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交理大学学报 �” �年 多共押 里鱼鱼土宣鱼�

铁路在综合运输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彭
「

同 炎 王 火 保

�浙江冶金经济专科学校� �经济管理系�

摘 要

文章时建国以来铁路发展的状况进行 了客观的分析
，
指

’

出了铁路发展严重滞后

的原因及不利结果
。
又通过 多方论证

，
肯 定 了铁路在国民经济综合运输结构中的骨

干地位和作用
。

针对 目前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
，
各种运输方式都能力不足的状

况
，
提 出了以铁路为主

、
共同发展

，
相 互协调

，
全面提高综合运输能力的构想

。

铁路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大动脉
，
是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

。
它既为工农业生产流通服务

，

又为地区的物资交流和人民生活做贡献
。
我国是幅员辽阔的国家

，
人 口众多

，
资源

一

布 局 分

散
。

在当前社会主义初级级段
、

在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搞活经济的情况下
，
交通运输

，
特别

是铁路运输处于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

然而
，
由于我们对交通运输的发展没有给于 足 够 重

视
，
因而使交通运输

、

尤其是铁路运输日益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突出的薄弱环节
，
严重制约

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

李鹏同志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指出
� “

要积极发展以铁路为重点的综

合运输体系
。 ” ①明确指明了我国交通运输体系以铁路为骨于，

以铁路为重点
。

本文拟就此

问题谈些管见
。

一
、

对我国铁路薄弱滞后的反思

新中国建立以来
，
交通运输在极为薄弱的基础上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
运输线路 明 显 增

加
，
形成了初具规模的运输网络

，
但仍远远落后于经济和社会的需要

。

就铁路而言
，
主要表

现为
�

一些主要干线的货运只能满足社会需要的����� �� 山西
、

内蒙
、

宁夏每年有大量的

煤炭积压待运
，
而华东

、

中南地区电厂因煤供应不足而告急� 客运不仅买票难
、

乘车难
，
有

不少旅客列车超员��一��� 劣
。

它不仅给人民生活带来了不便
，
而且给工农业生产造成严重

损失
。

据有关部门测算
，
铁路向华东地区增运����万吨电厂用煤

，
就可以多创造���亿工业

产值
，
增加利润和税金��亿元

。 ②
造成上述局面原因甚多

，
笔者认为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以来对铁路投资的严重不足

。

何

以见得
，
以数为证

，
见表 �

。

本文于����年�月�日收到



�一�铁路营业里程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工农业总产值和铁路完成的工作量的增长速

度
。
���。年与����年相比

，
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

�倍
，
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

�

�倍， 铁路旅

客周转量增长��
�

�倍
，
铁路货物周转量增长��

�

�倍
，
而铁路营业里程仅增长�

�

�倍
。

表 �

全国工农业总 全国工业总产

产值 �亿元� …值 �亿元�

铁路旅客周转

量�亿人公里�

铁路货物周转

量�亿吨公里�

铁路营业里程

�万公里�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叮一侧到
�

一�‘��一尸��口

年��︷��

资料来源
� ���国家统计局颁布的关于����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 经济 日

报 ����年�月�� 日 ��� 《����年中国经济年鉴》 经济管理出版社

�二�运输设备数量少
，
技术装备水平低

。

我国的铁路运输设备和和技术装备与发达国

家相比
，
显然差距很大

，
就是与发展中国家一一印度相比

，
差距也不小

。
����年

，
我国铁路

营业里程为��
，
���公里

，
每亿人「�拥有铁路

广 ，
���公里

，
印度为��

，��� 公里
，
每亿人口拥有

铁路�
，
���公里

，
我国的铁路里程为印度的��

�

���我国复线里程为��
，
���公里

，
印度为��

，
���

公里
， ，

我国为印度的��
�

��� 我国的电气化铁路为�
，
过��公里

，

印度为�
，
���公里

，
我国为印度

的��咒� 我国拥有的机车��
，���台

，

印度为�
，
���台

，
我国的内燃

、

电力机车占总台数��
�

毗
，

印

度 占��
�

毗� 我国货车为��
�

�万辆
，
印度为��

�

�万辆
，
我国为印度的��

�

�� � 我国客车为�
�

�

万辆
，
印度为�

�

�万辆
，
我国为印度的��

�

���我国的运输密度为�
，
���万换算吨公里�公里

，

印叹为���万换算吨公里�公里
，
我国为印度的�

�

� 倍
。 ③由此可见 ，

我国铁路主要设备数量

和技术装备尽管不如印度
，
但我国铁路每公里所承担的货物周转量却大大超过印度

，
无疑说

明己
’

