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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现阶段市场发展本身对于道路运输行业内部管理工作提出了相对较高

的发展要求，为此作为道路运输行业内部管理人员首先要对经济管理工作进行综合管理，同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分

析和创新探索，同时以此为基础加快新兴经济背景创新管理，深化市场对于经济管理工作要求落实。市场经济环境内

部管理工作不断优化，道路运输行业内经济管理工作是现阶段道路运输行业管理工作中的实际内容，因此在实际工作

中要保证道路运输行业管理和经济管理之间的协调融合。为此本文结合现阶段新兴经济背景下的道路运输行业经济管

理内部问题导向分析，从而有效的观察现阶段经济背景影响下道路运输行业经济管理工作问题分析探究，最终针对性

的提出经济管理新型工作模式探索，以求全面提升经营管理综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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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rket economy at present, the market development itself

puts forward relatively high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for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of the road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Therefore, as the internal managers of the road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they should first carry

out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the economic management, and on this basis, conduct in-depth analysis and

innovative exploration, and speed up the innovative management of the emerging economic background, Deepen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rket economic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in the market economy

environment is constantly optimized. The economic management in the road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is the

actual content of the management of the road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at this stage. Therefore, in the actual

work, it is necessary to ensure the coordina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management of the road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and the economic management. Therefore, combined with the internal problem oriented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management of the road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emerging

economy at this stage, this paper effectively observes the analysis and exploration of the economic management

of the road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economic background at this stage,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the exploration of a new working mode of economic management, so as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level of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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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市场经济影

响下的金融环境变化结果差异较大，在此经济基础上，道路运

输行业内部若是长期的秉承传统的经济管理工作模式，往往会

很大程度的导致时代发展速度受到制约。道路运输行业内部管

理过程中经济管理工作所突出的问题愈加明显，不仅会导致部

分管理职责作用难以发挥，道路运输行业良性发展优势受到制

约，同时也会导致后期的发展观念和管理问题，制约最终道路

运输行业的经营发展。为了有效的转变传统经济管理过程中

效率较低的状态以及观念滞后的问题，就应当深入管理内部，

积极地探索分析现阶段经济会计管理新形势，寻找优化经济管

理的创新性工作方式，逐渐的优化经济管理工作矛盾，提升内

部管理工作质量。

1 新的经济背景支持下道路运输行业经济管理工作推进中

存在的实际问题

1.1 经济管理工作手段相对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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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市场发展过程中，信息技术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信息化已经在各行业之间普及流动，我国很多道路运输行业在

