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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货运交易市场现代物流模式及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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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路货运交易业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 ,已经形成了具有 43 600多家经营业户的业态规模 ,

在公路运输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运输组织 、中介服务职能。通过研究货运交易业的现状与发展趋

势 ,针对目前货运交易业存在的货运市场空间布局无序 、交易分割封闭 ,综合物流服务能力低等方

面的问题 ,提出了货运交易空间载体有形化 、货运交易层次化 、网络化阶段与货运交易服务模式物

流化“三阶段”发展的模式及相应的运行机制 ,以突破目前分散 、封闭的交易运作方式 ,促进公路货

运交易向可持续的 、网络化 、物流化方向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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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 o re than 10 years'highw ay freig ht m arkets in China have been developed into a

relatively big size w ith about 43600 f irm s , and have played an im po rtant roles in o rganization and

intermediatio n of t ranspo rtation. This paper researches the situat ion and trend of this industry ,

and aimes at disordering spat ial layout , g radat ion of f reig ht t ransactio n and capaci ty of

com prehensive logistics , then brings fo rwa rd “ three-phase” pattern consisting o f const ruct ing

spatial archi tecture , set ting up informat ion plat fo rm o f trade business , developing supply chain

logistics fo r f reight agency indust ry and ope ration mechanism so as to break through the boundary

fo rmed by individual broker o r agency , and prom ote highw ay freig ht agency and service indust ry

to sustainable and mode rn netw ork lo g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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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社会资本尤其是个体

