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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重构同城货运服务的角色分工、服务内容与服务流程，以提高同城货运平台的服务质量与

效率，提升货主使用体验。方法 综合非参与式观察法、深入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对使用货运平台的

货主和司机两类用户的典型交互行为流程进行调研；在此基础上，应用 SAPAD 理论模型，对货运服务

“行为-意义-对象”三个维度之间进行映射关系研究，并通过对核心意义簇的聚类推导用户对货运服务

的四个核心需求，即订单确定性、交易高效性、平台信任感和服务专业感；最后，基于需求重新规划服

务的分工、内容和流程，重构了同城货运的服务框架。结论 从货主、司机双方行为切入，利用定性和

定量结合的方法，可以在交互复杂的服务流程中梳理核心需求。研究结果为同城货运的设计统优化提供

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丰富了 SAPAD 模型在多用户领域的应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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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Intra-city Freight Service Based on SAPAD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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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reconstruct the labor division, content and process of intra-city freight servic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intra-city freight service and enrich the shippers' use experience. Non-participatory observa-

tion,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method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typical interactive behavior process of shipper and 

driver using the freight platform. Based on this, SAPAD theoretical model was applied to study the mapping relationship 

among the "behavior-meaning-object" of freight service. Then, through the clustering of the core meaning clusters, the 

four core requirements of user for intra-city freight service were deduced: order certainty, transaction efficiency, platform 

trust, and service professionalism. Finally, the labor division, content and process of service were re-planned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and the intra-city freight service framework was re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behaviors of 

the shipper and the driver,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can be combined to sort out the core requirements in the 

complex service interaction process.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in-

tra-city freight service design, and enrich the application practice of SAPAD in the multi-user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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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同城货运需求进入高爆发期，随着共享经

济的繁荣，同城货运共享平台亦随之涌现[1]，为有货

运服务需求的企业或个人与运力双方提供服务。然

而，现有同城货运平台多通过补贴吸引司机与商户

（即货主），服务水平参差的司机导致货主体验无法

得到保障[2]，因体验损坏致使的用户流失对同城货运

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提升同城货运服务的使用体

验是同城货运行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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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一问题，货拉拉[3]、滴滴货运[4]等率先设