实施内部管理的过程中，也逐渐的适应了社会发展优势，大范

围的使用计算机存储模式，通过计算机的存储传递，将相关的

信息数据进行自动化管理共组偶欧式，这种工作方式不仅提升

了实际工作中的效率，同时也能根据管理人员的实际需求，对

文件资料内容进行加密信息处理和资料统筹收集规划。这种信

息化管理工作本身因为是在系统中进行实现的，需要专门的人

员信息资料才能完成资料传递，导致整个信息的保密性较高。

但是在传统的经济管理里工作落实的过程中，很多道路运输行

业内部仍旧秉承传统的管理方式，以文件线下传递的发放时输

送文件。例如大型的集团内部在与下属道路运输行业之间进行

经济资料的传递分享的过程中，仍旧会以定期信息传递的方

式，对文件资料进行传递。在很多情况下一份经济管理文件资

料，就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完成资料的输送整理，令整个

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受到直接的影响。

1.2 道路运输行业经济管理工作观念制定

道路运输行业经济管理工作本身就是一项较为长远的工

作项目，现阶段道路运输行业发展管理过程中，所有的经济管

理工作落实都是紧紧依靠固定资产的管理尽心过时的，通过对

固定资产的工作项目内容进行全面的管控分析和梳理，才能有

效的推动经济管理工作的推进落实。但是在现阶段的管理过程

中，这种管理方式却是相对较为陈旧传统，管理人员在实际分

析的过程中并没有对一些虚拟的资产信息内容进行统筹分析

管理，导致在后期经济管理过程中管理工作的没有充分的落

实，管理作用也没有按照设想将自身职能效力全面发挥。作为

经济管理工作人员在工作推进的过程中要想全面构建管理工

作模式，就应当充分了解掌握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工作章

程，要充分重视道路运输行业隐形资产的管理保护，加快内部

管理工作落实，提升资产化逆境保护质量。在实际管理的过程

中，有部分道路运输行业本身缺乏先进的管理工作意识，对于

隐形资产的保护意识相对欠缺，导致道路运输行业本身的商标

被抢注，道路运输行业的基本权利被盗窃，继而导致且后期的

发展产生了较大程度的影响。会计管理工作的推进落实，应当

在遵循固定资产保护的过程中，对于道路运输行业的隐形资产

的实际价值进行充分的衡量分析，同时应当采用相对明确的保

护管理工作手段，让整个道路运输行业的综合收益得到有效的

保障。

1.3 道路运输行业经济管理人员综合素质

经济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是衡量道路运输行业经营发展

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影响道路运输行业内部经济管理工作水

平，判断道路运输行业经济管理工作质量是否满足道路运输行

业发展诉求的重要保证。新的经济发展背景下，我国部分道路

运输行业的经济管理工作人员本身的流动性相对较高，相较于

以往来说人员流动性明显增强，人员流动率的增高往往会导致

道路运输行业内部的经济管理的稳定性发展受到直接的影响，

导致道路运输行业稳定发展工作落实受到限制，尤其在很多工

作方式和工作流程推动的过程中，受到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

由于当前道路运输行业市场经济环境对于道路运输行业内部

经济管理工作人员的实际技能管理要求诉求相对较高，这时道

路运输行业的经济管理人员就应当对自身的专业素养进行积

累，通过反复的学习进一步强化自身的专业技能。但是也有部

分的道路运输行业经济管理工作人员本身对于时代的认知不

到位，缺少一定的知识储备，例如对于现代化的技术应用方式

不明确，对于信息化经济管理工作方式掌握不全面，不能及时

有效的掌握当前的操作技能。若是人员发展与信息化技术水平

存在差异，就往往会到合资道路运输行业内部的经济管理工作

方式受到限制，账目信息与实际现状存在差异。

1.4 内部审计工作有待完善

道路运输行业经济管理工作落实不仅仅需要专业人员对

相关工作进行支撑，同时也需要相关的工作人员自身的职业道

德满足实际的工作要求，工作人员自身需要具备一定的历史责

任心。在现阶段经济管理工作本身涉及到道路运输行业内部发

展管理的各个方面，不仅有经济活动的分析，也需要对道路运

输行业的计划经营管理进行统筹分析，因此作为经济管理人员

应当以公平公正的职业工作态度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为了充分

推进经济管理工作落实，经济管理人员应当自觉地完成自我的

约束，同时也要在道路运输行业内部管理过程中，设定内部审

查机构，通过确定审计监督管理工作模式，以保证经济管理工

作的有序执行。现阶段道路运输行业内部的审计人员往往都是

以兼职的形式完成工作，不能专心致志的完成道路运输行业审

计工作，导致道路运输行业内部的监督管理工作机制受到限制

为道路运输行业经济管理工作推进造成一定的隐患问题。

2 新经济北京对于道路运输行业经济管理产生的直接影响

现阶段市场经济发展竞争压力逐渐增大，道路运输行业为

了获取更多的发展空间，就需要不断的进行产品的创新优化，

在内部市场不断创新，在外部市场不断开拓。在现有的市场开

发管理过程中，其本身的经济管理工作也往往会面临着较高的

风险隐患。尤其对于道路运输行业的产品价格来说，道路运输

行业价格本身与当前的市场需求之间密切联系，道路运输行业

内部在挖掘出路的同时，也应当正确的认识到道路运输行业面

临的经营风险，因此就可能出现道路运输行业经营危机。对此

就要求道路运输行业内部管理工作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自身

的管理工作优势。

公路本身就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国民经济的主要产

业内容。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管理速度的全面优化，现代公路事

业的高效发展，各种干线的建设伴随着高速交通运输网络逐渐

纵横交错，逐渐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环境，为我国的经

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公路本身作为社会性较强的公益性基

础设施，对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一是

能够有效的推动区域经济的繁荣发展。在公路建设完成之后，

本身对于沿线区域内的产业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在

当前的城市环境旅游资源开发、服务产业的配套完善管理，增

加了就业的机会手段，转变了人民群众的工作质量。二是有效

的推动物流行业的高效发展。随着公路网络环境的全面扩大，

运输的线路范围不断延伸，逐渐的缩短了地区内部的空间距

离，有效的影响了物流业的高效发展，让所有的物质资源内容

能够快速安全的传递到使用者手中。三是缩短了地区范围内的

经济差距。随着公路建设管理工作的有效实施，多种多样的施

工技术难题的解决，让交通路径变得四通八达，只要想到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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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地方都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实现了不同区域范围内人员

