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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围绕超限超载，面向公路运输，本文从超限超载运输形成的原因和存在分析、超限超载运输的危害、国

内外超限超载运输治理研究现状和未来超限超载运输治理对策四个方面入手，系统阐述国内外相关研究

现状、关键技术手段以及未来治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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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ound overrun overload, facing road transportation, this article, from four aspects of the causes 
of the formation of overrun overload transportation and the existing analysis, overrun the harm of 
overload transportation, overrun overload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at home and abroad re-
search status and future overrun overload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 describes 
system related research statu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key technique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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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公路运输的快速发展，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出现了公路超限超载运输现象。据统计，我国公

路每年因车辆超限超载造成的损失约 300 亿元，全国每年有约 10 万人死于交通事故，其中超限超载是导

致事故的主要原因[1]。公路超限运输对国家修建的公路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严重影响国家和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对公路运输市场的良性发展、社会经济秩序稳定带来严重影响。近几年，国家交通部

颁布《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对超限运输管理提出了全国的标准，各省市也在逐年加大超限

超载治理的力度，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截止目前全国范围内超限超载运输问题依旧存在。本研究

针对超限超载运输形成的原因和存在分析、超限超载运输的危害、国内外研究治理现状和未来超限超载

运输治理对策，系统阐述国内外超限超载治理过程中的研究成果，并讨论现有的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以及

未来治理对策，为治理超限超载提供更好的方向。 

2. 超限超载运输形成的原因和存在分析 

2.1. 超限超载与经济利益关系研究 

经济利益是导致超限超载运输的根本原因，2004 年，刘淼[2]提出执法机构无限扩大本单位及执法人

员的利益，只看重当前的经济利益。2007 年，路成章，王文龙[3]在对我国道路运输行业管理方针的探讨

中指出，由于我国道路运输市场的技术和资金准入门槛相对偏低，集体企业、个体户和其它组织纷纷涌

入道路运输市场，形成了国家、集体、个人共同参与道路运输的局面。2008 年，徐伟欣，唐俊忠[4]在超

限超载运输的成因及治理对策中指出，由于汽车生产商、制造商、改装市场为了赚取更大的利益，非法

生产、制造和改装车辆，为司机车主追求非法利益创造了客观条件。2010 年，王志强[5]指出超限超载运

输现象产生的成因是错综复杂的，在诸多的超限超载运输的原因中，运输经济利益的驱动和行政执法的

问题是两个主要因素。2012 年，吕静[1]通过市场失灵理论和大量数据分析，得出了运输行业缺乏有效监

管和进出壁垒的约束，导致运价低迷，超限超载形成恶性循环。2017 年，孙传姣[5]通过构建相关利益模

型，负外部性理论等分析超限超载带来的经济利益，提出了运输利润和个体原因决定着运输业户是在经

济利益的驱动下主动实施超限运输或者在维持生计的情况下被动采取超限运输。2018 年，蒋珍平[6]基于

经济学角度，提出了货运企业都是为了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并以此衡量货运车辆的装载水平，进而

进行超限超载运输。2018 年，吕建新、田杰、刘银[7]等人建立了公路货运收益模型，并对货运收益进行

了分析，提出了超限运输的经济学分析。2018 年，王磊磊[8]提出要确保治理的有效性，需要对各方利益

主体的经济利益进行有效的价值补偿。 
上述研究分别从超限超载各利益博弈方、司机车主利益、执法经纪人问题、非法改装问题以及运输

行业问题分析，深度挖掘了指超限超载运输中的利益关系，由于运输价格的过低，导致相关运输企业及

人员的利益受到限制，迫使一些运输企业和人员进行非法超限超载运输，这是导致超限超载运输的根本

原因。 

2.2. 超限超载行政执法方面的研究 

众多研究学者在行政执法方面分析，造成超限超载的成因主要是当前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和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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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超限超载运输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以及执法的不严格、不规范，助长了超限超载的恶劣风气，使得

超限超载的行为不能做到有法可依，且执法混乱，这也是导致超限超载运输的一大重要原因。 
2007 年，曾新春、成资文[9]提出各执法部门应主动接受政府和新闻监督，聘请社会监督员，自觉接

受社会监督，做到八个公开，建立全方位的监督体系。2016 年，屈伟[10]提出了相关法律法规的问题导

致了交通违法现象愈演愈烈。2016 年，刘青山[11]通过问卷调查法、图表统计法，在对现阶段部分省区

市路政管理体制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内蒙古公路路政管理现状采用因果分析法分析了路政管理中工作效

