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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基础设施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公路、铁路、水路、民航等交通基础
设施总量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运输服务能力显著提高，
交通运输紧张状况总体得到有效缓解，瓶颈制约基本消除。
到2010年底，全国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400万公里，居世
界第2位；高速公路从无到有达7.4万公里，居世界第2位；
公路货运量从世界第6位跃居第1位。吞吐量全球排名前十
位的大港口，有六个在中国沿海地区。内河通航里程居世
界第一，港口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连续8年居世界第一。民
航运输总周转量从世界第37位跃居第2位。全国铁路营业里
程达到9.1万公里，居世界第二；电气化铁路里程达到4.2万
公里，居世界第二；高铁投入运营里程达8358公里，高速
铁路运营里程位居世界第一。全国目前已有36座城市向国
家主管部门上报了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发展规划，大部分已
获批并陆续开工。 



交通设施财务现状 
铁道部8月公布的上半年财报显示，其负债总额已经突破2.09万亿元，
负债率为58.53%。 

2010年全年，仅还本付息一项，铁道部就需要支出1501亿元，比
2009年的732.6亿元翻了一番。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透露，由于铁道部融资困难，目前国内停工
的铁路项目已达在建铁路项目的9成以上，停工铁路里程总数已超过1
万公里。王梦恕说，停工或缓建主要是因为没钱。铁道部近期将获得
超过2000亿元的融资支持，确保其资金偿付和重点项目的推进。 

审计署今年6月发布的审计报告，在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中，用于高
速公路建设的债务余额为1.1168万亿元，部分地区的高速公路处于建
设期和运营初期，其收费收入不足以偿还债务本息，主要依靠举借新
债偿还，全国高速公路贷款中，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其他相关
债务借新还旧率已达54.64%。这么多债务和这么高的负债率，正如审
计署指出的，只能靠举借新债来偿还，而滚雪球的债务又只能靠不停
地收费来偿还，由此陷入一个变本加厉收费的恶性循环。 

北京，1987年以来，累计投资756亿，社会投资66亿，贷款455亿，
现债务439亿。 

 



物流费用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2010年中国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18%，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
过高的物流成本导致我们的不少商品价格畸高。GDP：397983亿。物流总费
用：71636亿。 

        2010年，中国货物运输总量75%是由公路承担的，过路过桥费占到了运输
成本的20%-30%。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高速公路收费占物流业总成本的1/3。所谓通行费占

物流成本的三分之一，实际是对某些以运输业务为主的物流公司来说，通行
费占其公司运输成本的三分之一。 

        2007年2月，世界银行一份有关我国高速公路的研究报告披露，在车辆通
行费所占人均GDP的比例中，中国以超过2%的水平高居首位。通行费：7960
亿元。 

        全国收费公路专项清理第一阶段摸底调查已于8月底结束。截至目前，至
少已有江苏、北京、重庆、宁夏等12省市公布了收费公路摸底调查结果。中
新网财经频道梳理各省收费公路情况发现，12省市收费公路累计债务余额超
7500亿元，收费公路去年收费额达1025.7亿元。 
         

 



超载 
公路收费造成汽车行业的畸形发展。一些汽车制造业和
改装企业为了打开销路，伪造型号和技术数据，大车小
标识，降吨位促销。 

阻碍了货物运输向大型化、专业化和高档化方向发展，
阻碍了车辆的更新换代和车辆结构调整，使货运企业竞
争力和经济利益难以提高。 

越罚越超，为了减少罚款导致的损失，货车加高马槽超
长加宽、多拉多跑。 

机动车超载超限，对道路的破坏力极大。超限超载运输
被称为头号“公路杀手”和“事故元凶”。 

车辆超限重量的增加和其对路面的损害是呈几何倍数增
长的。 

公安部门和路政部门的超载定义不同。 



最后一公里 
西葫芦从产地到社区市场，5分到1元，价格翻了20倍，进城最后一
公里的费用比前面一千公里的费用还要高出150%。菜价背后的问题，

是蔬菜进城难。 

车难行，货车限行，还有一部分地区是货车禁行，还有一个是车难
停，现在的货运的车辆几乎没有专门的停车的地方。 

上海市内道路通行规定，如果没有通行证，早7点至晚八点货车禁止

在市区内环内通行。为了避开货车限行，很多物流公司放弃货车，用
客车改货车运输。 

上海利丰物流公司是上海市内最大的卖场商品配送物流企业，每天
都40辆货车为上海市内400多家卖场配送商品，但是公司的市内通行

证只有三套，也就是说，公司每天只有三辆货车能进入内环，为内环
内45家卖场配送商品。 

通行证每三个月换一次，工本费其实只有5元，但是基本办不下来，
托关系每个季度要花费1000多元。 



地铁 
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有强烈投资建设地铁的冲动。截至目前，已经
有31个城市轨道交通规划获得批准，“十二五”城市轨道交通投资会
超过1万亿元。 

徐州、大理白族自治州、海口、包头、温州、洛阳、株洲、济宁、
柳州等城市也都有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尤其是地铁项目的冲动，或在进
行论证，或在进行征求意见，或在编制建设规划。 

