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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经过了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道路快速建设，我国道路已进入大规模养护

阶段，我国公路养护行业已达数千亿市场规模。并且在《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

年-2030年)》中明确指出，未来我国公路网总规模约 580万公里，未来二十几年

内道路建设需求将会保持稳定增长。广阔的市场前景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道路

养护行业的持续发展。本文试图从行业概况、行业规模、市场容量、监管动向和

行业风险等角度剖析道路养护行业发展趋势。

一、行业概况

我国公路建设规模的不断发展，给道路养护市场带来了巨大发展空间。依据

交通部和住建部统计，2015年全国公路总里程数已超过 450万公里，沥青路面

里程 70万公里，加上城市沥青路面道路 33.6万公里，我国沥青路面道路总量超

过 100万公里。按照《“十二五”公路养护管理发展纲要》中道路大中修 17%比

例计算，每年大中修里程至少 17万公里。

《“十二五”公路养护管理发展纲要》中指出，“十一五”期间全国累计用于

公路养护资金约为 8011亿元，仅为同期新建公路投资的 16.4%，这一比率远低

于处于后养护时期的发达国家，养护投入中长期有巨大的上升空间。

二、行业规模

根据《2014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止 2014年末，全国公

路总里程 446.39万公里，比上年末增加 10.77万公里。公路密度 46.50公里/百平

方公里，提高 1.12公里/百平方公里，截止 2014年末，全国等级公路里程 390.08

万公里，比上年末增加 14.53万公里。等级公路占公路总里程 87.4%，提高 1.2

个百分点。其中，二级及以上公路里程 54.56万公里，增加 2.13万公里，占公路

总里程 12.2%，提高 0.2个百分点。

图1 2010—2015E年全国公路总里程及全国公路密度



来源：据交通运输部《2014年公路水路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

根据《2014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止 2014年末，全国高

速公路里程 11.19万公里，比上年末增加 0.75万公里。其中，国家高速公路 7.31

万公里，增加 0.23万公里。全国高速公路车道里程 49.56万公里，增加 3.43万

公里。

图2 2010—2015E年全国高速公路里程

来源：据交通运输部《2014年公路水路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

根据《2014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止 2014年末公路养护

里程 435.38万公里，占公路总里程 97.5%。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近三十年大规模



的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我们的公路网络已经基本成型，高速、国道、省道及乡村

公路纵横交错，极大促进了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在不同区域间的流通。

我国公路网络完成大规模建设后，需要从“抢修时代”快速过渡到“全面养护时

代”。

图 3 2010—2015E年全国公路总里程、养护里程及养护比率

来源：据交通运输部《2014年公路水路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

由于沥青路面公路具有路面平整、噪音小和驾驶舒适性高的优点，沥青路面

日益成为路面等级提升的方向，占比逐年提升；根据交通运输部相关数据统计，

截至 2015年年底，我国沥青混凝土路面约 100万公里，占比提升至 19%左右；

其中高等级公路均以沥青路面为主，占比达 90%以上。

《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年-2030年）》提出，未来我国公路网总规模约 580

万公里，其中国家公路约 40万公里。在公路总里程中，沥青路面里程 70万公里，

加上城市沥青路面道路 33.6万公里，我国沥青路面道路总量超过 100 万公里。

按照大中修 17%比例计算，每年大中修里程至少 17万公里，以道路平均宽度 20

米计算，每年大中修面积为 340,000万平方米。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加快推进

公路路面材料循环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规定：到 2020年，全国公路路

面旧料循环利用率达到 90%以上。如果每年大中修面积全部采用再生工艺，且就

地再生和厂拌再生各占 50%，则就地再生面积为 170,000万平方米。按每套热再

生机组年平均施工面积 50万平方米计算，市场增长空间巨大。



此外，我国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修建高速公路，已建成的大部分高速公路

设计寿命为 15-20年，但由于我国道路运输行业存在普遍超载、道路使用保养不

当，有些路段实际使用 5-10年后，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就出现道路开裂、路面泛