率下降的原因，提出执法队伍素质不高，专业人才匮乏。2017 年，王姝莉[12]提出现在治理超限超载工

作监督考核手段有待完善。2017 年，杜石磊、白世涛[13]提出了内部监察权力较小。2017 年，岳雪峰[14]
提出了要合理运用行政、司法、经济等手段提高执法人员寻租设租的成本，以杜绝寻租，以政府购买服

务的方式委托第三方对交通运输执法机构履职尽责、规范管理和执法成效等情况进行评价，创新监督方

式方法。2017 年，糜秋群[15]提出法律法规规定不严和执行乏力、治理手段单一和落后和执法机构的临

时性和人员思想的不稳定性是导致超限超载运输的重要因素。2019 年，徐畅[16]通过数据分析执法人员

来源、学历、能力等方面，和实际案例分析得出执法人员素质低，影响了执法行动。通过对比现行法律

法规与社会现实发展得出立法工作已严重滞后，而且由于法律法规操作性不强，不能适应地方执法实际。 

3. 超限超载运输的危害研究 

超限超载运输的危害包括严重破坏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诱发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和严重破坏公路

运输市场秩序。目前我国公路的路面设计和施工水平较以前已经有了显著的提高，在正常公路运输中不

会对路面和桥梁结构造成很大损伤，但超限超载的车辆对于路面的损耗是极大的，会造成裂缝、坑洼等，

对公路有不可逆的危害，严重影响路面和桥梁的寿命周期。2004 年，王建聪[17]通过调研了我国公路超

限超载的现状，分析了车辆超限超载对于损害公路和桥梁、危害交通安全、扰乱运输市场秩序、污染环

境的危害性。2004 年，肖献法[18]提出超限超载运输是公路的“杀手”，公路超限超载运输是造成公路

桥梁非正常损坏的主要原因，2004 年，张红卫、王文龙[19]在车辆超限超载与公路运输安全性分析提出

车辆超限重量的增加对公路路面造成的损害程度以几何级数增长。2008 年，黄延标[20]在浅谈沥青路面

早期破坏原因及防治对策中指出，路面破坏系数与轴载质量的次方成正比，所以超限超载对于路面的破

坏是相当大的。 
而且超限超载运输严重危害交通安全，极易导致交通事故。超限超载一方面对于路面等设施造成损

害，另一方面会严重影响到行车的安全，超限超载造成的裂缝、坑洼会影响车辆的正常行驶和造成车辆

制动等性能的降低，危及行车安全。2004 年，陈荫三[21]提出 70%的道路交通安全事故是由于车辆超限

超载引发的，50%的群死群伤性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与超限超载有直接关系。2004 年，路成章、王文龙

[22]在超限超载对社会的危害中提出，司机长时间驾驶超限超载车辆，劳动强度大，容易疲惫，也及易发

生交通事故。2010 年，胡强[23]提出了在超限运输过程中，由于长时间的、大量的超限超载运输，致使

超限车辆往往处在超负荷运转状态，机动车辆的制动性能和操作稳定性会大幅下降，车辆标准构件也会

由于长期的超大负荷运转下，短期出现疲劳损坏现象，极易引发交通事故。2010 年，蒋在文[24]提出超

限超载运输车辆对转向系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超限超载车辆是交通事故频发的直接诱因，极易诱发道

路交通事故。 
正常的运输行为不会造成运输市场的秩序混乱，而超限超载行为破坏了运输市场中的运力、运量和

运价结构的相对稳定性，使得运价过低，影响了运输市场的运价机制，形成超限造成的恶性循环现象，

2003 年，唐进才[25]提出了经济学中“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效应，即超限超载造成的过低的运输价格，

使得本来守法的营运者在行业竞争中处于劣势，逐渐丧失货源，被迫加入非法超限超载运输的行列里。

https://doi.org/10.12677/ojtt.2022.112008


韦剑道，高创 
 

 

DOI: 10.12677/ojtt.2022.112008 93 交通技术 
 

2004 年，路成章、王文龙[23]分析了道路运输市场因为处于买方市场，导致低运价成为一些资质不高的

运输企业求得生存的武器，以低运价攫取货源，通过恶意超限超载运输获取非法利润以弥补低运价造成

的损失，道路运输市场的竞争越来越依赖于运价而不是服务质量的竞争，超限超载运输日益猖獗。2010
年，胡强[23]研究了运输价格与超限超载的联系，得出因为超限超载运输的不良竞争，会直接造成运输价

