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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开展交通运输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等交通强国建
设试点工作的意见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关于上报＜交通强国建设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试点实施
方案＞的请示》（交科院科发〔2021〕23号）收悉。为重在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
中相关领域的目标任务，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开展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
（交规划函〔2019〕859号），经研究，主要意见回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在交通运输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研究、智慧
物流供应链体系建设研究、交通运输经济运行分析框架研究、可持续城市交通系统研
究、交通环保与安全应急技术研究、固废资源化利用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应用等方面开展
试点（具体要点附后），请进一步完善试点实施方案，细化试点任务，落实具体举措，
明确阶段目标和时间进度，并及时向我部报备。

二、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试点工作推进机制，明确责任分工，强
化政策支持。加强上下联动，强化协同配合，创造开放包容、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避
免出现排他性问题。

三、统筹推进、突出重点，力争在交通运输重大发展战略研究、综合交通运输规划
理论方法创新、网络货运信息监测系统研究、交通运输主要统计指标阶段性变化特征及
规律研究、城市轨道交通智慧运营与服务关键技术研究、路域生态系统演替规律研究、
交通固废评价指标和准则构建、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理论研究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形成一批先进经验和典型成果，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交通强国建设提供经验借
鉴。

四、加强跟踪、督导和总结，试点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以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成功经验模式及时报部。每年12月底前向部报送年度试点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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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单位、组织有关专家对试点工作给予指导，在规划编制和实施等
工作中加强支持。适时开展跟踪调研、监测评估和经验交流。在试点任务实施完成后组
织开展考核、成果认定、宣传推广等工作。

交通运输部　

2021年7月1日

抄送：国家铁路局，部政策研究室、法制司、综合规划司、财务审计司、运输服务
司、科技司、海事局。

附件

交通强国建设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试点任务要点

一、交通运输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

（一）试点单位。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二）试点内容。

开展交通运输重大发展战略、政策及体制机制等问题研究，加强交通强国政策、科
技创新、绿色交通、人才发展、改革治理等研究与实践应用。开展交通投融资改革与财
税支持政策研究，在投资、财税等支持政策、投融资模式、融资平台转型发展、债务风
险与防控、预算管理与绩效评价、资产管理等方面加快创新研究应用。开展法治交通与
信用交通研究，加大法治政府部门建设、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行政复议和诉讼
等立法执法研究力度。

（三）预期成果。

通过1～2年时间，在科技创新、行业治理、法治政府、投融资政策、交通运输国内
外比较分析等方面形成系统性研究成果。在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等方面形成中长期发展
战略成果，在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形成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研究核心成果。

通过3～5年时间，在科技创新、行业治理、法治政府、投融资政策、交通运输国内
外比较分析等方面的研究水平达到国内一流，出版专著5本以上。交通运输发展战略方
向的领军人才培养取得明显成效，力争形成国内一流智库团队。

二、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研究

（一）试点单位。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二）试点内容。

开展综合交通运输建设理论框架、评价指标研究，创新综合交通运输规划理论方
法。开展旅客联程运输与城乡交通一体化研究，强化政策体系、技术手段以及交通无障
碍环境建设研究。

（三）预期成果。



通过1～2年时间，初步形成综合交通运输基础理论框架，在农村客运可持续运营发
展、综合客运枢纽导航导乘、无障碍环境建设等方面形成系统性政策研究成果。

通过3～5年时间，在综合交通运输基础理论框架、指标体系构建研究上取得系统性
创新成果。在旅客联程运输、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等方面形成系统性政策研究成果，研
究水平达到国内一流。

三、智慧物流供应链体系建设研究

（一）试点单位。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二）试点内容。

开展国际物流供应链战略与政策研究，强化国际物流供应链支撑新发展格局需求分
析、标准规则体系建设、数字化体系建设等方面加强创新研究与实践应用。开展网络货
运政策及监管机制研究，强化政策标准制定、信息监测机制建设、关键技术及数据验证
规则、信用评价体系建设等方面研究。

（三）预期成果。

通过1～2年时间，完成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建设研究，在国际物流供应链创新应
用、国际物流供应链标准规则体系、产业基金等方面研究取得显著突破。建成网络货运
信息监测系统，实现定期运行监测分析。

通过3～5年时间，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建设研究形成系统性研究成果，初步实现推
广应用。网络货运信息监测系统实现成熟、稳定运营，形成重点行业标准以及服务能力
评价指标体系。

四、交通运输经济运行分析框架研究

（一）试点单位。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二）试点内容。

开展交通运输经济运行形势研究，研究交通运输发展形势分析框架体系。开展交通
强国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研究交通运输经济贡献测算，开展交通运输产业分类标准
研究。研究构建我国运输卫星账户，开展交通运输经济贡献测算指标体系研究。

（三）预期成果。

通过1～2年时间，交通运输经济运行分析和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定期研究成果水平不
断提升，应用范围不断拓展。在交通运输发展形势分析框架研究、交通运输主要统计指
标阶段性变化特征及规律研究等方面取得初步成果。形成中国运输卫星账户编制思路和
初步方案。

通过3～5年时间，交通运输经济运行分析定期研究成果达到国内一流水平。建立交
通运输发展形势分析框架体系，并形成相关政策成果。交通运输主要统计指标阶段性变
化特征及规律研究取得系统性成果。

五、可持续城市交通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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