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交通规划管理与交通工程综合》考试大纲 

第一部分  考试说明 

 

一、考试性质 

《交通规划管理与交通工程综合》是 2022 年武汉理工大学交通运输工程（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方向）硕士

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本科目主要是综合考查考生掌握《交通规划管理与交通工程综合》所涵盖的基本理论和

基本知识，以满足硕士生阶段专业学习的需要。 

考试对象：2022 年报考武汉理工大学交通运输工程（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方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考生，

以及交通运输（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方向）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考生。 

二、考试学科范围及考试中所占比例 

由于《交通规划管理与交通工程综合》的考试生源涉及交通运输工程及其相关学科的多专业考生，所以考

试范围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针对所有考生统一进行考查的公共模块，第二部分是考生根据自己专业特长进

行选做其一的专业模块（即模块一 交通运输经济学；模块二 交通工程学、交通管理与控制）。考试范围具体如

下。 

考试范围：（一）公共模块：交通运输规划原理 

（二）专业模块：模块一  交通运输经济学 

模块二  交通工程学、交通管理与控制 

以上考试范围包含的内容在《交通规划管理与交通工程综合》考试中，公共模块占 70%（即交通运输规划

原理占 70%）；专业模块一占 30%（即模块一交通运输经济学占 30%，模块二占 30%，其中交通工程学、交通管理

与控制各占 15%），专业模块中，考生二个选做一个即可。 

三、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1. 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2. 答题时间：180 分钟。 

3. 试卷分数：总分为 150 分；其中，在公共模块中，交通运输规划原理各部分试题的分数占总分的 70%；

在专业模块中，两个模块选做其一，具体考核内容占比为：模块一交通运输经济学各部分试题的分数占总分的

30%，模块二交通工程学各部分试题的分数占总分的 15%，交通管理与控制各部分试题的分数占总分的 15%。 

4. 题型比例： 

（1）公共模块：交通运输规划原理（105 分） 

①名词解释 约 10%； 

②填空题、选择题或判断题 约 10%； 

③简答题 约 30%； 

④计算题 约 35%； 

⑤论述题 约 15%。 

（2）专业模块： 

模块一 交通运输经济学（45 分） 

①名词解释题 约 10％； 

②单项或多项选择 约 14%； 

③简答题 约 40％； 

④计算题 约 36％。 

模块二 交通工程学，交通管理与控制 （45 分） 



 

 

①填空题 约 22%； 

②简答题 约 45％； 

③综合分析题 约 33%。 

四、参考书目 

（一）公共模快：交通运输规划原理 

1.王元庆、马书红主编，交通规划，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 

1.王炜、陈学武主编，交通规划(第 2 版)，人民交通出版社，2017 

3.邵春福主编，交通规划原理(第 2 版)，中国铁道出版社，2014. 

（二）专业模块： 

模块一  交通运输经济学 

1. 蒋惠园主编，运输经济学 

模块二  交通工程学、交通管理与控制 

1. 陈峻、徐良杰、朱顺应、张国强、王昊、李淑庆主编，交通管理与控制（第 2 版），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8 

2. 王炜、陈峻、过秀成主编，交通工程学（第 3 版），东南大学出版社，2019 

 

第二部分   考查要点 

一、公共模块：交通运输规划原理 

1．概论 

交通运输系统规划的概念；交通运输系统规划的层次和分类；交通运输系统规划的内容和流程；交通运输

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 

2．交通调查 

交通调查主要内容；交通小区划分；OD 调查的概念与目的；OD 调查的内容与方法；OD 调查数据分析与处

理。 

3．交通运输需求预测模型 

交通运输需求预测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交通生成预测的步骤与过程；交通生成预测的影响因素；社会经济

和人口预测模型；交通生成预测模型。 

4．交通分布预测模型 

交通分布的概念；增长系数法模型；重力模型及其标定。 

5．交通方式划分模型 

交通方式选择的基本概念；影响方式选择的主要因素；Logit 方式选择模型；抽象方式模型。 

6．交通分配 

交通网络的计算机表示方法；交通分配准则；全有全无分配法的假设与计算方法；容量限制分配法的假设

与计算方法；多路径静态模型的假设与计算方法；多路径动态模型与计算流程。 

7．交通运输系统规划评价 

交通运输系统规划评价的概念与内容；交通运输系统规划评价的主要技术和经济指标；交通运输系统规划

综合评价方法。 

二、专业模块 

模块一  交通运输经济学 



 

