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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effective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between cities, intercity railwa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transportation. This study 
takes	the	aspect	of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intercity	railwa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proposes	the	classification	of	intercity	
railway management mode based on the method of typical case analysis. First of all, through the anatomy of the intercity railway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process, it is divided into major modes such as independent operation, joint operation and government-
enterprise linkage. By compar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different modes,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each mode, 
as well a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Then, this paper tries to seek innovative ways from the policy level, technical level and 
management	level,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cope	with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intercity	railway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It	 is	
expected that this research will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innovation of China’s intercity railway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mode, so as to mak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city railway in China more smoothly and better serve the 
sustainable, stable and health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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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际铁路运营管理的模式分类及创新路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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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际铁路作为城市间的有效交通工具，在中国交通运输中起着重要作用。该研究以城际铁路运营管理方面为研究对象，基
于典型案例分析的方法，提出了城际铁路管理模式的分类。首先通过对城际铁路运营管理过程的解剖，将其划分为独立运
营、联合运营、政企联动等主要模式。通过对比不同模式的优缺点，提出每种模式下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以及未来的发展
趋势。然后，论文从政策层面、技术层面和管理层面极力寻求创新途径，以期能有效应对城际铁路运营管理面临的困境。
期望通过此次研究，为中国城际铁路运营管理模式创新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使城际铁路在中国的发展更加顺利，更
好地服务于中国持续、稳定和健康的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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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城际铁路在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关系到国家

科技水平和城市交通。但是，交通的发展也带来了新问题，

我们需要研究和改进城际铁路的运营管理来解决这些问题，

并提高效率和服务质量。这次主要研究城际铁路的运营管

理，采用实际案例进行分析，并探讨了独立运营、联合运营、

政企联动等运营方式的优缺点和挑战。同时，也在政策、技

术、管理方面寻找改进方法，以解决城际铁路运营管理所面

临的问题。我们期望这次研究能推动城际铁路在中国的发

展，让它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2 城际铁路运营管理的模式分类

中国大部分城际铁路在建设时期，依据国家政策，通

过路地协商组建了合资铁路公司负责建设项目，在运营时期

由合资铁路公司作为业主单位负责运营管理。目前以合资公

司为业主单位的城际铁路运营管理模式运用较多的有三种：

委托运营、自主运营和租赁运营。

2.1 委托运营模式
委托运营是指由投资主体成立合资铁路公司，将城际

铁路的客运组织、调度指挥、设施设备维护维修等的业务全

部或部分委托给具备资质的铁路运输企业管理的模式。目

前，委托运营主要是合资铁路公司将运输经营权委托受托

方，委托方仍然保留独立的经营架构，运输经营收益是合资

铁路公司的收益，合资铁路公司支付受托方相应的报酬。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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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方以自己的名义经营，对客户而言，是一个铁路运输企业，

受托方要承担对客户的运输责任；对内而言，委托方应当支

付受托方劳务报酬。目前国内的合资铁路运输业务大部分都

是委托相关铁路局集团公司。

委托经营的优势在于：有利于铁路运输的统一调度，

提高运输效率，实现路网的联合运输。不足之处在于：一是

运营成本核定比较复杂 , 不易控制；二是相关费用清算标准

为单方面制定，缺乏透明性和协商性，也没有真正建立公平

公正的监管体系；三是不便于把握经营发展方向，缺乏运营

自主性。

2.2 自主运营模式
自主运营是由城际铁路投资主体成立项目公司，设置

车务、机务、工务、电务、供电、车辆、客运等完整的运输

专业部门，有自己调度中心，现场服务人员均为合资铁路公

司聘用，独立承担城际铁路的运输生产经营任务，全面负责

管辖范围内一切铁路运输经营业务，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一

体化。城际铁路建成后，合资铁路公司即可依法开展经营活

动，实现城际铁路建设的营利目标。

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运营成本相对低，公司的效益直

接体现在经营管理上。公司管理权、经营权和决策权一体化，

便于掌控公司的发展方向。不足之处在于：多数城际铁路衔

接国铁车站，联合运输效率较低，协调难度大；投入设施设

备多，投入成本相对较高；需合资铁路公司独立承担运输安

全风险。

2.3 租赁运营模式
租赁运营就是合资铁路公司将城际铁路出租给承租人

经营，承租人支付租赁费。租赁运营不同于委托运营，租赁

运营承租人取得合资铁路公司线路资产的使用权，开展旅客

运输、多元经营等活动实现经济效益。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

租赁费，而非承包收益。目前沪宁城际铁路采用的是租赁运

营模式，并实现了盈利。

租赁运营的优势在于：不仅有利于铁路运输的统一调

度，提高运输效率，实现路网的联合运输，而且降低运营风

险，降低运营成本，合资铁路公司可快速实现收益。不足之

处在于：一是租赁费用计算依据比较困难，按什么标准计算

收益有时难以协调；二是营业初期，客流不大的情况下，承

租困难；三是不便于把握经营发展方向，长远发展动能不足。

3 城际铁路运营管理模式的问题与发展趋势

3.1 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在城际铁路运营管理中，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

