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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背景 

2020年初，我国湖北省武汉市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后确认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下称“新冠肺炎”）。1 月 23 日起，我国新冠肺

炎疫情进入快速发展期，30 个省市陆续出现感染病例，我国社会经

济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受到巨大冲击。本次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新冠

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

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对疫情，在党中央正确领导

下，我国连续采取有力措施，周密部署、科学防疫。除局部地区外，

多数疫情地区降低应急响应等级并陆续解封，社会各项生产生活已基

本恢复至正常运行状态，疫情防治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胜利。 

公路货运作为国民经济运行基础性服务行业，与全社会生产生活

紧密相关，疫情期间，运输网络体系总体受到较大冲击，货运产业链

体系运转受到显著影响，但总体呈现出了良好的抗冲击能力，公路货

运体系体现了良好的韧性。同时，在抗疫与复工复产过程中，公路货

运在重点医疗和生活物资运输中也发挥了有力的支撑保障作用。为全

面回顾、评估我国公路货运体系在本次疫情期间受到的影响，以及其

在抗疫救援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长安大学联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

究院、北京中交兴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编写了《中国公路货运疫情影

响分析简报》，从行业受疫情影响过程、影响程度、抗疫保障等方面

进行了分析与阐述。 



二、相关说明 

1、报告数据来源说明： 

 货运行业数据主要来源于“全国道路货运车辆公共监管与服务

平台”（下简称“平台”）中货运车辆运行数据1。 

 经济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1-5月份）。 

 疫情数据来源于国家及各地方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数据。 

2、报告时限及疫情期限界定说明： 

 报告中所使用公路货运活动数据时限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年 5月 31日。 

 根据疫情发展情况，报告以 2020年 1月 14日（农历腊月二

十）为疫情影响分析时间起点，以 2020年 5月 31日（农历闰四月

初九）为时间终点，共 139天。报告中疫情发展初期是指 1月 14日

至 1月 22日，疫情发展中期（严重时期）是指 1月 23日（武汉封

城）至 3月 25日（湖北解封），疫情发展后期是指 3月 26日至 5月

31日。 

                                                   
1
 截至 2020 年 4 月，该平台共有货运车辆 630 万辆，约占全国重载货运车辆的 95%。平台使用北斗等定

位技术，对车辆运行全过程进行实时追踪，可完整反映车辆活动过程。 



三、主要数据 

1、受疫情影响，全国公路货运生产总体受到较大冲击。数据显示，

2020 年一季度公路额定运输量与额定周转量2降幅分别为 26.33%，

25.09%（据统计数据，公路货运量及周转量同比降幅分别为 35.46%、

38.04%3）。疫情期间，公路货运整体运输效能4损失约为 17.6%。 

2、疫情期间，公路货运活跃水平普遍下降，多数地区运力活跃水

平降幅接近 60%；货运车辆日均营运里程损失约 29公里，同比下降

约 22%；日均营运时长减少约 0.8 小时，同比下降约 29%；其中，

重点疫区公路货运生产活动出现暂时停滞，湖北籍车辆活跃水平降至

全国平均水平 60%以下；日均营运里程减少约 70公里，同比下降约

57%；日均营运时长减少约 1.57小时，同比下降约 61%。 

3、伴随全国范围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公路货运体系表现出了较

强的恢复能力，为全社会复工复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与保障。2020年

1月 14日至 2020年 2月 2日，历经 20天，全国 83%的城市公路

货运流量增长率同比下降达到最大幅度，与疫情扩散速度基本一致。

2020年第一季度，全国约 30%城市公路货运车辆流量相比去年同期

损失过半。但 2月 15日起，全国各地复工复产加速，公路货运行业

反弹明显；3月 25日，即疫情大规模爆发 72天后，货运行业活跃水

                                                   
2
 额定运输量及额定周转量以平台车辆所记录额定载重量计算。 

3
 2020 年 4 月 30 日，交通运输部经济运行分析公告显示，一季度全国公路货运量降幅为 22.2%，此数字

为根据 2019 年货物运输量专项调查调整后数据计算。 
4
 货运系统整体运输效能：定义为运输量损失、周转量损失、车速损失、日均营运里程损失、营运时长损

失的均值。 



平基本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公路货运输效能显著回升，整体复工系

数约为 1.26，复产系数约为 1.17，货运行业总体显示出了良好的抗

冲击能力与韧性。 

4、疫情期间，以高速公路为主的公路货运体系发挥了重要的应急

保障作用。2 月 15 日，交通运输部印发《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免收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的通知》，决定疫情期间免收收费公路通

