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绪    论 

【主要内容】 交通运输的种类、我国铁路运输的特点、铁路的发展概述、我国铁路管理

机构设置、铁路运输的发展趋势。 

【重点掌握】 交通运输的种类、我国铁路运输的特点、铁路运输的发展趋势。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和支柱产业，在国民经济及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国

民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交通运输体系中，铁路运输是主要的运输方式，发展和

建设现代化铁路是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

要保证。 

一、我国铁路运输简介 

1. 现代交通运输的种类 

现代化的交通运输方式主要有铁路运输、公路运输、水路运输、航空运输和管道运输。

这五种运输方式在技术经济上各有长短，都有各自适宜的使用范围。 

1）公路运输 

公路运输是在公路上运送旅客和货物的运输方式，是交通运输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主

要承担短途客货运输。现代公路运输所用运输工具主要是汽车，因此，公路运输一般即指汽

车运输。在地势崎岖、人烟稀少、铁路及水运不发达的边远和经济落后地区，公路为主要运

输方式，起着运输干线作用。由于公路运输网一般比铁路网、水路网的密度要大十几倍，分

布面也广，因此公路运输适应性较强。同时，汽车体积较小，可以实现“门到门”直达运输，

运输速度也较快。但公路运输运量较小，且安全性较差。 

2）铁路运输 

铁路运输是以机车牵引列车在两条平行的钢轨上行走的运输方式。它是已知的 有效的

一种陆上运输方式，在整个运输领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铁路运输由于受气候和自然条件影响较小，且运输能力及单车装载量大，在运输的稳定

性和低成本性方面占据了优势，再加上车辆种类繁多，使它几乎能承运任何货物，几乎不受

重量和容积的限制，而这些都是公路和航空运输方式所不能比拟的。 

3）水路运输 

水路运输是以船舶为主要运输工具，以港口或港站为运输基地，以水域（包括海洋、河

流和湖泊等）为运输活动范围的一种运输方式。水路运输是目前各主要运输方式中兴起 早、

历史 长的运输方式。它具有载重量大、成本低、投资小等优点；但其灵活性小，连续性较



 

差。水路运输较适于担负大宗、低值、笨重和各种散装货物的中长距离运输，尤其是海运，

更适于承担各种外贸货物的进出口运输。 

4）航空运输 

航空运输又称飞机运输，它是在具有航空线路和飞机场的条件下，利用飞机作为运输工

具，运送人员、货物、邮件的一种运输方式。其具有快速、安全、准时的特点，是现代旅客

运输尤其是远程旅客运输的重要方式，为国际贸易中的贵重物品、鲜活货物和精密仪器运输

所不可缺。在我国运输业中，航空运输货运量占全国运输量比重较小，主要承担长途客运任

务，伴随着物流的快速发展，航空运输在货运方面将会扮演重要角色。 

5）管道运输 

管道运输是用管道作为运输工具的一种长距离运输方式。其主要适于输送石油、天然气

等液体和气体物资，此外还可运输矿石、煤炭、建材、化学品和粮食等。管道运输系统的基

本设施包括管道、储存库、压力站（泵站）和控制中心。管道是管道运输系统中 重要的部

分，由于管道运输的过程是连续进行的，因此管道两端必须建造足够容纳其所承载货物的储

存槽。管道运输的优点有：建设周期短，投资小，占地少；运输损耗少，无“三废”排放，有

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可全天候连续运输，安全性高，事故少；运输自动化，成本和能耗 

低等。 

2. 我国铁路运输的特点 

（1）运输的准确性和连续性强。铁路运输几乎不受气候影响，能够一年四季不分昼夜地

进行定期的、有规律的、准确的运转。 

（2）运输速度比较快。我国普速旅客列车运行速度一般为 80～160km/h，高速动车组列

车可达 200～300km/h。铁路货车可达 100km/h，远远高于水路运输。 

（3）运输量比较大。铁路一列货物列车一般能运送 3000～5000t 货物，远高于航空运

输和公路运输。 

（4）运输成本较低。铁路运输费用仅为公路运输费用的十几分之一到几分之一；运输耗

能约是公路运输的 1/20。 

（5）运输安全性高。铁路运输安全可靠，风险远比水路运输小。 

（6）初期投资大。铁路运输需要铺设轨道、建造桥梁和隧道，消耗大量钢材并占用土地，

建路工程艰巨复杂，其初期投资大大超过其他运输方式。例如，京沪高速铁路总长度 1318km，

总投资约 2209 亿元，约耗资 1.7 亿元/km。 

3. 我国铁路运输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经济尚不发达，

自然资源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北部地区，而工业基地主要分布于东部和南部沿海区域。自然资