计了司机的服务流程，拟通过规范司机行为提升司机

服务质量。但在实际货运场景中，货主所需的服务因

人而异，仅靠有限而固定的行为规范让司机提供复杂

的个性化服务较为困难。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提升

货主体验，除了司机提供服务之外，还需要同城货运

平台提供更加全面、体系化的服务[5]。目前已有学者

针对货运服务开展了设计研究。例如李旭东等[6]、王

铁等[7]学者分别从货主需求出发对跨境电商物流、铁

路运输展开研究，为城际货运的服务提出了优化方

向。然而在同城货运领域，平台的服务对象其实同时

包含了司机与货主[8]，已有研究针对货主的服务质量

提升提供了参考，但对同城货运整体服务的进一步提

升，还需要对司机服务进行研究。 

笔者受 A 企业委托开展同城货运的服务设计研

究，拟引入 SAPAD 理论模型，由货主、司机双方行

为切入，分析得出上述两类用户对服务的需求，通过

货运平台的服务设计使其更好地向货主、司机提供服

务，为同城货运领域的服务发展输出优化方向。 

1  SAPAD 理论模型 

产品建构设计的符号学路径（Semiotics Approach 

of Product Architecture Design，SAPAD）是由胡飞教

授与 Keiichi 教授等[9]共同提出、以提升用户体验为

中心解决产品或服务问题的理论模型，该理论模型在

用户与产品交互的行为、对象两种维度上增加了意义

维度，从用户的行为出发、以用户的意义为切入点，

通过“行为–意义–对象”的多维分析与映射，将用户

行为与提供的角色、用户需求一一关联，体系化地重

构产品或服务。相较于其他服务设计方法，SAPAD

理论模型的优势在于为交互复杂的服务流程提供全

面的服务设计解法。因此，近年来有学者将 SAPAD

理论模型应用于服务设计中。胡飞等[10]针对老年人康

复服务展开研究，应用 SAPAD 理论模型映射出用户

的完整任务，并将复杂任务转化为服务触点，通过触

点设计优化服务设计；陈珊珊等[11]将 SAPAD 模型应

用于儿童牙医服务设计研究中，通过意义关系建构有

效地整合了就医行为涉及的各个利益相关者，优化了

儿童就医的服务流程，并提出可落地的设计策略。上

述研究案例通过用户行为推导得出服务流程与提供

服务的角色，并据此提出对应的服务设计方向，验证

了 SAPAD 理论模型在服务设计研究中的有效性。 

典型的同城货运平台以货主、司机作为服务对

象，且司机同时承担服务提供者的角色，特殊的分工

导致货运的交互方式复杂，故本文采用 SAPAD 理论

模型来指导同城货运平台的服务设计研究，通过探索

各服务对象的需求并获取解法[12]，对服务的触点和提

供服务的角色分工进行再设计，从而对同城货运的服

务框架提供体系化的优化方向。 

从已有研究案例中可以归纳基于 SAPAD 的服务

设计研究步骤及对应产出，见图 1。本研究拟依照该

基本流程，首先基于 SAPAD 方法探索服务对象与平

台中各个服务角色的交互关系，对同城货运的服务对

象（即用户）展开行为研究得出交互流程，通过行为–

对象的映射分析得出交互的内容；然后应用 SAPAD

的流程方法优化服务框架，建立服务交互的行为–意

义的映射分析与核心意义簇，得到了用户对服务的核

心需求；最后通过意义–行为–对象的再映射根据用户

核心需求将服务功能再分配，得出基于实际场景的新

的服务内容、流程与承载服务的角色，搭建一套新的

服务框架。由 SAPAD 指导的同城货运服务研究能够

由复杂的交互关系推导出用户的需求和能满足需求

的服务，有利于整合资源针对性地进行服务设计，进

而实现货主体验的高效提升。 

 

 
 

图 1  SAPAD 理论框架的基本研究步骤和产出 
Fig.1 Basic research steps and output of SAPAD theoretical framework 

 

2  同城货运服务设计研究 

2.1  同城货运服务现状 

总结 A 企业当前服务框架，见图 2。同城货运平

台主要借助其开发的应用软件（APP）连接司机、客

服和货主，完成货主货运需求，其中，平台是服务框

架中的后台核心，承接隐性服务部分；APP 是对外联

系的媒介物，在平台支持下，主要负责接收货主任务

（提供下单、车型选择和支付服务）和联系司机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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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A 企业当前服务框架图 
Fig.2 Current service framework of enterprise A 

 

示任务信息，与司机、客服共同组成显性服务部分[13]；

司机既是平台的服务对象，又是货运服务的提供者，

需要负责核实信息、个性化服务选择与提供、沟通费

用、运输货物等事项；在订单进行过程中，客服承担

处理咨询与投诉的角色。由于司机角色的复杂性，造

成当前同城货运的服务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角色分工不均。其一是对货主的显性服务过

