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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李春琴 

（台州市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浙江 台州 318000） 

【摘要】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二者关系密切，相互影响，只有把握好两者关系，才能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的长

远发展。在现实社会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往往不能协调一致，本文对浙江交通运

输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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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作为社会经济系统中重要的子系统，交通运输已经成为推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与先行部

门，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对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改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加快现代化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济的发

展要求交通运输同步增长，生产和运输的规模同时也会呈现出相关关系。即交通运输发展推动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则会

增加对社会的需求，从而带动交通运输的进一步建设和发展。经济与交通运输之间这种发展关系存在于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 

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家重点关注的内容。当前对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之间关系的分析研究中，存

在着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其一认为交通运输的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突出了交通运输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其二

则认为交通运输的发展顺从经济的发展的要求，即要满足区域经济活动引发的交通运输需求；其三对前两种观点进行了综合，

认为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关系应该相辅相成，指出交通运输不仅仅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因，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本文针

对浙江省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进行具体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二、浙江交通发展与经济发展研究分析 

作为沿海开放省市，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经济迅速发展，国民经济比较发达。一方面，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浙江

交通运输业的投资，力求缓解交通运输对经济发展的“瓶颈”作用。另一方面，浙江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推动了物流、人流、信

息流等快速扩散，推动了浙江经济的发展。与其他发达国家、发达地区相比，浙江交通运输的发展仍存在若干问题。2012 年，

浙江的 GDP 为 3. 47 万亿元，是 1978 年的 280 倍；2012 年浙江人均 GDP 为 63374 元，是 1978 年的 191 倍；2012 年的

货运量为 19 亿，是 1978 年的 22. 6倍；2012 年的客运量是 23. 4亿人次，是 1978年的 11. 4倍。与浙江 GDP、人均 GDP 

发展相比较，浙江省客运量和货运量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浙江人均 GDP。浙江交通运输业瓶颈效应日益凸显。改革开放以来，

浙江省交通运输客运量、货运量的发展与浙江人均 GDP 的变化趋势较为一致。在 1993 年以前，浙江省客运量、货运量的发展

与浙江省人均 GDP 的发展互有领先，而 1993 年以后，浙江省人均 GDP 的增长速度要快于浙江省客运量、货运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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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浙江交通运输发展的对策思考 

综上所述，浙江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正相关关系，即如果浙江省客运量和货运量是增长的，那么浙江省 

GDP、人均 GDP 也是增长加速；如果浙江省客运量和货运量增长出现减少情况，那么浙江省 GDP、人均 GDP 也会出现增长放缓

现象。 

因此，在对浙江交通运输发展的策略进行规划、制定时，应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加快浙江省域交通运输的一体化发展，统筹规划建设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完善区域的现代化交通运输网络。以浙江省

域交通运输市场一体化、浙江省域交通运输制度规范一体化、浙江省域交通运输信息管理一体化为抓手，促使交通运输规划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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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协调发展，相辅相成。 

二是充分利用新能源、新技术，推进浙江省交通运输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大对交通运输领域研究开发的投入，进一步发挥

互联网＋的功能，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交通运输领域的引领作用，提高交通运输效率，从而逐步推进浙江综合运输体系的发展

模式，从原先单一追求数量效益的“外延扩张型”向注重质量效益的“生态发展型”转变。 

总而言之，区域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促进与相互影响的作用关系。区域经济与交通运输的协调

发展对促进区域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快速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浙江省在制定相关交通运输政策时，要因时、

因地制宜，同时也要结合浙江省具体的经济、社会、制度等有关的因素，以促进浙江省经济发展为目标，以实现区域交通运输

的一体化为手段，以经济、社会、效率为标准进行选择，大力促进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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