 

1．绪论 

交通运输业的基本概念；交通运输业的性质和特点；交通运输业的网络经济特征。 

2．运输需求 

运输需求的概念和特点；运输需求的影响因素；需求函数、需求曲线及需求定理；运输需求预测及其方法。 

3．运输供给 

运输供给的概念与特性；运输供给的影响因素；5 种运输方式的技术经济特点及其适用范围；综合运输体

系的涵义；运输资源配置的涵义；运输供给系统中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竞争与协作。 

4．运输市场供需分析 

运输与供给相互作用下运输市场的各种状态、变动；运输供求定理和运输市场价格形成和变动；调控运输

市场供求平衡的方法；最低限价和最高限价。 

5．运输成本与价格 

运输成本的概念和构成；运输成本的影响因素；运输成本的特点和作用；短期成本、长期成本、边际成本

和机会成本的意义；运价的概念、构成和特点；定价方法及其适用条件。 

6．运输市场与运输企业 

运输市场的特点和功能；运输市场的四大机制；我国运输市场的现状及其完善策略；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

与基本特征。 

7．交通运输基建项目投融资与经营 

交通运输业投资的概念；交通运输项目投资的决策程序；交通运输项目的融资方式。 

8．交通运输建设项目的经济评价 

可行性研究的主要内容；资金的时间价值的度量与计算；交通运输项目财务评价；国民经济评价与财务评

价的区别。 

9．交通运输建设项目不确定性评价 

盈亏平衡分析；敏感性分析；概率分析。 

10．交通运输建设项目社会评价 

项目社会评价与经济评价的比较分析；项目社会评价的方法和步骤。 

模块二  交通工程学、交通管理与控制 

（一）交通工程学 

1．交通特性 

人-车-路基本特性；交通量特性；行车速度特性；交通密度特性。 

2．交通调查 

交通量调查；车速调查；交通密度调查；行车延误调查；起讫点调查。 

3．道路交通流理论 

交通流特性；概率统计模型；跟驰模型；流体模拟理论。 

4．道路通行能力与服务水平 

道路通行能力与服务水平的基本概念；基本路段的通行能力与服务水平；平面交叉口的通行能力与服务水

平。 

5．道路交通规划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工作总体设计；城市道路交通规划中的基础信息调查；城市交通需求发展预测；城市道

路网络布局规划方案设计；城市道路网络布局方案交通质量评价；城市道路交通规划方案综合评价。 

6．交通安全 

道路交通事故及影响因素；交通安全分析。 

7．城市道路交通管理 

城市道路交通管理的目的与分类；道路交通法规与标志标线；平面交叉口管理；道路交通行车管理；城市

道路交通信号控制。 



 

 

（二）交通管理与控制 

1．绪论 

交通管理与控制的概念、目的与作用；交通管理与控制的主要内容与重点；交通管理与控制的演变与发展；

交通管理与控制的主要原则及问题分析。 

2．交通需求管理和系统管理 

交通需求管理的含义、目的及意义；交通需求管理策略；交通需求管理计划；交通需求管理与公众参与；

交通需求管理的实施保障；交通系统管理；交通管理效果评价。 

3．交通管理法规及标志标线 

全局性管理与局部性管理；交通法规及其内容；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其他交通管理设施。 

4．机动车交通运行管理 

道路的主要功能及分类；机动车速管理；机动车运行方向管理；机动车道交通管理；常规公共交通优先通

行管理。 

5．慢行交通管理 

步行交通管理；自行车交通管理。 

6．停车交通管理 

停车设施类型划分及特征指标；机动车停车设施供需平衡管理方法；机动车路内停车设施管理方法；路外

停车设施交通管理方法；机动车停车设施的信息化管理。 

7．平面交叉口管理 

平面交叉口的类型划分及交通管理原则；平面交叉口功能区界定；平面交叉口渠化方法。 

8．单点交叉口信号控制基础 

单点交叉口信号控制基本要求；单点交叉口的基本信号控制设计；单点交叉口早启迟断式信号控制；单点

交叉口感应式信号控制；其他类型信号交叉口。 

9．干线交叉口信号协调控制 

基本概念；协调控制的理想时差；单向行驶道路的协调控制；双向行驶道路和道路网络协调控制；带宽的

概念及最大带宽；协调控制的方式选择策略；双向协调控制系统时差的确定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