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运输行业，国民经济发展“大动脉”（上）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该产业发展水平与国民经济有

着极为重要的联系，被喻为国民经济“大动脉”。经历新冠疫情带来的行业短暂

低迷，如今， “大动脉”已重新涌动活力。

一、行业简介

（一）行业分类

根据不同服务客体，交通运输行业可分为客运和货运（物流）。客运主要包

括公商务、旅游和通勤等。公商务客运主要有航空、铁路和公路运输等方式；旅

游客运有航空、铁路、公路，还有水运；通勤客运主要包括铁路、公路及共享运

输（如单车、网约车等）等方式。货运（物流）可分为运输环节和中转环节。运

输环节主要方式有航空、铁路、公路、水运及管道运输，中转环节主要分为货物

装卸、存储和分拨。

按细分子行业来看，交通运输行业主要包括公路、铁路、水路、民航四个行

业。我们从数据看看这四个子行业的占比情况：2020 年全国营业性客运量 96.65

亿人，其中公路占比 71.3%，铁路占比 22.8%，民航占比 4.3%，水路占比 1.6%；

全国营业性货运量 464.40 亿吨，其中公路占比 73.8%，水路占比 16.4%，铁路占

比 9.8%，民航占比 0.01%。可见，无论是客运量还是货运量，公路占比都是最高

的。

在这些细分领域中，诞生很多优秀的物流公司，在交通运输子行业甚至在全

世界范围内都实现了领先。以快递行业为例，中国快递业务量连续 7年稳居世界

首位，占全球六成以上。2020 年，快递企业日均快件处理量超 2.3 亿件，最高

日处理量达 6.8 亿件，在平均单价仅 2.2 元的条件下，2020 年全程时限达 58.23

小时，充分体现了这个行业超强规模经济效应。

（二）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2020 年，交通运输行业增加值为 4.16 万亿元，占全国 GDP 的 4.1%，占服务

业 GDP 的 7.5%。货运方面，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我国完成货运总量 463.45

亿吨，同比下降 0.5%；2021 年 1 月份，国内完成货运总量 41.55 亿吨，同比增

长 38.0%。全国货运量的增长与国内宏观经济向好密切相关。客运方面， 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我国完成客运总量 96.65 亿人，同比下降 45.1%；2021 年



1-9 月份，全国公路货运总量 288.15 亿吨，同比增长 19.8%，全国铁路运输旅客

周转量 7693.36 亿人公里，同比增长 31.6%，货运总发送量 35.12 亿吨，同比增

长 5.6%，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 767.7 亿件，同比增长 36.7%。

（三）行业特征

交通运输行业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资产，即固定资产占比非常高，行业前期资

金投入大，而且这些资金在投入后无法快速收回。但随着运输量的增长，每增加

一单运输的边际成本会越来越小，规模效应逐渐显现，因此，提升业务量和载运

率客座率是几乎是所有交通运输类公司追求的首要目标。因为规模化和标准化，

大公司相较于小公司有明显优势，因而交通运输行业很多细分领域容易诞生形成

自然垄断的行业巨头。

交通运输行业由于运输通畅事关国民经济运行，运价事关实体企业成本，运

输安全事关国计民生，因此，大多数运输服务一开始是由政府提供或者垄断性企

业提供，并具有浓厚的管制特征，但掌握核心节点的公司（例如京沪高铁、宁沪

高速、上海机场）依然可以通过高流量优势来实现高盈利。

二、行业发展趋势

（一）多式联运服务占比有望持续提升

交通运输方式主要有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管道五种，每种运输方式在

费用、时间、限制条件等方面各有不同。多式联运可以综合各运输方式的优缺点，

根据客户需求组织最佳运输方案，从而提高效率、节省成本、减少货损。美国多

式联运出现早且发展较快，2000 年美国铁路多式联运量为 900 万自然箱（挂

车)， 2010 年为 1110 万，2019 年为 1700 万。目前，我国多式联运仍处于发展

前期，2020年全年全国港口完成集装箱铁水联运量687万标箱，比上年增长29.6%，

占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比重为 2.6%。

（二）物流资源整合优化，第三方物流崛起

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是企业不变的追求，第三方物流已经被证明在

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方面具备独特优势。美国第三方物流占全球比重达 30.5%，

美国也诞生了一批知名的第三方物流企业，例如 CH Robinson 和 XPO Logistics

等。2020 年中国第三方物流规模约为 3310 亿美元，2013 年至 2020 年的复合增

长率达到 16.6%，预计我国第三方物流领域也将能够有较大发展空间。

（三）智慧物流高速发展，部分领域有望实现领跑



智慧物流主要指通过智能、软硬件、互联网、大数据等智能化技术手段，实

现物流各环节的精细化、动态化、可视化管理，将 RFID、传感器、GPS、云计算

等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物流业运输、仓储、包装、装卸搬运、流通加工、配送、

信息服务等各个环节，实现物流系统的智能化、网络化、自动化、可视化、系统

化。2020 年，中国智慧物流市场规模达到将近 6000 亿元，预计到 2025 年市场

规模将超过万亿元，预计在智慧物流装备的研发和制造、货运无人驾驶、智能供

应链管理等领域，我国将有望实现领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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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深圳证券交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