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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  论 

1.1  研究背景 

铁路货物运输（简称铁路货运）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世界上第一条办理

客货运业务的铁路（斯托克顿—达林顿）自 1825 年在英国建成并投入运营以

来，铁路货运已经经历了 190 多年的历程。19 世纪 30 年代以来，铁路作为

运量大、成本低、可靠性高的陆地货物运输方式，通过不断创新，不断演化，

逐渐成为各工业发达国家货物运输的主体，对实现各国的经济联系起到了重

要作用。20 世纪 40 年代后，随着各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型以及公路、航

空、水路和管道运输的发展，铁路货运的主体地位逐渐发生改变。大部分中、

短距离的货物运输被公路所取代，石油、天然气等货物也逐渐改为管道或水

路运输。因此，很多国家的交通运输政策选择对铁路进行严格的管制，而向

公路、航空倾斜，导致很多运行线路被废弃，浪费了大量的运输资源，政策

的取向伤害了铁路，铁路货运的发展演化也从兴盛转向不景气，甚至出现了

衰败的迹象。目前，虽然在倡导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的全球化背景下，一些

国家又有重振铁路货运的设想，但走回头路谈何容易。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随着铁路的建设发展，铁路货运打破了经

济发展的地域限制，资源分布和工业布局不均衡的局面得到缓解，为经济发

展、社会稳定提供了重要基础保障。到 20 世纪 80 年代，铁路已经负担着我

国货物运输  35.16%的货运量和  50.83%的货物周转量，成为货物运输的主体

和社会经济联系的主要纽带，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

提高，煤炭、钢铁、原油、粮食等大宗物资的运输需求越来越大，铁路运量

逐年上升，但市场份额（货物周转量）却由 1978 年的 53.84%下降到了 2000

年 31.07%。社会经济发展对货运需求的快变性与铁路货运供给慢变性的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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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逐步显现。  

从 21 世纪开始，铁路部门进行了一系列挖掘和提高铁路货运供给能力发

展策略的实施：生产力布局调整等改革促进了铁路体制的发展；六次铁路大

提速和改变货流、车流、列流的组织方式，提高了线路的通过能力；各种货

运品牌列车的发展，使运输产品贴近了市场的需求；“大客户战略”为大客户提

供了运力保障。到 2008 年，在路网规模仅增长 9.8%的情况下，铁路货物周

转量比 2002 年增长了 37.4%，但铁路货运市场份额却从 2001 年的 30.80%持

续下滑到 2008 年的 22.76%。  

2008 年，我国实行了“高铁战略”，该战略的实施不仅缓解了客运压力，

铁路货运的供给能力也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和释放，但是铁路货运市场份额却

仍然连年下滑，2012 年铁路货运量首次出现了“不升反降”的局面。2013 年中

国铁路总公司成立，并在同年在全路开展铁路货运组织改革，目的就是为了改

善市场和服务状况，多方面争取货源和收入渠道，以缓解货运市场下滑的局面，

努力使铁路货运走上正轨。中国铁路货运会不会呈现和西方铁路相似的演化

规律，同样面临不景气甚至衰败的局面，值得中国铁路研究者们深思。  

铁路货运发展演化的研究不仅仅是研究铁路货运发展的表象，更重要的

是对于伴随铁路货运发展的内外部原因（机理）的研究分析。在面对社会经

济发展对货运需求的快变性与铁路货运供给慢变性这两种背反特征间的均衡

难题时，对铁路货运发展演化进行机理研究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手段，可以科

学地得出铁路货运发展演化的时空特征规律及发展策略导向。但目前对于铁

路货运发展演化机理的研究却大大滞后于铁路货运的实际发展，对铁路货运

发展演化的机理研究势在必行。  

1.2  文献综述和研究空间 

1.2.1  运输演化理论研究综述 

20 世纪 90 年代，国内外开始逐步关注运输发展形态问题的研究，荣朝

和（2001）对 20 世纪 90 年代运输发展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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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含运输演化模型、运输化理论、“脉冲式发展”理论、阀值理论、铁路货运