我国铁路在超负荷运转
。

‘ 三�失修严重
。

长期以
一

来
，
我国对铁路实行低折旧

、

高税收的政策
，
使铁路成为国家

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部门
。

从而导致铁路简单再生产难以维持
。

如 目前我国有 �万多公里线

犷土的钢轨不合标准
，
超过负荷

，
影响运输效率

，
危及行车安全

。

�四�铁路是现代工业的前驱
。

世界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都曾密集投资建设

软路
，
把其列为优先发展 目标

。

美国在历史上曾有过
“
筑路高潮

” ， ����一����年间
，
每年

平均修建铁路��
，
���公里

，
����年美国铁路总长度已达���

，���公里
，
它对美国工业化进程

起到了促进作用� 日本从����年开始形成运输紧张局面
，
为此

，
日本政府于 ����年起把包括

铁路在内的交通建设投资从占全国总投资的�� �提高到�� �左右
，
其中����一����年用于运

输的投资高达�� �
，
促成了交通运输业的大发展

，
这就为 日本��年代

、

��年代的 经 济
“
起

飞
”
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
世界各国工业化历史证明了交通部门超前发展的必要性

。

长期

以来
，
由于我国对交通运输不够重视

，
突出反应在

，
国家建设资金集中用于发展产值高

、

局

期短
，
见效快的工业

。

而对交通运输未作相应的密集投资和超前建设
，
就铁路而言

，
不但长

期投资偏低
，
而且铁路基建投资在全国基建投资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

。
����一����年为��

�

��
，�

“
一五

”
时期为��

�

� �
， “

六五 ” 时期为�
�

眺
， ����一����年分别为�

�

� �
、
�

�

� �和�
。
��

。

交

付运营的新线由
“
三五

”
和

“
四五 ” 时期的每年近千公里

，
下降到近几年的��� 余公里

。

这

种生产超前
，
运输拖后的现象

，
加剧了运能与运量之间的矛盾

，
若不迅速采取有力措施

，

扭



转交通运输严重滞后的局面
，
则国民经济持续

、

稳定
、

协调发展将遇到重大障碍
。

有关部「�

应对建国以来
，
尤其是近十改年米革开放中

，
对交通运输所执行的政策进行深刻的反思

，
以

期正确总结经验和教训
。
我们认为

，
我国应从现在开始

，
把交通运输建设

，
尤其是铁路建设

作为重点产业来抓
，
把本世纪九十年代和下世纪初列为铁路振兴时期

。

二
、

铁路是我国综合运输体系中的骨千
，

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

现代运输业的各种运输方式有干有支
，
相辅相成

，
构成一个完整的运输体系

。

各种运输

方式各有其适应范围和局限性
，
它们的地位和作用不可相提并论

，
等量齐观

。

根据 我 国 月

情
，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

，
铁路是发展国民经济的

“
大动脉

” 、 “
先行官 ” ，

它也是我冈

综合运输体系中的骨干
，
因为

�

�一�是由铁路本身的特点和性质所决定的
。

各种运输方式具有不同的技术经济特点
，
适应着各种不同的运输需要和 自然地理条件

。

我国五种运输方式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如表 �
、

表 �所示
。 �

铁路
、
公路

、

民航客运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表 �

运 输 方 式
运 输 成 本

�元�千人公里�

单位运能投资
�

�元�千人公里�

能耗 �成品油�

�公斤�千人公里�

速 度

�公里�小时�
碑队一…
卜，

…
����

。

��� ���������
一一一

�������
��������� �����

������������

� 单位运能投资按扩大指标计算
，
具体地区和线路可能有一定出入

。

铁路
、

水运
、

管道货运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表 �

运 输 方 式
运 输 成 本

�元�千吨公里�

单位运能投资
�

�元�千吨公里�
�能耗 �成品油�

��公斤�千吨公里�

�
。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

�

�
�

�一�
�

�

�
。

�一�
。

�

�
。

�

速 度

�公里�小时�

��一��

��一��

��一土�

路海江道铁沿长管

� 投资中包括运输工具购置费� 沿海和长江投资按���。公里运距框算

表 �
、

表 �资料来源
�
李京文主编 《中国交通运输要览》

，
北京

�

经济科学出版社
，
����年

第��页

表�
、

表�所列数字是全国的平均指标
，
可以看出各种运输方式的一个大概水平

。

在我国综

合运榆体系中
，
铁路与其他几种运输方式相比较

，
具有运能大

、

耗能少
、

连续性强
、

通用性

好
、

劳动生产率高
、

污染轻
、

占地少
、

受自然环境影响小
，
是大宗货物和中长途客货运输的



主力等技术优势
。

如����年���公里以上铁路的客货运输分别占客
、

货周转量的��
�

�光和��
�

�笼
，

���公里以上的客货运量分别占��
�

� �和��
�

� � ， 铁路货物平均运程近��� 公里
，
旅客平均

运程达��� 公里
。

随着国土资源的开发和地区向专业协作水平的推进
，
客

、

货平均运程将呈

延长趋势
。

�二�是由我国的自然地理条件所决定的
。

我国是大陆国家
，
疆域辽阔

，
南北方向的运输

，
除沿海靠水运外

，
主要靠陆路运输， 东

西方向的运输
，
水运干线主要是长江

，
但由于江轮不能出海

，
大吨位江轮受水位限制不能全

江通航
，
故东西方向同样主要靠陆路运输

，
这就决定了我国运输以陆路为主的格局

。

由于公

路运能小
、

成本高
、

能耗大等特点
，
决定了它的主要作用是为铁路集散旅客和货物� 由于水

运 �远洋运输除外�的作用在我们这样的大陆国家内主要利用沿海和江河之利为铁路搞接方