行费。受政策影响，全国公路货运车辆使用高速公路比重提升约

16.6%，货运总运输里程中约 70%的份额在高速公路上完成。同时，

公路货运车辆日平均营运速度上升为 47公里/小时，同比提升约 8%；

其中货运车辆在高速公路上的平均速度为 67.52 公里/小时，同比提

升约 6.5%。1月 23日，武汉及湖北各市陆续开始封城后，各地积极

开展救援行动，向疫区运送医疗及生活物资。疫情期间，湖北境内外

籍车辆比重同比上升 25%，华南、华东地区货运网承担了重要救援职

能，南阳、岳阳等省市成为重要节点，途径湖北的 15条国家高速公

路在此期间承担了全国约 28%的货运流量。 

 

 



四、公路货运行业受疫情影响及恢复情况 

1、疫情期间，公路货运整体受较大影响，在疫情出现约 20天后，

全国多数城市货运流量下降至最低水平，伴随防疫工作及复工复产推

进，整个行业快速恢复，在疫情出现约 70天后，公路货运活跃程度

已经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显示出了较强的自我修复与抗冲击能力。 

2020年 1月 23日（农历腊月廿九）起，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快

速扩散，武汉市率先实行封城策略，采取高等级管控措施。在此期间，

公路货运行业受疫情与春节假期双重影响，日活跃车辆比重在降至全

年最低水平（5%以下，与 2019年基本持平）后，未能快速回弹，在

春节后近 20天内仅维持在 10%左右，活跃水平损失在节后第 22天

左右达到最大，超过 40%，整个疫情期间货运车辆活跃水平日均损失

约为 12.2%。 

 

图 1 2020 年与 2019 年全国货运车辆同期活跃水平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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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9日（农历正月廿六）之后，疫情快速发展势头得到有效控

制，每日确诊人数接近零增长。公路货运活跃水平开始快速回升。同

时，受全国收费公路免费政策等因素影响，货运车辆活跃水平迅速反

弹，行业活力逐渐恢复，于 3月 25日（农历三月初）左右，即疫情

爆发约 72天后，基本回升至去年同期水平。 

同时，月度数据显示，2020年 4月、5月，公路货运车辆营运里

程规模均超过了去年同期，显示出了公路货运行业良好的抗冲击和回

弹能力。2020年 5月份全国各地市及地市间的同比数据显示，除华

北北部、西南东部、新疆、西藏、黑龙江等局部边疆地区外，全国多

数城市货运流量已经恢复至去年水平，同时，华中、华南、西北及东

北大部地区的货运活动规模超过去年同期。 

 
图 2 2019-2020 年全国 1-5 月公路货运总里程同期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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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20 年 5 月全国各城市公路货运流量恢复情况 

 

图 4 2020 年 5 月全国各城市间货运流量恢复情况 

  



2、受疫情影响，公路货运车辆生产效率水平显著下降，日均营运

里程下降明显，但在恢复期间出现较大反弹，日均营运里程超过去年

同期水平。在疫情得以有效控制后，公路货运活跃水平不断回升的同

时，货运产能也迅速恢复，整体复工系数约为 1.265，复产系数约为

1.176，复工复产推进顺利。 

根据平台数据，报告对 2020 年疫情期间公路货运车辆每周平均

营运里程水平进行测算，并与 2019年同期情况进行对比。结果显示，

疫情发展中期，全国货运车辆营运里程规模显著低于 2019 年同期，

全国货运车辆周均营运里程均值为 725.8公里（2019年同期为 928.7

公里），差值约 203公里，日均损失约为 29公里，同比下降约 22%。 

 

