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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约配送人员道路交通伤害调查

乔柏杨，刘薇，王琪，刘铮然

包头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040

摘要：目的 了解网约配送人员道路交通伤害发生情况及影响因素，为预防道路交通伤害提供依据。方法 于2023年6—
9月，采用方便抽样方法抽取在某网络平台注册且配送范围为内蒙古包头市辖区的网约配送人员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

调查收集人口学信息、配送服务和道路交通伤害发生情况，采用多因素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网约配送人员发生道路交

通伤害的影响因素。结果 发放问卷 603 份，回收有效问卷 584 份，问卷有效率为 96.85%。调查男性 467 人，占

79.97%；女性117人，占20.03%；年龄31~40岁200人，占34.25%。众包骑手215人，占36.82%；全职配送510人，占

87.33%。近1年发生道路交通伤害87例，占14.90%；伤害程度以轻度创伤为主，59例占67.82%；伤害部位主要为上肢

（31.03%） 和下肢 （45.98%）。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未佩戴头盔等安全防护用品 （OR=2.591，95%CI：
1.354~4.958）、岗位为众包骑手（OR=2.232，95%CI：1.041~4.786）的网约配送人员发生道路交通伤害的风险较高，工

作类型为兼职（OR=0.154，95%CI：0.034~0.706）的网约配送人员发生道路交通伤害的风险较低。结论 网约配送

人员道路交通伤害的发生与岗位、工作类型、佩戴头盔等安全防护用品有关，应加强对网约配送人员的交通安全教

育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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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on road traffic injuries among online deliverymen
QIAO Baiyang, LIU Wei, WANG Qi, LIU Zhengr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Baotou Medical College, Baotou, Inner Mongolia 01404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cidence of road traffic injuries among online deliveryme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so as to provide insights into prevention of road traffic injuries. Methods Online deliverymen who were regis⁃
tered on a takeaway platform and delivered within Baotou City,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were recruited using
a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and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delivery work conditions and road traffic injury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s from June to September, 2023.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cidence of road traffic inju⁃
ries were identified by a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A total of 603 questionnaires were allocated,
and 584 were valid, with an effective rate of 96.85%. There were 467 men (79.97%) and 117 women (20.03%), 200
participants at ages of 31-40 years (34.25%), 215 crowdsourcing deliverymen (36.82%) and 510 full-time (87.33%). The
incidence of road traffic injuries in the past one year was 14.90%, and 59 injuries were mild (67.82%). The parts of in⁃
juries were mainly upper limbs (31.03%) and lower limbs (45.98%).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online deliverymen who did not wear a helmet at work (OR=2.591, 95%CI: 1.354-4.958) and worked as a crowd⁃
sourcing deliverymen (OR=2.232, 95%CI: 1.041-4.786) had higher risks of road traffic injuries, while online deliverymen
who worked part-time (OR=0.154, 95%CI: 0.034-0.706) had lower risks of road traffic injuries. Conclusions The inci⁃
dence of road traffic injuries among online deliverymen is associated with post, type of work and wearing helmets or
not. The traffic safety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mong online deliverymen.
Keywords: online deliveryman; road traffic injury; influencing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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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服务业”和“智能+物流”的发

展，网约配送人员在餐饮、物流服务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1］。网约配送人员以电动自行车为主要交通工具，

受配送时间、交通、天气等因素的影响，容易出现不

安全骑行行为，引发事故，是道路交通伤害的高风险

人群［2-4］。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 2018 年上

半年非机动车违法大数据显示，从事快递、外卖配送

的电动自行车骑行人交通违法行为发生率最高，是普

通骑行人的 5 倍［5］。本研究对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网

约配送人员的道路交通伤害情况进行调查，探讨网约

配送人员道路交通伤害的影响因素。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参考电动自行车事故发生率 p=21.38%［6］，设容