多，导致货主频繁接受服务交互；其二是对司机的显

性服务过少，导致司机提供货运服务的难度大；其三

是隐性服务较少，后台的自动化较弱，服务效率低。 

2）服务内容多采用询问、商议、反复沟通的形

式，司机和客服的询问过多或环节的遗漏均容易让货

主产生服务不专业的心智，造成用户的体验损坏。 

3）服务流程不均。当前主要的服务集中在货主

与司机见面时的环节，导致该环节的服务交互效率过

低，影响整体服务流程。因此，对同城货运的服务设

计研究应围绕着分工、流程与内容的设计优化展开[14]，

向服务的专业性、稳定性增强与效率提高方向发展。 

2.2  同城货运平台的用户行为研究 

基于 SAPAD 的服务设计研究，需通过用户研究

梳理典型用户的行为路径。同城货运平台的用户包括

货主和司机，故需要整合双方的行为。目前 A 企业

已通过服务流程规定了司机的典型服务。因此，研究

的主要工作是对货主的行为调查和货主与司机行为

的整合分析。采用用户访谈、问卷调研法提炼货主的

用户画像；使用观察法、案例分析法梳理得出典型货

主使用货运服务的流程；在现有司机服务行为的基础

上，整合同城货运平台的用户全流程行为。 

应 A 平台要求，研究以杭州为试点。根据订单

体量与分布情况，将货主用户范围定位在杭州某几个

大型建材市场的小型 B 端商户。 

1）采用深入访谈和问卷调研法提炼货主的用户

画像。采用深入访谈的形式，调研了 17 名小型 B 端

商户，根据访谈结果初步梳理商户对货运服务的需

求。利用问卷（在线下对大型建材市场的小型 B 端商

户发放问卷 32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81 份），调研更

广泛的用户信息，并提炼共性需求。通过主成分分析，

提炼得出共性需求（公因子）为服务专业感需求（包

括司机服务的专业程度、APP 使用的方便程度、服务

的品质感）和性价比需求（主要指费用便宜且合理）。

据此整理典型用户画像，其主要特征可以描述为“服

务至上+追求性价比”。 
2）借助 A 平台司服系统，采用非参与式观察法

和案例分析法提取 12 名典型商户使用该平台的流

程，并提炼出用户发单、平台接单、司机前往发货地、

司机提供发货地服务、司机前往收货地、司机提供收

货地服务、订单结束、售后这 8 个阶段的典型行为流

程。 

3）整合并重新梳理典型货主行为与企业提供的

司机服务行为，得出同城货运平台的“全用户全流程”

行为路径图（见图 3），为后续行为–对象–意义的映

射分析做准备。 

2.3  行为–触点–对象的映射分析 

行为–对象的映射分析主要用于探索当前的服务

内容，服务内容来源于产生服务交互的对象所提供的

具体服务，对象即用户发生交互的对象，是承载某种

或多种服务角色[15]，如司机、APP 等；具体服务以触

点的形式呈现，触点是用户与某个服务角色产生交互

行为的关键点，是用户体验形成的源头[16]。归纳用户

某一行为发生的步骤及结果得到触点，每一步骤交互

的对象即为提供服务的角色，通过行为–触点–对象映

射分析能够得出同城货运的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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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同城货运用户行为路径 
Fig.3 Behavior path of intra-city freight user 

 

以“司机提供发货侧服务”活动中的“司机到达

发货地行为”为例，建立行为–对象的映射：首先，

拆分该行为发生的步骤为司机到达发货地附近、司机

与货主见面两项；其次，分析每个步骤中可能出现的

情况，如司机到达发货地附近存在两种情况，一是

司机顺利抵达发货地，该情况中司机与导航进行交

互，二是司机无法自主找到目的地，联系货主获得

指引，此时司机通过 APP 与货主产生交互；最后，

得出司机到达发货地的两个步骤共有 4 种情况（见表

1）。上述步骤建立用户的行为–触点–对象映射关系，

由于版面限制，表中仅展示“司机提供发货侧服务”

活动的映射内容（见表 1）。该映射明确了现有服务

的内容，为同城货运服务设计研究的用户需求映射做

准备。 
 

表 1 “司机提供发货侧服务”活动的行为–触点–对象映射 
Tab.1 Mapping of "behavior-contact-object" in activity of "driver providing shipment service" 

活动 行为 触点 服务角色 

D1–1）司机到达发货地附近 司机/导航 

D1–2）货主与司机确认指定位置引导司机到达 司机/货主/通话系统

D1–3）司机到达，双方核实信息 司机/车/货主/货物 

D1 ） 司 机 到

达发货地 

D1–4）车辆无法承载货物，司机/货主联系客服 司机/车/客服 

D2–1）司机与货主确认搬运需求 司机/货主/货物 

D2–2）无搬运需求，货主自行装货 司机/货主/货物 

D2–3）有搬运需求，商议费用后司机提供搬运服务 司机/货主/货物 
D2）装货 

D2–4）清点货物并确认，无误后司机拍照上传 司机/货物/APP 

D3–1）司机与货主确认回执单搬运需求 司机/货主/APP 

D3–2）有回执单需求，商议回执单带回方式、时间、金额与特殊事项 司机/货主/回执单 

D3–3）商议结束，货主将含货物信息的回执单交给司机 司机/货主/回执单 

D3–4）与司机商议回执单收费金额 司机/货主/回执单 

D3 ） 回 执 单

服务 

D3–5）无回执单需求，司机不提供该服务 司机/货主/回执单 

D4–1）若有停车费、路桥费，司机与用户说明情况并商议费用 司机/货主 

D）司机提

供发货侧 

服务 

D4 ） 商 议 附

加费用 D4–2）货主不认可附加费用，司机/货主联系客服 司机/货主/客服 

 