国务院办公厅2003年提出的申请发展地铁的条件：地方财政一般预
算收入在100亿元以上，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亿元以上，城区人口在
300万人以上，规划线路的客流规模达到单向高峰小时3万人以上。而
包头、株洲、济宁、柳州的城区人口均不足300万。 

从每公里造价来看，地铁成本是5亿元，轻轨成本是2亿元，有轨电
车是2000万左右。 

上海410公里，600万客流； 

  东京292公里，800万客流。 



机动车拥有量 
2010年上海民用车辆拥有量达309.7万辆 增长8.7% 。上海汽车拥有
量170.25万辆，比上年增长15.6%，占民用车辆拥有总量的55%；其次
是摩托车129.12万辆，增长0.4%，占总量41.7%。挂车的数量虽然小，
仅占1.1%，但增速最高，增长23%。个人汽车拥有量103.85万辆，增
长21.9%。 

以目前速度，10年后个人汽车拥有量翻一番。 

2010年末，上海机动车驾驶人员数量为448.48万人，比上年增长
9.2%，其中汽车驾驶人员412.56万人，增长13.7%。 

小汽车的快速增长使居住区夜间停车问题越来越突出。根据调查，
中心城居住区夜间停放车辆总量约为74.3万辆，但小区配建的停车位
总数仅为47.1万个，也就是说，只能够满足60%左右车辆的停放需求。 

小汽车是机动车交通主要排放源。2008年全市机动车CO2排放量约
为1388万吨，其中，社会客车排放量占42％，出租汽车占15％，公
共汽（电）车占13％，货车占30％。全市机动车主要污染物合计排放

量54.5万吨，其中小汽车排放量占49%。 



燃油价格增长迅速 
近年来，我国汽油、柴油价格增长较快，成为
导致运输成本上涨的重要因素。从2005年至
2011年，涨幅分别达100.3%和132.5%，年均
增长分别为14.9%和15.1%。 

国务院国资委10月21日发布《央企2010年度
分户国有资产运营情况表》，披露了120家央企
中102家去年的“成绩单”。中石油、中国移动、
中海油、中石化、神华集团分别以1241.8亿元、
972.7亿元、742.3亿元、721.2亿元、468.6亿
元的净利润，排名“最赚钱央企”前五名。 



中国交通问题 
基础设施建设太快，重复建设，债务太重，收费过高。 

管理水平和管理人员跟不上，安全问题突出。 

运输方式结构不合理，过度依赖公路运输。 

公路融资模式不当，财务不透明，中央政府监管困难。 

小汽车过快增长，城市道路拥挤不堪，最后一公里成本太高。 

大城市停车矛盾突出，社区不和谐。 

燃油价格太高。 

流通成本太高，农产品价格太低，菜篮子米袋子难保障。 

地铁建设注重里程，运输效率不高。 



如何解决交通问题 

放慢基础设施建设，避免重复建设。 

提高管理水平，培养管理人员，加强安全。 

改善运输方式结构，提高水运和铁路的比重。 

逐步取消经营性公路，加强中央政府监管。 

控制小汽车过快增长，降低最后一公里成本。 

降低燃油价格。 

收紧地铁审批。 



朱镕基2003年1月在国务院全会上的卸任总结讲话 

     现在搞汽车也成风，银行也给贷款。我想，小汽车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不要造

成一种狂热，中国不是这样的国家，这个观点我到现在都没有变，应该以发展公共交
通为主。现在北京交通拥堵得一塌糊涂，2008年怎么开奥运会啊！各种基础设施、

交通设施、管理设施等管理的水平都不适应。上海的汽车数量现在比北京少一半，还
到处都塞车，2010年怎么开世博会呀！还有车位，也是个大问题。发展公共交通这
条方针一点不能动摇。没有那么多石油啊！同志们，去年进口7000万吨原油，还不

算成品油走私，某些省走私还相当厉害，现在不知道进口了多少油了，我们自己只生
产了1.6亿吨，而消费达到2.6亿吨，这能维持下去吗？好在我们现在外汇可以进口，

将来怎么办啊？没有油，哪能这么去发展小汽车呢？公共交通始终是我们的一个弱点，
一直没有发展好。现在我每天就担心两件事：一件事是煤矿不断爆炸、死人；另一件
就是交通事故多，不断地死人。今天早上看到一份材料，广西百色地区一辆农用车超
载，拉了30多个人，一翻车17个人死了。农用车是不合格的汽车，但是遍地开花，

这是非常可怕的。到处死人，天天死人，我作为总理天天看到这个东西，自己又拿不
出办法来，你们说我多揪心！在发展公共交通上，我们还有多少事情要做啊！要把公
共汽车、长途汽车制造业好好地发展起来，把那些农用车、不合格汽车都淘汰掉，农
用车不许上路，公安交通管理要严格，不要动不动以影响农业为借口。人命关天的大
事，不去把精力放在这个方面，而去搞什么小汽车，这一旦成风可不得了！不是说不
要发展小汽车，而是不要把目标定得那么高，不能一哄而起都去搞小汽车。小汽车一
搞上去，需要一系列的原材料的供应都搞上去，将来一垮下来又全部都垮。搞什么东
西一哄而起都是不行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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