图 5 疫情期间全国公路货运车辆周均营运里程同比变化情况 

伴随全国范围内防疫工作积极有序推进，社会生产生活各项功能

逐步恢复，公路货运行业活跃水平与生产能力快速回弹。平台数据显

                                                   
5
 复工系数使用货运车辆活跃水平表示，即每周车辆活跃水平增幅。 

6
 复产系数使用额定周转量恢复弹性表示，即额定周转量相对车辆活跃水平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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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在快速恢复期，公路货运车辆总体复工系数约为 1.26。3 月 25

日后，货运车辆活跃水平已接近去年同期，增幅逐渐稳定，复工过程

基本结束。与此同时，周额定周转量与车辆活跃水平增幅对比显示，

货运周转量相对车辆活跃水平的弹性也保持了较高水平，弹性系数在

1.17左右，表明在公路货运行业在快速复工的同时，运输产能也表现

出了较高的恢复水平，复产过程基本结束。 

图 6 2020 年货运活跃车辆数周占比及额定周转量弹性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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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封后，货运车辆活跃水平损失程度迅速回落，4 月初出至 4 月 20

日左右，车辆活跃水平损失程度基本维持在 10%以下。2020年 5月，

湖北省公路货运车辆营运总里程已经超过去年同期。 

 
图 7 湖北籍货运车辆 2019 与 2020 年活跃水平变化情况 

 

图 8 2019-2020 年湖北籍公路货运车辆 1-5 月总里程同期对比 

4、疫情期间，货运车辆使用道路类型及效率发生较大变化，收费

公路通行费减免政策使得高速公路利用水平显著上升，政策实施后高

速公路利用比重同比上升 25%左右，同时，公路货运通行效率有所

提高，车辆平均车速提升约 8%左右，收费政策恢复后，高速公路比

重及运行速度回落至正常水平。 

0%

10%

20%

30%

40%

50%

60%

70%

1/1 1/8 1/151/221/29 2/5 2/122/192/26 3/5 3/123/193/26 4/2 4/9 4/164/234/30 5/7 5/145/215/28

2019年车辆活跃水平 2020年车辆活跃水平

0

2

4

6

8

10

12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单
位
：
亿
公
里

2019年 2020年



为充分发挥交通运输业的服务与保障职能，减缓疫情对全社会经

济生产生活带来的冲击与影响，交通运输部于 2020年 2月 15日下

发《交通运输部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免收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

的通知》，决定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免收全国收费公路车辆通

行费。疫情期间，货运车辆行驶高速公路里程比重均值为 63.25%，

较去年同期（46.67%）上升 16.6 个百分点。其中，在政策实施后，

高速公路运输份额显著上升，里程比重迅速攀升至 70%左右，同比增

长 25%左右，高速公路运输系统有力支撑了疫情期间各类生产生活

物资的输送与医疗等应急物资的救援保障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 

 

图 9 2020 年全国货运车辆使用高速公路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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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测算结果显示，疫情期间，货运车辆平均车速为 47 公里/小时，

较去年同期（43.63公里/小时）增加 8%左右。2月 23日，平均速度

达到峰值，为 50.5公里/小时左右。月度数据表明，全国货运车辆运

行速度在五月份基本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 

 

图 10 2019 与 2020 年全国货运车辆同期营运速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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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重点疫区（湖北）外，信阳、岳阳、泰州、鹤岗等 20%的城市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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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流量水平降幅较大，平均约为 69%；渭南、泉州、徐州、衡水等

63%的城市降幅处于中等水平，平均降幅为 50%；北海、宜春、丹东、

茂名等 13%城市受影响程度较小，平均降幅约为 32%以下；重点疫

区（武汉及湖北其他地区）总体平均降幅约为 83%。 

从城市间公路货运流量下降水平看，疫情初期，全国各城市间流

量下降幅度较小，伴随疫情态势不断发展，受湖北部分城市封城影响，

湖北地区各城市间流量均出现大幅下降。此外，河南信阳到湖北孝感、

湖南岳阳到湖北咸宁、安徽六安到湖北黄冈等出现较大降幅，与湖北

相邻的周边省份中，河南、湖南、安徽三省率先受到显著影响。湖北

周边城市间、京津冀地区城市间、多数西部地区城市间等流量下降超

过 70%，而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华中地区东部等城市间流量下

降较小，降幅大多在 25%以内。 

  