资本开始大量地进入公路运输行业 ,社会资本的涌

入一方面带来了公路运力供给的大幅度增长 ,另一

方面使公路运输行业的运力组织形式 、规模 、经营形

式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 ,形成了供大于需 、小型化

甚至个体化的卖方公路运输市场 。运力组织小型化

的结果导致承运人根本无力去组织与承揽货源 ,而

公路运输业又具有生产与消费同时性的特点 ,货源

组织是运输生产得以开展的前提条件 ,这种货源组

织的复杂性与承揽人能力之间的不协调性催生了一

种新型的公路运输服务行业 ,即公路货运交易行业

的出现[ 1-2] 。



公路货运交易最先出现的形式是各种各样的运

输信息服务部 、配载服务部 ,它们大多是自发形成

的 ,散布于城市各处。这些货运信息服务部一般规

模都很小 ,3 ～ 5个工作人员 ,几部电话 ,或有几十平

方米的营业场地。虽然规模小 ,但也是从事公路运

输服务的独立法人 ,是货主与运力提供者联系的中

介。从根本上来讲 ,从事公路货运交易服务的各类

经营业户的出现与发展 ,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也不

是政府调控市场的产物 ,而是市场经济催生的产物 。

公路货运交易由于它适应了公路运输市场发展

的需求 ,所以发展十分迅速。近年来 ,这类从事公路

货运交易服务的业户已经达到了 43 600户 ,对于保

证公路运输业的正常运行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

但是 ,到目前为止 ,总体来看 ,无论是游离于有形化

市场之外的 、还是进驻在市场之内的公路货运经营

业户 ,他们的经营模式还仍然处在小作坊小生产状

况 ,仍然只能在受理有限的车 、货范围内完成对车货

的撮合 ,他们为车货提供的服务仍然主要限于为车

找到货 、为货找到车 ,而这些与形成统一开放的运输

市场 ,与发展现代物流要求有着相当大的差距 。其

具体表现为①货物进场交易量小 ,大部分货物在场

外交易;②货运交易市场点多 、规模小 、服务功能有

限 ,布局不合理;③货运交易市场机制不完善 ,缺乏

有序的引导;④缺乏对车主的安全认证体系;⑤货运

交易市场的信息化程度低 ,货运信息不畅;⑥货运交

易市场没有实现网络化运作 ,组织方式落后 ,停留在

各自分散经营的层面;⑦货运交易市场对外连接功

能弱 ,尤其没有成为公路与其他运输方式之间的纽

带;⑧经营业户的客户意识 、供应链管理意识薄弱 ,

为客户提供一体化物流服务的能力弱[ 3-5] 。

因此 ,改变货运交易业的“散 、小 、乱 、差”落后现

象 ,用先进的物流理念与信息技术改造与整合现有

公路货运交易业 ,推进其模式的更新与升级 ,更好地

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 ,是当前该行业面临的现实

重要问题 。为此 ,本文提出货运交易市场发展的“三

阶段”模式及相应的运行机制 ,旨在探索中国公路货

运交易市场实现向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思路。

1　货运交易空间载体的有形化

货运交易空间载体的有形化 ,包含三方面含义:

一是集零为整 ,将散布于城市各处的公路货运服务

部 、车辆配载等货运中介经营业户适当集中 ,形成若

干个有形的货运市场 ,这种市场不仅要做到空间上

的有形化 、显性化 ,而且要适当提高市场级的服务能

力;二是要实现有形市场空间布局的合理化 ,形成一

个与当地交通运输需求 、与城市交通运输网络特点

相适应的货运交易有机系统;三是要从政策 、管理等

方面入手 ,促使更多的公路运输劳务交换在货运交

易市场中完成 ,提高进场交易量 。

当前 ,全国各地已建成或自发地形成了一批货

运交易市场 ,据统计全国有形货运市场达到 1 460

个 。货运交易市场的出现与兴起 ,实现了货运交易

经营业户在空间上的相对集中 ,并日益成为车主 、货

主交换运输劳务的重要场所 。货运交易市场具有如

下特征和优势:较大面积的停车场所 , 较强的为车

辆 、车主或驾驶员服务的资源与能力;建有一定的仓

储服务设施 ,为货物的集散提供设施条件;空间显

性 、醒目性突出 ,提高车主 、货主使用货运交易市场

的方便性与可能性;聚集众多的交易经营业户 ,为车

主 、货主实现交易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将分散交易

业户分别集中到几个大的货运交易市场 ,方便管理 ,

塑造公路运输交易的新形象
[ 6-7]

。

总之 ,和分散的经营业户模式相比 ,货运交易市

场集中了更多的运输服务要素 ,提供了更多的运输

资源 ,因而其具有的功能远远地超过了单个经营业

户的服务功能。所有这些 ,使货运交易市场形式具

有比分散的经营业户模式更强的服务能力与更多的

优越性 。促进公路运输交易市场的发展 ,实现公路

货运交易空间的有形化 ,是货运交易业发展的必要

选择 ,是公路运输交易走向有序化 、网络化 、物流化

的重要一步 。

有形货运交易市场形成后 ,重点在于增加进场

交易量 ,否则有场无市 ,就会被市场所淘汰。为此 ,

建议采取如下措施 。

(1)加强对货运流量 、流向的调查与预测 ,在货

运市场交易选点布局上下功夫。通过货运交易市场

的空间合理布局 ,使它具有成为旺市的服务需求条

件 、交通环境条件 、场所条件 、货源条件 、车源条件。

货运交易市场的规划与建设必须服从于城市总体规

划布局 ,一方面要体现靠近货运产生地的原则 ,能积

极为广大的生产制造企业和商业流通企业提供便

捷 、快速和安全的服务;另一方面又要实现保护环

境 、缓解城市交通压力的目的。通过分析城市货物

的流量 、流向进行合理的布局 ,引导货流重新进行空

间上的合理分配。

(2)清理不规范的交易市场或配载点 。公路运

输主管部门在充分调研货运市场的基础上 ,应对货

运自发形成的交易场所进行整顿清理 ,重新进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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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全面的清理登记 、依法审批 ,重点整治各类经营户

