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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设南京市交通文化之都的建议

南京市综合交通运输学会

江苏省是国家第一批交通强国建设试点省份，南京市作为省

会城市、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在交通行业发展和文化建设

方面有一定的先发优势。交通文化作为体现行业价值理念的精神

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是交通事业发展的重要成果，也是

交通强国战略的重要内容。建设南京市交通文化之都，对交通强

国、交通强省战略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一、南京市交通文化资源概况

１．南京是世界文学之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科教文化之

都，是交通历史与文化资源的集聚地。

南京素以“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名世，既具有厚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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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底蕴，也拥有重要的交通历史文化资源，例如：古老的秦淮

河、辉煌的郑和下西洋遗迹、民国特色的浦口火车站、气势恢宏

的长江大桥等。

２．南京作为长三角重要的交通节点城市，拥有多层次的交

通网络和关键的交通基础设施。

南京市铁路网密度、高速公路国土密度均位居全省第一，已

建成 24 处过江通道，地铁总里程达到 378 公里，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趋于完善。同时，南京是省内唯一同时具有千万吨级大型机场、

亿吨级海港、国家级铁路枢纽的城市，作为“一带一路”交汇点

重要枢纽城市，枢纽资源丰富，门户地位突出。

３．南京坐拥国内一流的交通设施生产基地和行业领先的交

通创新企业、一流的高等院校科研资源。

百年历史的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在我国铁路运输装备领域

屡创第一，全面投产亚洲最大规模的城市轨道车辆生产基地。以

上市公司苏交科、中设为代表的多家设计院，拥有从设计、建设、

服务、人员管理的完整交通产业链，以示范作用推动南京交通产

业结构调整。南京拥有一流的交通学科专业人才，在全国乃至世

界有一定的影响力。

二、关于建设南京市交通文化之都的建议

1. 挖掘全市交通历史文化资源，讲好南京交通故事。

充分挖掘全市范围内的交通历史文化资源，塑造南京交通文

化形象，联合交通和历史领域相关学者撰写“南京交通历史与文

化”相关书籍，将“南京交通历史与文化学”的研究打造成为讲

好南京交通故事的一个文化动力。

2. 梳理交通文化体系，开展交通文化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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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交通设施的人文地理、历史底蕴和交通行业的精神风貌、

特色制度进行全方位的梳理，并学习借鉴业内外、国内外交通文

化建设的成功经验，紧密结合南京市的特点，开展南京市交通文

化体系建设研究，探索交通文化的概念与基本内涵、基本特征、

体系和建设路径，支撑南京市乃至江苏省交通强国战略的内涵建

设。

3. 推进交通行业文化建设，提升行业发展软实力。

积极培树新时代交通行业文化先进典型，发挥先进典型的价

值导向和示范引领作用，讲好当代交通故事，形成以“建设人民

满意的交通”为核心的职业道德体系。并立足行业特色，建立行

业标识体系，树立行业的良好社会形象，设计交通文化主题活动，

积极引导交通文化产品创新，塑造南京交通行业文化特色，提升

交通行业软实力。

4. 加强交通文化场馆、交通文化公园和街区的规划建设，推

广青少年交通科普教育。

目前市内的各类涉及桥类、铁路等的博物馆、展示中心、交

通公园等，各自为阵，缺乏统一的规划建设，建议全市一盘棋，

统筹规划交通文化资源，建设一批国内一流、特色鲜明的交通文

化主题公园、街区、展览馆、博物馆，打造南京市交通文化地标。

同时结合交通类博物馆、文化公园的建设，开发开放一批面向青

少年交通工程科普教育的文化资源，普及青少年交通知识。

执笔人：

王卫杰 南京工业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院长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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