 

 

 

 

 
图 11 全国公路货运流量对比（左列自上而下为 2019 年 1-5 月，右列为 2020 年 1-5 月） 



针对典型发展地区（城市群）的分析结果显示，受疫情影响，全

国八大城市群公路货运流量水平相较去年同期整体呈大幅下降态势。

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关中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及长三角

城市群受影响则较为显著。疫情严重时期，所有城市群货运流量损失

均过半，中原城市群降幅为 62.56%，关中平原城市群降幅为 58.85%，

京津冀城市群降幅为 53.39%，长三角城市群降幅为 50.37%，成渝城

市群降幅为 50.14%。2020年 5月，伴随复工复产过程基本结束，各

城市群流量基本恢复正常，且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成渝等城

市群流量水平均超过去年同期。 

 

图 12 疫情时期全国八大城市群货运流量同比变化情况 

 
图 13 2020 年 5 月全国八大城市群货运流量同比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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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路货运在抗疫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1、疫情期间，公路货运成为抗疫救援的重要保障力量，在全国统

一的调度指挥基础上，重点疫区（湖北省）外籍车辆比重提升显著，

各地公路运力有效发挥了应急响应职能，高度体现了公路货运网络的

保障能力与协作效率。 

公路货运作为社会各类物资有效流通的“主动脉”之一，在全国

抗疫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保障了全社会各类生产生活、应急

救援、医疗卫生物资的输送，为防疫抗疫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以重

点疫区（湖北省）为例，1月 23日（农历腊月廿九），武汉市率先启

动封城管制措施，受此影响，湖北籍货运车辆异地营运率7快速下降，

疫情发展严重时期最低下降至 10%左右；同时，外省货运车辆无法进

入疫区，导致湖北境内货运车辆车籍混合率8也迅速下降至 25%左右。 

 

图 14 湖北省货运车辆异地营运率同比变化情况 

                                                   
7
 异地营运率：本地籍贯车辆在外地营运活动占全部活动过程的比重。 

8
 车籍混合率：在本地运行的外地籍贯车辆占本地活动总车辆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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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疫情防治工作陆续展开，为保证重点疫区生产生活正常运转

及医疗救助工作有序进行，全国各地区陆续通过公路运输向疫区输送

各类物资，2月 9日左右，湖北省内外籍车辆比重迅速攀升，在之后

近 30天内，湖北境内车籍混合水平均保持在 50%及以上，最高时期

达到 65.61%。全国范围内的运力联动和高度协同为本次抗疫工作提

供了重要支撑保障。 

 
图 15 湖北省货运车辆车籍混合率同比变化情况 

疫情期间，全国多省市货运车辆均针对重点疫区开展了联合援助

行动，湖南、河南籍抗疫援助车辆比重突出，车辆占比分别达到

22.41%、18.12%。其他省市货运车辆也在抗疫物资运送过程中发挥

重要作用，新疆、黑龙江、云南、广西等距湖北较远地区也积极参与

其中，货运车辆占比分别达到 0.04%、0.13%、0.97%、2.72%。在

救援线路方面，以湖北为中心的多条运输路径发挥了重要职能，华南、

华东地区线路流量水平较高，其中，“佛山—广州—清远—韶关—郴

州—衡阳—株洲—湘潭—长沙—岳阳—荆州”成为本次疫情期间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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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线路。南阳、岳阳、湘潭、驻马店、长沙、株洲等城市成为主要

救援线路节点，途径上述城市前往湖北各市的公路货运救援车辆比重

位居前列。 

 

图 16 全国各省市支援湖北货运车辆占比分布情况 

 