许误差 d=0.2p、失访率为 30%，采用横断面研究样

本量计算公式，估算样本量为 530 人。采用方便抽

样方法，选取某网络平台注册的、配送范围在包头市

辖区内的网约配送人员为调查对象。排除不愿意接受

调查、不能充分理解问卷题项和无法回答问题者。调

查对象均知情同意。

1.2 方法

查阅相关文献［7-9］设计问卷，于 2023 年 6—9
月，由统一培训的调查人员同时采用线上线下形式进

行调查。电子问卷链接由骑手驿站负责人发送至网约

配送人员的微信工作群，通过问卷星平台回收问卷，

1 个 IP 地址 1 部手机只能提交 1 次问卷，所有题项

均设置为必答题。线下采用面对面调查形式，调查对

象现场填写问卷。问卷内容包括：（1）人口学信息，

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户籍类型和户籍地；（2）工

作信息，从业时间、平均每天工作时长、平均每天配

送路程、岗位、工作类型、车辆限速器配置情况和机

动车驾照获取情况；（3）近 1 年内不安全骑行行为，

骑行时使用手机、单手骑行、遇黄灯加速抢行和逆向

行驶等；（4）近 1 年内道路交通伤害发生情况。

1.3 道路交通伤害相关定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交通事

故是涉及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因过错或意外造成人身伤

亡或财产损失的事件。本研究参考相关文献［10-13］，

将网约配送人员的道路交通事故定义为：骑行车辆在

取送餐过程中，因过失或意外而发生碰撞、碾压、刮

擦、翻车、车辆失火、自行摔倒等 1 种或以上，至

少涉及机动车或非机动车其中 1 种车辆碰撞并造成

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事件；参考相关文献［14-17］，

满足以下任何一种情况均可定义为伤害病例：（1）由

医疗机构诊断为某一类损伤；（2）因损伤请假（休

工、休息、休学） 1 d 以上；（3）存在不同程度创

伤，轻度创伤指皮肤由于外界刺激下导致的创伤；中

度创伤指自身受外界刺激较大，并对机体造成严重损

伤；重度创伤指严重时伴有器官多处损伤、失血过

多、组织坏死等症状。

1.4 统计分析

采用 Excel 2020 软件双人双录入数据，采用

SPSS 26.0 软件统计分析。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

型分析网约配送人员发生道路交通伤害的影响因素。

检验水准 α=0.05。
2 结 果

2.1 网约配送人员基本信息和工作情况

发放问卷 603 份，回收有效问卷 584 份，问卷

有效率为 96.85%。调查男性 467 人，占 79.97%；女

性 117 人，占 20.03%；年龄 31~40 岁 200 人，占

34.25%。以高中/高职/中专学历为主， 243 人占

41.61%。农村 326 人，占 55.82%。包头市户籍 345
人，占 59.08%。从业时间＜1 年为主，258 人占

44.18%；平均每天工作时长>6～12 h 411 人，占

70.38%；平均每天配送路程 60~99 km 297 人，占

50.86%；众包骑手 215 人，占 36.82%；全职配送 510
人，占 87.33%。配送车辆配置限速器 392 人，占

67.12%；有机动车驾照 349 人，占 59.76%。见表 1。
2.2 网约配送人员道路交通伤害发生情况

近 1 年 内 发 生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137 人 ， 占

23.46%；发生道路交通伤害 87 人，发生率为

14.90%，发生伤害人数占发生事故人数的 63.50%。

伤害程度为轻度创伤 59 人，占 67.82%；中度 26
人，占 29.89%；重度 2 人，占 2.30%。伤害部位以

下 肢 为 主 ， 40 人 占 45.98%； 上 肢 27 人 ， 占

31.03%；头颈部 9 人，占 10.34%；其他部位 11 人，

占 12.64%。岗位、车辆限速器配置情况、工作类型、

骑行时使用手机、遇黄灯时加速抢行、在非机动车道

逆向骑行、头盔等安全防护用品佩戴情况不同的网约

配送人员道路交通伤害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均 P＜0.05）。见表 1。
2.3 网约配送人员道路交通伤害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以网约配送人员道路交通伤害为因变量（0=未发

生，1=发生），以岗位、工作类型、车辆限速器配置情

况、骑行时使用手机、遇黄灯时加速抢行、在非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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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道逆向骑行、佩戴头盔等安全防护用品为自变量，