格走低，过低的超限运输价格又迫使运输业主进行超标准的装载拉运。2013 年，罗容晖[26]提出了因为

竞相超限运输，使超限运输呈规模化，进一步加剧超限运输，在一定程度上又增加了运输市场的无序竞

争。 
如图 1 所示。这种恶性循环的影响程度是巨大的，如果不有效地遏制，会严重破坏道路运输市场秩

序，引发运输市场混乱，阻碍运输市场的发展。超载运输超限超载运输产生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不仅

导致了交通基础设施的损害，又极易造成交通事故的发生，更使得交通运输市场的秩序遭到破坏。通过

对于超限超载危害性的研究，让人们意识到超限超载运输后果的严重性，对于增强超限超载危害意识具

有很大的意义。 
 

 
Figure 1. The vicious cycle of overloading 
图 1. 超限超载恶性循环 

4. 国内外超限超载运输治理的研究 

4.1. 国外超限超载运输治理研究 

美国的超限超载治理从很早就开始了，1978 年获批的新法案，提出了对违规的车辆进行经济处罚；

1995 年制定并实施了州际公路货运车辆载货尺寸和重量的标准。并从技术层面上采用动态称重设备，得

到了良好的效果，使得超限超载运输现象呈下降趋势[27]。英国政府主管部门采取大力度执法的方式，在

全国设置大量称重检测站，使用固定称重和移动称重设备同时使用的方式，详细规定超限超载运输车辆

的处罚程序，其严厉的处罚方式不但表现在罚款上，也表现在对运输车辆营运证的处罚上，包括中止、

吊销或重发车辆营运证，实行“依法治超，从严管理”的方针[28]。日本政府对于超限超载运输一直处于

长期治理过程中，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技术检测手段、不断加强处罚力度，提出了对违规车辆

采取同时处罚货物、运输企业和驾驶员的制度[29]。南非政府针对超限超载运输现象，提出对于经常超限

超载运输的运输公司实行巨额罚款，严重者甚至进行起诉[30]。 
国外对于超限超载运输的治理较早，并采用了严格的治理措施，形成了完备的关于超限超载运输的

法律体系，以及许多有效的治理方法，使得国外的超限超载问题并不严重。而且超限超载治理情况与国

家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治超法律健全、检测手段较多、治理力度

较大，违法后的惩罚严厉，治理效果较为明显。从以上国家的治理超限超载的手段来看，主要还是从进

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为重要手段，进行加强行政执法的力度和效率，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为重要措施，再

实行经济手段的处罚为辅助，在科学技术手段的保障下进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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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国内超限超载运输治理研究 

对于我国超限超载运输治理的研究，2005 年，王文龙、路成章[31]提出将公路超限、超载运输治理

的总体战略划分为集中治超和长效治理两大阶段，配备营运车辆的电子营运证、追究发货人的超限运输

连带责任、应用和推广加速进行动态轴重的检测装置、采用推荐车型的营运车辆，因为集中治理存在诸

多问题，治超工作及时、适时转入到长效治理。2006 年，蔡建华、张建飞等[32]运用了经济学中的成本

及价格分析的方法，对于超限超载运输治理，提出了加大经济调节的力度、提高路面执法强度、加大超

限处罚的力度。2007 年，吴振全、解建华[33]等在《公路》中“高速公路成本分析与通行费定价方法探

讨”一文中，阐述了高速公路的成本构成及产生原因，分析了高速公路成本及利润随时间变化的规律，

提出了在计重收费模式下基于成本测算通行费费率的方法。2007 年，张生瑞、梁营力、谢军[34]等根据

社会经济、市场机制等方面因素，提出了运用净现值法对收费公路的收费年限进行计算，但该研究只针

对收费公路的收费年限的确定进行了分析，缺乏对计重收费对车辆超限超载运输造成的影响以及合理收

费情况下制定治理超限超载的方案研究。2009 年，岳通、徐光荣、陶家全、张弛等[35]提出在高速公路

互通式立交出口前设置高速动态预检设备，用来检测超限超载运输的车辆，同时，采用高速公路联网系

统软件在实时监控超限超载运输车辆。2010 年，蒋在文[31]利用博弈论理论和信息经济学中的有关理论

研究了超限超载治理机理，分别就治超过程中监管部门、运输企业间的行为以及治理过程中的自律机制

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提出了从他律到自律，自律监管是超限超载治理的新途径。 
国外对于超限超载治理大多数集中在技术领域的研究，研究主要针对车辆的载重对于道路结构的危

害，并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与国外发达国家对比，我国对于超限超载运输的研究，大多数研究只是

