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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 4.1运输在物流系统中是最为重要的构成要素 前边我们已

经说过,货物从甲地运到乙地可以产生地点或场所功效,产生这

种功效的是运输。运输就是通过运输手段使货物在物流据点

之间流动。 运输具有扩大市场、稳定价格、促进社会分工、

扩大流通范围等社会经济功能。因此，运输对发展经济，提

高国民生活水平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现代的生产和消费，

就是靠运输事业的发展来实现的。 4.1.1运输和配送 运输一般

分为运输和配送。关于运输和配送的区分，有许多不同的观

点，可以这样来说，所有物品的移动都是运输，而配送则专

指短距离、小批量的运输。因此，可以说运输是指整体，配

送则是指其中的一部分。 4.1.2运输手段 运输指物品在物流据

点之间的移动。而用来作为物品在物流据点间移动手段的，

有公路、铁路、内航海运、飞机等等，选用何种运输手段，

对提高物流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从结论来说，运

输手段必须综合考虑。要权衡运输系统所要求的运输服务和

运输成本。可以使用单一运输手段，也可以将两种以上不同

的运输手段组合起来使用。在决定运输手段时，应以运输机

具的服务特性作为判断的基准。 4.1.3运输机具的服务特点要

考虑的因素 （1）运费--高低 （2）运输时间--到货时间长短 

（3）频度--可以运配送的次数 （4）运输能力--运量大小 （5

）货物的安全性--运输途中的破损及污染。 （6）时间的准确

性--到货时间的准确性。 （7）适用性--是否适合大型货物运



输。 （8）伸缩性--是否适合多种运输需要。 （9）网络性--

和其它运输机具的衔接。 （10）信息--货物所在位置的信息

。 在这些因素中以哪种因素作业重点，必须根据不同的运输

需要来确定，一般认为运费和运输时间是最为重要的选择因

素，具体进行选择时则应从运输需要的不同角度综合地加以

权衡。这里必须注意的是运输服务与运输成本之间；运输成

本与其它物流成本之间存在"效益背反"。若要保证运输的安

全、可靠、迅速，成本就会增多；若要减低仓储费用而频繁

地使用飞机，成本也会增多。因为运输成本与其它物流成本

之间也存在"效益背反"关系，所以在选择运输机具时，应当

以总体成本作为依据，而不仅只考虑运输成本。 当根据运输

需要决定运输机具时，应对各种运输机具特点和所存在的问

题有所了解。在我们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之前，首先让我们看

一看日本货物运输的概况。 4.1.4货运量的变化 从货运量的变

化可以看出。 （1）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货运量与经济

发展基本呈同步增长，而且持续了20多年。 （2）1973年第一

次石油危机以后，日本经济进入低成长时期，产业结构由重

厚长大变为轻薄短小，货运量也随之而停止增长。 （3）1979

年第二次石油危机期间，国内货运量有一个时期甚至出现负

增长。 （4）1980年后期受扩大内需的影响，消费需求和建设

需求同时增加，国内货运量再次大幅度增长。 （5）进入90年

代，泡沫经济破灭，经济萧条，国内货运量也随之减少。 

（6）1994年经济缓慢回升，国内货运量增加，增长率超过国

内经济增长率。1994年的货运合计为65亿吨、4475吨千米，分

别比前一年增长1.1%和2.2%。 4.1.5运输承运率 各运输手段的

运输承运率： （1）以吨为单位。载重汽车为90.3%；内航海



运为8.4%；航空运输为0.0%，呈现增长趋势，铁路继续减少

为1.3%。 （2）以吨千米为单位。货运汽车增长51.3%、内航

海运增长43.8%、航空运输增长0.1%，相反铁路却下降为4.8%

。可以看出货运汽车稳步增长，只有铁路出现下降。 4.1.6载

