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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的无车承运人信息服务平台技术框架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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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尝试从交通运输部的具体要求和技术实现角度设计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无车承运人信息服务平台的框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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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与货运物流行业深度融合，
货运物流市场涌现出了无车承运人等新的经营模

式。 无车承运人是以承运人身份与托运人签订运输

合同，承担承运人的责任和义务，通过委托实际承运

人完成运输任务的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 无车承运

人依托移动互联网等技术搭建物流信息平台，通过

管理和组织模式的创新，集约整合和科学调度车辆、
站场、货源等零散物流资源，能够有效提升运输组织

效率，优化物流市场格局，规范市场主体经营行为，
推动货运物流行业转型升级。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６ 日，交通运输部在《关于推进改

革试点加快无车承运物流创新发展的意见》中明确

指出：目前中国无车承运人发展尚处于起步探索阶

段，在许可准入、运营监管、诚信考核、税收征管等环

节的制度规范还有待探索完善［１］。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交通运输部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无车承

运人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深化物流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进一步巩固和拓展试点成果，充分发挥试点

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推动货运物流新业态、新模式

创新发展［２］。
通过开展试点工作，逐步调整完善无车承运人

管理的法规制度和标准规范，创新管理方式，促进物

流行业“降本增效”，推动中国物流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

１　 信息服务平台建设要求与目标

１．１　 建设要求

无车承运人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应以服务为主，
监管为辅的原则。 系统包括大数据分析中心、政务

服务、监测服务体系等模块。 无车承运人服务平台

能够对接国家平台，提供接口为无车承运人企业交

易平台进行对接，要求接口规范并具有一定包容性。
１．２　 建设目标

为专业信息服务系统的推广应用提供指导，从
政府角度引导交通物流专业信息系统建设方向，通
过无车承运人新模式，进一步带动新型物流信息服

务产业发展。 充分利用当前“云物大智移”和 ５Ｇ 等

信息技术的发展成果，实现务模式多样化、便利化创

新、普及性物流信息服务。
２　 系统技术框架设计思路

２．１　 层次结构设计

从未来信息服务平台的业务场景和业务逻辑角

度出发，信息服务平台系统在层次结构上应包括：基
础层、数据层、接口层、应用层、展现层和服务层。 层

次结构如图 １ 所示。 各层次说明如下：
　 　 基础层：平台搭载或者依赖的基础设施；

数据层：为接口层提供数据以及处理相关的业

务逻辑；
接口层：为应用层以及第三方平台提供数据服

务，并对接入的请求进行路由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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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层次结构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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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层：能够提供网站、后台管理、统一接口服

务；
展现层：通过在浏览器端应用方式分别向社会

公众、监管部门、物流企业及无车承运人企业人员提

供服务；
服务层：服务对象为社会公众、监管部门、物流

企业及无车承运人企业人员。
２．２　 信息服务平台系统技术架构设计

按照交通运输部的统一要求，各省独自建设信

息服务平台。 因此，本文阐述的关于信息服务平台

系统技术架构设计依据是：结合交通强国精神，从福

建省区域出发，要求最少能承受 １ ０００ 个并发用户，
能够根据机构或个人参数化设置并发会话数控制，
同时对大文件传输应提供高效的解决方案，保障文

件传输不影响在线维护操作。 同时提出了存储容量

要求、计算性能要求以及带宽要求。 并考虑将来 ３
年的物流发展的需求，模拟了对应的响应时间和数

据量技术指标。 技术架构如图 ２ 所示。
　 　 按照图 ２ 的技术架构图，可以满足以下技术指

标，见表 １－表 ２。
３　 无车承运人信息服务平台功能设计

依照交通运输部的顶层设计及地方物流行业特

点与交通监管要求，无车承运人信息服务平台功能

围绕以下管理部门端、无车承运人企业端、门户网站

和数据接口需求几个方面展开；
平台具备数据采集、异常监测与处理、统计分析

和公共数据查询服务功能。 根据设计思路，简要列

举各个功能要实现的业务，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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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系统技术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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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响应时间技术指标

Ｔａｂ． １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ｉｍｅ ｔｅｃｈｎａ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系统指标 目标值 指标描述

响应速度 ３－１５ ｓ 内，８０％
在 ３－７ ｓ 内
完成

系统响应用户请求的时间，通常

需说明以下要素：
１、用户请求的种类；
２、测试的环境；
３、系统响应的时间；
４、达到该指标的概率等。

服务时段 ５ 天∗２４ ｈ 系统向用户提供服务的时间段，
如：５∗１２，每周 ５ 个工作日，每
日 ８：００ 至 ２０：００

高峰时段 ９： ００ 至 １７： ００
（工作日）

系统访问用户或系统载荷达到

高峰时的可能时段，通常表示为

ＡＡ：００ 至 ＢＢ：００

允 许 系 统

服 务 中 断

时间

小于等于 １ 天 对单次故障系统恢复的最长容

忍时间

表 ２　 数据量技术指标

Ｔａｂ． ２　 Ｄａｔａ ｖｏｌｕｍ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系统指标 均值 峰值 指标描述

