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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说明： 

1. 零担运价监测由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单独进行，零担

运输成本监测暂时取消。 

2. 整车运输成本监测按线路进行，即采集样本线路上单车、单

趟次运输成本，并同时采集线路的单车运价。  

 

一、样本单位选择 

1.样本城市 

货运出发地城市，选择普货道路运输货运量较大、运输线路覆盖

较广，货运物流企业发展较好的货运枢纽型城市。 

2.样本线路 

样本线路选择省内和省际之间常态化运营的线路。各货运始发省

份，样本线路数量和样本线路分布参照以下原则进行： 

（1）省内样本线路：选择 3～10 条，货运目的地城市为省内地、

市级及以上的货运枢纽城市。 

（2）出省样本线路：出省线路的货运目的地城市重点选择省会

城市、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直辖市，以及与始发城市货运联系

紧密的货运枢纽城市。样本线路数量及分布应能体现该区域的主要货

运方向。（货运线路的目的地城市参考名单见附表 1）。 

3.样本企业 

选择具有一定规模、管理相对规范、合法经营且有能力进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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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的货运物流企业。针对该样本企业确定样本线路，同时采集样本

线路的整车运价和运输成本。 

每条样本线路上，必须有 3～5 家样本企业报送数据。 

4.样本车型 

普货整车运输车型按照高速公路车辆限定载质量范围划分为三

类代表车型：代表车型一（限载 20 以下吨车型），代表车型二（限载

20 吨～30 吨车型，含 20 吨、30 吨），代表车型三（限载 30 吨以上

车型）。 

同一条运输线路，尽可能选择同一类代表车型进行运价和成本监

测，而且，优先选择大吨位车型为代表车型。同一家样本企业同一条

样本线路上运价监测和成本监测代表车型要一致。 

备注：整车的载重量有三种说法，分别是核载、限载和实载。核载指车辆

行驶证标明的车辆核定载重量，限载指高速公路计重收费整车不超重的限定载重

量，实载指整车运输的实际载重量。当前，整车的核载和限载并不一致，多数核

载要低于限载。而企业在合法合规运输的情况下，实载一般在核载和限载之间变

动，三者的关系为：核载≤实载≤限载。为便于核算整车的吨公里运价及监测运价

波动情况，选择整车的限定载重量作为整车运价的测算依据。 

5.样本单位调整 

样本单位（样本企业、线路等）的变动应及时通知部公路院，以

便更新系统中样本单位的基础信息。调整后第一次上报的采集表中，

必须用红色字体标注出新增的样本企业、样本线路等变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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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采集与报送 

1.运价类数据采集 

（1）线路运价界定：整车干线直达运输线路的市场报价。 

（2）数据采集频率：每月 1 次。 

（3）数据采集和报送方式：数据采集表上报或信息系统直报。 

每月 15 日～30 日为数据采集周期，在此期间数据采集员采集数

据；次月 1～3 日数据采集员将数据报送省运管部门和省技术支持单

位。次月 4～14 日，试点省市进行数据审核、计算、分析，并编制“道

路货运运价与成本监测分析简报”。15 日前，省运管部门将运价基础

数据、计算结果、本期分析简报等材料报送部公路院汇总。 

（4）基础数据采集表 

基础数据采集表见附表 2。 

（5）样本线路双向运价采集 

鉴于江苏省已经具备采集线路往返双向运价的基础，本期试点确

定江苏省开展双向运价采集试点工作，其他省市也应在有条件的线路

上采集往、返程运价。 

各省编制运价指数时仍以去程运价为基础。返程运价则作为分析

区域间经济往来特点、市场运力结构特征、运价与运输成本的关系和

运价变动的辅助信息，为更加准确、客观地分析市场行情提供依据。 

2.成本类数据采集 

（1）合理运输成本界定：具有一定规模，一定技术条件和管理

水平的经营企业，在合法、合规经营的前提下，开展道路货物运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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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活动所耗费的成本。 