结构的调整优化，提升了信息传递的质量、人员的互通往来，

其余经济差异的距离。为区域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3 道路运输行业经济管理工作创新途径

3.1 创新经济管理手段

要想实现道路运输行业财经济管理工作方式创新，优化经

济管理手段创新，主要是要在现有的管理创新过程中，对先进

工作经验和信息技术相结合，通过现代化的工作模式协助道路

运输行业经济管理工作推进。道路运输行业内部的经济管理里

工作一般都可以使用信息化的工作技术手段完成，将传统的技

术手段不断优化。例如道路运输行业本身可以将各个部门的经

济信息内容进行系统化的综合管理，通过在线统筹管控和数据

分析，以保证道路运输行业经济管理工作的有效落实，提升道

路运输行业经济管理工作质量。比如现阶段经常使用的 ERP 经

济管控软件设备，就是将所有的经济管理现金流管理方式与信

息化管理内容相结合，更好地凸显出现阶段道路运输行业经济

管理工作优势，降低人员消耗，提升工作质量，减少工作中存

在的数据不详实等问题。

3.2 优化经济管理理念

针对于现阶段道路运输行业经济管理理念相对滞后的问

题，作为经济管理工作人员就应当重新梳理自身工作中存在的

实际问题，通过不断地调节分析，以新的工作理念为基础，让

整个道路运输行业管理者充分认识到道路运输行业多层次资

产的保护模式。随着新的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社会各级管理

人员对于诚信的重视性相对较高。为此在实际管理的工作推进

的过程中对隐形资产进行提前部署，合理规划管理方式，从多

方面综合考虑，为道路运输行业本身提出行之有效的工作管理

措施，以确保道路运输行业的各项资产增值率，全面推动道路

运输行业管理水平的稳步提升。

3.3 增进经济管理人员综合素质

要想实现经济管理工作的有效落实，首先要推进实现的就

是针对人员的实际装填，对员工的综合素质进行全面培养。而

员工综合素质培养工作落实，主要是以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两

个方面进行深入探索进行实现的，所有员工的工作推进都应当

对整个技能和思想都紧密的与时代发展要求相联系。首先要聘

请专业的人员对经济管理人员进行培训管理，推动信息化管

理、数据分析管控、法律相关知识等内容的培训工作落实，让

更多的人员对相关的职业发展有民切割的认识，实现各级管理

人员的协同作业。另外在实际工作中也要对经济管理人员的工

作质量进行评价，通过相关的绩效考核制度确定，形成完整的

激励机制，推动道路运输行业内部管理工作的共同发展。

3.4 增进内部审计监督管理

要想全面推动道路运输行业管理工作落实，就应当深化内

部审计监督管理工作落实，不能凭借员工自身的意志推行各项

工作落实，同时也应当通过设定相关的经济管理工作制度，对

经济管理工作人员进行针对性的规范约束，让不同的工作人员

对于自身的工作职责有较为全面的认识，尽量降低经济管理工

作中的缺失。另外在完成审计监督管理的过程中，道路运输行

业管理人员也应当定期对审计的结果进行公示，一方面增进不

同经济管理单位的监督管理职责落实，另一方面也督促各级经

济管理人员提升自身的工作责任心，从而对后期的工作提出更

多的要求。另外道路运输行业管理人员在实际的管理工作推进

中，要制定明确的监督管理工作协同机制，要求相关的经济管

理人员对自身的错误工作信息内容进行整改，同时也要进行口

头警告，从而让整个内部审计监督管理工作做到公开透明。

4 总结

在新经济背景的支持下，对于整个道路运输行业经济管理

工作不断的发展，为后期的经济管理工作创新性发展优化，提

出了更加优质管理发展手段，只有全面加快道路运输行业经济

管理工作落实，才能有效地维护道路运输行业内部的高效服务

管理工作落实，推动道路运输行业自我管理水平的提升。现阶

段时代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道路运输行业内部管理工作落实

也应当充分适应当前时代变化发展特征，积极地使用现代化的

工作技术不断地充实自身的管理工作优势，从而尽可能的深化

内部管理工作质量，创新发展工作思路，这样才能全面提升道

路运输行业发展的适应性，确保道路运输行业发展不会受到时

代的制约，稳步持续的在市场经济中盘活工作模式，构建新型

的工作思路，提升管理工作实效，推动内部管理工作的有效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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