停留在文字理论层面，即如何有效的进行长期治理的对策，缺乏数学模型的支撑，不够深入，没有形成

一套系统的理论。治理对策并没有涉及到深层的制度变革与创新；通过制度创新来研究治理对策的研究

成果甚少；在技术治超领域又落后于发达国家，未来治超道路仍旧任重而道远。 

5. 未来超限超载运输治理的对策研究  

上面通过对我国超限超载运输形成的原因和存在分析、超限超载运输的危害、国内外超限超载运输

治理现状研究总结分析后，笔者认为未来我国超限超载治理的主要方向从以下三个方面研究发展。 

5.1. 在行政与经济方面 

虽然我国在没有形成较为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但笔者认为还是在行政执法方面能力的不足导致，

没有加大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行政执法作为超限超载治理中的重要手段，直接对于超限超载行为起到

威慑作用，可在其执法过程中，存在管理部门职能交叉，执法人员素质低等问题，仍需执法实践中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使行政执法过程变得高效。2009 年，高华强、丁红线[36]提出政府应该加强对运输市

场的宏观调控，立法机关要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及时制定一些规范文件，建立健全法律制度。2015 年，张

洋、陈雅南、陈鹏[37]提出我国应该加大对于超限超载车辆的处罚力度，起到能够震慑的作用。2015 年，

张洋、陈雅南、陈鹏[37]提出对于超限超载处罚措施的改革。2016 年，张汉华[38]提出高速公路应严格执

行惩罚性计重收费标准。张波[39]提出加强执法队伍建设、严格实行责任倒查。 
计重收费目的是通过经济调节降低甚至消除超限超载运输的利润空间，即用经济手段来减少超限超

载运输现象，通过对与公路运输有关的交通规费的计费依据或费率的调整，可以达到对道路运输经营合

理收取费用的目的，同时对构建良好的公路运输市场环境，使合法的公路运输有利可图，也使违法超限

运输大大增加其运营成本，从根本上有效遏制超限超载行为。2017 年，刘宜双[40]提出计重收费通过在

经济方面剥夺超限超载运输的违规收益，使超限超载运输形成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优势明显。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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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进[41]提出不构成相关标准的，在车辆年审、营运证检验环节要求司机、车主、企业负责人接受教育培

训。2018 年，卜金涛[42]提出按计重收费等措施降低企业的超限超载行为、提升我国运输质量、保障货

物运输人员的安全。 
目前乃至以后，经济手段仍是治理超限超载的有效手段，通过剥夺相关人员的经济利益，促使其放

弃超限超载带来的可观经济利益的想法，从而有效遏制超限超载行为的出现。 

5.2. 在信用与技术创新方面 

在治超新政出台之后，超限超载研究中提出信用治超对策的频率大量增多，其核心是构建国家级信

用体系，针对多次超限超载进行多部门联合惩戒。2017 年，龙艳科[43]提出了应该全面建设“信用交通”

体系，并按照国家失信联合惩戒的内容出台联合惩戒的备忘录。2017 年，杨天学[44]提出由经济和信息

化部门负责维护本部门管理的机动车车型参数、车辆生产企业、改装企业等信息和治理超限超载相关信

用信息。2017 年，詹乒[45]提出信用治超是一种新型治超手段，对于超限超载人员进行信用管理。2018
年，杨淑君、徐婧[46]提出建设奖惩平台，将工商、税务、海关、银行、保险、交通等有关部门掌握的个

人或企业信用的数据资料进行归集共享。 
通过对超限超载治理的自律机制以及运输企业行为自律收益途径的深刻理论分析，可以看到不断加

强自律建设，建立货运车辆、车主信用考评体系，不仅为道路货物运输市场准入提供必要的参考信息，

也为运输市场的监管提供了一种有效手段，同时也为超限超载运输治理过程中的经济、行政、法律等手

段的进一步发挥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支持，是对当前整个超限超载运输治理方法体系的有益补充和完善。 
技术创新治超不仅仅是改革检测方式，而是向着信息化、联网化和智能化发展，使得各部门、各政

府层级能够互联互通，进行信息联动和合作。2013 年，J. C. Pais，S. I. R. Amorim [47]等人通过车辆超载

管理系统及其实施情况，描述了道路管理局在控制车辆超限超载问题上面临的主要问题，通过车辆超载

管理系统能够识别有问题的车辆配置、有问题的负载和有问题的运输者，为道路运输管理局提供有效的

监控管理工具，有效减少超载运输。2014 年，马俊[48]采用调查法、观察法对于道路车辆超限超载现象

进行分析。并进行一系列的实验研究，发现公路非现场执法治超存在缺陷，应当完善，建立以该路段为

试点，基于车辆高速精确检测的公路治超非现场执法模式。2015 年，王晓斌[49]研究了治超的问题，并

针对现有的问题设计并实现了一体化治超管理系统，采用了通信技术、GIS、物联网等技术，以视频监控、

交通流检测、车辆超载超速检测、高清视频流监控、违规车辆抓拍、车辆定位、车辆号牌识别、移动执

法、交通诱导为支撑，指挥调度、集数据的交换、勤务的管理、信息服务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集成管理