源和工业布局的错位态势，决定了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货运结构以能源、原

材料和初级产品为主，也决定了物资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基本流向，同时伴随大量的人员

流动。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内陆省份流向沿海地区。随着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业的发展也成为促进旅客运输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

客货运输需求不断增长。 

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客流、货流特点，决定了我国应发展以铁路为主导，公路、水运、航

空、管道运输协调发展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因此，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没有强大的铁路是不可能的。大力发展铁路运输，是发展国民经济、增强国防力量、

繁荣城乡市场、促进国土开发、增强民族团结、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完全符合我国国情，

符合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 

二、世界铁路发展概述 

18 世纪 60 年代起以蒸汽机的发明和运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直接推动了铁

路的诞生。1825 年英国修建了世界第一条蒸汽机车牵引的铁路──斯托克顿至达林顿铁路，

开辟了陆上运输的新纪元。它的出现标志着近代铁路运输业的开始，此后铁路运输以其迅速、

便利、经济等优点，受到人们重视，除在英国大面积展开铁路建设工程外，其他国家也相继

兴建铁路。世界主要国家相继修通铁路的年份见表 0-1。 

表 0-1  世界主要国家铁路通车年份 

国家 通车年份 国家 通车年份 国家 通车年份 

英国 1825 加拿大 1836 印度 1853 

美国 1830 俄国 1837 澳大利亚 1854 

法国 1832 意大利 1839 南非 1860 

德国 1835 荷兰 1839 日本 1872 

比利时 1835 西班牙 1848 中国 1876 

19 世纪末世界铁路总长已达 65 万 km，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达到 110 万 km，20 世纪 20

年代达到 127 万 km。其后由于公路、航空运输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铁路修建速度逐渐缓慢

下来，目前世界铁路总长稳定在 130 万 km 左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世界交通运输领域发生了革命

性变化，传统的陆路运输格局被彻底改变，公路、航空、管道等现代交通运输方式迅速兴起，

对铁路形成了强大的替代性竞争，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逐步形成；再加上铁路自身管理体制的

不适应和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使得铁路在这一时期发展相对迟缓，有的国家和地区甚至出

现停滞局面，造成世界铁路网规模缩小、客货运量比重下降、经营亏损严重，铁路发展进入

了低谷，一度被视为“夕阳产业”。 

1973 年，世界能源危机，使公路和航空运输发展受到限制，而铁路运输受此影响相对较

小，加上铁路运输过程中排放的废气及产生噪声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与其他交通运输方式相比

低，特别是高速、重载铁路运输的出现，更使人们认识到铁路在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物质

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世界各国铁路正在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世界铁路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客运的高速和货运的重载两方面。 

1964 年 10 月 1 日，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日本东海道新干线正式开通运营。1983

年 9 月法国 TGV 东南线全线建成通车。以日本新干线和法国 TGV 为代表的高速铁路自投入

运营以来，以其安全可靠、技术创新、优质服务等优势为铁路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为国民

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动力，德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中国等多个国家先后拥有了高

速铁路。 

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随着大功率机车、大吨位货车的投入运营，铁路重载运输技术有

了可靠的保证。由于其运量大、能耗低、经济性好，重载运输在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巴

西、澳大利亚、中国等幅员辽阔、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迅速发展，成为世界铁路发展的又一

重要趋势。铁路重载运输的发展，对降低运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大宗

货物、中长距离的货物运输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目前全世界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有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有铁路，其中约 90 个国

