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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第 16 期（总第 41 期）           2024 年 6 月 11 日 

 

“十五五”交通规划前瞻-发展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

产业的思考与建议 

 
 

“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交通运输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

性、先导性、战略性产业和重要的服务性行业，既是现代化产业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其他各类产业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

服务保障。交通运输领域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锚定数据要

素、绿色发展方式等新质业态，优化布局“新产业”，大力改造升

级传统交通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2024

年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强调，统筹推进交通运输传统产业改造

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以“四个一流”服务保障现代

化产业体系建设，并特别提出大力发展平台经济、枢纽经济、路

衍经济、低空经济等新业态。交通产业化是交通强国建设和交通

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面向大力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

需求，需要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产业体系的“四梁八

柱”，通过产业渗透、产业交叉、产业融合等多种形式推动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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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产业延链补链强链引链创链，增强交通运输产业在现代化产

业体系的贡献度和显示度。 

一、科创引领，激活交通运输产业新质生产力 

交通运输产业作为产业体系中的关键部门之一，对于国民经

济有着直接的经济贡献，也有力保障了上下游产业体系发展。

2023 年，我国交通运输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约为 4.6%，服务

业中仅次于批发和零售业（9.8%）、金融业（8.0%）、房地产业

（5.8%），也明显高于美国仓储运输业占 GDP 比重（3.6%），表明

交通运输产业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了突出作用。从全社会物流

成本构成来看，2023 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

14.4%，其中运输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 7.8%，而美国的运输成本

与 GDP 的比值自 2012 年以来一直稳定在 6%左右，表明我国交通

运输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仍有提升空间，交通新质生产力发展潜力

巨大。 

加快激活交通运输产业新质生产力，要坚持科技创新引领，

以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质量变革，在新技术、新产业、新型

生产要素、新型劳动者、新型生产关系等“五新方面”持续发力，

通过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提升数据技术赋能水平、强化

高水平技术要素供给等多方位推动交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

发展，实现交通运输全要素生产率有效提升，带动行业和产业的

整体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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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美交通运输行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对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美国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二、融合发展，构建现代化交通运输产业“四梁八柱” 

交通运输具有产业链条长、关联范围广、区位影响大、技术

密度高等特征。推动交通运输产业现代化发展，应充分发挥交通

集聚经济要素和促进产业融合的重要作用，以交通产业链延链、

补链、强链、引链、创链为路径，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产业

的“四梁八柱”。围绕一流设施、一流技术、一流管理、一流服

务，通过大通道、大网络、大枢纽孕育大产业，聚焦与交通最直

接紧密的关联产业，推进交通与现代物流、文化旅游、装备制造、

智能建造、高新技术等融合发展，结合区域发展实际推动交通与

本地优势产业深度融合，打造交通物流产业链、交通旅游产业链、

交通建造产业链、交通装备产业链、特色服务产业链、未来交通

产业链，培育“5+X”交通产业融合新链条。深度挖掘交通沿线

资源、空间场地资源、后市场资源，用好海量数据和丰富场景，

大力发展交通数字经济、交通路衍经济、交通枢纽经济等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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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交通科技创新，打造“3+1”交通产业融合新业态，培育壮

大交通运输相关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图 2 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产业融合发展总体架构示意图 

三、梯度推进，实现交通运输产业现代化转型 

按照传统产业—关联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产业梯

级体系，以交通运输高质量为主导，近期重点提升传统交通运输

服务产业，推动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巩固延伸交通关联产

业，培育壮大交通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交通产业，实现交通

运输产业现代化转型。 

一是深化交通运输产业数字化转型。扩大交通运输有效投

资，以公路、航道、港口、机场和综合客货运枢纽等数字化转型

和智能化改造为重点，推动综合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全要素、全周

期、全区域数字化建设，开展交通基础设施与装备智慧化网联化

升级，推进交通大数据科技创新和示范应用。大力发展电商快递、

网络货运、城市绿色配送、多式联运、共享出行等新业态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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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ETC+互联网”服务功能和多场景应用，开发“大数据+交

通服务”，推行物流全程“一单制”、“一站式”服务，推进“物

流平台+”物流交易、供应链、跨境电商等合作模式。挖掘交通

运输数据价值，促进政企间数据高效有序流通，鼓励企业依法依

规开展数据共享和增值服务，支持行业龙头企业、数字平台企业

发展第三方大数据服务产业。 

二是推动交通运输关联产业融合发展。打造“交通+”建造

产业链。大力发展基于数字孪生的交通工程项目设计、装配式建

筑以及工程项目建设全过程咨询，推广预制化、标准化、工业化

的项目建造方式，推进交通建造科技化、工业化、智能化、绿色

化、品质化发展。打造“交通+”装备产业链，聚焦汽车和智能汽

车、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端船舶装备等重点产业链

条，推进重大技术装备创新，推动汽车从单纯交通工具向移动智

能终端、储能单元和数字空间转变，推动整车企业由车辆生产制

造商向智慧出行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打造“交通+”旅游产业

链，推进“快进”旅游通道与“慢游”旅游网络建设，推出一站

式旅游客运服务，培育新型交通旅游产品。 

三是培育壮大交通运输衍生业态。大力发展交通路衍经济，

大力发展主题服务区、综合能源开发等交通路衍经济融合业态，

建设文旅、物流、绿色、智慧等主题服务区，推动人流密集、车

流量大的服务区与沿线文化、业态拓展、商业模式进行深度融合，

完善公路服务区充电桩、换电站、综合能源站等，将服务区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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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城市消费新空间。大力发展交通枢纽经济，积极拓展客运枢纽

商业、金融、文化等功能以及货运枢纽加工、保税、金融等功能，

发展临空经济、临港经济、高铁经济等，实现交通枢纽功能多样

化发展。 

四是前瞻布局未来交通产业。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

互联网、云计算、5G、区块链、元宇宙等前沿技术，前瞻布局智

能交通、新能源、低空经济、交通元宇宙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大力支持新一代智能交通装备、无人机、智能网联、智慧出行等

领域重大科技攻关、创新产品迭代和基础科学进步，加强对可能

引发交通产业变革的前瞻性、颠覆性技术研究，同步开展政策创

新、标准更新和生态打造，培育低空物流、低空旅游等未来交通

商业化应用场景，引导交通新质生产力加快转化为产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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