2.4  行为–意义的映射分析 

由行为到意义的映射分析，实际上是由用户的交

互行为反推服务的作用与用户需求的过程。将行为分

别进行语构层、经验层、语义层、语用层[17]的意义映

射分析，其中语构层指代每个触点中服务角色提供的

功能，经验层为各功能对服务起到的作用，语义层反

映了用户的期望，语用层体现用户的需求。以触点“司

机到达发货地附近”为例建立映射分析：由语构层映

射得到该触点的功能为“APP 为司机提供位置与到达

提醒服务”；在经验层中得到该功能有“便于司机与

货主快速见面”的作用；在语义层中映射得到该作用

能够满足用户“渴望高效服务”的期望；语用层得到

该期望符合用户对“高效服务”的需求。建立同城货

运的行为–需求映射分析（见表 2），受篇幅限制，表

2 内仅展示“司机到达发货地”的行为–需求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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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司机到达发货地”行为-需求映射 
Tab.2 Mapping of behavior-requirement in "driver arriving shipment place" 

行为 触点 功能 作用 期望 需求 

D1–1）司机到达附近 
APP 提供司机位置与到

达提醒 
便于司机与货主快速见面 渴望高效服务 高效服务

D1–2）货主与司机确认指定位置 APP 提供调取电话功能 便于司机与货主取得联系 希望服务快速高效 高效服务

D1–3）司机到达，双方核实信息 APP 展示订单信息 便于确认双方信息准确 希望订单安全完成 安全保障

D1）司

机到达

发货地 
D1–4）车辆无法承载货物，司机

求助客服 
平台提供进线客服渠道 处理订单异常情况 

希望异常事件顺利

解决 
信任感 

 

2.5  核心意义簇构建 

构建核心意义簇，可以进一步明确用户的核心需

求与实现方式：通过聚类得到经验层、语意层、语用

层的核心意义簇，建立映射关系得到用户的核心需求

与服务对满足需求起到的作用。 

笔者邀请符合目标用户特征的商户及国内某同

城货运平台专家开展共创工作坊，对各意义间的关联

程度打分，0~3 分依次代表无关联、弱关联、强关联、

核心关联[18]。如在司机提供发货侧服务中，货主“希

望司机提供帮助”与“希望得到差异化服务”本质均

是希望司机提供专业、个性化的服务，因此两者为核

心关联。采用布尔逻辑关联矩阵法，对不同层次的行

为、意义两两关联聚类得到核心意义簇 [19]。如图 4

所示为经验层聚类时所得“订单异常情况与售后处

理”“司机提供专业、个性化的货运服务”意义簇示

例，图 4 中呈现“核心关联”且本质相同的意义即为

同一意义簇。 

通过语用层聚类，得到 4 项用户核心需求：订单

确定性、交易高效性、平台信任感、服务专业感，并 

 

 
 