（2）数据采集频率：一般每季度采集 1 次。成本项有重大变化

时，必须及时进行补充采集。 

（3）数据采集与报送方式：数据采集表上报或信息系统直报。

有条件的省市，建议有选择的采用上门采集的方式，走访样本企业，

以座谈会的形式，召集各部门运输业务负责人、车队的队长等掌握运

输成本信息的有关人员，对照该样本企业确定的样本线路，认真落实

每条样本线路上的单车运输成本数据。（运输成本信息数据项多且复

杂，有关数据分别掌握在不同人员手里，如果企业配合程度不高，单

靠某个数据采集员难以保障数据质量）。 

（4）基础数据采集表 

成本基础数据采集表见附表 2。 

每季度的第 1、第 2 个月为数据采集周期，在此期间试点工作组

采集数据；该季度的第 3 个月按照新的成本数据进行成本测算和分析。 

（5）成本测算：合理成本的测算、分析和数据报送要和运价监

测的频率一样，每月都要进行 。 

——季度前两个月的成本测算：成本项数据中，油价可能每月都

不一样，而其余成本项基本变化不大，因此，每季度前 2 个月的成本

测算，除油价外，其余成本项借用上一季度的数据，从而完成当月的

运输成本测算分析。 

——季度第 3 个月的成本测算：使用新采集获得的本季度成本数

据，进行当月成本测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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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油价数据，由省运管部门或省技术支持单位根据当期公布的

油价填报，一次性填入数据采集表，以保障油耗成本测算的统一性。 

例如：本期试点 6 月份开始报送第一期的成本数据，并测算 6

月份的成本水平。则下一季度的前 2 个月的成本测算，即 7、8 月份

的成本测算，油价采用 7、8 月份当月的油价，其他成本项则借用上

一季度，即 6 月份获得的成本数据，来完成 7、8 月份当月的成本测

算，以便于与 7、8 月份测算的运价水平进行比较，使得月度监测报

告都能完成运价和成本的比较分析。9 月份的成本测算则使用该季度

新采集获得的各成本项数据进行核算、分析。 

（6）数据报送：每月 15 日前，省运管部门将采集的成本类基

础数据、测算的平均合理成本以及成本变动分析简报等材料报送部公

路院汇总。 

3. 道路货运运价与成本监测分析简报 

在每期数据计算分析的基础上，试点省市撰写当月的“道路货运

运价与成本监测分析简报”，简报篇幅不宜过长。简报内容建议包括

以下几项重点内容： 

（1）运价指数行情 

运价指数波动曲线，波动原因分析（分析的角度主要从影响价格

波动的因素进行），并对未来的走势进行预测； 

（2）运价与成本行情 

当月运价和成本水平分析，可按不同的货运线路（省内、省际、

不同运输方向）、企业的差别、不同的运距区间等分类进行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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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油价和运价联动分析 

重点选择几条典型线路，持续跟踪每月的价格变化，并与油价变

动带来的油耗成本变化进行比较，监测“油运”联动状况。 

（4）其他角度的分析 

根据本地道路货运市场运行监测情况，选择其他的分析角度，在

道路运输经济运行有关方面进行分析、论证、解读市场运行的现象、

变化及规律等。 

三、计算方法 

1.平均运价的计算 

（1）样本线路代表车型的平均运价 

采用加权平均法，以样本线路上各企业同类车型的货运量作为加

权权重。 

         某样本线路的某车型整车平均运价 =
∑｛（𝑝 ÷ 𝑞 ÷ 𝑑） × （𝑞 × 𝑡）｝

∑（𝑞 × 𝑡 ）

=
∑（𝑝 ÷ 𝑑 × 𝑡）

∑（𝑞 × 𝑡 ）
 

其中： 

p：该样本线路各样本企业的某车型运价（元/车） 

q：该车型限载质量（吨） 

t： 该车型当月运输车次（车） 

d：该企业样本线路的运距（公里） 

注：小数点后保留 3 位小数，运价单位为元/吨公里。 

（2）分运距区间的平均运价 

分运距区间的市场平均运价，仅作为一种计算、分析数据的参考

方式，可在月度分析报告中使用，每月的基础数据报表中不用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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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加权平均法，以不同运距区间内各样本线路上各企业代表车