家提供客运铁路服务。铁路依然是世界上载客量 高的交通方式，拥有无可取代的地位。 

三、我国铁路发展概述 

1. 旧中国铁路概述 

中国铁路是在遭受帝国主义侵略中诞生的。 

1876 年中国第一条营业铁路吴淞铁路在上海建成通车，该铁路从上海起到吴淞镇止，全

长 14.5km，轨距 762mm，轨重 13kg/m。它是英、美合谋采用欺骗手段，由英国在华的代

理人──怡和洋行背着清政府擅自修建的。这条铁路后被清政府以 28.5 万两白银于次年分三

次赎回，并于 1877 年 10 月拆除。吴淞铁路虽是帝国主义势力开始对中国逐步改变侵略和扩

张手段的产物，但是它的出现，却让中国人见识了铁路这一新生事物，让中国人认识了改变

旧的运输方式、提高运输效率的必要性。 

1879 年，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为了将唐山开平煤矿的煤炭运往天津，奏请修建唐山至北塘

的铁路。李鸿章的奏请起初得到清政府的批准，随后便遭到顽固的王公大臣的群起攻击。面

对强大的守旧势力，清政府的当权者撤销了原议，决定将铁路缩短，仅修唐山至胥各庄一段，

胥各庄至芦台间开凿运河，连接蓟运河，以达北塘海口；为避免机车震动寝陵，决定由骡马

牵引车辆，直到第二年才以由锅炉改造的蒸汽机车牵引。 

1881 年修建的唐山到胥各庄的唐胥铁路，是中国自己创办的第一条铁路，铁路全长 10km。 

为加强海疆建设，从 1887 年起，以士兵为劳力修筑台湾铁路，其台北向东到基隆的一段

于 1891 年完成，台北向西南到新竹的一段于 1893 年完成，两段共长 107km。 

让中国人骄傲自豪的是京张铁路。京张铁路是由杰出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主持并胜利

建成的，是完全由中国自己筹资、勘测、设计、施工建造的第一条铁路干线。京张铁路起始

自北京丰台柳村，经居庸关、八达岭、河北的沙城、宣化至张家口，全长 201.2km，于 1905

年 10 月开工，1909 年 10 月建成。京张铁路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工程技术界的光荣，也是中国

近代史上反帝斗争的一个胜利。 



 

旧中国铁路的产生和发展，是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紧密相连的，所造成的结果是我

国铁路的发展缓慢又畸形，设备杂乱而且管理落后。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数量少、分布偏。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全国仅有的 2 万多千米铁路，能够维持通

车的只有 1 万多千米，且大都分布在东北和沿海地区，西北、西南地区只有 1000 多千米，

仅占全国铁路的 6%左右；能用的机车仅 1700 余台，车辆 3 万余辆。 

（2）标准杂、质量差。全国轨距宽窄不一，甚至同一线路上的桥、隧界限和曲线、坡度

标准都不统一。铁路的技术设备陈旧落后、质量差、标准低、类型杂乱，机车、钢轨就有百

种之多，且 30%的车站没有信号机，70%的线路没有闭塞设备，线路病害多，行车安全得不

到保障。 

（3）管理分割、经营落后。大部分铁路借外债修建，又以路产和营业收入为担保，因而

按投资的国别分线设局，分割管理，甚至一个铁路地区由几个铁路局管理。各铁路局各自为

政、各行其是，不仅导致一条铁路实行多种规章制度、多套管理方法，也使车站和机务、工

务、电务等设置重复，行车费用和员工人数增多，给旅客乘车、货主运货带来诸多不便。 

这就是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铁路的真实写照。当然，铁路作为新型交通工具，还是对

当时的物资交流、人员往来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2. 新中国铁路概述 

铁路路网是铁路运输的重要基础设施。铁路路网的规模、结构和质量，不仅直接反映出

一个国家铁路的发展水平，也深刻地影响着一个国家铁路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从

1949 年到 2017 年的近 70 年中，我国铁路营业里程，经过铁路工程技术人员和铁路职工的共

同努力，并历经三次历史性的重大技术突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到 2016 年年底，全

国铁路营业里程达 12.4 万 km，其中高速铁路 2.2 万 km 以上，位居世界第一。铁路干线已遍

布西北、西南地区并延伸进雪域高原西藏；雄伟的南京大桥屹立在长江天堑上；电气化铁道

跨越在“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成昆铁路已伸展在西南的“禁区”中；被国际社会称为“可与长

