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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行业标准 

《客车行李舱载货运输规范》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16 年天津 7.1 重特大交通事故发生后，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和交通运

输部领导在《关于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切实加强和改进道路客运安全工作的

报告》批示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道路客运安全管理工作，坚决遏止重

特大道路运输行车事故多发势头，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研究提出制定《客

车行李舱载货运输规范》，要求明确客车允许载货的种类范围和重量，客运

企业、客运站检查程序。根据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交运便字[2016]257号

文件《关于印发<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切实加强和改进道路客运安全工作的任

务分工表>的函》的要求，启动交通运输行业标准《客车行李舱载货运输规

范》（以下简称《规范》）编制工作。 

（二）协作单位 

本《规范》由中国道路运输协会旅客运输工作委员会牵头起草，交通

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黑龙江省道路运输管理局、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运

输管理局、吉林省运输协会、新国线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辽宁虎跃快速客

运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网上飞物流科技有限公司、重庆交运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参加。 

（三）主要工作过程 

为了确保《规范》内容制定的准确性、实用性，且充分反映实际情况、

能够真正解决道路客运班车行李舱载货存在的问题，保证标准内容科学、

合理，标准起草组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1、组织调研 

2016年 11月，项目组赴广东、浙江、安徽等省市开展实地调研。对广

东阳江、天河、台州、杭州和合肥等客运总站客车行李舱载运情况进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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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调查，对部分城乡班线进行跟车调查；对广东网上飞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等互联网+行包快运企业进行了调研；走访了安徽省道路运输协会、浙江台

州道路运输协会等行业协会。调研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是调查客车

行李舱载货运输在各运输企业的开展现状、运营模式、安全状况；二是调

查客车行李舱载货运输的基本操作环节、潜在安全风险；三是分析客车行

李舱载货运输所存在的问题，以及需要规范和改进完善的内容。 

2、座谈研讨 

2016年 10月，项目组在北京组织召开了《规范》起草会，确定了《规

范》起草的原则、结构和标准框架，进行了起草工作分工，并对相关问题

进行了研讨。 

2016年 11月底，项目组利用中国道路运输年会契机，组织国内重点道

路运输企业对初步形成的《规范》初稿进行意见征求。 

3、征求意见 

2016年 12月，项目组组织专家在深圳召开了中期工作会议。对前期形

成的《规范》初稿逐条进行了讨论，根据专家意见形成了标准的征求意见

稿。 

（四）本《规范》的主要起草人 

王永立、常庆宪，负责《规范》起草和编制过程的组织、协调，以及

主要章节的执笔、修改工作。 

蒋阳明、郭平、王荣升负责《规范》的框架整理、格式调整，统稿，

以及部分修改工作。 

二、《规范》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规范》制订原则 

（1）符合国家道路交通安全和交通运输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规

范的要求。 

（2）结合客车行李舱载货运输的基本运行环节，围绕安全发展要求，

在货物受理、安全检查、装载要求、货物运输、途中监管、货物到达等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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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环节，以及客车行李舱载货运输的禁运货物做出明确规定； 

（3）本着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可操作性原则，明确提出客车行李舱载

货运输具体要求，指导道路客运企业、汽车客运站、专业快件（物流）运

输企业开展规范的标准化作业，提高道路客运安全状况。 

2、《规范》主要内容及相关论据 

本《规范》根据我国道路客运班车行李舱载货现状，针对存在的问题，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参考和借鉴民航、铁路和道路危险货

物运输规范等文件，对客车行李舱载货设施设备、载运物品和载运管理进

行规定。 

3、《规范》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客运班车行李舱载货运输。根据客车行李舱载货主要存

在于道路客运班车现状，对适用范围进行明确。 

——基本要求 

本部分对客车行李舱载货承运人和托运物品受理人经营条件提出要

求，对承运客运企业和对托运物品履行源头管理的客运站（点）责任进行

明确。 

——设施设备要求 

本部分对客车行李舱以及客运站计量设备进行规定。客车行李舱安全

要求主要依据《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 7258）等要求进行明确。

托运物品计重和测量需要使用计量器具，对计量设备提出定期检定要求。 

——载运物品要求 

载运物品要求分物品种类范围和重要两方面进行规定。 

对客车行李舱载运物品要求，首先以保障乘客和运输安全为基本原则，

具体可载运物品类型和范围参照民航、铁路和当前道路客运行包托运管理

相关要求。载运物品重量是影响行车安全重要因素。客车行李舱载运最大

载货质量应不大于：客车允许最大总质量-整备质量-载客质量（载客人数

*65kg），依据客车安全运行条件和可操作性原则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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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运管理 

按照客运班车行李舱载运流程，对托运物品受理、安检、封装、计量、

运单、标签、仓储、装车、运输和交付进行规范。托运物品受理和安检主

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相关要求。对客车行李舱载货装

车载荷提出均衡分布和对易移动物品应采取有效固定措施。对托运物品装

车和在途管理对驾驶员提出明确要求，对车辆运行情况依据《道路运营车

辆动态监控管理办法》要求承运企业对车辆进行实时监控，防止站外上下

旅客和货物。 

4、附录  

附录 A为规范性附录，分为《禁止旅客随身携带或者托运的物品》、《旅

客不能随身携带但可作为行李托运的物品》、《旅客可随身携带含有易燃物

质的日常生活用品限量名录》，主要依据奥运、G20峰会等重要活动运输安

全管理经验，分类进行明确。 

附录 B 为资料性附录，提高信息管理标准化程度，附表中突出信息可

追溯性和责任清晰原则。 

三、预期经济、社会效益 

本《规范》对规范客车载货行为，保障客车运行安全具有重要的安全

效益。 

《规范》实施能进一步提高客车载货运输的标准化规范化程度，有利

于促进道路客运行业安全发展和升级转型。 

四、采用国际、国内标准的程度 

本《规范》不涉及国际标准，部分内容引用了国内相关行业标准。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规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制订，与

下列标准存在相关引用关系。 

GB 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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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2428  客车装载质量计算方法 

GB 13094  客车结构安全要求 

GB 18565  营运车辆综合性能要求和检测方法 

JT/T 325  营运车辆类型等级划分和评定要求 

JT/T 385  水路、公路运输货物包装基本要求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规范》的编制过程中没有遇到重大的分歧意见。 

七、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建议将本《规范》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规范》相关内容的实施，需

要交通运输部的推动以及各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配合，进行广泛的标准培

训和宣贯。最好能够配套相应的制度文件，以便标准在全国范围内的快速

贯彻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