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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交通运输经济面临的挑战及对策研究 
胡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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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道路运输业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现阶段，国家和政府越来越重视交通运输业，同时出

台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交通运输业发展。在我国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中，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新时期交通运输经济面临的挑战。

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与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的密切关系。交通管理可以有效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也可

以加强区域间的交流，促进区域的全面均衡发展。文章分析了当前我国交通运输经济面临的挑战，提出了新时期我国交通运

输经济发展的对策，希望能供专业人士参考，进一步提高其经济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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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road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At this 

stage, the state and government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and issue relevant policies to encourage 

and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we must clearly 

recognize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transportation economy in the new era. At the same time, we must clearly recognize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and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Traffic management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promot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strengthen regional exchanges and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Chinese transportation economy 

at present, and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nsportation economy in the new period,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ofessionals and further improve their economic management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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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国民经济的稳步改善，综合

国力的提高，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运输经济程度不同。交通运输经济为我国社会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

说，交通运输经济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市场经济条件为交通运输经济的发展和

进步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对交通运输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阶段，我国城市交通市场尚不完善。因此，在

开展交通运输经济管理工作的同时，还存在着各种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交通运输

也发展迅速，促进我国交通运输业健康稳定发展，需要积极采取相应的交通运输经济管理措施，提高交通运输经济管

理质量，保障交通运输业的可持续发展。 

1 交通运输经济发展现状 

目前，我国交通运输业不断发展，公路、铁路、高速公路通航里程不断增加。当前，随着我国国家政策的不断深

化和优化实施，对农村的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农村道路交通运输业也在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地区发展交通运输

经济，可以有效地促进整个区域经济的进步和提升。在城市发展中，要明确加强铁路、公路、航空、内河航运的发展，

这些可以有效促进不同地区之间密切的经济联系，也有助于实现货运和客运的进步和改善。我国对不同道路项目和交

通方式的建设投入和资金政策也在不断增加，出行方式越来越便捷，同时，社会经济总量得到有效改善。在运输过程

中，车辆的数量不断增加，车辆的购置和投入成本较低，对运输过程和设计的要求较少。因此，在出行的过程中，越

来越多的人选择车辆。出行时，在不同交通运输经济趋势的过程中，要清醒地认识到适应性和灵活性的重要性。交通运

输可以准确地增强运输的适应性，也可以帮助推动运输成本和经济效益的有效进步，也可以帮助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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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场经济背景下开展交通运输经济管理的重要性 

2.1 有利于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快速稳定发展 

交通运输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内容之一。因此，在推动我国

交通运输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能够有效地促进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两者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市场经济

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加强交通运输经济的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进步和发展，提高我国的经济

水平。 

2.2 有利于推动物流业的进步和发展 

物流业要快速发展，离不开公路运输的发展。物流行业在运输货物的过程中主要需要利用道路运输货物。可见，

道路是物流行业的主要运输渠道之一。各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和物流需要通过公路运输来完成。公路运输可以将在各

个地区获得的物资合理、科学地分配，以满足市场的各种需求。与其他运输方式相比，公路运输具有其他运输方式所

不具备的特点，如运输成本相对较低，运输要求相对较少。因此，公路运输深受各类企业的喜爱，是物流企业。创造

了良好的发展条件。 

2.3 有利于促进各地区的发展和融合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交通运输业发展缓慢落后，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减缓了经济发展速度。人们逐渐意识

到了交通运输业的价值。尤其是高速公路的建设。现阶段，我国公路建设已占据世界领先地位，地位正在逐步提升。

在公路建设过程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各地区的发展。在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地区，交通运输已成为导致区域贫

困的关键因素之一。由于通讯不畅，各地区的特色无法得到充分开发利用，无法转化为经济收入。道路设施建成后，

可以借助道路交通，将各地区的特色融入市场，增加各地区的经济效益。 

2.4 保障运输行业的持续发展 

随着大众出行需求的不断提高，交通运输业得到了快速发展。随着各种新技术的出现，运输业中的运输业也越来

越丰富，而不仅仅是公路运输。类型还包括船舶运输、航空运输和铁路运输。运输方式不断多样化，运输行业内部竞

争异常激烈。在此背景下，为保障道路运输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经济管理，不断引进更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

提高道路质量和效率
[2]
。 

3 当前我国交通运输经济面临的挑战 

3.1 区域发展面临挑战，资金不足 

交通设施虽然在不断完善，但近年来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由于发展资金和后续发展跟

不上发展需要，特别是一些偏远地区和一些山区交通比较落后。同时，国家政策和银行信贷政策的变化也将导致公路

建设的投资渠道和投资资金不断减少，一些偏远地区和山区的运输成本一直居高不下。对于公路建设、运营和维护，

运输成本也非常高，给山区的交通资金保障造成很大困难。 

3.2 建设运营服务难以满足社会需求 

在一些大城市，现有的交通网络不能满足人们出行需求和货物运输需求，往往导致道路拥堵，货物运输流通速度

下降，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和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当前社会发展和经济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追求更高的

生活质量。同时，交通需求也更加多元化。现阶段可用的交通基础设施和交通服务难以满足越来越多的人的高质量需

求。交通管理部门还应根据人们不断变化的需求，有效推广良好的设施以满足人们的需求，由于成本控制和资金影响，

交通设施无法快速更换和更新
[3]
。 

3.3 管理意味着落后，安全风险更大 

当前，部分地区交通运输管理体系尚不完善，部分地区交通运输管理体制难以有效推进和落实，导致交通运输管

理水平和质量不高，运输管理漏洞增多。最终会影响交通管理的安全，容易造成越来越多的交通事故增多，影响交通

运输经济的良性发展。 

3.4 信息化保障不足 

突出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便利。要提高交通运输经济管理水平，提高其实际经

济效益，就需要重视信息技术，努力将信息技术与实际经济管理相结合。混合在一起。在当前的交通运输经济管理中，

信息技术的应用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使得交通运输经济和实际经济管理工作滞后于时代发展，严重影响了交通运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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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发展。 

