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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正处于优化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深化供给侧
改革的攻坚期，经济发展方式由高速增长逐渐转向高质量发展，
公路运输经济也正处于结构调整、增长动力转换、产业转型升级
的改革深水期，特别是随着大数据技术应用、电子商务发展、高
速铁路冲击，对公路运输经济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更严标准。
当前，我国对公路运输经济提档升级已有较多有益探索，本文将
从对新时期公路经济转型升级提出一些建议，以期对今后工作开
展提供理论借鉴。

1  当前我国公路运输经济形势
目前我国公路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
一是公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目前，我国公路运输基础设

施不断完善，截至2018 年底，全国公路总里程484.65 万公里，
比上年增加7.3 万公里，同比增长2% 左右；公路密度50.48 公
里/百平方公里，增加0.76 公里百平方公里，同比增长约2%；
公路养护里程475.78 万公里，占公路总里程98.2%，增速保持
稳定。

二是公路运输仍是货运主要运输方式。通过数据分析，我
国公路货运在各类交通运输方式中占据主要地位。截至2019 年
11 月底，我国公路货运量占全国各运输方式的比为77.81%，
2019 年全国公路运输货运总量416.1 亿吨、增长5.1%，高速公
路货运量增长6.8%，均保持在较快增长区间。

三是公路运输客运有所下降。受高速铁路快速发展影响，
当前我国公路客运一定程度上受影响较大，2019年完成营业性客
运量176.0 亿人，同比下降1.9%，降幅较上年收窄1.1 个百分
点，相比之下铁路、民航客运量保持较快增长。

2  新时期公路运输经济面临挑战
一是高速铁路普及化。当前，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3.1

万公里，其中高铁营业里程2.9 万公里以上。与公路运输相比，
高速铁路运输在便捷性、实效性、安全性等方面占据一定优
势。高铁运行较为稳定，运行速度快，较少或基本不会受限于
天气状况，相比之下，公路运输容易受到道路状况和天气情况
影响，在时间上无法保证是否按时。同时，高速铁路运行稳
定，乘客乘坐舒适性优于公路运输，人均空间大。公路运输与
高速铁路运输竞争优势在于，高铁站点选址一般离中心城区较
远，需要借助公路运输方式换乘；在价格对比上，一般公路运
输在中短距离、临时性出行上占有一定优势。

二是现代物流发展。物流作为一种新型公路运输经济运作方
式，已经成为第三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电子商务
高速发展，预计我国未来公路运输中大宗货物、初级产品所占
份额呈下降趋势，但各类消费品、制造业高新技术产品运输需
求增大，公路运输服务质量需求呈现多样化、精细化、便捷化
趋势。然而，我国公路运输的组织形式依然受区域封闭等因素
影响，跨区域运输经常出现回程跑空现象，运输效率低、路途
耗油高、运输成本大，在人、车、物的信息整合上有较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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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空间。
三是低碳经济高质量发展。低碳经济是低能耗、低排放、低

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尽可能降低碳排放，
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统一的经济形态。我国加入巴
黎协定后，承诺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降低45％，2030年要降低
65％。然而当前，我国传统公路运输在运输工具的能源动力和能
源结构上，对低碳经济不能完全适应，在公路建设上能源消耗较
大。虽然国家在加快新能源建设、促进公路运输节能减排上作出
了诸多努力，但相较于2030年碳排放降低65%的目标，公路运输
经济仍需转型升级。

3  公路运输经济转型升级对策分析
一是整合公路经营模式。集约化、网络化、规模化是公路

运输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充分发挥公路运输线路多、覆盖
广、车次频繁等特点，通过联合经营，提高公路运输企业在规
模、管理、运营上的沟通交流，实现资源和营收共享，减少
同质化非零和博弈。深入挖掘公路市场潜力，在高速铁路、民
航、水路等交通枢纽节点，优化经营衔接，完善接驳功能，实
现公路运输行业整体利益最大化发展。

二是降低经济运营成本。公路运输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
受科技发展应用水平影响较大。加大科技应用，开发引进大数
据运营理念，探索云智慧货运技术，有效整合网络规模经济的
各项资源和信息，通过智能化方式，随时掌握公路物流信息，
第一时间实现车货匹配、人车匹配，减少不必要的空车空程消
耗。同时，优化公路运输工作流程，在非核心业务方面采取合
同外包、引进自动化等方式，节约运营成本。完善公路运输企
业薪资体系，吸引高素质人才，提高人工单位成本收益。

三是提高政策支撑。对公路运输行业设立专项财政补贴资
金，明确财税补贴标准和配套办法。对税负较为突出的公路物
流企业实行税收返还帮扶。制定公路运输市场“营改增”过渡
性政策，对运输企业的固定资产，扩大抵扣范围和抵扣额度，
制定过定性税收返还政策，分期进行项税抵扣。加大新能源汽
车设计研发和市场准入，不断在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来引导公路
运输经济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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