图 4  核心意义簇示意 
Fig.4 Schematic diagram of core meaning clusters 

在语义层、经验层分别得到 5 种核心期望与服务的 7

项核心作用。用连线的形式表现需求、期望、作用的

对应关系见图 5，该关联图代表满足核心需求需要达

成的期望与服务为实现期望提供的作用。以图 5 中黄

色标记的“满足订单确定性”需求与期望、作用的连

线为例：需求与期望的连线代表符合满足上述需求需

要符合用户对订单顺利进行、货物安全保障这两种期

望；期望与作用的连线代表服务在达成期望上起到了

保障顺利流程进行、订单异常状态及时处理、货物安

全送达 3 种作用。由需求–期望–作用关联图中可以看

出用户在使用同城货运平台时的 4 种核心需求及实

现路径：订单确定性，包括订单顺利流畅进行、订单

异常状态及时处理、货物安全送达；交易高效性，可

通过司机提供高效的货运服务、APP 使用方便快捷实

现；服务专业感，体现在 APP、司机提供专业与个性

化的服务以及合理的费用；平台信任感，包括货物安

全送达、订单异常与售后得到及时处理。 

2.6  从需求到分工的再映射 

明确用户的核心需求及服务从中起到的作用后，

需要强化服务作用从而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这就需

要通过意义–行为–对象的再映射对服务角色在各阶

段承担的服务内容进行调整。 

以“保障货物安全”需求为例，为了使货物安全
送达，目前 A 平台在司机提供服务环节设置了 APP
上传照片、司机配合确认货物信息的触点，上述触点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货物在送货前与送达时的安
全，但由于无法实时确认货物状态，货物安全保障存
在滞后性且货物丢失的情况较多，耗费大量人力处理
相关投诉且在判责上缺乏证据，容易导致用户体验受
损。由于当前的服务框架缺少能承担获取运输中货物
实时状态的角色，故引入智能硬件作为获取、判断货
物状态的关键物。重构后的需求–触点–服务角色的再
映射见表 3：APP 展示行程状态，若行程异常，货主
可寻求客服帮助，起到保障订单顺利进行的作用；货
物运输途中，智能硬件承担货物状态获取的角色，实
时获取货物状态并通过 APP 展示，若智能硬件判断
货物状态异常，则将录像、订单信息传输至客服处，
客服核实后拦截订单并即时处理，发挥货物安全送达
作用；当货主、司机寻求客服帮助时，智能硬件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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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需求–期望–作用关联图 
Fig.5 Requirement-expectation-impact association analysis 

 
表 3 “保障订单与货物安全”的需求-触点-阶段-服务角色映射 

Tab.3 Mapping of requirement-contact-stage-service role in "ensuring safety of order and cargo" 