的经营资质和经营行为 ,倡导规范化经营;另外 ,可

对自发形成的交易场地进行取缔或通过重新规划和

建设对其进行培育和规范 。

(3)提供增值服务 ,吸引货运交易进场 。首先 ,

改善货运交易市场的配套设施 ,通过与工商 、税务 、

公安与海关联合办公等措施为交易双方提供一个有

利于降低总体成本 ,提供进出口代理 、仓储 、运输“一

站式”服务的经营环境;其次 ,为进场的经营者提供

税收 、租金及物业管理费等方面的优惠 ,重点培育市

场的人气;第三 ,健全交易市场的管理机制 ,形成稳

定的经营群体与客户群体 ,如采用会员制形式 。会

员制是向场内交易的车辆发放会员卡 ,此卡一方面

具有驾驶员身份验证功能 ,同时也可实现其他增值

服务:车主会员持卡到联网的货运信息交易市场消

费可实行优惠 ,而且对于货物 、车辆在此交易过程的

安全给予一定的保险 ,如果在此运输过程中出现事

故 ,可以通过此卡获取一定的保险赔偿 。

(4)加强政策与法规的建设 ,促进货运交易的规

范化 ,保护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

在当前 ,需要制定必要的政策 ,减少 、避免发生

于公路运输中的“崩货”现象 ,合理解决发生的商务

纠纷问题 ,建立运输价格正常的形成与调控机制 ,对

于促进货运交易业的健康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

当前货运交易的核心任务是建立布局合理 、具

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有形市场 ,提高进场交易量 ,促

进货运交易的规范化 ,保护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 。

在此阶段 ,货运交易市场的中介主体仍然是各经营

业户 ,货源与运力还只能在货运经营业户所联系的

有限的车源与货源中进行 ,运输劳务交换还是在分

割的交易空间中实现 ,这种分散的由各货运经营业

户封闭的交易空间的经营状况 ,阻碍着货运交易质

量的提高 ,运输资源得不到有效的整合 。所以 ,突破

这种以经营业户所联系的车 、货源为范围的分割 、封

闭的交易空间 ,实现车源 、货源信息的流动 ,是公路

货运交易在发展阶段中需要着力推进和重点解决的

问题 。

2　货运交易层次化 、网络化

货运交易网络化的思路是利用计算机技术 ,实

现货运交易范围配载的层次化 、网络化 ,实现车源与

货源较好地寻优结合 。货运交易层次化 、网络化的

主要运行方式是:货运交易市场中的车 、货配载首先

在中介此交易的经营业户或配载点所联系的车源 、

货源范围内进行。当车辆或者是货物在这样一个端

点无法取得满意的积配时 ,由经营业户将此数据发

往市场内各其他配载端点寻优积配 ,如果在市场内

仍然得不到满意解 ,则可依次继续向上层提交 ,寻求

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车 、货的寻优结合 。例如 ,某一车

辆 ,寻找异地返程货源 ,则可以通过这样的网络 ,将

需求信息传递到异地货运交易市场 ,通过异地端点

揽到返程货源[ 8] 。

实现这种货运交易的关键在于要建立支持这种

跨市场 、跨市乃至跨省的车 、货寻优结合的计算机信

息网络 。建立这种网络的办法是依托公用数据网 ,

把地域分布的各货运交易市场的计算机局域网互联

起来。其网络结构如图 1 所示。它具有三层结构 ,

分别是省货运交易所 、地市货运交易信息中心 、货运

交易市场或配载点 。

图 1　公路货运交易网络

2. 1　网络层次结构

货运交易市场(配载点)局域网:货运交易市场

局域网络是由市场内各经营业户的计算机节点互联

而成 ,并且与市场外的货主 、车主 、铁路 、港口 、航空 、

银行 、海关等联接起来 ,形成现代化的基于网络的场

内经营业户业务运作平台。交易市场局域网 ,一方

面通过地市货运中心 ,接入到上层交易网络 ,同时也

可以通过 Internet 接入到上述系统环境的网络中 ,

从而为经营户与车主 、货主和其他运输方式的联系

建立起电子通道。

地市货运信息中心:地市货运信息中心是地市

域内跨市场货运交易的技术支持平台 。一般说来 ,

地市货运信息中心应是本地区规模最大 、设备最先

进 、管理最现代化的货运交易市场。它承担市域内

货运交易市场与货运配载点互联起来的网络中心任

务 ,支持市域内的车辆 、货物优化积配 ,同时又是市

域各互联节点与市外其他节点的通信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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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货运交易所:省货运交易所是全省货运交易

市场信息的汇集点 ,是全省货运交易的信息中心 ,同

时是跨市乃至跨省货运交易的信息支持平台 。其主

要职责是:①为用户提供物流信息和集中交易场所;