城媲美的伟大工程”──青藏铁路攻克了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的“三大难题”，已顺

利建成并于 2006 年 7 月 1 日正式通车运营。我国计划在未来 10 年把高速铁路里程从现有的

1.9 万 km 增加至 3.8 万 km。到 2030 年，中国高铁总里程有望达到 4.5 万 km。届时，高速铁

路网基本连接省会城市和其他 50 万人口以上大中城市，实现相邻大中城市间 1～4 小时交通

圈。 

2016 年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方案中指出，到 2030 年，要构建“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 

“八纵八横”路网中“八纵”有： 

（1）沿海通道： 

大连—沈阳—天津—青岛—上海—杭州—深圳—湛江 

包括京哈高铁沈大段、秦沈客专、津秦客专、天津至烟台高铁、青烟城际、青连铁路、

连盐铁路、盐城至上海铁路、沪杭高铁、杭深客专、深茂铁路、茂湛铁路等。 

（2）北京—上海—福州通道： 

包括京沪高铁、宁杭客专、合蚌客专、合福高铁。相关线路均已通车。 



 

（3）北京—深圳通道： 

即京九高铁。大致走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 北京—霸州—聊城—菏泽—商丘—阜阳； 

② 路线之争阜阳—麻城—九江（阜阳—合肥—安庆—九江）； 

③  昌九铁路； 

④ 昌吉赣铁路； 

⑤  赣深铁路。 

（4）哈尔滨—香港大通道： 

包括哈尔滨至沈阳高铁（已经通车）、京沈高铁（正在建设）、京广高铁（已经通车）、广

深港高铁（香港至深圳段正在建设）。 

（5）呼和浩特至南宁通道： 

大致走向是呼和浩特至太原高铁（包括大西高铁大同至太原段），然后太原至郑州至襄 

阳，襄阳经常德、永州至南宁。 

这条线路待建设的部分比较多，目前主要有大同至太原的高铁在建，衡柳铁路可以利用，

其他段落均需要新建。 

（6）呼和浩特至三亚通道： 

主要走向是呼和浩特经包头到太原，然后走大西高铁太原至西安段，西安到重庆、重庆

到贵阳，贵阳到南宁，南宁到海口到三亚。 

（7）银川至福州通道： 

主要包括银西铁路（已经开工），西安至武汉高铁（其中武汉至十堰段已经开工，设计时

速 350km），然后武汉至九江，九江至南昌至福州。其中昌福铁路已经通车，也就是此前称

的向莆铁路。 

（8）西安至昆明通道： 

主要包括两条高铁西成铁路（设计时速 250km，预计 2017 年或者 2018 年建成），成昆

客专尚未开工。 

“八纵八横”路网中“八横”有： 

（1）北京至兰州通道： 

包括北京至呼和浩特至银川至兰州。这条高铁线路处于待开工状态。 

（2）青岛至银川通道： 

主要包括胶济客专（已建），石济客专（在建）、石太客专、太中银客专（已建太中银铁

路，预计将规划新的银太高铁）。 

（3）陇海高铁： 

中国的东西大动脉。连云港至徐州还没有动工，郑徐在建，郑西是中国第三条建成通车

的时速 350km 高速铁路，西宝高铁已经通车，宝兰预计 2017 年，兰新已经通车。 

（4）上海至成都（拉萨）通道： 

这条高铁已经通车。预计将加入成都至拉萨铁路，目前成都至雅安段、拉萨至林芝段已

经开工。 



 

（5）上海至昆明通道： 

主要包括沪杭高铁、杭长高铁、长贵高铁、贵昆高铁。目前只有贵阳至昆明段还没有开

通，预计 2018 年能够完工。 

（6）重庆至厦门通道： 

主要包括重庆经张家界、常德到长沙，长沙经赣州到厦门。这条大通道要利用赣龙铁路、

黔张常铁路。 

（7）广州至成都通道： 

主要由两段组成，一是贵广高铁（已经通车），一是成贵高铁（在建）。 

（8）广州至昆明通道： 

广州至南宁至昆明高铁，南广高铁已经开通，南昆高铁部分路段已经通车。 

通过高铁建设实现多个城市的连接，形成十几个不同等级的都市圈，促进城市与城市之

间的交流和沟通。 

四、铁路管理机构设置 

我国铁路管理采用的是三级管理模式，即中国铁路总公司—铁路局—局所属站段（含货

运中心）。 

2013 年 3 月，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铁路实行政企拆分，撤销铁道部。

将铁道部拟订铁路发展规划和政策的行政职责划入交通运输部。交通运输部统筹规划铁路、

公路、水路、民航发展，加快推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组建国家铁路局，由交通运输部