需求 作用 触点 阶段 服务角色

1–1）行程状态实时展示 全程 APP 
1）订单顺利进行 

1–2）行程状态异常，货主寻求客服帮助 全程 客服 

2–1）货物状态实时获取并传输 司机前往收货地 智能硬件

2–2）货物状态实时展示 司机前往收货地 APP 

2–3）货物状态异常，客服拦截异常订单 司机前往收货地 客服 
2）货物安全送达 

2–4）货物状态异常，寻求客服帮助 司机前往收货地 客服 

3–1）行程状态异常，寻求客服帮助 全程 客服 

3–2）货物状态异常，寻求客服帮助 司机前往收货地 客服 

3–3）货主需要售后，寻求客服帮助 订单结束 客服 

保障订单与 

货物安全 

3）订单异常与 

售后及时处理 

3–4）客服判责，智能硬件提供行程证据 全程 智能硬件

 
服提供判责的依据，实现订单异常与售后及时处理的

作用。重构后的触点优化了货物安全保障的服务流

程，一方面将货物状态可视化、强化货主对货物安全

性的感知，另一方面减少了货物丢失及发生丢失后的

处理成本，通过证据解决司机与货主的纠纷，提高客

服人效及司机做单效率。 

由映射得到的服务角色和触点组成同城货运的

服务内容，将服务内容按阶段排序即为服务的流程。

通过上述步骤建立 4 种核心需求的“需求–触点–角色

分工”映射关系，得出各个服务角色在不同服务阶

段承担的服务交互，推导出服务内容与流程的优化

方向。 

3  同城货运服务设计 

核心意义簇的构建明确了货主、司机对同城货运

服务的真实需求，通过需求-分工映射分析推导出 A

平台同城货运的角色分工及需要不同阶段承担的服

务内容。基于 SAPAD 的分析结果重新规划服务的内

容和流程，建立同城货运的服务框架，见图 6。 

在重构的同城货运服务框架中，同城货运平台是

后台核心，通过其开发的应用软件（APP）链接司机、

客服、智能硬件、货主，对货主、司机提供服务。根

据服务的对象与性质不同，在图 6 中使用不同颜色的

箭头表示：如黄线所示，货主接受 APP、司机与客服

的服务，APP 承接货主的订单并生成相关订单信息

（包括车型、货物、搬运与回执、预估费用信息）并

实时展示订单与货物情况；司机按照货主的订单信息

提供二次核实服务，之后按需提供运输、搬运等服务；

客服在行程中起到答疑、售后、异常情况解决的角色。

如绿线所示，司机作为平台的服务对象接受 APP 提

供的任务指引，包括任务信息与路线规划，同时接受

客服的答疑、售后、异常情况解决服务。黑线指的是

隐性服务（即间接服务），以同城货运平台为核心的

后台链接智能硬件、APP、智能硬件、AR 图像识别

等服务提供方实现订单、货物、服务对象的需求、位

置、行程情况、订单详细信息在各服务角色之间流转，

供给货主与司机稳定的服务输出。基于 SAPAD 分析

结果建立的服务框架优化了原有服务的角色分工、服

务内容和服务流程，具体的创新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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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同城货运服务框架 
Fig.6 Framework of intra-city freight service 

 
对角色分工而言：其一，通过司机、APP 的分工

调整，将司机对货主提供的服务沟通、费用商议等服

务优化为订单页面的选项，减少了司机和货主间的显

性服务交互，通过 APP 提供给司机相关信息，增加

了对司机的显性交互，减少了对货主的打扰，同时降

低司机的服务难度；其二，引入智能硬件、AR 扫描

等角色作为后台行程、货物信息获取和流转的角色，

提高了服务稳定性与专业性。上述优化针对性地满足

了用户对订单确定性与专业服务的需求，对司机、货

主双方的体验均有提升作用。 

对服务内容而言：减少了人工询问、沟通的比重

并引入硬件，优化了服务前后台的配比，使货运的服

务智能化与个性化相结合，为司机、客服的服务提供

可靠的依据，从而提升服务的效率与确定性。 

对服务流程而言：其一，简化司机与货主见面环

节中的服务流程，该流程的简化一方面能够让货主高

效获取个性化服务，另一方面能够提高司机做单效

率；其二，在下单环节增加服务选择、费用展示等模

块，使货主能够预先选择想要的服务并了解到价格，

提升服务专业感；其三，在货主下单后的环节中增加

服务预估时间与货物情况展示，强化货主对服务流程

的感知并增加货主对货物安全送达信任感。通过服务

流程的优化，提高了服务的效率与质量，既满足了货

主、司机对订单高效及专业性的需求，也获得了货主、

司机的信任感。 

应用 SAPAD 的同城货运服务设计研究，通过服

务流程、内容对承担服务的角色（APP、司机、客服、

智能硬件、AR 识别、导航）进行整体规划，调整了服

务前台（即显性服务）的比重，完善了服务后台（隐

性服务）的架构，使整体的服务流转更加完整、智能

与稳定，降低服务流程出错的风险、减少了司机作为

服务输出最后一环的压力，同时提升了货主与司机的

体验感。在新的服务框架中，APP、司机、客服、智能

硬件、AR 识别、导航均属于同城货运的服务角色，由

于同城货运领域的服务设计属于初步探索阶段，应企业

要求对各角色分工的优化需要分批进行。截至当前，

APP 的个性化服务选择功能、费用预估功能与相应的司

机、客服服务流程调整已经在杭州、上海等地落地实行，

根据 NPS（Net Promoter Score，用户净推荐值）、投诉

率、体验评测数据等相关数据的回收与对比，针对同

城货运的服务设计对用户体验有正向提升作用。 

4  结语 

货主在使用同城货运的每个阶段中存在不同需

求，提高同城货运服务的质量需要平台、司机及各服

务角色的配合。引入 SAPAD 理论模型指导同城货运

的服务设计研究：洞察同城货运用户中货主、司机双

方的需求，推导出基于实际场景的同城货运服务设计

方案。经过部分功能的落地验证，基于 SAPAD 分析

结果的服务设计能够提升司机与货主的体验，搭建的

服务框架对服务质量、效率及稳定性提升有指导作

用。本研究在理论应用和设计实践中均有一定意义：

在理论应用上，补充了同城货运领域的服务设计研究

与对司机服务的研究，丰富了 SAPAD 模型在多用户

领域的应用实践；在设计实践中，对客服与司机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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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流程、APP 与智能硬件的设计方向提供了可落地方

案，并对物流行业的服务发展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研究得出了较为全面的同城货运服务设计方向，

但受实际条件影响在用户选择上存在局限性，未来

可将地域差异、运输货物种类等列入进一步的用户

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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