②接受 、汇总和分析交易市场的物流信息 ,发布道路

货运行情及其他相关信息;③设计道路物流信息系

统 、协议基本格式和货运交易协议格式推荐文本;④

跨市货运交易的数据存储 、处理与配载中心。

2. 2　货运交易业务运行机制

利用公共通信数据网 ,将全省各货运交易市场

有机地联系起来 ,形成高效的数据与信息传递平台 。

用户经交易市场注册取得用户卡后 ,与注册地

交易市场签订道路货运交易信息系统货运交易协

议。用户凭用户卡可在各交易市场从事道路货运交

易活动。交易市场采用协商交易和竞价交易两种方

式 ,并可以自由选择在交易市场内交易或在交易市

场外交易 。交易市场外交易是指在货运交易中心的

道路货运交易信息系统联网用户单位和停车场所进

行的交易 。

交割手续:在交易市场内发生的货运交易 ,由货

物承运人在交易市场办理货运交割 ,并由该交易市

场凭交割单办理相关的运输手续。在交易市场外 ,

由用户单位通过该系统将交易信息传输给交易市

场 ,经交易市场确认并发回电子货运交割单 ,用户单

位根据电子货运交割单向交易市场办理相关的运输

手续 。

争议处理:交易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发生争议 ,可

以自由协商解决或者申请交易市场调解 ,也可依法

申请仲裁或者提起诉讼。用户与交易市场发生争

议 ,可以自行协商解决或者申请交易中心调解 ,也可

以依法申请仲裁或者提起诉讼 。

自律机制:货运交易中心和各交易市场应当加强

协作配合 ,共同维护物流信息中心运作规范有序地运

行 ,并通过联系会议 、合约等形式建立自律机制。

2. 3　建设策略

(1)信息交换与接口标准

货运交易涉及到众多的环节 ,涉及到数据在多

个端点间传递 、交换与沟通问题 ,因此首先要明确网

络节点间信息交换的主要内容 ,统一信息交换的格

式 ,并制定出相应的信息交换标准 。主要包括:根据

跨端点业务的需求 ,确定交换信息的内容 ,设计信息

流存储结构;规定各类数据的安全级别与使用权限 ,

对使用数据的用户及可操作的数据内容和范围作出

界定;对信息流作出内容与格式的定义 ,达到网络内

各节点高效共享数据的目的 。

(2)节点网络

强化货运交易市场级的信息平台建设 ,这是整

个网络的基础环节 ,也是网络运行是否能取得成效

的关键性因素。如何激发运输市场 ,加强运作平台

建设;如何使各经营业户自觉地运用现代化的电子

系统来运作业务 ,需要从政策层面上进行研究 ,并作

出科学的安排。省 、市级网络中心的建设 ,也要创新

建设经营方式 ,用市场的方法来解决如何运作 ,如何

发展的问题 。

(3)分层配载

配载层次是指车源 、货源配载的范围 ,分别有基

本级 、市场级 、市域级 、省域级 、跨省级等五级。

基本级配载是指经营业户在其中介的车源 、货

源所完成的车货配载。市场级配载是指配载是在同

一货运交易市场内所完成的 。市域级配载是指货运

交易的车源 、或货源信息分别来自市域内的不同货

运交易市场 。省域级配载是指进行配载的车源 、货

源信息来自省内不同的货运交易市场 。跨省级是指

车源 、货源信息来自不同省份的货运市场 。

可以预见 ,实施分层配载可以更好地完成实现

车辆 、货物的优化积配 ,并且符合现代经济活动与技

术的发展趋势 ,是突破运输信息 、运输市场封闭的关

键性机制设计。

这一阶段主要特点是用计算机技术与设备 、通

信技术与设备打造出公路货运交易的计算平台 ,实

现货运参与各方的便捷的数据信息交流 、存储 、处理

