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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提出，将

进一步加快以 5G 网络、数据中心等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中国即将进入信息化科技质变的大数据时代。如何在大数

据时代提高公路运输效率、优化公路运输经济、推动公路运输

转型升级，成为学界日益关注的焦点。

1  基于大数据视角的公路运输经济

“大数据”概念的提出最早源自于国际知名咨询公司麦肯

锡，用于形容社会对海量数据的深度运用，并以此行成新一波

的生产率增长和消费者盈余。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

快建设数字中国。中国正式迎来大数据时代，在“互联网 +”

的浪潮下，信息革命新技术和传统产业碰撞，形成质变，裂变

出数字经济和共享经济等新模式，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更多有益支撑。

大数据需要云计算、分布式处理技术、存储技术和感知技

术等新的处理模式支撑才能实现最终价值，其优势在于能够为各

领域在不断在多样化的信息数据中，提供更强的决策力、洞察

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公路运输经济作为交通运输经济的重要

支柱，需要及时掌握公路运输的供求关系与运输市场的变化规

律，从而迅速做出战略决策和产业调整，优化市场布局，提高

公路运输交通效率。随着大数据的快速发展，云仓储、共享物

流等概念的提出和应用，为公路运输经济提供了弹性可拓展的新

型基础设备，将实现公路运输经济新突破。

2  当前公路运输经济发展困境

2.1公路运输运力组织规模分散

拒不完全统计，当前，我国公路运输市场规模超过6万亿，2

吨以上车型组织个数为177.9万，平均每个组织的注册车辆数为

3.28辆，公路运输运力组织规模较为分散，依旧以小、散、乱占

据较高比例。此外，目前我国运输运力活动范围与效率不高，平

均效率处在较低水平，主要体现在车辆运效率偏低，当前月均公

里数5000以内的运力组织占比达到60%，月均公里数10000以内

的占比为84.3%，国际标准高效率运输车辆，即月均公里数大于

15000的占比仅为5.2%。

2.2公路运输分布不均衡

我国公路运输能力排名靠前的省份分别是山东、江苏、广东、

浙江等省市，均为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其合计运力

占总运力比例高达64.1%。而江西、甘肃、黑龙江等经济欠发达地

区公路运输能力排名较靠后，体现了公路运力在空间上的分布不

均衡。同时，按照公路运输车辆活动区域进行划分，一般意义上

2000公里以上的超长途占比仅为3%，1000到2000公里的跨经济

区运输占比为9%，500公里以内的省际运输占比20%，200公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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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城际交通运输占比达到55%，这显示出公路运输在运输距离

上的不均衡特点，运输效率低、单次成本高，成为了公路运输经

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制约瓶颈。

2.3公路运输市场萎靡

随着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凸显，以及铁路运输的快速发展，货

运结构转型的影响开始显现，建筑材料、集装箱、零担货物运输

需求减少，矿石、钢铁、焦炭等大宗货物更多得转向铁水运输。同

时，单纯的市场调节使得运输车辆出现结构性失衡，一些地区运

价的不透明导致区域性运价非常高，而与此同时，有的地区运价

一降再降，货运市场的秩序混乱，信息不对称，造成了运价的差

异性，加剧了公路运输经济市场萎靡。

3  公路运输经济优化途径分析

3.1合理规划公路运输布局

公路运输线路专线的建立和运营需要加强大数据资源的有效

合作，合理规划线路布局，更好的满足不同区域运输的需求。

根据服务对象和各地区实际情况，选址从路网布局人口密度、

出行概率等因素出发，充分发挥道路客运便捷的优势，便于旅

客集散、换乘和衔接。同时，还要考虑适应运输市场需要，便

于城市交通管理，与水运、航空、铁路干线网络能力相匹配，

以利提高综合运输效率。

3.2加强信息化数据分析

在宏观层面上，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信息化手段中图模型、

客户关系管理、社会网络分析、云计算等手段，提高道路货运市

场的运行监测分析能力，将公路运输经济市场网格化、数字化，平

衡区域供求关系，减小货运市场的过度竞争状态，提升长期低迷

的货运价格。在微观层面上，各公路运输企业主体要建立信息化

分析机制，不断将市场变化因素纳入到信息化管理体系，密切与

其他外部网络联系，充分适应市场变化，提高运输企业竞争力。

3.3提高公路运输质效

公路运输市场的经营主体是运输供给方，优化公路运输质效、

对产业链条进行整体升级，需要大数据多方位辅助，不断实现道

路货运市场的供需平衡。加快大数据服务体系“软平台”打造，搭

建公共信息平台，吸引更多的中小公路物流企业群体和社会运输

车辆司机群体，充分利用信息化平台的互联互通和信息资源整合

资源，提高运输质量与效率，推动我国公路运输经济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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