系统平台，实现对超限超载车辆进行指挥卸载、称重检测、拦截引导的监控。2017 年，Bajwa，Ravneet，
Coleri，Erdem [50]等学者研究了基于无线传感器的振动动态称重系统。所提出的无线传感器网络(WSN)
由报告路面振动的加速度传感器、报告车辆到达和离开时间的车辆检测传感器以及同步所有传感器并记

录传感器数据的接入点(AP)组成。赵亮[51]基于弯板式动态称重等技术研究公路治超非现场执法系统原理

和处理流程，并基于 MVC (模型–视图–控制器)模式框架搭建公路治超非现场执法系统管理平台，通过

实例验证了非现场执法系统相比传统治超模式，保证超限超载执法的客观性和公正性。2017 年，谢鑫[52]
通过对外部性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以及多中心治理理论的研究，从治理模式的角度，提出了道路超限

超载的多中心治理模式。2018 年，王进[41]提出推进源头企业装载监控平台的建设使用，由交通运输部

门牵头，利用科技监控手段，有效遏制源头企业违法装载行为，减轻交通部门执法的压力。2019 年，杨

慧[53]深入研究非现场治超的主要问题，提出重视科学统筹规划、健全配套管理机制、完善执法称重系统、

加强政务信息共享以及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五个解决办法。2020 年，吴禹承[54]通过比较分析超限超载运

输传统监管方式和现代化监管方式的优缺点，提出取其优势，采用混合式监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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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时代进步的根源，治超工作也是如此，治理超限超载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进行技术和管理方面

的创新，找到更加有效更加适合当前的治理方式。技术创新又是治理超限超载一大重要手段，更加完善

的动态称重系统和科学高效的治理管理方案，以及高速传输和互通各种信息，未来的治超的发展方向将

朝着智能化、信息化。 

5.3. 在教育与司法方面 

2015 年，张洋、陈雅南、陈鹏[37]提出提高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的重视程度，在政府层面加大宣传教

育。2017 年，陈建川、狄泽华[55]提出刑法中增加违规生产或改装汽车触犯“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条款。

2017 年，张波[39]提出根据治理超限超载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应加快推进对暴力抗法当事人的司法追

究工作，开展治超立法相关研究和论证工作，将车辆超限超载行为列入危害公共安全行为，推动超限超

载入刑工作，争取通过司法程序惩治超限行为，促进治理超限超载领域的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2018 年，

米国瞳[56]对与目前超限超载治理的困境，提出了以立法为主，将超限超载运输纳入刑法规制，并辅以执

法、行政、创新三个方面的手段。 
通过加强交通法规的宣传教育，使得群众能够知法、懂法，形成超限超载违法的观念，从而不会知

法犯法；对于那些知法犯法以及屡教不改的超限超载行为，在惩罚的等级上进一步升级，进行刑事上的

处罚，使得违法人员意识到超限超载行为的严重性，对其起到震慑作用。从而这两个方面的手段，更是

对治超手段的补充和完善，从基层教育开始，并不断加强法律方面的意识，这也是未来治理超限超载手

段不可缺少的一环。 

6. 结论 

本研究从超限超载运输形成的原因和存在分析、超限超载运输的危害、国内外超限超载运输治理现

状和未来超限超载运输治理对策这四个方面综述了关于超限超载运输关键性研究成果，首先从经济利益

和行政执法这两个角度解释了超限超载运输形成和存在的原因，深度分析了经济利益和行政执法在超限

超载行为中占据的主要位置，然后分别阐述了超限超载运输的危害性，严重破坏路产、引发交通事故以

及破坏运输市场秩序和国内外超限超载治理研究现状，由于国外发达国家已经形成完备的法律和治理体

系，主要在技术手段上对于超限超载行为治理进行不断完善；国内在治理超限超载方面主要是理论和治

理对策的研究，如何进行长期有效治理，最后对未来超限超载运输治理对策进行了综述。 
从关于超限超载运输这四个方面的研究综述可以看出，专家学者于超限超载运输治理的相关研究已

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治超任务任重而道远，未来对于超限超载的治理方向还是

应该要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为主要手段，在不断完善计重收费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建立有效

的治超模式和运行制度，并采取技术创新手段巩固加强治超管理，最后落实对于超限超载企业和人员的

宣传教育工作，加强超限超载的危害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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