与使用机制 ,并根据公路货运交易的特点 ,制定适合

这一特点的货运分层配载与交易机制 ,从而促进货

运信息在更大范围的流动 ,提高货运交易的质量和

运输车辆里程利用率与运输的组织化 、有序化程度。

但在这一阶段 ,所提供的服务虽然突破了原先所形

成的交易辟垒 ,促进了信息的流动 ,但整个服务还是

停留在较单纯的交易中介层次上 。用物流的观点来

思考 ,这种服务模式仍然有发展的空间 ,也有进一步

发展的必要 。

3　货运交易服务模式物流化

以客户为中心 、向客户提供供应链物流服务是

现代物流发展的方向。货运交易市场第二阶段发展

模式中虽然实现了计算机联网 ,实现了物流需求信

息的部分集中 ,但是由于货运交易的服务内容单一 ,

仍然处在中介状态 ,对车主与货主所发生的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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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有限 ,主要是牵线搭桥状态 ,这种状态从发展物

流的角度来看 ,仍然具有发展的空间。物流是要求

与客户紧密结合 ,为客户提供供应链物流服务 。因

此 ,提出货运交易市场发展的第三阶段:即货运交易

物流化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发展内容是 ,以客户

为中心 ,以提供供应链物流服务为目标 ,通过重组 、

连锁 、兼并和股份化等形式 ,将货运交易的主体由原

来的经营业户重组成一批以第二阶段建立起来的计

算网络为平台的区域性 、网络化的具有第四方物流

性质的市场联盟 。由货运交易经营业户跨区域而形

成的第四方物流公司的目标是成立商业实体 ,实现

对运输资源的整合 、资源的优化配置 ,拓展业务 ,延

伸物流服务链条 ,为客户提供物流计划 、物流控制 、

仓储 、配送等供应链物流服务
[ 9]
。

对物流需求方来说 ,货运交易市场联盟作为一

个总的物流代理。其具体运行机制如下:客户向货

运交易市场联盟成员发出物流服务需求 。货运交易

市场联盟接单 ,实现“一票负责制” ;然后联盟根据客

户的需求 ,在货运交易市场内经营者中间挑选符合

要求的经营户(物流提供方);联盟在履行客户的服

务时 ,采用虚拟物流联盟的形式。

在加强为客户提供综合物流服务能力建设的同

时 ,要注意加强对物流全过程的控制与管理 ,提高物

流服务的质量。主要是应用 GPS系统 ,强化对车辆

的跟踪 、调度与控制 ,实现货物运输的全过程实时监

控;应用 EDI 等信息机制 ,实现运输单据等数据传

递的无纸化 、自由化;开发货运信息系统的身份远程

验证功能 ,通过系统提供的身份远程验证功能 ,确保

货物运输安全。

4　结　语

目前 ,货运交易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

的业态 ,它在运输业中发挥着运输组织 、中介代理的

重要作用。本文研究了货运交易业的现状与发展趋

势 ,提出了使公路货运交易突破目前分散 、封闭落后

运作模式的“三阶段”发展模式及相应的运行机制与

方案 ,对于促进货运交易业向可持续化 、网络化 、物

流化方向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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