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服务指南 

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以下简称网络货运经营

者）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以及《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危

险货物道路运输管理规定》《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管理

暂行办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规定，严格操作规程，

完善平台功能，加强安全管理，提高服务品质。 

一、网络平台服务功能 

（一）线上服务能力要求。 

网络货运经营者线上服务能力应包括以下条件： 

1.取得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公司名称与网络货运经营申

请人名称一致）。 

2.符合国家关于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的要求（单位名称

与网络货运经营申请人名称一致，建议取得三级及以上信息系

统安全等级保护备案证明及相关材料）。 

3.网络平台接入省级网络货运信息监测系统。 

4.具备本章“（二）功能要求”的功能。 

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对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交



的网络货运申请者相关信息进行线上服务能力认定，认定合格

的，开具线上服务能力认定结果（详见附件）或在省级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官网公示。  

（二）功能要求。 

1.信息发布。 

网络货运经营者依托网络平台为托运人、实际承运人提供

真实、有效的货源及运力信息，并对货源及车源信息进行管理，

包括但不限于信息发布、筛选、修改、推送、撤回等功能。 

2.线上交易。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通过网络平台在线组织运力，进行货

源、运力资源的有效整合，实现信息精准配置，生成电子运单，

完成线上交易。 

3.全程监控。 

网络平台应自行或者使用第三方平台对运输地点、轨迹、

状态进行动态监控，具备对装货、卸货、结算等进行有效管控

的功能和物流信息全流程跟踪、记录、存储、分析能力；应记

录含有时间和地理位置信息的实时行驶轨迹数据；宜实时展示

实际承运驾驶员、车辆运输轨迹，并实现实际承运人相关资格

证件到期预警提示、违规行为报警等功能。 

4.金融支付。 

网络平台应具备核销对账、交易明细查询、生成资金流水

单等功能，宜具备在线支付功能。 



5.咨询投诉。 

网络平台应具备咨询、举报投诉、结果反馈等功能。 

6.在线评价。 

网络平台应具备对托运、实际承运人进行信用打分及评级

的功能。 

7.查询统计。 

网络平台应具备信息查询功能，包括运单、资金流水、运

输轨迹、信用记录、投诉处理等信息分类分户查询以及数据统

计分析的功能。 

8.数据调取。 

网络平台应具备交通运输、税务等相关部门依法调取数据

的条件。 

二、服务流程及要求 

（一）信息审核。 

1.托运人信息。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在平台上登记并核对托运人信息：托运

人为法人的，信息包括托运单位及法人代表名称、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联系人、联系方式、通信地址等基本信息，留存营业

执照扫描件；托运人为自然人的，信息包括托运人姓名、有效

证件号码、联系方式，留存有效证件扫描件。 

2.实际承运人信息。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要求实际承运人在网络平台注册登记



并核对以下信息：实际承运人名称、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身份证号）等基本信息；驾驶员姓名、

身份证号、联系方式、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号、机动车驾驶证

号；车辆牌照号、车牌颜色、车辆道路运输证号、车辆行驶证

档案编号、车辆总质量、核定载质量、外廓尺寸（4.5 吨及以

下普通道路货物运输车辆从事普通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无需

登记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号、道路运输证号、驾驶员从业资格

证号）。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留存以下有效证件扫描件：实际承运人

营业执照、身份证等扫描件；驾驶员身份证、机动车驾驶证、

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车辆行驶证、道路运输证（挂车、4.5

吨及以下普通道路货物运输车辆从事普通道路货物运输经营

的，无需上传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驾驶员从业

资格证）。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对实际承运人资质信息进行审核，通过

审核后方能委托其承担运输业务。 

（二）签订合同。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要求，

分别与托运人和实际承运人签订运输合同，主要内容应包括但

不限于： 

1.当事人信息：包括托运人、收货人、网络货运经营者、

实际承运人的名称、联系方式； 



2.服务内容：包括货物信息、运输方式、起讫地、运输价

格、时效要求等； 

3.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 

4.运费结算方式； 

合同保存时间自签订之日起不少于 3 年。 

（三）运输过程监控。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在生成运单号码后，实时采集实际承运

车辆运输轨迹的动态信息，并在货物起运和确认送达时，经驾

驶员授权同意后，实时采集和上传驾驶员地理位置信息，实现

交易、运输、结算等各环节全过程透明化动态管理。网络货运

经营者使用 12 吨及以上的重型普通载货汽车和半挂牵引车承

担运输任务时，应督促实际承运人保持车载卫星定位装置在

线。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确保线上提供服务的车辆和驾驶员与

线下实际提供服务的车辆和驾驶员一致。 

网络货运经营者不得虚构运输交易相互委托运输服务。 

（四）交付验收。 

1. 交接装货。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当在许可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

