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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

国交通运输秉持与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与自然生态和谐共生的理念，

以建设人民满意交通为目标，自立

自强，艰苦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发展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基础

薄弱、整体落后的面貌，为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走出了一

条中国特色交通发展之路。

2021 年 2 月 ， 中 共 中 央 、

国务院印发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规 划 纲 要》（以 下 简 称 《规 划 纲

要》），为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

描绘了宏伟蓝图、指明了前进方

向。未来如何更好谋划推动中国交

通可持续发展？记者就此采访了交

通运输部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

做好“顶层设计”

《规划纲要》 是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综合交通运输发展重要

论述的关键举措。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综合交通运输

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2014 年

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考察时

指出，要加快形成安全、便捷、高

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体系；

2018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

出，沿长江通道集合了各种类型的

交通运输方式，要注意加强衔接协

调，提高整体效率；2020 年 9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

次会议上强调，要建设现代综合运输

体系，优化完善综合运输通道布局。

《规划纲要》 注重统筹协调和融合发

展，注重整体效率提升，注重综合、

立体发展，提出构建便捷顺畅、经济

高效、绿色集约、智能先进、安全可

靠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规划纲要》 是指导加快建设交

通强国的纲领性文件。党的十九大

提出建设交通强国，加强铁路、公

路、水运、航空、管道等基础设施

网络建设。党中央、国务院印发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以下简称

《建设纲要》），明确提出“建设现

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

交通强国，完善综合运输大通道、

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网络”。《建设

纲要》 描绘了我国交通运输发展的

宏伟蓝图，是指导交通强国建设的

“总战略”。《规划纲要》 以 《建设纲

要》 为基础，擘画了未来我国陆海

空交通网络的蓝图，是指导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发展的“总规划”。

完善交通网络布局

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规模已

经跃居世界前列，截至 2019 年底，

综合交通实体线网总里程 527.9万公

里。铁路覆盖98.8％的城区人口达20

万人以上城市，高速铁路覆盖90.1％

的城区人口100万人以上城市；民用

航空颁证运输机场238个，运输机场

地面 100公里覆盖 91.1％的地级行政

单元以及 83.2％的县级行政单元；

实现乡乡设所、村村通邮。

与此同时，我国交通运输发展

还存在一些短板，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仍然突出。综合交通网络布局仍

需完善，结构有待优化，互联互通

和网络韧性还需增强；综合交通统

筹融合亟待加强，资源集约利用水

平有待提高，交通运输与相关

产业协同融合尚需深化，全产

业链支撑能力仍需提升；综

合交通发展质量效率和服务

水平不高，现代物流体系有

待 完 善 ， 科 技 创 新 能 力 、

安全智慧绿色发展水平还

需进一步提高。

当好“先行者”

《规划纲要》 提出，

到 2035 年，基本建成便

捷顺畅、经济高效、绿色

集约、智能先进、安全可

靠的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

合立体交通网，实现国际

国内互联互通、全国主要

城市立体畅达、县级节点

有效覆盖，有力支撑“全

国 123 出 行 交 通 圈 ” 和

“全球123快货物流圈”。

到本世纪中叶，全面

建成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

合立体交通网，拥有世界

一 流 的 交 通 基 础 设 施 体

系 ， 交 通 运 输 供 需 有 效 平

衡、服务优质均等、安全有

力保障。新技术广泛应用，实

现 数 字 化 、 网 络 化 、 智 能

化、绿色化。出行安全便

捷舒适，物流高效经济

可 靠 ，实 现“ 人 享 其

行、物优其流”，全

面 建 成 交 通 强 国 ，

为全面建成社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强

国 当 好“ 先

行 者”。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中基础性、先

导性、战略性产业和重要的服务性行

业，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也直接

影响着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水平与幸福

感、获得感。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综合国

力实现了巨大跨越，中国的交通运输条

件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交通行业自

立自强，艰苦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发展成就，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

保障。

路网越织越密

交通的发展状况与国运紧密相关。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交通运输

面貌十分落后。当时，全国铁路总里程

仅 2.18 万公里，还有一半处于瘫痪状

态，能通车的公路仅8.08万公里，民用

汽车 5.1万辆，民航航线只有 12条，主

要运输工具还是畜力车和木帆船等。

要想富，先修路，我国几代人为之

付出了不懈努力。新中国成立后，修建

了青藏公路、成昆铁路、南京长江大桥

等一批标志性交通工程，解决了“有没

有”的问题，有力支撑了中华民族“站

起来”；改革开放后，第一条高速公路

建成投入使用，民航迅速发展，我国交

通运输行业着力破除瓶颈制约，使交通

基本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解决了

“够不够”的问题，有效支撑了中华民

族“富起来”。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适应“强起来”的时代需要，交通

行业发展更加强调建设人民满意交通，

强调当好“先行官”，大量人力物力财

力投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截至 2020 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

