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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物流投融资分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T/CCTAS XX—XXXX

3

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承运人风险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承运人风险评价规范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风险等级评价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承运人（全部使用总质量小于12000kg的中小型货运车辆的经营者

除外）的风险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文件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8354-2021 物流术语

GB/T 8226-2023 道路运输术语

JT/T 1488—2024 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服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普通货物 general goods

对运输、装卸、保管没有特殊要求的货物。

3.2

道路运输 road transport

在道路上使用汽车从事旅客或货物的运输。

3.3

承运人 carrier

承担承运责任或实际承担旅客或货物运送的运输企业或个人。

3.4

实际承运人 actual carrier

接受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组织，完成货物运输服务的经营者。

3.5

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 operator of road freight on network platform

依托网络平台整合配置运输资源,组织实际承运人完成道路货物运输且承担承运人责任的企业法人。

3.6

运输线路 road transport route

运输活动遵循的路线。

4 基本原则

4.1 科学性

指标设计应基于深入的行业分析和实证数据，全面反映承运人的安全管理水平和运营质量。

4.2 客观性

指标应基于可量化、可验证的数据，避免设置重复或矛盾，提高评价的效率和准确性。

4.3 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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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设计应简洁明了，便于数据的收集和报告，能够直接反映承运人的风险管理能力。

4.4 系统性

指标应覆盖承运人运营的关键环节，反映各环节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整体风险的影响。

5 评价指标

5.1 评价指标体系

道路货运承运人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信誉、财务状况、管理制度、驾龄与车龄、赔付率、车辆数

字化运营监测。

5.2 信誉

实际承运人依照表1评分，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依照表2评分。

表 1 实际承运人信誉与资质指标评分

分类指标 评分标准 评分

承运人存

续时间

1 年及

以内

2-3 年

（含）
3-4 年（含） 4-5 年（含）

5年

以上
0.5 1 1.5 2 2.5

上年被诉

讼记录

20 件及

以上
11-20 件 6-10 件 5 件及以下

1件

以内
0.5 1 1.5 2 2.5

注册资金
200 万

以内

201-500

万（含）

501-1000 万

（含）

1001-3000

万（含）

3000

万以

上

0.5 1 1.5 2 2.5

注：本项满分 7.5 分。

表 2 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信誉与资质指标评分

分类指标 评分标准 评分

承运人存

续时间

2 年及

以内

2-3（含）

年
3-4 年（含） 4-5 年（含）

5年

以上
0.5 1 1.5 2 2.5

上年被诉

讼记录

51 件及

以上
31-50 件 21-30 件 6-20 件

5 件

以内
0.5 1 1.5 2 2.5

注册资金
2000 万

以内

2001-300

0 万（含）

3000-5000

万（含）

5000-10000

万（含）

10000

万及

以上

0.5 1 1.5 2 2.5

注：本项满分 7.5 分。

5.3 财务状况

实际承运人依照表3评分，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依照表4评分。

表 3 实际承运人财务状况评分

分类指标 评分标准 评分

营业额
1000 万

以内

1000-2000 万

（含）

2000-3000 万

（含）

3000-5000 万

（含）

5000 万

以上
1 2 3 4 5

主营业务收

入占比

50%及以

下
50-60%（含） 60-70%（含） 70-80%（含） 80%以上 1 2 3 4 5

注：本项满分 10 分。

表 4 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财务状况评分

分类指标 评分标准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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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额
3000