油、路面剥落、车辙等问题。在高速公路网络大规模建设的同时，各等级公路的

保养维护，尤其是路面保养维护将是一个发展潜力巨大的市场。

从行业大趋势来看，最近十几年间国内公路建设经历超常速发展，公路建设

总量达到一定高峰，道路养护任务逐渐加大，参考《全国公路养护与管理资金需

求研究》，预测公路养护需求规模 2015年将达到 5630亿元，巨大的市场需求将

极大促进公司经营业绩的提升。

三、行业监管体制和政策法规

1、行业监管体制

我国道路养护行业的行政主管部门包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交通运输部、

环保总局等，主要负责宏观调控和产业方向的指引，并监督产业政策的落实情况、

指导行业技术法规和行业标准的拟定。

各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能如下表所示：

序号 主管部门 主要职能

1
国家发展和改

委员会

负责相关产业政策的研究制定、行业的管理与规划等，拟订并组织

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

展，对文化产业进行宏观的指导和管理。

2 交通运输部

拟订并监督实施公路、水路、民航等行业规划、政策和标准。组织

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制定部门规章。参与拟订物流业发展战略和规

划，拟订有关政策和标准并监督实施。指导公路、水路行业有关体

制改革工作。承担道路、水路运输市场监管责任。组织制定道路、

水路运输有关政策、准入制度、技术标准和运营规范并监督实施。

指导城乡客运及有关设施规划和管理工作，指导出租汽车行业管理

工作。负责汽车出入境运输、国际和国境河流运输及航道有关管理

工作。负责提出公路、水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方向、国家财政性

资金安排意见，按国务院规定权限审批、核准国家规划内和年度计

划规模内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拟订公路、水路有关规费政策并监督

实施，提出有关财政、土地、价格等政策建议。

3
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

承担建立科学规范的工程建设标准体系的责任。组织制定工程建设

实施阶段的国家标准，制定和发布工程建设全国统一定额和行业标

准，拟订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评价方法、经济参数、建设标准和工



程造价的管理制度，拟订公共服务设施（不含通信设施）建设标准

并监督执行，指导监督各类工程建设标准定额的实施和工程造价计

价，组织发布工程造价信息。研究拟订城市建设的政策、规划并指

导实施，指导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安全和应急管理，

2、行业主要产业政策及法律法规

（1）行业政策扶持

①《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年-2030年）》中明确指出，未来我国公路网总

规模约 580万公里，其中国家公路约 40.1万公里，占总规模的 7%；省级公路占

9%；乡村公路占 84%。40.1万公里的国家公路将由普通国道和高速公路两个层

次构成，其中普通国道规模将增加至 26.5万公里、高速公路里程将增加至 11.8

万公里，并且规划了 1.8万公里的高速公路远期展望线。一定时期内，我国公路

网规模将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

②《“十二五”公路养护管理发展纲要》中明确指出：公路建设是发展，养

护管理也是发展，而且是可持续发展”，并且明确提出公路养护管理事业发展的

基本原则是“以人为本、安全第一、养护优先、依法治路、科技支撑、体制创新。

强化公路养护管理的基础性地位，建立稳定的养护资金渠道，加大养护投入，加

强公路养护和保护，充分发挥现有公路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我国公路建设工作

的重点是国省干线公路养护和改造，“十二五”期间每年将安排一批国省干线公

路重点路段进行综合改造，重点提高国省干线公路中的二级及以上公路的比重。

到 2015年，国道中二级及以上公路比重要达到 70%以上。同时，要求国省级干

线大中修比例由 13%上升到 17%。

《“十二五”公路养护管理发展纲要》中明确指出：“十二五”全国公路养护

废旧沥青路面材料循环利用率达到 40%，国省干线公路废旧沥青路面材料循环利

用率达到 70%，高速公路废旧沥青路面材料循环利用率达到 90%。

③《交通运输部关于加快推进公路路面材料循环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

指出：将路面材料循环利用作为节能减排工作的重点，并将其纳入交通运输节能

减排专项资金支持范围。并进一步提出明确目标：到“十二五”末，我国基本实

现公路路面旧料“零废弃”，路面旧料回收率（含回收和就地利用）达到 95%以

上，循环利用率（含回收后再利用和就地利用）达 50%以上，其中东、中、西部



分别达到 60%以上、50%以上、40%以上。到 2020年，全国公路路面旧料循环

利用率达到 90%以上。“指导意见”同时布置了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在政策引

导下，废旧沥青混合料再生利用养护工艺已开始在全国推广，并逐步取代道路“传

统”养护方式。

④《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明确指出：)围绕国

家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突破建设和养护关键技术，提高建设质量，降低全寿

命成本等。

（2）法律、法规及标准

有关该行业的主要法律法规及标准如下：

名称 颁布单位 生效日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99.08.30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2003.01.0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2004.08.28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国务院 2011.07.01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资质等级标准》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5.01.01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5.03.01

《黑龙江省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实施意见》
黑龙江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
2015.04.28

《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交通运输部 2016.02.01

四、行业基本风险

1、政府管制风险

该行业曾长期处于垄断阶段，该行业仍有计划经济残余，道路养护属于各地

道路养护管理部门分段分地区各自养护。截止目前，许多道理养护管理单位依然

属于事业单位，未完全市场化。

2、上游新型设备价格波动风险

新型施工设备的高昂采购成本，一定程度的影响了新技术的大面积普及。以

就地热再生设备机组为例，现在每套就地热再生机组成本在 3000万左右。且该



类再生机组曾长期被少数国外厂商垄断，影响了国内循环再生技术的大规模推广

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