行建设的基础。 运输通道的布局要

根据地理条件，近期、远期客货流的流量、流向、流时，货

种结构，平均运距，市场变化和运价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



运输通道形成的前提是流量大和效率高。流量大指运输通道

内有密集的客货流.效率高指运输通道内能节约运输时间，降

低运输成本。 运输通道形成后，又会产生综合交通效应，可

以促进土地的综合开发和利用，促进新资源的开发，促进不

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促进生产布局的相对均衡分布，总之

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综合运输原则 (掌握) 综合运

输是指各种运输方式有机结合、相互协作、连接贯通、分布

合理的综合运输体。综合运输就是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出

发，综合运用现代经济理论、系统科学理论和运输科学理论

，研究包括铁路、公路、水路、航空和管道等运输方式的整

个运输系统布局、生产、发展的规律。由于各种运输方式都

存在独立的运输线路和运输工具，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自

的技术运营特点。经济性和合理适用范围。我国幅员辽阔，

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不尽相同，各种运输方式要适

应这些不同情况。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迸步，

运输方式由单一向多样化发展，运输工具由简陋向现代化发

展。因此运输生产发展的本身要求把多种运输方式组合起来

，形成统一的运输过程，这样各种运输方式在各有分工基础

上又优势互补，协作配合，就形成了各种优势方式的有机结

合，在各个优势环节上的连接贯通，各种运输网和运输工具

设备的合理布局。我们在规划国民经济与运输业的协调发展

时，要充分考虑各种运输方式的优劣势和适用条件。结合国

民经济综合开发规划和生产力布局，实行合理分工与协作。

根据各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特点，因地制宜，形成完整的

运输体系，发挥运输系统的整体功能。 (三)运输效益原则 运

输效益是指运输业的投人和产出的比例结果。运输效益是综



合效益，可以划分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微观效益和宏观效

益.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定量效益和定性效益。 由于运输业

的投人是人、财、物等各种资源，运输业的产出是人和物的

“位移”，可以表现为“有形”的成果，如一定的运量、周

转量、吞吐量、营业收人和利润等，但也可以表现为“无形

”的成果，如运输业发展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直接和间

接影响等。因此，在评价运输效益时，应该以满足国民经济

和人民生活对运输的需求、以最小的综合投人获取最大的综

合产出作为总目标。在这个总目标下，各种运输方式都有各

自的子目标，但并非追求每一运输方式的最大效益，而是追

求每一运输方式都在相应的社会需求下得到最合理的协调发

展，从而使整个运输系统取得最大综合效益。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