裂介
。

很显然
，
我国交通运输业的重任必然由铁路运输来承担

。

尽管现有的�
· “ “万公里营业铁

路占我国综合运输网总线的�
�

� 男
，
但它却贯通全国大陆 �除西藏外�各省

、

市
、

自治区的

夏盘致立主要经济据点
，
形成网络各经济区的交通枢纽和运输通路

。

同时它也起到了把整个国

家和国民经济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休的作用
。

不难设想
，
如果京广

、

京沪两大铁路通道中断
，

全国必将陷于瘫痪� 如果横贯东西����公里的陇海
、

兰新两大干线受阻
，
沿线十一个省

、

区

�总面积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社会
、

经济生活必将严重受损
。

这一切充分显示了铁路在

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

�三�是由我国的 自然资源和生产力分布状次所决定的
。

我洲的 白然资源分
一

市和生产力布局极不平衡
，
决定了必须以铁路作为输送大宗

一

长途负物

的通路
。

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煤炭占�� �
，
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有多大的变化

，
但煤炭资

恕 主要分布于华北和西部
，
而工业基地多在东南沿海

，
从而决定了西煤东运

、

北煤南调的格

局 � 石州主要分布在东北
、

华东和华北
，
决定了北油南运 � 粮食作物主要分布在南方

，
长期

以 厂 ‘卜�成南粮北调� 杰林资源主要分布在东北和南方
，
形成南北方向中间调运的格局

。
我国

此产业结构以重型工业和基翻工业为主
，
占相当比例的长

、

大
、

重物资
，
也必然由 铁 路 承

运
。

再从我国的工业发展来看
，
艺���年预计煤炭产量为��一��亿吨

，
钢产量为�

�

��一�
� 。 亿

时
。

很据我国历年来的统计资料表明
，
每生产一万吨煤

，
铁路就有�

�

了万吨的运量 � 每生产

一万吨钢
，
铁路就有�一�万吨运谁� 每生产一亿度电

，
铁路约产生�万吨运量

。

据此推算
，

么谋和钢两项物资生产到本世纪末就需要铁路承担��亿吨左右的货运量任务
。

由于肩负的重

任
，
就显示出铁路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

。

�四�从旅客运输结构分析
。

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迅速发展
，
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的条件下

，
客运鱿逐年大序爪汇增长

�

再则我国是一个人 口众多
，
城镇化趋势正在加速的国家

，
据推算

，
到����年

，
我国城镇人以

截
�。��年的�

�

�亿人增加到�
�

�亿人
，
这决定了旅客运量基数大

，
增长势头猛的基木势态

。

但由于我国当前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
经济力量薄弱

，
无论是社会和个人都无法承受交通运

输的高消费
，
这就决定了短期内不可能实现长途靠飞机

、

中短途靠汽车 �小汽车�的客运结

构
，
在我国

，
这只能是遥远未来的蓝图

。

目前人民寄希望于运价低廉的铁路运输是符合我国

国精的
。
����年七

、

八两月
，
中央社会调查所对因公

、

因私旅行的近�
， 。

’

�� 名旅客进行调查

显示
，
�� �以上的人都选择火车旅行

，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

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
铁

潞还要担负较多的中长途客运任务
‘



三
、

充分发挥铁路骨干作用
，

大力发展以为铁路主的交通运输业

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指出
� 气

· ·

…多搞一点铁路
、

公路
、

航运
，
能办很多事情

。 ”

要加强这方面的投资
，
要坚持十到二十年

，
宁肯欠债

，
也要加强

。 ” ④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
战略性目标

。

当前我国交通运输业的各种运输方式都能力不足
，
因此

，
都要设法大力加强

。

我们强调

铁路是综合运输体系的骨干
，
这丝毫也不意味着轻视或抹煞其它运输方式的作用

，
或者说要

以铁路取代其他运输方式
，
由铁路来唱独角戏

，
若以此来理解铁路是运输体系的骨干显然是

错误的
。

各种运输方式各具优势
，
各有其适用范围

，
应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和衷共济

，
各施

其长
，
相互协调

，
共同发展

，
全面提高综合运输能力

，
以求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

。

似
‘

是以此同时
，
我们也应看到

，
铁路运输比其他运输方式更有明显优越性的特点

，
铁路在国民

经济中具有大动脉
、

大联动机的作用
。

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内陆腹地广阔
，
运输 距 离 长

的国家更是如此
。
所以我们应从我国国情出发

，
应该充分发挥铁路运输方式的优势

，
我们认

为我国当前应对铁路采取大力优先发展
，
超前建设

，
在国家政策上真正体现铁路的主导地位

和骨干作用
，
在今后一定时间内对铁路实行扶植政策

，
包括新的税率

、

折旧和运价政策
，
密

集投资等
，
使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成为铁路运输业的大发展时期

， ’

以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对

外开放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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