重汽车有很大发展，国内航运比较稳定，铁路则呈下降趋势 

上述数字可以看出铁路以吨为单位的运输承运率为1.3%；以

吨千米为单位的承运率为4.8%。载重汽车以吨为单位的

为90.3%，非常高；以吨千米为单位的却只为51.3%；内航海

运以吨为单位为8.4%；以吨千米为单位则高达43.8%。 这表明

铁路运输的吨数虽少，长距离的运输却比较多；载重汽车运

输吨数虽多，而近距离运输却比较多；内航海运以吨千米为

单位要高，说明海路运输的距离比铁路还长。 表4-3表明上述

情况的具体数字。1993年各种运输手段的平均货运量，铁路

为382千米，载重汽车为48千米，国内航运为952千米。 4.2各

种运输手段的运输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4.2.1铁路 从图4-1可以看

出铁路货运量从1965年至1993年期间，吨单位平均增长为

负4.1%，吨千米单位增长率为负2.9%；运输承运率吨单位

由9.6%下降到1.3%；吨千米单位由30.7%下降到4.8%,下降幅度

很大。其下降的原因是服务水平低，运费上升，运输所需要

的时间长，罢工多等等。 4.2.1.1铁路运输分为车皮运输和集

装箱运输 车皮运输。租用适合货物的数量和形状的车皮（同

一品种的货物直接运输货物破损少），适合运送大宗货物。

但货车难以往返利用，运输效率低，运费亏损集中而且需要

有专用搬运设施和机器。主要用来运送水泥、石灭等无需承

担高额运费的大宗货物，并须有专用铁路通往收发货地点。

近来日本铁路实行车皮集约化和集装箱化，车皮的使用日趋



减少。 集装箱运输。集装箱运输是铁路和公路联运的一种复

合型直达运输，其特征是送货到门，可以由一个据点直达另

一据点。适用于化工产品、食品、农产品等许多货种的运输

。 "日本铁路"的货运现在正进行集装箱化，今后集装箱运输

可望增长。 4.2.1.2铁路货运的特点 （1）优点： ①不受天气影

响，稳定、安全。 ②具有定时性。 ③中长距离运货运费低廉

。 ④可以大批量运输。 ⑤可以高速运输。 ⑥可以按计划运行

。 ⑦网络遍布全国，可以运往各地。 ⑧节能。 （2）不足之

处： ①短距离货运,运费昂贵。 ②货车编组，转轨需要时间

。 ③运费没有伸缩性。 ④不能采取门对门服务。 ⑤车站固定

，不能随处停车。 ⑥货物滞留时间长。 ⑦不适宜紧急运输。

4.2.1.3铁路运输的问题 没有自营的货运专线，不能随意修改

车次增加行车，卸货站设施不完备，日本铁路投资不足，不

能实现满意的运输服务，运费缺乏伸缩性。 铁路运输竞争不

过公路运输，有其自身的问题。但从成本、环保等方面考虑

，今后铁路货运有望占有重要地位。为此，铁路货运应在提

高运输服务，采用具有伸缩性的运费措施，提高运送能力和

运送效率，向综合物流服务业转轨并向扩充货运车站机能，

增加货运车站，货运专用新线，大规模进行车站设施建设等

等方面发展。 4.2.2卡车 卡车的货运量吨单位年平均增长3.5%

；吨千米单位年平均增长6.4%；运输承运率也大幅度增长,吨

单位由83.5%增长到90.3%；吨千米由26.0%增长到51.3%。 卡

车运货得以大幅度增长,是由于①汽车普及,高速公路开通，汽

车可以直接开展门对门服务，送货到家非常方便。②具有价

格竞争优势。③汽车性能提高。④大型货车增多。 4.2.2.1卡

车又分为自用卡车运输和营业性卡车运输。 自用载重货运汽



车。载重汽车的所有者用自己的汽车运载自己的货物为自用

载生汽车。实际出车率和实际载货率均不如营业用卡车高。

但其拥有数却占90%。吨单位自用卡车约占60%，而吨千米单

位却只占30%。这是因为自用卡车大多在限定范围内运行的

缘故。无论吨单位，还是吨千米单位均有减少趋势。 营业用

卡车。为别人运送货物并收取费用的卡车为营业用卡车，营

业用卡车数只占货运汽车总数的10%。货运量吨单位占40%，

吨千米单位占70%。这是因为营业用货运汽车，除同一种货

物整车运输外还包括长距离多品种货物运输，营业用卡车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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