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流基础》教案

2.1 运输认知

[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任务的教学，要求学生掌握运输的概念，理解运输在物流系统中地位，了解运输

的基本类型及其特点。

在现代物流观念诞生之前，不少人将运输等同于物流，甚至直至今天，持此

观点者仍不乏其人，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物流过程中的很大部分活动内容是由运

输来完成的。不论是从成本、收入还是价值增值的角度来考察，运输都是物流系

统中的最核心功能要素，搞好运输管理因而也就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运输的概念

运输是指用设备和工具，将物品从一地点向另一地点运送的物流活动。其中

包括集货、分配、搬运、中转、装入、卸下、分散等一系列操作。

二、运输的地位

（一）运输是物流的主要功能要素之一

（二）运输是社会物质生产的必要条件

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先行。马克思将运输称之为�第四个物质生产部门�，

将运输看成是生产过程的继续，这个继续虽然以生产过程为前提，但如果没有这

个继续，生产过程则不能最后完成。

（三）运输可以创造“空间效用”

（四）运输是“第三个利润源”的主要源泉

这主要体现在：首先，运输是运动中的活动，它和静止的保管不同，要靠大

量的动力消耗才能实现这一活动，而运输又承担着大跨度空间转移的任务，所以

活动的时间长、距离长、消耗也大。消耗的绝对数量大，其节约的潜力也就大；

其次，从费用上看，运输在物流总成本中占有很大的比例。

三、现代运输系统的特征

（1）不同的运输方式与其技术特点相适应，导致运输质量差异化。

（2）自用型和营业型运输服务并存，并存在转化趋势。

（3）运输方式各异的运输企业竞争日益激烈。

（4）不仅存在实际运输形式，而且还不断出现利用运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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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运输方式的类型

（一）按运输工具分类

1.公路运输

公路运输是最普及的一种运输方式。

其最大优点是空间和时间方面具有充分的自由性。

缺点：公路运输产生不了大批量输送的效果，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产生交通

阻塞，产生的废气、噪音也造成了环境污染。

2.铁路运输

铁路运输主要承担长距离、大数量的货运，是陆地长距离运输的主要方式。

在没有水运条件的地区，几乎所有大批量货物都是依靠铁路来进行运送。铁路运

输是在干线运输中起主力运输作用的运输方式。

铁路运输的优点是：很少受天气影响；适应性强；具有较高的连续性和可靠

性；运输能力大；安全程度高；运送速度较高。中长途运输成本低。

但是铁路运输建设投入大、只能在固定线路上行驶、灵活性差、需要与其他

运输方式配合与衔接。长距离运输分摊到单位运输的成本费用较低，而短距离运

输成本却很高。铁路运费较高，且没有伸缩性，货车途中作业需要时间。铁路运

输不能实现“门到门”运输。

3.水路运输

水路运输是利用船舶和其他浮运工具，在海洋、江河、湖泊、水库及人工水

道上运送旅客和货物的一种运输方式。水路运输主要承担大数量、长距离的运输，

是在干线运输中起主力作用的运输形式。在内河及沿海，水路运输也常作为小型

运输工具使用，担任补充及衔接大批量干线运输的任务。

水路运输的优点是：运输能力强；不占用或很少占用耕地；运输成本低，只

相当于铁路运输的 20%-30%，公路运输的 7%-20%。

水路运输也有一些缺点，表现为：速度慢。货物在途时间长，待运时间长；

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如港口、航道、水位、季节、气候等，连续性较差。

4.航空运输

航空运输是使用飞机或其他航空器进行运输的运输方式。航空运输的单位成

本很高，因此主要适合运载两类货物：一类是价值高、运费承担能力很强的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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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贵重设备的零部件、高档产品等；另一类是紧急需要的物资，如救灾抢险物资

等。

航空运输的优点是：速度高。与其他运输方式相比，高速度无疑是航空运输

最明显的特征；机动性大。对于自然灾害的紧急救援、对于各种运输方式物流不

可到达的地方，均可采用飞机空投方式，以满足特殊条件下特殊物流的要求；基

本建设周期短、投资少。

航空运输与其他运输方式相比运输量少得多。一方面受其运量少的限制，另

一方面运输成本高，一般的货物运输使用航运方式经济上不合算。

5.管道运输

管道运输是利用管道输送气体、液体和粉状固体的一种运输方式。其运输形

式是靠物体在管道内顺着压力方向循序移动实现的，和其他运输方式重要的区别

在于管道设备是静止不动的。

管道运输的优点是：运量大。管径为 1200 毫米的管道年输送能力可达 1亿

吨；建设工程比较单一；具有高度的机械化；不存在无效运输；有利环境保护。

管道运输在适用范围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只适合于长期定向、定点输送，合

理输量范围较窄。若输量变换幅度过大，则管道的优越性难以发挥；一般只适用

于气体、液体的运输，粉粒体的近距离运输；运输速度比较慢。

（二）按运输线路分类

1.干线运输

干线运输是指利用道路的主干线路，或者固定的远洋航线进行大批量、长距

离运输的一种形式。干线运输因为其运输距离长，运力集中，使得大量的货物能

够迅速地进行大跨度的位移。干线运输是运输活动存在的主要学式。

2.支线运输

支线运输是相对于干线运输而言的，是以干线运输为基础，对干线运输起辅

助作用的一种运输形式。支线运输作为运输干线与收发货地点之补充运输，主要

承担运输链中从供应商到运输干线上的集结点以及从干线上的集结点到配送站

之间的运输任务。

3.二次运输

二次运输也是一种补充性的运输方式。它是指经过干线与支线运输到站的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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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还需要再从车站运至仓库、工厂或集贸市场等指定交货地点的运输。

4.厂内运输

厂内运输只存在于大型或超大型工业企业中。

（三）按运输协作程度分类

1.一般运输

一般运输主要是指在运输的全部过程中，单一地采用同种运输工具，或是孤

立地采用不同种运输工具，在运输过程中没有形成有机协作整体的运输形式。

2.联合运输

联合运输是指使用同一运输凭证，由不同的运输方式或不同的运输企业进行

有机衔接接运货物，利用每种运输手段的优势，发挥不同运输工具效率的一种运

输方式。

3.多式联运

多式联运是指根据实际要求，将不同的运输方式组合成综合性的一体化运输，

通过一次托运、一次计费、一张单证、一次保险，由各运输区段的承运人共同完

成货物的全过程运输，即将全过程运输作为一个完整的单一运输过程来安排的一

种运输方式。多式联运是联合运输的一种现代形式，通常在国内大范围物流和国

际物流领域中广泛使用。

多式联运广泛应用于国际货物运输中，称为国际多式联运。

多式联运，有利于发挥综合运输的优势，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利于

挖掘运输潜力，加速货位周转，提高运输效率；有利于形成以城市为中心、港站

为枢纽的综合运输网络；有利于无港站的县、市办理客货运输业务。

（四）按运输是否中途换载分类

1.直达运输

直达运输是指物品由发运地到接收地，中途不需要换装和在储存场所停滞的

一种运输方式。直达运输降低了货物因多次转运换装而灭失的风险，提高了运输

速度。

2.中转运输

中转运输是指物品由生产地运达最终使用地，中途经过一次以上落地并换装

的一种运输方式。中转运输是干线与支线运输之间有效衔接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