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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摘要、目录、图表

　摘要：

联接城市、乡村和工矿基地之间，主要供汽车行驶并具备一定技术标准和设施的道路称公路

。 　　中文所言的"公路"是近代说法，古文中并不存在，"公路"是以其公共交通之路得名；外

国人叫它road。

　有人必有路，走的人多势必成路，这是真理。不过，这路并非公路。若说公路的历史，公

元前三千年，古埃及人为修建金字塔而建设的路，应是世界上最早的公路。次之是大约公元

前二千年古巴比伦人的街道，比我们中国公路要早很多。 　　公元前五百年左右，波斯帝国

大道贯通了东西方，并连接起通往中国的大道，形成了世界上最早、最长的丝绸之路，这可

算是二千五百年前最伟大的公路了。 　　古罗马帝国的公路曾经显赫一时，它以罗马为中心

，向四外呈放射形修建了二十九条公路，号称世界无双。所以产生了至今人们还常用的外国

俗语，"条条道路通罗马"。 　　公路的修建也有个不断提高技术和更新建筑材料过程。最早

当然是土路，它易建但是也易坏，雨水多些，车马多此，便凹凸不平甚至毁坏了。欧洲较早

出现了碎石路，这比土　进了一大进。再后出现了砖块路，也比中国早很多。 　　在碎石上

铺浇沥青是公路史上一大突破，这是近代的事了。中国自古有驿站驿路，但是真正第一条较

先进的公路，是1906年铺设的广西龙州至镇南关的公路。

道路是供各种车辆（无轨）和行人通行的工程设施。按其使用特点分为城市道路、公路、厂

矿道路、林区道路及乡村道路等。

　公路按行政等级可分为：国家公路、省公路、县公路和乡公路（简称为国、省、乡道）以

及专用公路五个等级。一般把国道和省道称为干线，县道和乡道称为支线。 　　国道是指具

有全国性政治、经济意义的主要干线公路，包括重要的国际公路，国防公路、连接首都与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首府的公路，连接各大经济中心、港站枢纽、商品生产基地和战略要地

的公路。国道中跨省的高速公路由交通部批准的专门机构负责修建、养护和管理。 　　省道

是指具有全省（自治区、直辖市）政治、经济意义，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公路主管部

门负责修建、养护和管理的的公路干线。 　　县道是指具有全县（县级市）政治、经济意义

，连接县城和县内主要乡（镇）、主要商品生产和集散地的公路，以及不属于国道、省道的

县际间公路。县道由县、市公路主管部门负责修建、养护和管理。 　　乡道是指主要为乡（

镇）村经济、文化、行政服务的公路，以及不属于县道以上公路的乡与乡之间及乡与外部联

络的公路。乡道由人民政府负责修建、养护和管理。 　　专用公路是指专供或主要供厂矿、

林区、农场、油田、旅游区、军事要地等与外部联系的公路。专用公路由专用单位负责修建

、养护和管理。也可委托当地公路部门修建、养护和管理。



本研究咨询报告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

海关总署、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国内外相关报刊杂志的基础信息，对我

国公路行业的供给与需求状况、市场格局与分布、部分地区公路市场的发展状况、公路消费

态势等进行了分析。报告重点分析了我国公路市场的竞争状况、行业发展形势与企业的发展

对策，还对公路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研判，是公路生产企业、经营企业、科研机构等单位准

确了解目前公路行业发展动态，把握企业定位和发展方向不可多得的决策参考依据。

第一章　公路相关概述 

1.1　公路的基本概念 

1.1.1　公路的定义 

1.1.2　公路的分类 

1.1.3　收费公路的盈利模式 

1.2　高速公路简介 

1.2.1　高速公路的定义 

1.2.2　高速公路的行业特征 

1.2.3　高速公路产业带特征及指标评价体系 

1.2.4　高速公路产业带形成的客观条件及意义 

1.3　农村公路 

1.3.1　农村公路的定义 

1.3.2　农村公路建设与高等级公路的主要区别 

1.3.3　农村公路建设发展的意义 

第二章　2009-2010年世界公路发展动态分析 

2.1　2009-2010年国际公路发展综述 

2.1.1　国外公路发展的四大阶段 

2.1.2　全球收费公路发展情况 

2.1.3　世界各国发展收费公路的目的和意义 

2.1.4　国际收费公路的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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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国外收费公路发展的启示 

2.2　主要国家收费公路发展概况 

2.2.1　美国 



2.2.2　日本 

2.2.3　法国 

2.2.4　马来西亚 

2.2.5　墨西哥 

2.3　2009-2010年主要地区和国家公路特许经营分析 

2.3.1　欧洲三国公路特许经营概况和启示 

2.3.2　法国高速公路特许经营发展历程 

2.3.3　澳大利亚公路特许经营的特点与启示 

2.3.4　阿根廷公路特许经营发展浅析 

2.4　2009-2010年其它国家公路建设概况 

2.4.1　吉尔吉斯斯坦公路建设发展综述 

2.4.2　巴基斯坦公路建设情况简析 

2.4.3　越南高速公路网建设规划 

第三章 2009-2010年中国公路行业运行环境分析 

3.1 2009-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3.1.1 GDP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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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人口环境分析 

3.3.2　教育环境分析 

3.3.3　文化环境分析 

3.3.4　生态环境分析 

3.4 2009-2010年中国公路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第四章2009-2010年中国公路行业运行动态分析 

4.1　2009-2010年中国公路行业发展概况 



4.1.1　中国公路发展的三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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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收费公路建设及运营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4.4.2　我国公路建设负债问题的影响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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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中国农村公路发展规划 



6.4.1　国内农村公路建设发展SWOT分析 

6.4.2　农村公路发展规划 

6.4.3　实现农村公路建设规划目标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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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吉林省农村公路建设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7.2.4　"十二五"吉林省高速公路建设提前启动 

7.2.5　吉林省高速公路建设具体安排 

7.3　黑龙江 

7.3.1　 黑龙江公路建设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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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湖南省公路建设发展成就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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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艾凯咨询网

　　艾凯咨询网（www.icandata.com）隶属艾凯咨询集团（北京华经艾凯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艾凯咨询集团专注提供大中华区产业经济情报，为企业商业决策赋能，是领先的市场研究

报告和竞争情报提供商

　　艾凯咨询集团为企业提供专业投资咨询报告、深度研究报告、市场调查、统计数据等。

艾凯咨询网每天更新大量行业分析报告、图表资料、竞争情报、投资情报等，为用户及时了

解迅速变化中的世界和中国市场提供便利，为企业商业决策赋能。



　　研究力量

　　高素质的专业的研究分析团队，密切关注市场最新动向。在多个行业，拥有数名经验丰

富的专业分析师。对于特定及专属领域，我们有国内外众多合作研究机构，同时我们聘请数

名行业资深专家顾问，帮助客户分清市场现状和趋势，找准市场定位和切入机会，提出合适

中肯的建议，帮助客户实现价值，与客户一同成长。

　　我们的优势

　　权威机构 艾凯咨询集团二十年深厚行业背景;

　　数量领先 囊括主流研究报告和权威合作伙伴;

　　服务齐全 促销、推荐指数、积分、网上支付等;

　　良好声誉 广泛知名度、满意度，众多新老客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