需求的四阶段模型和城市交通阶段性发展理论等，这些运输发展理论主要探

究的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运输方式相应呈现的特点以及未来发展的

趋势。在综合分析上述运输发展理论后荣朝和指出，运输业在演化过程中受

到如环境、资源条件以及人口负担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运输发展水平的极限

程度及该极限程度的到达时间也存在差异，要使运输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

要求相适应，就要努力实现各种运输方式发展的可持续性 [1]。张国强（2007）

等将运输发展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将运输发展理论定义为一个国家或

地区交通运输的发展机制、发展效率和发展模式选择的理论，运输发展研究

不仅仅是研究运输规模的增长的表象，更重要的是研究伴随运输规模增长的

运输质的增长，而从运输质的增长来看，运输的发展机理是内因。张国强在

回顾了国内运输发展研究的成果后，认为交通运输发展理论的研究应归为两

类：一类是综合交通发展理论，另一类是运输适应性、运输演化和运输结构

理论，并将荣朝和教授归纳的相关运输发展理论归为运输演化理论，同时对

运输演化理论的研究进行了归纳和展望 [2]。基于以上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可

以得出，运输演化理论实际上是运输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贡献在于

从运输演化史及经济结构演化的视角对运输演化的结构性变化及发展特征进

行考察，从而得出不同阶段运输演化呈现的规律特征。本书对相关文献进行

了查阅，对相关运输发展理论中呈现的货运演化规律和特征进行分析研究，

以期望对本书的研究提供相关的理论支持和研究空间。  

Arnulf（1990）提出运输演化模型，该模型通过对 1800 年以来美国的运

河、铁路、公路等运输方式按里程增长的变化规律进行分析，并绘制了美国

各类运输基础设施成熟程度的示意图，该图准确地刻画出了各主要运输方式

在演化过程中都呈现出典型的生命周期特征，即都经历了产生、发展、成熟

和衰退的演化阶段；并且各种运输方式在演化过程中采取的实际运作方式都

随着国家经济结构的演化和运输技术水平的创新而从线路数量的增长逐渐更

关注提高运输质量 [3]。  

荣朝和（1990，1993）在提出运输化理论后 [4]，又在其著作中详细论证

了该理论 [5]。该理论和 Arnulf 的运输演化模型相比，具有两个不同的特点：

一是运输化理论将包含各种运输方式的整个运输系统作为研究对象；二是刻

画了运输化和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对应关系。该理论根据工业化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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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应地将运输化阶段分为：前运输化阶段（对应前工业化阶段）、初步运输

化阶段和完善运输化阶段（对应工业化阶段）、后运输化阶段（对应后工业化

阶段），并绘制了各发达国家运输化分阶段示意图，如图 1-1 所示。根据运输

化与工业化以及各种运输方式的对应关系，各种运输方式的总货运量是一条

先逐渐加速增长、再逐渐减速增长、最后基本停止增长的曲线，该曲线具有

明显的生命周期特征。并且在运输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运输方式呈现出

的发展特征也不尽相同，在初步运输化阶段呈现的特点是不同运输方式数量

（通常指线路数量）的交替，而在完善运输化阶段呈现的是不同运输方式的联

合运作，向综合物流和集装箱联运的方向发展，最终在后运输化阶段形成综

合运输体系的特点。  

 

图 1-1  运输化阶段划分示意图  

图片来源：荣朝和 . 论运输化[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韩彪（1994）在荣朝和教授提出的运输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运输发

展的“脉冲式”理论。该理论将运输业的发展分为“渐变期”和“剧变期”两种形

态，两种形态经过一定时间的“渐变期”交替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了所谓“脉冲

式”发展形态 [6]。“脉冲式”运输发展理论实际上与 Arnulf 的运输演化理论有相

似之处，但是该理论又与荣朝和的运输化理论相结合，考虑了工业化阶段和

运输化阶段内不同运输方式交替更替的发展特点。各运输方式总货运量的“脉

冲式发展”与运输化各阶段关系如图 1-2 所示。虽然“脉冲式”理论提出各种运

输方式在演化过程中总货运量呈现阶段性的“脉冲式”发展，可能不符合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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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的演化规律，但是荣朝和通过对该理论进行分析后得出，运输演化的“脉

冲式”特点不会无限制地循环下去，而会随着运输化阶段的进程趋于平缓，近

年来高速铁路与当年运河、铁路以及公路一样，带来的“脉动式”效果明显降

低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所以各种运输方式的总货运量在运输演化的过程中

会呈现生命周期的特征也是可以确定的。  

 

图 1-2  “脉冲式发展”与运输化各阶段关系图  

图片来源：韩彪. 交通运输发展理论[M]. 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4. 

熊永均（1999）从成本角度提出了“运输成本阀值”理论。该理论从运输

的本体特性出发，指出经济增长和市场的完善其实都是运输成本降低的产物，

所以熊永均以货物运输成本变化来解释运输演化中总货运量的变化过程，如

图 1-3 所示。由此得出的运输化阶段的划分结果和荣朝和教授从运输技术角度

得出的运输化阶段结果是相同的，而总货运量也呈现生命周期的曲线形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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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成本变化示意图  

图片来源：熊永均. 铁路与经济增长[M]. 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1999. 