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未佩戴头盔

等安全防护用品、岗位为众包骑手的网约配送人员发

生道路交通伤害的风险较高；工作类型为兼职的网约

配送人员发生道路交通伤害的风险较低。见表 2。
3 讨 论

调查结果显示，包头市网约配送人员道路交通伤

害发生率为 14.90%，高于陈雷等［18］在上海市松江区

调查的电动自行车骑手事故伤害发生率（12.64%），

戚良玮［19］在合肥市调查的网约配送人员事故伤害发

生率（9.1%）和林泽婷［20］在广东省汕头市调查的电

动自行车骑手事故伤害发生率（4.8%）。包头市目前

仍缺乏对网约餐饮配送平台管理的统一标准，且网约

配送人员流动性大，平台对其约束力低，难以建立有

效的安全教育和监管机制。包头市网约配送人员道路

交通伤害问题需予以重视。

网约配送人员道路交通伤害以轻度创伤为主，且

表 1 网约配送人员道路交通伤害发生情况

Table 1 Incidence of road traffic injuries among online deliverymen

项目

专送骑手

工作类型

全职

兼职

车辆配置限速器

有

无

机动车驾照

有

无

骑行行为

借道驶入机动车道

有

无

骑行时使用手机

有

无

单手骑行

有

无

遇黄灯加速抢行

有

无

在非机动车道逆向行驶

有

无

避让车辆时会减速

有

无

车流量少时会超速

有

无

佩戴头盔等安全防护用品

有

无

调查

人数

369

510
74

392
192

349
235

269
315

317
267

270
314

287
297

270
314

474
110

292
292

518
66

道路交通

伤害人数

30

85
2

43
44

59
28

44
43

64
23

48
39

57
30

54
33

66
21

47
40

68
19

发生率/
%
8.13

16.67
2.70

10.97
22.92

16.91
11.91

16.36
13.65

20.19
8.61

17.78
12.42

19.86
10.10

20.00
10.51

13.92
19.09

16.10
13.70

13.13
28.79

χ2值

9.939

14.510

2.759

0.838

15.316

3.287

10.966

10.313

1.880

0.662

11.325

P值

0.002

<0.001

0.097

0.360

<0.001

0.070

0.001

0.001

0.170

0.416

0.001

项目

人口学信息

性别

男

女

年龄/岁
18~
31~
41~
≥51

文化程度

初中以下

初中

高中/高职/中专

大专及以上

户籍类型

城镇

农村

户籍地

包头

非包头

工作信息

从业时间/年
＜1
1～
＞2

平均每天工作时长/h
≤6
＞6～
＞12

平均每天配送路程/km
<60
60～
>99

岗位

众包骑手

调查

人数

467
117

183
200
182
19

26
88

243
227

258
326

345
239

258
162
164

79
411
94

132
297
155

215

道路交通

伤害人数

64
23

22
29
35
1

3
10
34
40

35
52

59
28

32
32
23

15
62
10

19
37
31

57

发生率/
%

13.70
19.66

12.02
0.15

19.23
5.26

11.54
11.36
13.99
17.62

13.57
15.95

17.10
11.72

12.40
19.75
14.02

18.99
15.09
10.64

14.39
12.46
20.00

26.51

χ2值

2.616

5.305

2.584

0.646

3.231

4.377

2.399

4.604

36.205

P值

0.106

0.151

0.460

0.421

0.072

0.112

0.301

0.100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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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部位以下肢居多，其次是上肢，与同类其他文献

报道［7，11，19］一致。四肢受伤可能与网约配送人员在

人车密集的道路上与侧方来车或侧方行人相撞有关，

网约配送人员配送过程中应避免在人车密集的道路上

伺机超车，侧方有行人和车辆出现时应及时减速避

让。头颈部受伤可能与骑行时未佩戴头盔、未正确佩

戴头盔和佩戴劣质头盔有关，包头市交通管理部门联

合市场监督部门应定期检查市场上出售的头盔安全防

护性，并加强对网约配送人员正确佩戴安全头盔等防

护用品行为的监督。

网约配送人员发生道路交通伤害的影响因素包括

岗位、工作类型和骑行时头盔等安全防护用品佩戴情

况。岗位为众包骑手的配送人员较专送骑手更容易发

生道路交通伤害。专送骑手由平台派单，有固定上下

班时间、固定工资，不需要通过额外抢单提高收入，

且受平台用人单位统一管理和道路安全培训［21］；而

众包骑手工作方式自由，主要通过多个平台抢单和挂

单提高收入，配送时间会受到每单配送时间差、道路

交通熟悉程度、商家出餐速度等影响。相关研究显

示，送餐时间紧张可能会使网约配送人员选择闯红

灯、逆行等交通违法行为争取高效的配送效率，增加

道路交通伤害风险［22］。工作类型为兼职的网约配送

人员发生道路交通伤害的风险较低。兼职的网约配送

人员较全职的工作时长短、伤害暴露机会少，发生道

路交通伤害风险低［20］。骑行时未配戴头盔等安全防

护用品的网约配送人员发生道路交通伤害的可能性较

高，本研究显示有 66 名网约配送人员近 1 年内未佩

戴头盔等防护用品，其中发生道路交通伤害 19 人，

占 28.79%。交通管理部门应定期检查网约配送人员

安全头盔佩戴情况，同时检查网络平台安全防护用品

的配置情况。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是横断

面调查，无法确定道路交通伤害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因

果关系；其次，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方法，存在选择

偏倚，调查对象回答问卷时也会产生一定的回忆偏

倚；最后，本研究未调查到因重大交通事故而致伤残

的网约配送人员，可能低估网约配送人员道路交通伤

害情况。建议交通管理部门联合网络配送平台共同加

强对包头市网约配送人员的管理，定期对网约配送人

员进行安全教育，提高道路交通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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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网约配送人员道路交通伤害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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