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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
（转载于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运输统计”）

2023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面对复杂严峻

的国际环境和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交通运输行业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

质量发展，奋力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

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有力的运输服务保障。

一、基础设施

（一）铁路。

年末全国铁路营业里程 15.9 万公里，其中高铁营业里程 4.5 万

公里。投产新线 3637 公里，其中高铁 2776 公里。铁路复线率为

60.3%，电化率为 75.2%。全国铁路路网密度 165.2 公里/万平方公

里，比上年末增加 4.1 公里/万平方公里。

图 1 2019－2023 年年末全国铁路营业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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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路。

年末全国公路里程 543.68 万公里，比上年末增加 8.20 万公里。

公路密度 56.63 公里/百平方公里，增加 0.85 公里/百平方公里。

图 2 2019－2023 年年末全国公路里程及公路密度

年末全国四级及以上等级公路里程 527.01 万公里，比上年末增

加 10.76 万公里，占公路里程比重为 96.9%、提高 0.5 个百分点。其

中，二级及以上等级公路里程 76.22 万公里、增加 1.86 万公里，占

公路里程比重为 14.0%、提高 0.1 个百分点；高速公路里程 18.36

万公里、增加 0.64 万公里，国家高速公路里程 12.23 万公里、增加

0.24 万公里。

图 3 2023 年年末全国公路里程构成（按技术等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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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全国国道里程 38.40 万公里，省道里程 40.41 万公里。农

村公路里程 459.86 万公里，其中县道里程 69.67 万公里、乡道里程

124.28 万公里、村道里程 265.91 万公里。

年末全国公路桥梁 107.93 万座、9528.82 万延米，比上年末分

别增加 4.61 万座、952.33 万延米，其中特大桥 10239 座、1873.01

万延米，大桥 17.77 万座、4994.37 万延米。全国公路隧道 27297

处、3023.18 万延米，增加 2447 处、344.75 万延米，其中特长隧

道 2050 处、924.07 万延米，长隧道 7552 处、1321.38 万延米。

（三）水路。

1．内河航道。

年末全国内河航道通航里程 12.82 万公里，比上年末增加 184

公里。等级航道通航里程 6.78 万公里，占内河航道通航里程比重为

52.9%，其中三级及以上航道通航里程 1.54 万公里、占内河航道通

航里程比重为 12.0%。

年末各等级内河航道通航里程分别为：一级航道 2192 公里，二

级航道 4471 公里，三级航道 8741 公里，四级航道 11717 公里，五

级航道 7375 公里，六级航道 16342 公里，七级航道 16989 公里。

等外航道 6.03 万公里。

2．港口。

年末全国港口生产用码头泊位 22023 个，比上年末增加 700 个。

其中，内河港口生产用码头泊位 16433 个、增加 551 个，沿海港口

生产用码头泊位 5590 个、增加 149 个。

年末全国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 2878 个，比上年末增加 127

个。从分布结构看，内河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 469 个、增加 18 个，

沿海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 2409 个、增加 109 个。从用途结构看，

专业化万吨级及以上泊位 1544 个、增加 76 个，通用散货万吨级及

以上泊位 664 个、增加 27 个，通用件杂货万吨级及以上泊位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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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增加 13 个，客货万吨级及以上泊位 3 个、减少 1 个，多用途万

吨级及以上泊位 183 个、增加 8 个，其他万吨级及以上泊位 37 个、

增加 4 个。

表 1 2023 年年末全国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

单位：个

表 2 2023 年年末全国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构成（按主要用途分）

单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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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航。

年末颁证民用航空运输机场 259 个，比上年末增加 5 个，其中

定期航班通航机场 259 个，定期航班通航城市（或地区）255 个。

全年旅客吞吐量达到 100 万人次以上的运输机场 102 个，其中

达到 1000 万人次及以上的运输机场 38 个。全年货邮吞吐量达到

10000 吨以上的运输机场 63 个。

（五）邮政。

年末邮政行业企业共设立各类营业网点 46.8 万处，比上年末增

加 3.4 万处。其中，邮政普遍服务营业网点 5.5 万处，快递企业营业

网点 23.4 万处，服务站等其他类型营业网点 17.9 万处。全国设立村

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村邮站）36.5 万处。全国邮政普遍服务网

路 4.0 万条，快递服务网路 22.8 万条。全国邮政普遍服务农村投递

路线 10.0 万条，城市投递路线 12.4 万条、增加 0.5 万条。

（六）城市客运。

年末全国公共汽电车运营线路 7.98 万条，比上年末增加 0.18 万

条，运营线路总长度 173.39 万公里、增加 6.94 万公里，其中公交

专用车道 2.03 万公里、增加 405.3 公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 308