21 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对于运输演化理论继续进行着相关分析和研究，

刘丽（2001）等在对美国运输网络演替规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线路长度

增长速度、旅客周转量和货运周转量等角度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各种

运输方式的演化竞争演替特征，并对各种运输方式的特征原因进行了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从我国运输演化特点来看，公路和水路迅速发展，打破了铁

路长期垄断的局面，到 21 世纪中国运输演化会到达铁路、公路、水运三足鼎

立的阶段 [8]。  

唐国玺（2007）在对我国货运需求进行特征分析的基础上，从国民经济

发展水平、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信息技术发展四

个方面对我国货运需求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目前处于工

业化中后期阶段，货运需求主要表现在数量上的增长，但随着上述四个方面

的不断发展，我国货运需求结构将发生改变，从数量逐渐向价值转变，货运

需求的数量的增长速度将逐步放缓 [9]。  

吴群琪（2009）等根据不同运输方式的技术经济特点，从运量、运输距

离和运输需求 3 个维度来构建运输需求维度，讨论不同运输方式和运输需求

维度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运输系统演化机理和发展趋势。结果表明，各种

运输方式在运输演化的过程中都存在着相互交叉和衔接的演化规律，从演化

规律可以看出，综合运输的出现是运输系统演化到达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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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俊（2011）应用交通区位论从理论上对交通网络的演进过程与机制进

行了研究，在对交通网络的演进分析中得出，交通网络的演化一般需要经过

节点的形成及变化期、不同节点的连接期、交通网络层次体系的形成期、交

通基本网的形成期、主导运输方式的转换期和交通网络的继续演化期。在大

多数情况下，运输网络的演化就是遵循着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累计发展的过

程。同时，在对交通网络演进的重要特征分析中得出，交通网络演进的过程

中各种运输方式的演化都具有典型的生命周期特征 [11]。  

通过对运输演化理论的研究进行综合分析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从运输演化理论来看，在运输化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不同运输

方式的发展特点也不尽相同，在初步运输化阶段呈现的特点是不同运输方式

线路数量的增长，而在完善运输化阶段呈现的是提高运输质量的特征，具体

表现为不同运输方式的联合运作，向综合物流和集装箱联运方向发展，最终

会形成综合运输体系。对于本书的研究对象而言，由于铁路货运系统是综合

运输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其发展演化过程中也应呈现相似的阶段式发

展特征规律。  

（2）根据运输演化理论可以分别得出，各种运输方式的运输里程和总货

运量在演化的过程中均呈现明显的“缓慢发展→快速发展→趋于平衡→逐步

下滑”的生命周期特征，从而可以提出铁路货运发展演化过程也应呈现相似生

命周期特征的条件假设。  

（3）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上述研究偏重于对综合运输进行演化阶段特

征的分析，但对于单一运输的演化阶段特征只是大致描述，并且由于各个国

家的运输演化实际情况不同，所以对于运输演化阶段具体时间的划分没有进

一步分析。因此，本书还需着重对铁路货运发展演化特征规律的相关文献进

一步进行整理分析。  

（4）上述研究虽然没有明确地指出运输演化过程中的影响机制，但从相

关理论仍然得出经济水平、运输技术、运输成本、运输质量、运输需求在不

同运输演化理论中的机制作用，而由于研究目的不同，上述研究缺乏对运输

演化影响机制进行的全面分析。正如张国强（2007）等指出，运输演化研究

不仅是研究运输规模增长的表象，更重要的是还要对伴随运输规模增长的运

输影响机制进行分析，而目前对于运输演化影响机制大多只是从运输技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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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需求诱致两个方面来分析，仍不能全面解释具有类似经济背景的经济体为

什么会呈现不同的运输演化特征的问题，即缺乏运输演化机制的全面分析 [2]。

因此，本书还需着重对铁路货运发展演化影响机制的研究文献进一步进行整

理分析。  

1.2.2  铁路货运演化特征研究综述 

1．国外铁路货运演化特征研究综述 

19 世纪 30 年代开始，铁路作为陆地的主要货物运输方式，对实现欧洲

工业革命以及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

随着公路、航空、管道和水路的发展，许多发达国家铁路货运的主体地位发

生了变化，铁路货物运输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挑战 [12]。在这种情况下，国外