4 新时代我国交通运输经济的发展对策 

4.1 加大资金投入，科学制定发展目标 

在交通运输业的管理过程中，要清醒地认识到交通运输经济发展与资本的密切联系。现阶段，交通运输经济的发

展容易受到资金短缺的影响。针对这种情况，交通管理部门和地方财政要积极加大对交通行业的资金投入，特别是制

定更加完善的福利政策和优惠方案，还要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可以利用政府、社会和个人融资，为交通运输业的经济

发展提供更加完善的资金保障；同时，还应依托资金、不断转变股份等融资方式，不断拓宽交通运输行业的资金来源。

同时，在运输和货运设备的运维方面，尤其需要加大资金投入，建设更加完善、完善的高速运输网络，确保交通运输

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相互促进。在交通运输经济的管理方式上，要运用积极、明确、科学的发展目标，特

别要结合发展目标的完善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需要，避免交通运输业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交通运输经济。同时，

要清楚认识运输管理系统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在交通系统的设计过程中，还应积极遵循技术、科学、合理等方面的要

求，并根据具体规划设计，构建更加全面完善的数据信息系统，尤其要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和反馈。同时，还应根据国

民交通运输经济的实际情况，借鉴国外先进案例，组织管理优秀方法，构建更加完善合理的交通管理网络，促进交通

管理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在科学制定发展目标的过程中，还要积极把握不同地区交通发展可能存在的不平衡问题。

国家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相关机构应制定更加全面合理的政策和投入，将更多资金用于改善交通环境，持续缓解区域

资金发展压力，有利于促进国家和区域运输业健康发展
[4]
。 

4.2 转变观念，加强风险管理 

事实上，在运输管理过程中，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与运输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针对这种情况，

运输管理部门应该改变传统的管理思维，特别是对运输管理方法进行优化和更新，能够组织实施合同运输管理制度。

该系统必须用于规范和维护良好的运输市场秩序，同时能够有效地为货物和旅客的运输提供安全保障；另一方面，要

加强交通运输的内部管理。对驾驶员和交通管理人员，要加强知识宣传和专业技能培训，不断提高运输企业和运输人

员的安全意识和综合管理技能；当然，现代管理技术和智能化技术也应该运用到运输管理过程中，帮助运输行业的管

理人员和相关人员更及时、全面地掌握运输动态，同时可以有效提高运输管理的效率和质量，也可以有效规避运输管

理过程中的安全风险，提高运输业的经济发展效益。 

4.3 强化交通服务意识 

在交通运输行业的管理过程中，要不断强化服务管理意识。只有通过更加完善、全面、合理的服务，才能有效促

进交通运输经济产业的发展，也才能为交通运输经济的发展提供完善，坚实而重要的保证；因此，交通行业也应该为

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丰富的交通服务。在交通运输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应明确把握交通消费者的整体需求，通过完

善的管理方式，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同时，在交通运输经济发展中，要明确为消费者提供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服务，

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个性化、人性化的服务。此外，还可以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获取消费者的消费信息、消费观念和

过去的消费需求，为更多消费者提供更全面、更有针对性的服务，满足交通运输行业的发展。 

4.4 加强区域和交通方式之间的交通联系 

随着社会发展环境的不断变化，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从单一的发展模式转向更加多元化和综合化的发展方式。同时，

随着交通方式的日新月异，也能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更多方便快捷的服务，我国不同地区在交通管理的建设和投资管理

上存在很大差异，但同时，不同地区的交通运输联系和联系往往受到限制。现阶段，社会生活的出行方式越来越多样

化，海陆空方式不断发展。但配套的运输方式难以保证，容易造成运输验收障碍。为有效缓解交通障碍，政府及有关

行政部门应从各方面优化合理配置资源，尤其是对一些山区或偏远地区，缓解资金压力，同时加强区域间关系.交通枢

纽的建设促进了区域交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各区域经济的良好进步和改善。 

4.5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交通运输经济管理工作的信息化程度 

现阶段，我国绝大多数道路运输企业已经开始广泛使用信息化管理方法。但是，信息管理系统相对落后。促进道

路运输业与经济的和谐发展，需要积极创新、新颖的发展思路，构建高度相关的信息管理网络，完善道路运输管理方

式。规范化，增强发展战略的科学性，在信息化管理模式的运用下促进道路运输业的可持续发展。在我国市场经济快

速发展的背景下，无论何种情况，公路运输企业都需要树立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的理念，尊重和理解客户，根据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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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提供各种服务。另外，如果信息管理网与客户想直接对接，需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网管平台上查询各种信息，

积极分享经验和互相学习，可以保证更多的道路运输企业能够正确认识信息化管理，充分利用信息化管理促进我国经

济的发展，确保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5 结论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道路交通是非常关键的基础设施，直接影响着我国经济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面

对瞬息万变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需要将社会交通管理方式与千变万化的交通管理需求，以及人民群众对交通的多样

化需求紧密结合，优化创新以满足更多人的出行需求和货运需求。要转变运输管理观念，加强风险管理，强化运输管

理服务意识；积极加强区域交通时间和交通方式的衔接，从而带动交通运输经济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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