条、增加 16 条，运营里程 10158.6 公里、增加 604.0 公里，其中地

铁线路 256 条、9042.3 公里，轻轨线路 7 条、267.5 公里。城市客

运轮渡运营航线 80 条、增加 1 条，运营航线总长度 306.4 公里、减

少 28.2 公里。

二、运输装备

（一）铁路。

年末全国拥有铁路机车 2.24 万台，比上年末增加 0.02 万台，其

中内燃机车 0.78 万台、电力机车 1.46 万台。拥有铁路客车 7.8 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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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0.1 万辆，其中动车组 4427 标准组、35416 辆，分别增加 209

标准组、1674 辆。拥有铁路货车 100.7 万辆、增加 1.1 万辆。

（二）公路。

年末全国拥有公路营运汽车 1226.20 万辆。分结构看，拥有载

客汽车 55.24 万辆、1638.29 万客位，比上年末分别减少 0.18 万辆、

8.95 万客位；拥有载货汽车 1170.97 万辆、17216.71 万吨位，分别

增加 4.30 万辆、249.38 万吨位，其中，普通货车 358.71 万辆、

4434.51 万吨位，分别减少 28.98 万辆、281.68 万吨位，专用货车

68.68 万辆、817.75 万吨位，分别增加 5.25 万辆、64.03 万吨位，

牵引车 370.37 万辆、增加 16.19 万辆，挂车 373.20 万辆、增加 11.84

万辆。

表 3 2023 年年末全国公路营运汽车构成



7

（三）水路。

年末全国拥有水上运输船舶 11.83 万艘，比上年末减少 0.36 万

艘，净载重量 3.01 亿吨、增加 0.03 亿吨，载客量 81.25 万客位、减

少 4.93 万客位，集装箱箱位 304.24 万标准箱、增加 5.52 万标准箱。

表 4 2023 年年末全国水上运输船舶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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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航。

年末全国运输飞机在册架数 4270 架，比上年末增加 105 架。其

中，客运飞机 4013 架、增加 71 架，货运飞机 257 架、增加 34 架。

（五）城市客运。

年末全国拥有公共汽电车 68.25 万辆，比上年末减少 2.07 万辆，

其中纯电动车 47.39 万辆、增加 1.85 万辆，占公共汽电车比重为

69.4%、提高 4.7 个百分点。拥有城市轨道交通配属车辆 6.67 万辆，

增加 0.41 万辆。拥有巡游出租汽车 136.74 万辆，增加 0.54 万辆。

拥有城市客运轮渡船舶 180 艘。

图 4 2023 年年末公共汽电车构成（按燃料类型分）

表 5 2019－2023 年年末全国城市客运装备拥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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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运输服务

全年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547.47 亿吨，比上年增长 8.1%，完成

货物周转量 240646 亿吨公里、增长 6.3%。全年完成跨区域人员流

动量 612.88 亿人次，增长 30.7%。

图 5 2023 年营业性货物运输量构成（按运输方式分）

图 6 2023 年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构成（按运输方式分）

（一）铁路。

全年完成货运总发送量 50.35 亿吨，比上年增长 1.0%，完成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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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总周转量 36460 亿吨公里、增长 1.4%。

全年完成旅客发送量 38.55 亿人次，比上年增长 130.4%，完成

旅客周转量 14729 亿人公里、增长 123.9%。

（二）公路。

全年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403.37 亿吨，比上年增长 8.7%，完成

货物周转量 73950 亿吨公里、增长 6.9%。

全年完成公路人员流动量 565.56 亿人次，比上年增长 26.1%。

其中，营业性客运量 110.12 亿人次、增长 22.4%，营业性旅客周转

量 4740.04 亿人公里、增长 38.1%；非营业性小客车出行量 455.45

亿人次、增长 27.0%。

（三）水路。

全年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93.67 亿吨，比上年增长 9.5%，完成货

物周转量 129952 亿吨公里、增长 7.4%。其中，内河货运量 47.91

亿吨、增长 8.8%，内河货物周转量 20773 亿吨公里、增长 9.2%；

海洋货运量 45.77 亿吨、增长 10.2%，海洋货物周转量 109179 亿

吨公里、增长 7.1%。

全年完成营业性客运量 2.58 亿人次，比上年增长 121.6%，完

成营业性旅客周转量 53.77 亿人公里、增长 137.9%。

全年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169.73 亿吨，比上年增长 8.2%。其

中，内河港口货物吞吐量 61.39 亿吨、增长 10.5%，沿海港口货物

吞吐量 108.35 亿吨、增长 6.9%；外贸货物吞吐量 50.47 亿吨、增

长 9.5%，内贸货物吞吐量 119.26 亿吨、增长 7.7%。完成集装箱吞

吐量 3.10 亿标准箱，增长 4.9%。完成集装箱铁水联运量 1018.36

万标准箱，增长 15.9%。

全年完成港口旅客吞吐量 7844.53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101.8%。

其中，内河港口旅客吞吐量 344.12 万人次、增长 781.6%，沿海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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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旅客吞吐量 7500.41 万人次、增长 94.9%。