学者和相关部门纷纷从不同角度对铁路货运的发展特征及方向进行研究，以

期望缓解和改善铁路货运市场下滑的局面。  

Assad（1980）对美国货运收入呈现逐年下滑的发展特征进行了分析，结

果表明主要原因是其运营效率的不足和公路运输的竞争，并提出了铁路运输

演化模式分析模型，据此对美国铁路货运未来的演化模式进行了研究 [13]。  

加拿大运输发展中心（1985）为应对加拿大铁路货运市场下滑的局面，

提出了增强本国铁路货运发展研究计划报告 [14]。  

Donald（1995）等在对美国铁路货物运输发展现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

从铁路路网战略、货运产品战略、经营管理战略三个方面对美国铁路货物运

输的发展战略进行了研究 [15]。  

如何使欧洲铁路货物运输走上正轨也成为欧洲运输部长会议（ECMT）

的主题，例如 2001 年在布拉格召开的欧洲运输部长会议（ECMT）上，提出

了欧洲铁路货运市场服务监管改革报告，以改善欧盟成立后各成员国之间铁

路货运管理中出现的服务监管问题 [16]。2002 年在巴黎召开的 ECMT 上又再

次提出了欧洲铁路货运运输整合的改革报告 [17]。  

Casson（2005）对英国 1825—1914 年英国铁路运输演化的特征进行了分

析，分析表明英国铁路运输发展具有生命周期的演化特征，并且最近 50 年内

客货运量均呈现衰退的趋势 [18]。  

Allan（2008）对公路和铁路在美洲各国家的货物发展特点和趋势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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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后，提出基础设施、政策法规、运营和科技的影响对铁路和公路货物运输

的影响，并提出国际公路和铁路运输部在继续增加线路里程的基础上，更应

该改善运营质量和运输成本，要提高市场合作，提高综合运输的服务效率，

从而提高经济性和环保功能 [19]。  

Eugenio（2009）等从对西班牙 1956—2006 年宽轨铁路运输的演化进行

了分析，认为目前以客货运的发展形势来看，不宜进行新建线路的建设，而

应专注于线路灵活度的提高，从而进行了铁路网络灵活度分析软件的开发[20]。 

Jordi（2013）以十年为时间段，对 1840—2010 年的欧洲铁路运输的演

化特点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由于货运量的递减，在欧洲新线（不包括高速

铁路）的建设几乎为零，目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将欧盟成员国内不同标准的

铁路网进行整合 [21]。  

Hendrik（2014）在对欧洲铁路货运和物流产业发展现状进行总结分析的

情况下，提出了铁路货运市场扩张的发展战略，即铁路货运要向物流领域进

行市场延伸和发展。同时提出，铁路货运应该作为欧洲物流业的一个子行业，

并对波兰全球国际货运铁路的市场拓展的成功经验进行了分析 [22]。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正如运输演化理论的研究成果显示的那样，目前

各发达国家的铁路货运发展演化正处于完善运输化阶段向后运输化阶段的转

变期，有些国家甚至已经处于后运输化阶段，铁路货运发展演化曲线均出现

变缓甚至下滑的特征，因此各个国家对于铁路货运的发展策略也从关注线路

数量的增长转向更注重提高运输质量，所以如何提高运输质量成为了目前国

外对于铁路货运研究的重点。这从另一个角度对运输演化理论的正确性提供

了实证支持，使本书坚定了运用运输演化理论来对铁路货运发展演化相关内

容进行研究的信心。  

2．国内铁路货运演化特征研究综述 

从国内对于铁路货运演化特征的研究来看，王际祥（1995）通过研究“数

量性需求增长”和“结构性需求增长”的相互关系，建立了铁路货运需求增长四

阶段模型，来刻画铁路货物运输演化的特征规律，如图 1-4 所示。王际祥指

出，我国铁路货运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到 80 年代末，货运需求增长相当于第

Ⅱ阶段的水平，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变，我国铁路货运需求增长将在

90 年代初进入第Ⅲ阶段。这一阶段铁路货运需求将继续增长，但小于国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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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增长速度，铁路应加大路网建设，努力弥补经济发展对铁路货运的需求

[23]。该研究是国内为数不多从运输演化理论角度对铁路货运演化规律特征进

行分析的文献，但是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该研究的重点在于铁路货运需求

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其实还是偏重于铁路货物运输对于经济的支撑功能或从

属功能，而忽视了铁路货运在发展演化过程中的本体特性，但该文仍给本书

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管楚度（2000）提出基于本体论的交通区位论，他指出应利用系统论观

点分析交通运输系统的主要贡献，依据主贡献因素特性进行交通系统的各项

分析和研究，才能置信地找出合理的研究结果 [24]。管楚度的研究对本书的研

究有着很强的提示，一是要重点从本体论的角度对铁路货运发展演化的规律

特征进行分析，二是要采用系统论来确定研究对象。基于铁路货运本体特征

进行铁路货运发展特征的研究文献主要有：  

张红亮（2013）等从高速铁路成网背景下铁路货物运输的发展特征—— 货

运量、货运品类、货物平均运距等角度，分析了铁路货运发展现状及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