型的货运量作为加权权重。 

普货运输参考运距区间（单位：公里）为： 

运距区间：200 以下，200~400，400~800，800~1600，1600

以上； 

     某运距区间的普货整车运输平均运价 =
∑｛（𝑝 ÷ 𝑞 ÷ 𝑑） × （𝑞 × 𝑡）｝

∑（𝑞 × 𝑡 ）

=
∑（𝑝 ÷ 𝑑 × 𝑡）

∑（𝑞 × 𝑡 ）
 

其中： 

p：该运距区间内各样本线路各样本企业的各车型运价（元/车） 

q：该车型限载质量（吨） 

t： 该车型当月运输次数 

d：该企业样本线路的运距（公里） 

注：小数点后保留 3 位小数，运价单位为元/吨公里。 

2.运价指数的计算 

普货整车运价指数，以报告期货运量为权重。 

     当月的普货整车运价指数 =
∑｛（𝑝1 ÷ 𝑞 ÷ 𝑑） × （𝑞 × 𝑡1）｝

∑｛（𝑝0 ÷ 𝑞 ÷ 𝑑） × （𝑞 × 𝑡1）｝
× 100

=
∑｛（𝑝1 ÷ 𝑑 × 𝑡1）｝

∑｛（𝑝0 ÷ 𝑑 × 𝑡1）｝
× 100 

其中： 

𝑝1：报告期各样本线路上各样本企业各车型整车运价（元/车） 

𝑝0：基期各样本线路上各样本企业各车型整车运价（元/车） 

𝑞：该车型限载质量（吨） 

𝑑：该企业样本线路的运距（公里） 

𝑡1： 报告期各样本线路上各样本企业该车型当月运输次数 

注：小数点后保留 2 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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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均运输成本 

各样本线路上各代表车型的平均成本计算： 

采用加权平均法，以线路上各企业代表车型的货运量作为权重。 

               某条线路的某车型平均成本

=
∑（该线路上各企业该车型单车单趟的吨公里成本 × 该车型的货运量）

∑该线路上各企业该车型的货运量
 

=
∑｛𝐶 × （𝑄 × 𝑇 × 𝑀）｝

∑（𝑄 × 𝑇 × 𝑀 ）
 

单位为：元/吨公里。注：小数点后保留 3 位小数。 

各项成本分摊到单车单趟次运输，固定成本分摊按往、返计。 

其中： 

某样本线路上单个企业某车型单车单趟次运输吨公里成本： 

C=〖【｛［C1×（1-5%）-C2］÷Y+（C3÷12）+C5｝÷T÷α +（C7×

C8+C9+C10+C11+C12）】÷S+（C2÷100000）+（C4÷10000）〗÷（1-C6）÷

Q 

S：该样本线路上各样本企业线路运距（公里） 

Q：各样本企业该车型限载质量（吨） 

T：该样本线路上该车型单车月运输次数（次） 

Y: 整车折旧月数，车辆折旧年限为 8 年，则 Y 取值为 96 月 

α：固定成本往返分摊系数，α取值 2 

M：该车型车辆数 

C1：样本线路各样本企业该车型整车购置费用（元），整车残值按 5%提取 

C2：整车轮胎购置费用（元），轮胎损耗按 10 万公里计提 

C3：整车税、费（元/年·车）  

C4：维修保养费（元/万公里·车） 

C5：整车配备司机总薪酬（元/月·车）  

C6：单车管理费成本计提参数 

C7：去程燃油消耗量（升/车）  

C8：当前燃油油价（元/升） 

C9：去程通行费（元/车） 

C10：去程装、卸车费用（元/车） 

C11：去程司机停车、住宿等可报销费用（元/车） 

C12：去程其他支出费用（不包括违规、违章支出）(元/车) 



9 

附表 1：普货整车运输样本线路货运目的地城市参考表 

序号 行政区 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等货运枢纽城市 

1 直辖市 北京、天津、上海、重庆、 

2 河北 石家庄、邯郸、唐山 

3 山西 太原、临汾 

4 陕西 西安、榆林 

5 山东 济南、青岛、烟台、潍坊 

6 河南 郑州、洛阳、南阳 

7 辽宁 沈阳、大连、鞍山 

8 吉林 长春、吉林 

9 黑龙江 哈尔滨、大庆 

10 江苏 南京、苏州、无锡 

11 浙江 杭州、宁波、温州、义乌 

12 安徽 合肥、芜湖 

13 江西 南昌、赣州 

14 福建 福州、泉州、厦门 

15 湖北 武汉、宜昌 

16 湖南 长沙、岳阳 

17 四川 成都、绵阳 

18 贵州 贵阳、遵义 

19 云南 昆明、曲靖 

20 广东 广州、深圳、佛山 

21 海南 海口 

22 甘肃 兰州 

23 青海 西宁 

24 内蒙古 呼和浩特、包头 

25 新疆 乌鲁木齐 

26 西藏 拉萨 

27 广西 南宁 

28 宁夏 银川 

目的城市选定原则（优先级递减）： 

1. 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重要的物流通道节点城市）；

2. 2013 年国家发改委《全国物流园区发展规划（2013-2020 年）》确定的全国一、二

级物流园区布局城市； 

3. 2013 年城市 GDP 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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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数据采集参考样表 