万以内

3000-5000 万

（含）

5000-10000 万

（含）

10000-50000 万

（含）

50000 万以

上（含）
1 2 3 4 5

主营业务

收入占

比

65%及

以下
65-70%（含） 70-80%（含） 80-90%（含） 90%以上 1 2 3 4 5

注：本项满分 10 分。

5.4 管理制度

实际承运人依照表5评分，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依照表6评分。

5.4.1 实际承运人管理制度应包含以下内容：

a) 车辆管理制度应包括：

· 车辆技术档案管理制度；

· 车辆维护制度；

· 车辆安全检查制度；

· 车辆维修管理制度；

· 车辆事故处理制度；

· 车辆报废制度；

· 车辆状况监控制度；

· 车辆环保排放管理制度；

· 车辆配件管理制度；

· 车辆油料管理制度。

b)运输管理制度应包括：

· 货物运输合同管理制度；

· 货物分类运输管理制度；

· 运输路线规划制度；

· 运输车辆调度制度；

· 运输成本控制制度；

· 运输安全管理制度；

· 运输车辆使用管理制度；

· 运输信息管理制度；

· 运输车辆监控制度；

· 运输车辆环保排放控制制度。

c)装卸管理制度应包括：

· 装卸作业安全操作规程；

· 装卸设备管理制度；

· 装卸人员安全培训制度；

· 装卸作业监督制度；

· 装卸作业事故处理制度；

· 装卸区域安全管理制度；

· 装卸设备维护保养制度；

· 装卸作业信息管理制度；

· 装卸作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

· 装卸作业现场管理制度。

d)驾驶员管理制度应包含：

· 驾驶员招聘管理制度；

· 驾驶员培训制度；

· 驾驶员考核制度；



T/CCTAS XX—XXXX

6

· 驾驶员安全教育制度；

· 驾驶员健康管理制度；

· 驾驶员行为规范制度；

· 驾驶员奖惩制度；

· 驾驶员出车前检查制度；

· 驾驶员行车日志管理制度；

· 驾驶员违规处理制度。

5.4.2 实际承运人管理制度评分见表5。

表 5 实际承运人管理制度评分

分类指标 评分标准 评分

车辆管理制度 严重不齐备 不齐备 齐备 1 2 3

运输管理制度 严重不齐备 不齐备 齐备 1 2 3

装卸管理制度 严重不齐备 不齐备 齐备 1 2 3

驾驶员管理制度 严重不齐备 不齐备 齐备 1 2 3

注：本项满分 12 分。

依照本文件对车辆管理制度、运输管理制度、装卸管理制度、驾驶员管理制度定义所包含的内容，

满足定义内8条制度及以上为齐备，满足4-7条为不齐备，满足0-3条为严重不齐备。

5.4.3 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管理制度应包含以下内容：

a）经营规范制度应包括：

· 运输服务合同管理制度；

· 经营资质审核制度；

· 物流运输管理信息系统管理制度；

· 全过程透明化动态管理制度；

· 运输过程安全监管制度；

· 运输任务委托审核制度；

· 车主信用考核体系制度；

· 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制度；

· 赔付机制制度；

· 运输服务质量保障制度。

b）流程规范制度应包括：

· 业务操作规范制度；

· 资源组织管理制度；

· 合作模式管理制度；

· 联运服务规范制度；

· 信息平台对接规范制度；

· 电子运单格式标准化制度；

· 平台数据管理制度；

· 车主评估体系制度；

· 电子合同运单格式制度；

· 供应链管理制度。

c）数据管理制度应包括：

· 信息安全管理制度；

· 信息使用管理制度；

· 合作模式制度；

· 联运服务数据规范管理制度；

· 信息平台对接制度；

· 电子运单格式标准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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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数据管理制度；

· 企业运营评估体系制度；

· 电子合同运单格式制度；

· 供应链数据管理制度。

d）服务质量管理制度应包括：

· 客户服务流程规范制度；

· 客户投诉处理制度；

· 客户满意度调查制度；

· 联运服务管理制度；

· 服务承诺管理制度；

· 客户信息保密制度；

· 客户反馈机制制度；

· 服务标准制定制度；

· 客户沟通制度；

· 客户回访制度。

5.4.4 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管理制度评分见表6。

表 6 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管理制度评分

分类指标 评分标准 评分

经营规范制度 严重不齐备 不齐备 齐备 1 2 3

流程规范制度 严重不齐备 不齐备 齐备 1 2 3

数据管理制度 严重不齐备 不齐备 齐备 1 2 3

服务质量管理制度 严重不齐备 不齐备 齐备 1 2 3

注：本项满分 12 分。

依照本文件对经营规范制度、流程规范制度、数据管理制度、服务质量管理制度定义所包含的内容，

满足定义内8条制度及以上为齐备，满足4-7条为不齐备，满足0-3条为严重不齐备。

5.5 驾龄与车龄

5.5.1 数据来源。

驾驶员驾龄与车辆车龄数据来自于相关部门或企业自报。

5.5.2 驾驶员平均驾龄及车辆平均车龄指标评分见表7。

表 7 驾驶员与车龄指标评分

评分标准 评分

平均驾

龄
2年及以下 2-4 年（含） 4-6 年（含） 6-8 年（含） 8 年以上 1 2 3 4 5

平均车

龄
9年以上 7-9（含）年 5-7（含）年 3-5（含）年 3年及以内 1 2 3 4 5

本项满分 10 分

5.6 赔付率

5.6.1 数据来源。

上一年度赔付率数据来自于相关部门或企业自报。

5.6.3 上一年度赔付率指标评分见表8。

表 8 上一年度赔付率评分标准

评分标准 评分

上年赔

付率

60%（含）

以上及未

40%
（含）

20%
（含）

0%（含）
-20% 0 2 4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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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 -60% -40%
本项满分 8 分

