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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理论在经济学领域的重大突破。
它开辟了社会主义经济（包括运输经济）研究的崭新的领域，提供了大胆地探索、科学地借鉴国外经
验的良好学术氛围，赋予了经济理论和应用研究以艰巨的任务。
党的十五大指出要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指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统一、开放、竞争
、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①这将指导我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尽快健全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市场体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科学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
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替代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发展更加强调“
质”的提高，深刻地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
带动转变；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强基础产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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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5篇22章，力图在概括五种运输方式所涉及的各领域基础上，以深入浅出的方法，把运输经
济学知识介绍给大家。
其中有些章节是按逻辑的顺序划分，有些章节则是按运输方式、时间或区域的次序划分。
这样的编写方法，有顾及全面的优点，但也有重复交叉的不足，只能尽量在编撰过程中避免不足。
    本书的特点是体系结构新颖，内容比较系统完整，理论与实务并重，论述较为严谨，具有运输行业
特色。
所编写内容一是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有紧密联系，所采用的数据均为最新所收集的；二是对当代国
际上有关运输业和运输经济学科的发展情况作了介绍；三是在许多章节中编录了相应的背景资料，帮
助学生理解课本内容。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运输经济管理类、交通运输类和物流类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用书，亦可供
运输企业、物流行业和有关科研机构及运输主管部门的干部或管理人员使用参考，也可以作为培训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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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运输经济引论　　第一章 运输业的发展　　第一节 运输业的形成和作用　　一、运输业
的形成　　运输业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
从整个人类社会看，运输劳动从生产过程中分离而独立，形成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经历了漫长的历
史过程。
运输业的形成与商品生产、流通的发展密切相关。
流通领域中的运输需求直接来源于商品交换的需要，商品交换与商品运输互为条件，相辅相成。
商品交换规模和范围的扩大，引起运输规模和范围的扩大，客观上要求运输劳动独立化、专门化和社
会化。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畜牧业同农业的分离的出现，使得商品交换成为可能。
手工业同农业分离是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
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了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使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商品交换的规模有所
扩大。
然而，在以后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发展缓慢，
商品交换的规模和范围都受到限制。
起初，由商品交换而产生的运输活动是由商品生产者自己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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