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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文化》

前言

　　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是
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
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
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
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
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这不仅深刻阐明了
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更为新时期加强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和路径。　　交通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交通行业的灵魂，是实现交通又好又
快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交通运输是支撑经济良性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和
服务性行业，服务是其本质属性。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提出了“交通发展要服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全局、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提出了“发展现代交通业，建设一
个更安全、更通畅、更便捷、更经济、更可靠、更和谐的现代公路水路交通系统”。从文化的角度看
，这也正是我们基于交通运输的本质属性和交通行业的神圣使命所作出的价值选择，是交通文化的核
心内涵，是引导交通事业科学发展的价值导向，也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的具体体现。　　交通部党组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工作。2006年全国交通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努力建
设具有鲜明行业特点和时代特征的交通文化，用文化和精神的力量凝聚全行业，使交通行业更加充满
活力。不断开创交通事业发展的新局面。”2006年6月26日召开的全国交通行业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
更加明确地提出：“加强交通文化建设，努力增强行业软实力”，力争文化建设在今后五年内取得明
显进展。随后，部印发了《交通文化建设实施纲要》，对交通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
原则和工作措施作出了具体安排和部署。这是交通部颁布的第一个有关交通文化建设的重要文件，它
强调新时期交通文化建设要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建设具有鲜明时代
特点和交通行业特色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要以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主线，以弘扬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重点，大力加强精神文化建设；要在实践
中加强探索和研究，系统总结交通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确立符合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交通事业发展
要求的交通行业的核心价值体系；要实施“五个一工程”，即形成一批交通文化研究成果，提炼一种
交通精神，征集确定一个交通行业徽标，创作一批交通文艺作品，完善一批交通博物馆，将全行业文
化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全面增强交通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不断增强交通行业的凝聚力，提升
交通行业的影响力，提高交通发展的软实力，为交通事业又好又快发展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为
全面深入推进交通文化建设工作，2006年11月部务会议研究决定成立了交通文化建设研究工作指导委
员会，按照行业文化、系统文化、专业文化、组织文化四个层次，分别成立了交通行业文化建设研究
总课题组和公路文化、道路运输文化、交通规费征稽文化、港口文化、海事文化、救捞文化、船检文
化、航海文化、廉政文化、公路执法文化、长江航运文化、交通公安文化、路文化、桥文化、车文化
、站文化、船文化、航标文化、航道文化、交通行政机关文化、交通企业文化和交通事业单位文化
等22个子课题组，由行业内有一定研究基础、有积极性、有较好的支撑条件、具体代表性的部门或单
位牵头，并邀请文化学、管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按照力求出精品的要求，系统
地开展了交通文化研究工作。经过广大研究人员一年多的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研究工作进展顺利，
取得了一批可喜的研究成果。出版这套多卷本的《21世纪交通文化建设研究与实践》系列丛书，是交
通文化建设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丛书从多个层面、多个领域系统地总结了交通文化源远流长的
发展历史、积淀丰厚的特色文化、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绚丽多彩的建设成果。“系统文化”侧重于
交通行业不同系统的特色文化研究，重点提炼和阐述了各系统具有系统特色的价值理念：“专业文化
”侧重于不同专业领域的特色文化研究，重点收集、挖掘和整理了交通行业物质文化成果；“组织文
化”侧重于交通行业不同组织的特色文化研究，重点梳理、凝炼和展示了各类交通组织的特色价值理
念、行为规范和形象标识。整个研究工作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将“铺路石”、“航
标灯”等交通行业传统精神与包起帆、许振超、陈刚毅等先进典型所展现的时代精神有机结合，在建
设交通行业核心价值理念体系方面做了积极探索。　　交通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复杂性
的工作，既要整体部署，又要稳步推进。近年来，尤其是实施《交通文化建设实施纲要》以来，全行
业日益重视交通文化建设，注重丰富交通发展的文化内涵，取得了一些有行业特点和时代特征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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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涌现了青岛港、天津港等一批优秀企业文化建设单位和青岛交运集团“情满旅途”、南京长途
汽车站“爱心始发站”等一批知名服务品牌，形成了南京交通局“交通文化通论”等一批理论研究成
果。《21世纪交通文化建设研究与实践》系列丛书的出版发行，对于全国交通行业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七大精神，兴起交通文化建设新高潮，进一步提高交通行业凝聚力和战斗力，推动交通事业又好又
快发展，切实做好“三个服务”，必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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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车文化》是交通文化建设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交通为人员流动和物资流通提供基础条件，为
人和物的空间位移提供运输服务，是支撑经济良性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性产业和服务性行
业。交通是一个古老而年轻的行业，自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以至信息社会，交通就一直伴随着人类文
明的发展而演进，并构成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交通发展的历史伟绩和现代成就为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在这个历经
风雨的漫长岁月中，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与历史俱进、与时代同步的丰富多样、绚丽多彩的交
通文化，为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不断发展增添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更为亮丽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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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国方，武汉理工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副院长，教授出生于1965年6月，籍贯于随州，先后在武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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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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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车文化辨析　　车是人类社会用于征服和改造自然的一种物质发明，是随着社会、经济
、技术发展而不断完善的生产或生活工具。车推动了社会进步，并在发展中被赋予了多种社会功能，
其影响从物质层面逐渐渗入到社会文化层面，形成了特定的车文化：反过来，这种车文化，也从思想
和行为上影响和规范着人们的造车、用车和管车的活　　动，且在实践中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企
业特征。而今，车文化的表现形式丰富多彩，已经成为现代工业文化和交通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
部分。　　一、车文化的概念与构成要素　　（一）车的概念及功用　　车自发明以来，经过数千年
的发展，衍生出很多形式。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车：　　从自身不带动力的自行车、手推
车、脚踏三轮车、马车等各类人畜力车，到自身具备动力汽车、火车等可自走的车：　　从各种适于
道路行驶的轮式车，到用于非道路条件越野行驶的履带式车；　　从我们常见的轿车、客车、货车等
通用运输车辆，到具备专门用途（非运输使用）的各种专用、特种车辆，如翻斗车、水泥搅拌车、洒
水车、垃圾车、清扫车、救护车、消防车、吊车、机场加油车、高空作业车等：　　从汽油车、柴油
车等以石油为燃料的车，到电车、电动车、天然气车、石油液化气车、氢燃料车等不以石油为燃料的
车：　　从民用汽车，到坦克车、装甲运兵车、火炮发送车、军事指挥车等军用车辆；　　从无轨道
约束“自由”行驶的汽车、自行车等，到有轨道、有架线的火车、无轨电车、有轨电车、轻轨客　　
车等；　　从驾驶室和车箱装备完整的车，到只有驾驶室的动力头，或无动力头的挂车、半挂车：　
　从户外移动从事运输或专项作业的车，到主要在室内或场站使用的叉车、桁车、起吊车：　　从在
地球表面“行走”的水陆两用车，到在月球表面行走的月球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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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车文化》从多个层面、多个领域系统地总结了交通文化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积淀丰厚的特色
文化、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绚丽多彩的建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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