图 17 全国支援湖北货运车辆主要线路分布情况 



2、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产期间，国家主干运输网发挥重要支撑职

能，途径湖北的 15条国家高速公路承担全国 28%的货运流量，高速

公路运输通道在疫情期间仍发挥了重要的运输保障职能。 

由于武汉及湖北在全国运输系统中占据重要位置，因此，在湖北

省实行封闭管制措施后，全国货运系统受到重大影响，但国家主干运

输网依然发挥了重要的运输保障职能。数据显示，在疫情严重时期，

途径湖北的 15条国家高速公路（武汉绕城高速段除外），货运流量总

和接近全国总流量的 28%左右。其中，沪蓉通道（横向）流量最大，

单通道流量占比为全国的 5.28%左右。总体上，横向通道整体流量大

于纵向高速通道。本次疫情防治工作中，高速公路运输通道在我国公

路货运活动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得到体现。 

 
图 18 途径湖北的国家高速公路在疫情期间流量占比及分布情况 

 

 



表 1 途径湖北省的国家高速公路在疫情期间流量占比情况（前五） 

高速通道名称 货运车辆流量占比 通道性质 

沪蓉通道 5.28% 横线 

沪鄂通道 5.02% 并行线 

二广通道 4.71% 纵线 

京广通道 4.40% 放射线 

福银通道 3.84% 横线 



六、结论与建议  

1、我国公路货物运输已经形成产业韧性高、运输组织能力强，具

有较高抗冲击能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公路货运是国民经济运行的主

动脉，承担着生产生活物资流通的重要职能，本次疫情过程中，公路

货运虽然受到了较大冲击，在 20天左右几乎波及到了整个国家公路

货物运输网络，重点疫区货运活动及近停滞，但是在约 50天之后，

就恢复到了正常水平，复工增速和复产增速分别约为 26%和 17%。

与其他行业相比9，我国公路货运在大范围突发事件影响后呈现出了

显著的快速恢复能力，也表现出了良好的产业链韧性。 

2、公路货物运输在国家应急救助体系中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

的位置和作用。伴随我国综合运输体系建设不断推进，各方式在货物

运输中的功能与作用不断优化，公路货物运输具有灵活性高、覆盖面

广、末端渗透率高等优势，因此，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情况下，其具

有重要的社会服务与保障职能，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治过程中，重点

疫区外籍货运车辆比例在抗疫期间短期内迅速上升 25%，公路货运

在各类生活及医疗物资保障性运输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公路货运网络体系与国家宏观经济生产格局联系紧密，在基

础设施通道网络体系的基础上，应重视骨干运输网络体系的建设。 

报告中相关数据分析表明，货运运输网络格局与国家宏观经济及

                                                   
9
 本报告数据显示，3 月 25 日左右，公路货运活跃水平等主要指标已经恢复至去年同期。同时，中国政府

网相关资料显示，5 月 1 日，生活服务业复工率为 80%，5 月 2 日，企业收入恢复率为 95%，4 月 15 日，

中小企业复工率为 84%，4 月 7 日，房地产及市政工程开工率为 85%。 



产业格局具有紧密依存关系。疫情期间，国家层面的运输通道网络发

挥了重要的骨干性支撑作用，虽受疫情影响，但与重点疫区相关的 15

条国家高速仍承担了全国约 28%的货运流量。但与此同时，在整个网

络受到外部冲击的状态下，凸显了部分城市节点、部分线路在全局性

应急响应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因此，在强调设施骨干网络连通

性的同时，应重视在货运生产活动过程中所依托的运输骨干网络体系

建设，强化重要应急枢纽与应急线路的保障能力。 

4、依托重要货物运输生产监测与组织信息平台，积极开展应对

突发事件状态下的国家应急运输供应链系统建设。伴随社会经济发展

水平不断提升，各类信息、人员、物资流动速度也不断加快，导致各

类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响范围和程度也不断扩大，对于各行业及部门应

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响应与处置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就公路货

运而言，目前，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各类货

物运输生产组织、运行监管平台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但由于平台间存

在信息分割、地域分割等因素，导致资源共享与协同调度水平不足，

因此，依托各类国家级货运基础信息平台，积极开展公路货运信息资

源整合，进一步提升公路货运运输组织效率，将有助于国家应急物资

供应链体系的技术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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