程达 14.63 万公里，其中高铁 3.79 万公

里，稳居世界第一。我国高速公路总里

程约 16 万公里，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

速公路网络，覆盖 99%城区超过 20 万

人的城市和地级行政中心。

在日渐完善的交通路网支撑下，我

国运输服务能力大幅提升。交通运输部

部长李小鹏表示，“十三五”时期，交

通运输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明显增

强，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

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科技大显神通

上世纪修建川藏、青藏公路时，我

国尚未摆脱“一穷二白”面貌，物资匮

乏、技术落后，11 万筑路军民凭借着

顽强的斗志筑成了这条奇迹之路。

如今的中国，公路总里程已经超过

500 万公里，几乎每个月都有新路建

成。这背后除了国力的提升，交通科技

实力的进步也功不可没。

在持续大力投入下，我国交通装备

制造技术得到锤炼。“复兴号”动车

组、C919 大型客机等一批国产交通工

具和交通装备不断涌现，书写了“中国

制造”新高度；交通建设及维护能力有

了质的飞跃，港珠澳大桥、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等一批超级工程震撼世界。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互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北斗导航系统等信息通信

技术在交通运输领域广泛应用，线上线

下结合的商业模式蓬勃发展。铁路建成

了客运联网售票系统，实现了运输生产

调度指挥信息化；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

收费系统 （ETC） 基本实现了全国联

网；无线射频识别技术 （RFID） 等现

代导航信息技术在民航运输、物流配送

中广泛应用；网约车等交通新业态方兴

未艾，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好的出行服

务。

“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手段为交通

领域带来了变化，便捷的出行方式让人

民群众体会到幸福感和获得感。”交通

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

师岑晏青表示。

有了技术的加持，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发展质量越来越高，交通基础设施加

速成网，各种运输方式有效衔接日趋顺

畅。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从

“瓶颈制约”到“初步缓解”再到“基

本适应”的跨越式发展。

补齐民生短板

2020年 9月，交通运输部宣布，经

过各有关方面艰苦卓绝的合力攻坚，交

通扶贫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已经基本完

成了“两通”任务。

“两通”指的是农村通硬化路和通

客车任务，这是交通扶贫的两个兜底性

目标任务。虽然这些路等级不高，大都

不长，但对当地居民生活影响巨大。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戴东昌表示，

近年来，交通运输部加快补齐贫困地

区交通基础设施短板，扎实推进“四

好农村路”建设。“十三五”时期，累

计 对 贫 困 地 区 投 入 车 购 税 资 金 超 过

9500 亿元，占全部车购税的 68%，其

中超过 2700 亿元车购税资金用于支持

“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交通项目

建设。

在不懈努力和巨大投入下，全国农

村公路总里程已经突破了 435 万公里，

“出门水泥路，抬脚上客车”的梦想变

成了现实。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网络体

系建设和“快递下乡”工程加快推进，

“城货下乡、山货进城、电商进村、快

递入户”双向运输服务进一步打通，一

批特色产业乘势而起，助力提升贫困地

区教育和医疗保障水平，城市文明、基

本公共服务随着交通的改善逐步向贫困

地区纵深覆盖。

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要求从 2020 年

到 2035 年，用 15 年的时间基本建成交

通强国；从 2036 年到本世纪中叶，全

面建成交通强国。交通运输行业未来仍

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从一穷二白到交通大国，

我 国 交 通 行 业 实 现 跨 越 式 发

展，已成为交通大国，并向着

交通强国迈进。两组对比数据

能说明这点：3.79万公里高铁让

人振奋的同时，81 列慢火车承

载着温情在大山中蜿蜒前行；

16 万公里高速公路构成快速物

流网络的同时，435万公里农村

公路充盈着乡村交通的毛细血

管。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在

于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当前，我国还存在区域发

展不平衡现象，不同地区发展

程度不一样，对交通发展的需

求也不一样。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对交通运输行业而言，初心就

是要矢志不渝坚持人民交通为

人 民 ， 努 力 建 设 人 民 满 意 交

通 。 不 管 是 高 大 上 的 高 铁 高

速，还是贴地气的小桥小路，

都满足了群众对于出行和运输

的需求，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有力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十四五”已经开启，随着

脱贫攻坚的如期完成和群众生

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于

交通的要求又有了新变化。这

其 中 ， 有 对 解 决 “ 最 后 一 公

里”的期待，也有对绿色交通

的要求；既有规范交通新业态

的呼声，也有降低物流成本的

需求。

满足这些新要求，需要交

通行业在技术上更进一步，在

管理模式上实现新突破，既要

统 筹 把 握 全 局 ， 也 要 关 注 细

节 。 要 心 怀 人 民 ， 以 时 不 我

待、只争朝夕，逢山开路、遇

水架桥的精神，认真践行新发

展 理 念 ， 服 务 构 建 新 发 展 格

局，不断推进交通向着更加安

全、智能、便捷、绿色的方向

发展，向着人民满意的方向不

断迈进。

一切为了人民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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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设 高 质 量 立 体 交 通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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