业务

处理量

１５ ０００ 笔 ／ 天 ２０ ０００ 笔 ／ 天 描述系统在一定的时间

周期内响应客户请求（包
括通过其它系统转发请

求）的能力。

数据

处理量

０．５ ＧＢ ／ 天 １ ＧＢ ／ 天 描述系统处理数据的能

力，一般为流经系统批处

理管道的数据容量，统计

单位为 ＧＢ。

３．１　 管理部门端

管理部门端能够呈现无车承运人企业平台上传

单据报表数据等一系列综合统计信息，方便管理部

门进行查看。 系统要提供用户数据查询功能。 可按

月、日车辆所属区域占比进行查询，也可对运单、运
量、运费的增量情况进行统计查询，并将查询结果展

示给用户。 综合统计数据主要包括：
（１）全省 ／市上月综合异常率报表、本月运单

数、本月运量数、本月运费总金额；
（２）车辆所属区域占比情况报表；
（３）无车承运人企业上传电子运单数排名统计

报表；
（４）全省 ／市运单增长情况报表；
（５）日运单数统计。

３．２　 无车承运人企业端

企业端要提供企业级数据统计等功能，企业可

通过首页查看无车承运相关运营数据，了解公司业

务的基本发展情况，以便做出针对性的措施。
同时能够统计无车承运企业相关运营数据，包

括：累计承运车辆数、累计承运司机数、累计合作企

业数、上月综合排名及趋势、上月综合异常率（接入

异常、解析异常）、本月运单数、本月运量数、本月运

费金额、每月或每日的运单（运量 ／运费）增长柱状 ／
折线图。
３．３　 门户网站

门户网站的建设要面向社会提供优质的、规范

化的服务与管理，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降低费

用成本，引导企业信息化发展。 门户网站提供的主

要功能有：
（１）首页：提供总体运行情况统计、排行榜、试

点企业、资讯列表展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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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资讯中心：提供政策法规和企业动态的资

讯展示；
（３）资料中心：提供试点无车承运人企业名单

信息列表查询和资料下载；
（４）公共查询：公共查询主要包括运政查询和

车辆入网查询；
（５）注册 ／登录：提供试点企业注册、注册企业 ／

管理部门系统登录入口。
３．４　 数据接口需求

从交通运输部的整体部署和要求出发，未来作

为一个省的地方信息服务平台，必须能够对接各级

职能部门和相关企业。 工作模式如图 ３ 所示。

服务平台 数据处
理模块

服务平台
数据库

省级职能
部门

市级职能
部门

无车承运人企业

无车承运人企业

无车承运人企业
数据上传

图 ３　 接入企业数据服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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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束语

交通运输部关于无车承运人准入运营模式已提

出３年，今年交通运输部将无车承运人提法改成“网

络货运平台”，同时发布了《全国网络货运经营信息

交互用户手册》 ［３］和《无车数据交互接入》 ［４］ ２ 个指

南。 目前各省交通物流情况存在差异，各省搭建的

无车承运人信息服务平台也不尽相同，但核心应该

紧扣交通运输部的主体要求，能够实现为相关职能

部门、物流企业与物流园区提供相关接口服务，同时

要能对接上交通运输部的统一接口，实现真正意义

上的服务与监测监管功能。
本文在充分解读交通运输部关于无车承运人运

营模式的政策与要求的基础上，从本区域出发，提出

了实现无车承运人信息服务平台应采用的技术框架

和基本功能，能够满足交通运输部的统一要求。 主

要难点是未来对接各个职能部门和物流企业的数据

接口，需要政府主导部门协调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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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管理层要提高成本意识。 管理者要围绕企

业价值最大化目标，树立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成本

管理理念。 要积极引进先进的成本管理方法，加大

对成本管理的宣传，以长远的眼光制定相关战略，为
成本管理的实施提供坚实的保障。

（２）完善成本管理体系建设。 相关部门要建立

科学完整的成本管理体系，从证券公司的整体到局

部的系统进行统筹规划，通过体制、机制、流程等组

织形态，发挥从总体到单项、从整体到局部的系统管

理功能。 同时，可以将管理层的绩效与成本管理效

率进行挂钩。 提高管理者的责任意识。 需要建立完

整的风险控制体系，并不断完善，将经营中出现风险

因素的可能性控制到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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