不得违规承运危险货物。 



网络货运经营者从事零担货物运输的，应当按照《零担货

物道路运输服务规范》的相关要求，对托运人身份进行查验登

记，督促实际承运人对货物进行安全检查或者开封验视。 

网络货运经营者接到实际承运人有关发现违禁物品、可疑

物品或瞒报危险物品报告的，应向公安机关或有关部门及时报

告。 

2.交付卸货。 

收货人确认收货后，实际承运人应及时将交付信息上传至

货运经营者网络平台。 

货物交付时存在异议的，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及时处理。 

（五）运费结算。 

1.结算流程。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向实际承运人支付

运费。 

2.支付方式。 

网络货运经营者宜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第三方支付平台合

作，通过电子支付实现交易留痕。 

（六）信息上传。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按照《部网络货运信息交互系统接入指

南》的要求，在收货人确认收货后，实时将运单数据上传至省

级网络货运信息监测系统。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在结算完成后，实时将资金流水单信息



上传至省级网络货运信息监测系统。 

（七）保险理赔。 

鼓励网络货运经营者采用投保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承

运人责任险等措施，保障托运人合法权益。 

（八）投诉处理。 

1.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建立便捷有效的投诉举报机制，公开

投诉举报方式等信息，包括服务电话、投诉方式、处理流程等。

鼓励网络货运经营者建立投诉举报在线解决机制。 

2.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在接到投诉举报后 24 小时内给予有

效响应，及时处理并将结果告知投诉方。 

3.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加强对举报、投诉处理相关信息的汇

总分析，在网络平台公示投诉处理满意率。及时查找管理不足

和漏洞，制定改进措施，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九）信用评价。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建立对实际承运人公平公正的信用评

价体系，围绕运输效率、运输安全、服务质量、客户满意度等

方面进行综合考核评价，评价结果在网络平台上公示。根据信

用评价结果建立实际承运人退出机制。 

三、安全及风险管控要求 

（一）安全生产管理。 

1.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建立健全适合网络货运经营特点的安



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业务操作规程、驾驶员和车辆资质

登记查验制度、托运人身份查验登记制度等，设立相应的安全

生产管理部门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2.应急管理。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制定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发生

事故或不可抗力事件时，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实际承

运人进行应急处置，并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应急救援。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跟踪了解行业动态和各方诉求，及时化

解和疏导矛盾，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3.安全人员考核。 

网络货运经营者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

由县级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考核合格。 

（二）信息安全管理。 

1.建立信息安全管理制度。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采取有效措施防病毒、防攻击、防泄密，

落实网络安全管理责任。 

2.加强信息使用管理。 

网络货运经营者应按照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采集与

网络货运经营相关的数据信息，采集的信息未经被采集者同

意，不得用于网络货运以外的其他用途，不得转让给第三方。 



（三）司机权益保护。 

网络货运经营者不得利用市场垄断地位排除、限制竞争，

随意压低运价，损害货车司机权益；应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支付

运费，不得拖欠运费；不得提供虚假信息、扰乱市场秩序；应

合理安排运输计划、保障货车司机合理休息，避免疲劳驾驶。 



线上服务能力认定结果 

 

                       （企业名称）于         年 

     月      日，经                   （县级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名称）向                      （省级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名称）提出网络货运经营线上服务能力认定申请。经联调

测试，申请单位已按照《部网络货运经营信息交互系统接入指

南》的要求，完成网络平台接入省级网络货运信息监测系统。

经核查，申请单位已取得《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    级信

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备案证明。网络平台具备信息发布、线上

交易、全程监控、金融支付、咨询投诉、在线评价、查询统计、

数据调取等功能，符合《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管理暂行

办法》《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服务指南》及相关规定，

具备线上服务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