管理，承担铁道部的其他行政职责，负责拟订铁路技术标准，监督管理铁路安全生产、运输

服务质量和铁路工程质量等。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承担铁道部的企业职责，负责铁路运输

统一调度指挥，经营铁路客货运输业务，承担专运、特运任务，负责铁路建设，承担铁路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等。 

目前中国铁路总公司下设 18 个铁路局，分别是：北京铁路局、沈阳铁路局、成都铁路局、

武汉铁路局、上海铁路局、西安铁路局、太原铁路局、济南铁路局、郑州铁路局、南宁铁路

局、南昌铁路局、昆明铁路局、兰州铁路局、哈尔滨铁路局、呼和浩特铁路局、乌鲁木齐铁

路局、广铁集团、青藏铁路公司。 

我国实行铁路局直接管理站段（含货运中心）的模式。管理的站段有局直属车站、车务

段、客运段、货运中心、机务段、车辆段、供电段、电务段、工务段等。 

五、铁路运输的发展趋势 

未来，我国铁路要完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坚持网络化布局、智能化管理、一体化

服务、绿色化发展，建设国内国际通道联通、区域城乡覆盖广泛、枢纽节点功能完善、运输

服务一体高效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相关案例】 



 

修建京张铁路的技术创举 

京张铁路是中国第一条不使用外国人员，由中国人自行建设完成、投入营运的干线铁路。

京张铁路施工时间比计划缩短了两年，而建造成本也比预算节省了 35 万两白银（也有一说是

节约了 28 万两），总费用只有外国承包商过去索取价银

的五分之一，可谓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该铁路在

设计施工中主要有以下几项技术创举。 

（1）“人”字形展线。京张铁路青龙桥段铁路穿越军

都山、南口和八达岭的高度相差 180 丈，坡度极大，

大坡度达 33‰，在 22km 线路区段内用折返方法，设计、

修建了著名的青龙桥车站，铁路轨道呈“人”字形，如图

0-1 所示。 

（2）双机牵引。引进国外大马力机车，并使用双机

牵引，解决了运输动力问题。 

（3）中部凿井法修隧道。开凿 1092m 长的八达岭隧道，曾经有诸多外国专家断言：如

不使用外国的先进机械以及技术人员，仅凭中国人的力量不可能完成。在詹天佑的策划指挥

下，八达岭隧道采用南北两头同时向隧道中间点凿进的同时，采用中部开凿两个直井，分别

可以向相反方向进行开凿，增加工作面；使用 TNT 爆破等措施，依靠人力建成了这条中国筑

路历史上的第一条长大隧道。 

另外京张铁路比较重大的工程还有 200m 长的钢架结构的怀来大桥，这是京张铁路上

长的一座桥，詹天佑即以山上开道之石来垫山下河床。为防山洪冲击路基，又用水泥砖加以

保护。 

【拓展知识】 

中国铁路有多长？ 

到 2012 年年底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9.8 万 km，居世界第二位；高铁运营里程达

9356km，居世界第一位。到 2012 年 12 月 1 日哈大高铁正式开通，我国电气化铁路总里程

在 54 年内突破 4.8 万km，超越了原电气化铁路世界第一的俄罗斯，跃升为世界第一位。根

据中国铁道学会电气化委员会提供数据，目前世界上 68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电气化铁路，电气

化铁路总里程排在中国之后的几个国家分别是：俄罗斯 43300km、德国 21013km、印度

18810km、日本 16965km、法国 15217km。 

复习与思考 

1. 简述现代交通运输方式的特点。 

2. 简述我国铁路运输特点。 

3. 简述我国铁路管理机构的设置。 

4. 简述铁路运输的发展趋势。 

 

图 0-1 “人”字形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