表 6 2023 年全国港口货物吞吐量构成图片

（四）民航。

全年完成货邮运输量 735.38 万吨，比上年增长 21.0%，完成货

邮周转量 283.62 亿吨公里、增长 11.6%。

全年完成客运量 6.20 亿人次，比上年增长 146.1%，完成旅客

周转量 10309 亿人公里、增长 163.4%。国内航线完成客运量 5.91

亿人次、增长 136.3%，其中港澳台航线完成 668.45 万人次、增长

1324.7%；国际航线完成 2905.95 万人次、增长 1461.7%。

全年民航运输机场完成货邮吞吐量 1683.31 万吨，比上年增长

15.8%，完成旅客吞吐量 12.60 亿人次、增长 142.2%。

（五）邮政。

全年完成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 1624.8 亿件，比上年增长 16.8%，

完成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15293

亿元、增长 13.2%。

全年完成快递业务量 1320.7 亿件，比上年增长 19.4%，完成快

递业务收入 12074 亿元、增长 14.3%。

（六）城市客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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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完成城市客运量 1010.00 亿人次，比上年增长 27.7%。其

中，公共汽电车城市客运量 380.50 亿人次、增长 18.0%，城市轨道

交通客运量 293.89 亿人次、增长 52.2%，出租汽车城市客运量

334.78 亿人次、增长 21.7%，城市客运轮渡客运量 0.83 亿人次、增

长 85.3%。

图 7 2023 年全国城市客运量构成（按运输方式分）

四、交通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 3914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其

中公路水路固定资产投资 30256 亿元、增长 0.2%。

图 8 2019－2023 年交通固定资产投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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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铁路。

全年完成铁路固定资产投资 7645 亿元，比上年增长 7.5%。

（二）公路。

全年完成公路固定资产投资 28240 亿元，比上年下降 1.0%。其

中，高速公路完成 15955 亿元、下降 1.9%，普通国省道完成 6136

亿元、增长 1.0%，农村公路完成 4843 亿元、增长 0.7%。

全年全国 832 个脱贫县完成公路固定资产投资 7183 亿元。

（三）水路。

全年完成水路固定资产投资 2016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1%。其

中，内河建设完成 1052 亿元、增长 21.3%，沿海建设完成 912 亿

元、增长 14.8%。

（四）民航。

全年完成民航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投资 1241 亿元，比上年增长

0.8%。

五、安全生产

（一）铁路。

全年全国铁路未发生铁路交通特别重大、重大事故，发生较大事

故 2 件，比上年减少 3 件。铁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比上年下降 7.5%。

（二）公路水路。

全年共发生运输船舶水上交通事故（等级事故）89 起，比上年

下降 13.6%，死亡失踪 78 人、下降 11.4%，沉船 24 艘、下降 27.3%。

全国各级海上搜救中心共组织、协调搜救行动 1591 次，在我国搜救

责任区内成功搜救 897 艘中外遇险船舶、10269 名中外遇险人员。

全年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领域未发生重特大事故，发生生产安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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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60 起、死亡 80 人。

（三）民航。

全年民航安全运行平稳可控，运输航空百万架次重大事故率十年

滚动值为 0.0249。通用航空事故万架次率为 0.0358。各项指标均较

好控制在年度安全目标范围内。

（四）邮政。

全年共发生寄递企业作业场地生产安全亡人事故 3 起。

六、科技创新与人才队伍建设

年末公路水路领域共有 60 个行业重点实验室，86 个行业研发中

心，13 个行业野外科学观测研究基地。成立由 15 个全国重点实验室

组成的交通运输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联盟。

全年交通运输行业共发布国家和行业标准 287 项。

全年部系统共有 4 人入选国家级重大人才工程。4 个集体荣获全

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3 人入选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交通运输

行业科技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20 人入选科技创新领军人才、30 人

入选青年拔尖人才、10 个创新团队入选重点领域创新团队。共 335

人获得“全国交通技术能手”称号。114 个集体获得共青团中央、交

通运输部联合认定的“第 21 届全国青年文明号”。20 名个人（团队）

推选为第二届“最美港航人”，1 名个人推选为第二届“最美港航人”

特别致敬人物，10 名个人推选为“最美海事人”，100 名个人推选

为“最美货车司机”，其中 10 名个人推选为“十大最美货车司机”。

注释：

1．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统计数据未包括在本公报内。

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2．公路营运汽车的统计范围是在公路运输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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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营运状态、最近年审日期在两年内的公路客运、货运车辆。

3．营业性货物运输量为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完成数，不包

括管道数据。

4．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指国际间、城际间、城乡间商务、旅游等

跨区域人员流动规模，为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完成数，不包括城

市客运量。

5．公路营业性客运量包含班车包车客运量、公共汽电车城际城

乡客运量和出租汽车（含巡游出租汽车、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城际城

乡客运量。

6．城市客运量包括公共汽电车、出租汽车（含巡游出租汽车、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在城市内（含县城内）产生的客运量以及城市轨

道交通客运量、城市客运轮渡客运量。

资料来源：

本公报数据来自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

家邮政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