5.7 车辆数字化运营监测

5.7.1 车辆数字化运营监测应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和设备对车辆的运行轨迹、状态进行实时监测和

数据分析。

5.7.2 车辆数字化运营监测数据及评价标准来源于全国道路货运车辆公共监管与服务平台。

5.7.3 机动车辆交通安全受多种因素影响。本文件评价的风险因素主要包括驾驶风险、车辆运营风

险和道路风险三大类。每一类别中又包含若干具体的风险因素，例如驾驶风险包含疲劳驾驶、超速行驶

等；车辆运营风险包含车辆运营时间、行驶里程等；道路风险包含高速公路行驶比例、危险路段等。在

实施车辆数字化运营监测时，所收集的初始数据需经过数据清洗、特征提取、单因素分析等数据预处理

步骤，以确定车辆的风险因素。随后，利用广义加性模型（Generalized Additive Model，简称GAM）

和极端梯度提升（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简称XGBoost）等算法，对风险因素进行风险系数的计

算。通过这一计算过程，将风险因素进行分类，并得出各风险因素及其对应的风险数值。

5.7.4 车辆数字化运营监测评分应符合以下要求：

a）对选定企业车辆过去12个月数据分析，得到对车辆风险特征区分显著的风险因子；

b）风险因子取值为对应原始变量采样值，取值范围与单位参照原始变量属性；

c）应将风险因子代入模型计算后得到相应的风险因子系数，因子系数是围绕1上下浮动的小数，符

合正态分布，取值∈(0,2)；

d）将风险因子归类，即多个特征相似的因子归结成一类，得到风险因素，风险因素系数是该类别

内多个风险因子系数连乘结果，取值∈(0,2)；

e）将企业项下每辆车的风险因素系数取平均值再进行等级分档 ，系数区间<0.85为等级A；系数区

间[0.85,0.95)为等级B；系数区间[0.95,1.05)为等级C；系数区间[1.05,1.15)为等级D；系数区间

[1.15,1.25)为等级E；系数区间>=1.25为不参与等级评价。

5.7.5 车辆数字化运营监测评分见表9。

表 9 车辆数字化运营监测评分

风险因素 评分标准 评分

驾驶风险

疲劳驾驶 E D C B A 0.5 1 1.5 2 2.5

超速行驶 E D C B A 0.5 1 1.5 2 2.5

低速行驶 E D C B A 0.5 1 1.5 2 2.5

路口超速 E D C B A 0.5 1 1.5 2 2.5

路口急加速 E D C B A 0.5 1 1.5 2 2.5

路口急减速 E D C B A 0.5 1 1.5 2 2.5

急转弯 E D C B A 0.5 1 1.5 2 2.5

驾驶平稳度 E D C B A 0.5 1 1.5 2 2.5

刹车灵敏度 E D C B A 0.5 1 1.5 2 2.5

车辆运营风险

运营时长 E D C B A 0.5 1 1.5 2 2.5

行驶里程 E D C B A 0.5 1 1.5 2 2.5

运营频次 E D C B A 0.5 1 1.5 2 2.5

夜间行驶 E D C B A 0.5 1 1.5 2 2.5

常跑线路 E D C B A 0.5 1 1.5 2 2.5

轨迹完整率 E D C B A 0.5 1 1.5 2 2.5

车辆及运营类型 E D C B A 0.5 1 1.5 2 2.5

道路风险
高速公路占比 E D C B A 0.5 1 1.5 2 2.5

危险路段 E D C B A 0.5 1 1.5 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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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路口 E D C B A 0.5 1 1.5 2 2.5

道路拥堵程度 E D C B A 0.5 1 1.5 2 2.5

路口拥堵程度 E D C B A 0.5 1 1.5 2 2.5

注：本项满分 52.5 分。

6 风险等级评价

6.1 评价分类

依据本文件分类指标进行评分，按表10合计得分对道路货运承运人进行风险等级评价，评为Ⅰ类、

Ⅱ类、Ⅲ类、Ⅳ类、Ⅴ类。

表 10 评价分类

合计得分 评价分类 备注

80-100 Ⅰ类 低风险

70-79.5 Ⅱ类 较低风险

60-69.5 Ⅲ类 中等风险

50-59.5 Ⅳ类 较高风险

50 以下 Ⅴ类 高风险

6.2 评价程序

评价程序如下：

a)被评价单位按照评价要求和评价指标体系，提供评价材料；

b)对被评价单位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确保资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c)组织专家成立评价工作组开展评价，验证数据和资料，形成评价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