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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机 释放交通运输行业新动能
杨琦，张静晓

（长安大学，陕西 西安 710064）

交通运输行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动脉。复工复产，交

通运输是“先行官”，必须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

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 3

月 23 日进一步指出：“要帮扶交通运输等受疫情影响严重的

行业”，“善于化危为机，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强化‘六

稳’举措，加大政策调节力度，把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

大动能充分释放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去产能”

是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首。对于交通运输行业，在国家帮

扶产业释放动能和巨大潜力的过程中，同步产业转型升级，

化危为机，抓住“去产能”这个“牛鼻子”，淘汰低端产能

和落后产能，优化产能利用，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从根

本上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加

快构建市场竞争力强、可持续的现代产业体系。

在“互联网 +”的时代背景下，随着第五代移动通信（5G）

等公网和新一代卫星通信系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交

通与电子、通信、互联网服务等产业深度融合，为交通运输

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转型发展赋予新动能。交通运输行

业聚焦以创新为发展的第一动力，通过做大做强新兴产业集

群，实施大数据发展行动，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应用，

多领域推进“互联网 +”模式等措施，实现传统行业转型升级，

完成发展壮大新动能和继续破除无效供给的攻坚任务，积极

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引导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释放交通运输行业新动能和

巨大潜力。

1 宏观建议
1.1 准确掌握交通运输行业产能利用现状

产能利用程度的准确判断是实现交通运输行业产能优化

的核心。应强化对交通运输行业产能利用的关注，加快对交

通运输行业产能利用现状的掌握，从而有效推动交通运输行

业产能利用优化的实施。牢牢把握数字交通发展核心要义，

强化全国、各省市及自治区交通运输行业产能利用信息采集、

挖掘，促进交通运输行业产能利用数据跨部门共享共用，推

动交通运输行业产能利用数据库应用示范，为提升综合交通

运输发展水平奠定坚实基础。

1.2 着力提升交通运输行业生产管理水平

建立高效运转的管理体系是交通运输行业现代化治理能

力的重要体现。充分发挥行业规划、政策、标准的引导和约

束作用，采取既利当前更惠长远的策略， 落实《“十三五”

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中建设交通运输行业的交

通管理联网联控在线协同的规划，加快建设综合交通运输统

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促进全国、各省市及自治区交通运输

行业行政许可信息和服务监督信息互通共享，提高交通运输

生产管理综合治理能力。从交通运输行业生产管理层面深入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

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提高交通运输行业产能利用。

1.3 大力推进交通运输行业创新驱动发展

在当前我国由工业文明转向知识文明的进程中，实施创

新驱动战略是优化当前生产方式，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长动

力，提高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核心。应当贯彻落实《数

字交通发展规划纲要》中以创新为第一动力的要求，深化制

度创新、推进技术创新、强化应用创新，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积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

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推动模式、业态、产品、服务等联动创新，

从清洁燃料、智能交通以及运输组织优化三个层面强化交通

运输业的创新发展，最大限度激发交通技术的创新活力。

1.4 合理规划交通运输行业生产资源配置

交通运输资源配置是交通运输生产服务的根本，优先实

施交通资源类调控政策是促进交通运输系统的和谐发展的基

础。应当加强综合交通运输顶层设计，充分发挥《“十三五”

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对各种运输方式专项规划

及重大建设项目的指导作用，优化规划布局，合理规划有限

的综合运输资源，优化各种运输方式在运输通道内的资源配

置，注重与经济发展主轴的衔接，避免过度利用。在建设综

合交通运输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基础上，强化交通运输各领域

生产资源信息采集、挖掘和综合开发利用。以合理配置交通

资源为着力点，通过先进技术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促进

交通运输业的高质量发展。

2 具体建议
2.1 建立完善的交通运输行业产能利用监测体系

在信息化时代的发展背景下，推进交通运输管理信息化、

数字化的建设是实现交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应推动监测体

系与交通设施的同步发展，强化交通运输行业的资源供给、

运输服务以及污染排放等信息的数据采集系统，形成动态感

知、全面覆盖的交通运输业产能利用监测体系，为及时掌握

全国、各省市及自治区交通运输行业产能利用现状，制定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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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优化产能利用策略奠定坚实基础。

2.2 打造“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交通运输通道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成为助推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和

提升国际地位的窗口，同时也成为世界各国交流的通道，为

交通发展带来新格局。应当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齐

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推动“一带

一路”全面建设的先行和基础作用，发挥民航运输的先锋作用、

将高铁建设作为突破口，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陆上、

空中、海上交通运输互联互通，打通国际物流通道，完善国

际运输服务网络，提高国际运输便利化水平。加快推进战略

规划对接，不断顺畅国际合作机制，扩大合作共识，推动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交通运输行业企业开展全方位产能合作，

通过投资、租赁、技术合作等方式参与海外交通运输基础设

施的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化解过剩产能，优化产能利用。

2.3 制定差异化区域交通运输发展策略

形成与地区经济发展、交通需求结构和地理位置环境相

适应的交通运输网络是中国交通运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

充分发挥统筹规划、协同推进的制度优势，推动政企、行

业、部省间各交通运输部门协同发力，在准确掌握全国、各

省市及自治区交通运输行业产能利用现状的基础上，制定针

对性的平衡区域差异、优化产能利用的交通发展政策。针对

产能利用不足的地区，应扩大交通网络的覆盖面，加快落实

《“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中相应布局，

加强地区交通先行政策实施，着力改善交通运输产能利用现

状；针对产能利用提升潜力较大的地区，应充分发挥地理区

位的优势，推进数字交通运输网络的建立，在运输组织管理

上加强各种交通方式融合发展，着力提高交通运输生产服务

质量。

2.4 强化交通运输行业资金的有效供给

资金的有效供给是交通运输行业增加值提升的根本。应

当落实《“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中交

通运输行业投资优化规划，发挥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

建立健全中央与地方投资联动机制，增强交通运输行业资金

的有效供给。在《数字交通发展规划纲要》加快推进数字化

交通建设基础上，全国、各省市及自治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应积极探索创新交通建设筹融资机制，通过利用投资银行、

基金等平台，推动互联互通交通项目建设实施，鼓励有意愿

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的交通项目及时纳入管

理库，通过夯实基础管理工作，有效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全国、各省市及自治区各级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积极争取政策性、开发性等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支持

力度，拓宽交通运输行业资金渠道，从资金层面为优化交通

运输行业产能利用提供有效保障。

2.5 注重交通运输高技术型人才的培养

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应在数字化、智能化的发

展背景下，进一步落实《数字交通发展规划纲要》，建设综

合交通运输人才队伍，建立多层次交通运输人才培养体系，

加强交通运输人才支持的规划布局。推动交通运输智能化发

展重点工程科技领军人才和优秀青年人才培养，发挥高端智

库、院校等机构的智力支持作用，鼓励建立产学研金的交通

运输行业高技术型人才对接平台。深化人才管理体制改革，

提升交通运输行业教育培训的基础条件和软硬件环境，推进

高技术型人才引进策略。结合当前全国、各省市及自治区交

通运输行业产能利用现状，针对产能利用不足的地区，应加

强人才使用和激励政策引导，吸引更多交通运输行业高技能

型人才，优化劳动力结构，着力改善交通运输行业产能利用

现状；针对产能利用提升潜力较大的地区，应强化人才国际

交流与合作，做好国外智力引进和人才培养推送工作，打造

一支富有创新精神、敢于承担风险的创新型人才队伍，着力

提高交通运输产能利用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