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运输专业（铁路）(初级)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

，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3/2021_2022__E4_BA_A4_E

9_80_9A_E8_BF_90_E8_c49_83488.htm （一）运输业的性质 交

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运输过程是运输职工

使用运输工具使运输对象改变其空间位置，从而满足社会需

要，运输过程是社会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的继续和重要联系

环节，运输劳动是物质生产劳动，交通运输业是物质生产部

门。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之一，交通运输业是

流通领域的支柱，他是沟通工农业、城乡、地区、企业之间

经济发展的纽带。是面向全社会为公众服务的功用事业。是

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全局性、先行性影响的基础性行

业。 （二）运输业的特征1、运输业是一个不产生新的实物

形态产品的物质生产部门。运输产品是运输对象的空间位移

，运输业劳动对象是人或物，且劳动对象本身不为运输业所

有，运输业参与社会总产品的生产和国民收入的创造，却不

增加社会产品实物总量。 2、运输业的劳动对象是旅客和货

物，运输业不改变劳动对象的属性或形态，只改变它的空间

位置。运输业提供的是一种运输服务，他对劳动对像只有、

生产权，没有所有权。 3、运输是社会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

内的继续。产品在完成了生产过程后，必然要从生产领域进

入流通领域，这就需要运输，产品只有完成这个运动过程，

才能变为消费品，运输与流通是紧密相连的。是社会生产过

程在流通领域内的继续。4、运输生产和运输消费是同一过程

。 运输产品不能调拨，不能储存，只能满足当时当地的运输

需求，因此，运输业以固定性生产设施的合理分布、运输能



力的足够储备以及科学合理的运输生产组织工作来适应客货

流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波动。5、运输活动具有网络性、过程性

、连续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为运输业如何安全、迅速、准确

、便利、经济地完成运输活动提出了特殊要求。 6、运输业

的资本结构有其特殊性，其固定资本比重大，流动资本比重

小，资本的周转速度相对较慢。 1、经济意义： 1）运输是经

济发展的基本物质保证。在影响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运

输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一个完善的交通运输体系是维系和

支持经济运行和发展不可缺少的。2）运输是社会生产过程的

重要组成部分。运输最基本的效用就是改变物体的地点或位

置。从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来看，除非把原料、材料及其他生

产要素运到需要的地方，否则它们毫无价值。由于运输的存

在，才使得社会生产和消费得以正常进行，运输使得不同商

品的使用价值得以充分体现，所以运输劳动像一般生产领域

的劳动一样，能够增加商品的价值。 3）运输是产品销售的

必要条件。生产是为了消费，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必须配

备行之有效的销售体系，如果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生产将

不再有意义。实现产品销售的必须条件之一是充足完善的运

输系统，运输能够把不同的产品运道需要的地方，运输也能

开拓市场，创造更大的市场范围和社会需求。3、运输的社会

意义 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充足和完善的运

输，运输在实现不同地区产品交换的同时，也促进了区域间

的社会文化交流。 （四）运输的分类 1、按照营业性质划分

为：公营运输与私营运输。 2.按照运输对象划分为：旅客运

输与货物运输。 3、按照运输主体划分为：自有运输与受雇

运输。 4、按照运输方式划分为：铁路、公路、水运、航空



与管道。 5、按照运输范围划分为：城市内、城市间、乡村

运输、国内运输与国际运输。 6、按照生产过程划分为：厂

内运输与厂外运输。 （五）运输市场的作用 1、运输市场是

宏观经济市场体系的重要基础结构。运输业是国民经济的基

础行业，运输生产是社会生产在流通领域内的继续，社会生

产以消费为终结，运输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桥梁与纽带，作

为国民经济的基础结构，运输业的发展影响和制约其他行业

的发展，运输市场的正常运行影响整个市场体系的正常运行

。 2、运输市场是有效配置运输资源的的手段和方式。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运输市场是运输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和方式

，在运输市场中，运输企业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具有经营决

策权和资源配置权，在资源配置方面，各决策主体根据市场

规定和资源效率配置最大化原则决定资源的使用和配置，在

运输市场上，不同的经济主体拥有各自的财产所有权和控制

权，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致力于寻求资源效用的最大化。 3、

运输市场能够调节一定的经济比例关系。在宏观方面，运输

市场能够调节运输业与国民经济其他行业的比例关系，当全

社会运输需求增大时，客观上，可以刺激投资流向投资部门

，从而使运输供给得以增大，当运输需求减少，运输供给过

大时，又会使资源流向其他行业。在运输企业内部，运输市

场调节着不同运输方式在市场中的合理比例关系。 4、运输

市场能够刺激运输业的发展。运输市场客观上能够强化运输

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并依此推动运输业向前发展， （六）运

输市场的特征 1、运输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以运输生

产经营活动为主要内容的运输市场是国民经济市场体系中的

基础部分。运输是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基本形式之一，在很



多情况下，运输是商品能够实现交换的基本物质条件之一，

作为交换位移这种特殊产品的运输市场就成为很多产品完成

交换的前提和基础，运输市场及其机制的健全和完善与否成

为影响商品交换的一项重要因素。 2、运输产品的生产和消

费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处于同一过程，生产和消费同处于市场

监督之下。生产和消费在时空上的不可分离性决定了运输产

品不能象其他工业产品一样，先生产后销售，既生产过程在

生产领域，而销售过程在销售领域，运输生产本身就是在流

通领域中进行的，他是物质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中的继续。

3、运输市场上交换的产品是不具有实物形态、不能储存、不

能在区域间调拨的运输劳务。运输业不改变劳动对象的性质

，只改变他的存在形式，改变他的空间位置，因此运输业出

售的只是一种劳务，运输产品的供应方式不存在批发、零售

等环节供需直接见面是运输市场十分明显的特征。由于运输

产品是无形的，因此他不能储存。又由于每一项位移在空间

上有具体的规定性，因此产品不可能在区域间进行调拨。 4

、垄断与竞争是运输市场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运输市场在一

段时间内可能表现为极端垄断，而在另一段时间内又可能表

现为垄断与竞争并存，或极富于竞争性。运输业容易产生垄

断现象，因为现代化大生产要求有现代化的运输，运输业为

适应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也由于自身行业的特点，一般都

具有较大的规模，由于企业规模巨大，容易造成竞争困难，

特别是当投资主体与经营主体一体化时垄断现象的出现就会

成为一种必然。运输市场竞争具有多种形式，包括同一运输

方式内部不同运输企业之间的竞争，与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

竞争。运输市场上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竞争不仅表现在市场



空间上的竞争，而且也表现在营销策略上的竞争。 5、运输

市场与资源配制的关系密切。运输市场是实现社会资源达到

最优配制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运输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

础产业，是决定生产力布局和资源配置的重要因素，运输业

是否发达，运输市场是否规范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

社会资源配置效率。运输作为一种手段，能够改变和影响社

会资源的配置，而运力本身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其本身的配

置同样是市场化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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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