样表 2-1                                    样本企业基本信息采集表 

公司名称   公司地址   邮政编码   

企业性质 A 国有或国有控股；      B 集体所有；         C 三资企业；         D 私营企业；           E 其他企业 

自有运输车辆（辆）   
企业资产总额（万

元） 
  年总货运量（万吨）   

年货运总营业

收入（万元） 
  

单位负责人   移动电话   固定电话   传真   

信息填报人   移动电话   固定电话   传真   

主要运营线路 

序号 
出发地 目的地 

线路运距（公里） 
货运线路上主要使用车

型限载质量（吨） 省份 城市 省份 城市 

1            

2            

…            

备注：年总货运量、年货运总营业收入按去年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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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表 2-2                                  普货整车运输价格基础数据采集表 

时间（年月）   公司名称   

采集员姓名   移动电话   固定电话   

主要运营线路 整车 

序

号 

出发地 目的地 
线路

运距

（公

里） 

代表车型一(限载＜20吨) 代表车型二(20吨≤限载≤30吨) 代表车型三(限载＞30吨) 

省

份 

城

市 

省

份 
城市 

限载质

量（吨） 

去程月

货运量

（车） 

价格（元/车） 
限载质

量（吨） 

去程月

货运量

（车） 

价格（元/车） 
限载质

量（吨） 

去程月

货运量

（车） 

价格（元/车） 

去程 回程 去程 回程 去程 回程 

1                                   

2                                   

3                                   

4                                   

5                                   

6                                   

7                                   

8                                   

9                                   

10                                   

…                                   

备注：去程月货运量（车）指该企业该车型在该线路上去程的月度发车总车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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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表 2-3                                 普货整车运输成本基础数据采集表 

时间（年、季度） 
 

公司名称 
 

采集员姓名 
 

联系电话 
 

运营线路 省     市 ——    省      市 S:运距（公里） 
 

该线路主要使用车型单车单趟次满载运输成本测算 

Q:车辆限载质量（吨） 
 

T:单车月均运输

趟次（次）  
M：该车型车辆数 

 

单车一般固定成本 该样本线路单车单趟次变动成本 

C1:整车购置费用（元/车） （包含车头和车身） C7：去程燃油消耗量（升/车） 
 

C2:整车轮胎购置费用（元/车） （整车所有轮胎，不含备胎） C8：当前燃油油价（元/升） (试点小组统一填写) 

C3:整车税、费（元/年·车） 
（包括保险费、车船使用税、年审费、

二维检修费） 
C9：去程通行费（元/车） 

 

C4:维修保养费（元/万公

里·车） 

各地酌情计提（计提参考标准：1000

元/万公里·车） 
C10：去程装、卸车费用（元/车） 

（如未含在管理成本

里，须单独填报） 

C5:整车配备司机总薪酬（元/

月·车） 
（该车所配备司机的总费用） C11：去程司机停车、住宿等可报销费用（元/车） 

 

C6:单车管理费成本计提参数 
各地酌情计提（计提参考系数：0.05，

管理成本占总成本的 5%） 

C12：去程其他支出费用（不包括违规、违章支出）(元

/车)  

各成本项的设置充分考虑 2 个原则：1.数据项简化，对企业难以填报准确的数据进行简化处理，比如 C4、C6、C8不向企业直接采集，由技术单位统

一测算和填报； 2.数据容易获得，尽量选择采集直接发生的、不用统计计算的成本数据，企业易于填报，而且数据误差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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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表 2-4                                    普货整车运输运价与成本测算表 

时间（年月）   试点省市   

信息报送员姓名   移动电话   固定电话   

货运线路 整车运价和成本（元/吨公里） 
当月运

价指数 

序号 出发地 目的地 
运距 

（公里） 

车型一(限载＜20 吨) 车型二(20 吨≤限载≤30吨) 车型三(限载＞30 吨) 
整车运

价指数   省份 城市 省份 城市 
去程

运价 

返程

运价 
成本 

去程 

运价 

返程

运价 
成本 

去程

运价 

返程

运价 
成本 

1                      

   

2               

3               

4               

5               

7               

8               

9               

               

               

整车运价指数按去程运价计算。返程运价不参与运价指数计算，仅作为和去程运价的比较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