①技术问题，包括运营技术、安全技术、设备技术等

方面的问题。操作技术的问题可能会导致运营效率低下，安

全技术的问题可能会导致安全事故，设备技术的问题可能会

影响运营稳定性。

②管理问题，主要包括人力资源管理、资产管理、票

务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可能会对员工的

工作效率和满意度产生影响，资产管理的问题可能会导致资

产浪费，票务管理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乘客的不满。

③外部环境问题，主要包括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社

会环境等方面的问题。政策环境的问题可能会导致管理模式

的限制，市场环境的问题可能会影响运营效益，社会环境的

问题可能会导致乘客需求的变化。

3.2 未来的发展趋势分析
城际铁路运营管理模式的未来发展趋势分析研究似乎

呈现出三种主要走向：多元化的运营模式、高度科技化的运

营手段和高度人性化的服务理念。

多元化的运营模式：城际铁路的运营模式在未来的发

展中将更加多元化。一方面，独立运营和联合运营模式将会

得到更广泛地应用和深化实施；另一方面，政企联动模式也

将更加完善和优化。这种多元化的运营模式对应复杂多变的

市场环境，既可以优化城际铁路的运营，提高运营效率，又

可以满足丰富多样的客户需求，提升客户体验。

高度科技化的运营手段：随着科技进步和信息技术的

普及，城市间铁路的运营手段也在向着高度科技化的方向发

展。例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在运营管理

中，这些技术的使用不仅在程度上优化了城市铁路的运营模

式，提高了效率，而且在结构上改变了运营管理模式，提供

了更加科学和智能的管理决策支持。

高度人性化的服务理念：未来的城际铁路运营管理还

会更加注重人性化的服务理念。在运营管理中，除了提高运

营效率和利润之外，更加关注客户的需求和体验。这包括提

供更加舒适、方便的旅行环境，提升服务质量，增加配套服

务等。对于客户而言，舒适的旅行体验和高质量的服务将更

加重要。

这三种发展趋势的实现，不仅需要更加领先的管理模

式，更加高效的运营手段，也需要政策的更新和市场环境的

进步，但无论如何，城市间铁路的运营管理都必须始终保

持与最新的发展趋势相一致，以此保证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

性。应积极捕捉和研究未来可能出现的新趋势，为创新管理

模式和提升效率提供前瞻性的指导。

3.3 对当前城际铁路运营管理影响的政策因素
政策因素对城际铁路运营管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政策环境的制约；二是政策支持的刺激。

政策环境的制约主要包括行业政策、环保政策、安全

政策等。行业政策可以限制城际铁路的运营方式和服务范

围，环保政策可以限制城际铁路的能源使用和排放，安全政

策可以限制城际铁路的运营速度和行驶路线。

政策支持的刺激主要包括财政政策、科技政策、交通

政策等。财政政策可以为城际铁路的建设和运营提供资金支

持，科技政策可以为城际铁路的技术升级提供支持，交通政

策可以为城际铁路的运输网络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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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际铁路运营管理需要在政策环境的制约和政策支持

的刺激中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4 城际铁路运营管理的创新路径研究

4.1 政策层面的创新路径探索
随着城际铁路运营管理的复杂化，政策层面的创新成

为改善和提升运营效率与质量的重要因素。从政策设计的角

度，不断完善和丰富城际铁路运营相关政策规则是必要的。

政策设计的创新主要在于如何跟踪当前最新的运营管

理方法和理论，从中对传统的运营管理政策应有之处进行必

要的修改和完善。例如，可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使得运营

管理更富有活力，也可以借鉴国际上先进的运营管理经验，

进行本土化改造，达到最大的效率和效果。

政策执行的创新方面，采用数据驱动模型进行优化管

理，通过获取实时的运营数据，了解运营状况，各方面的问

题，快速地进行决策和应对。借助信息技术，可以实现政策

的智能执行和自我修正，使得运营管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政策监督的创新，采用现代化的手段，对运营管理进

行实时地监控和评估，可以有效地判断政策的执行情况和效

果。对监督策略进行创新，可以大方向地理解和掌握运营状

态，对问题有更及时地掌握和处理，从而使运营管理处于一

个相对稳定和优化的状态。

以上的探索路径，构成了城际铁路运营管理的政策层

面创新的基础。无论是政策的设计、执行、还是监督，都需

要站在创新高度进行不断地实践与摸索。只有这样，方能在

瞬息万变的框架内，找到属于城际铁路运营管理的最佳实践

途径，实现运营管理的高效率和高质量。

4.2 技术层面的创新路径分析
城际铁路运营管理技术创新的路径主要涉及信息技术、

数字化转型、智能控制和自动化运维等方面。信息技术在城

际铁路的运营管理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在精益运营、提

升运行效率、优化服务水平等方面，信息技术提供了极具价

值的支持。动态车座管理、支付方式的集成、实时行车状态

的公示以及智能客服等方面的创新，提升了旅客体验，提高

了运营效率。

数字化转型是城际铁路向智能化运营管理模式过渡的

关键环节。其主要涉及运营管理系统、数据治理、运营决策

以及服务提供等方面。数字化转型借助先进的数据分析方法

和工具，可以有效地提炼出对运营管理有用的信息和知识。

智能控制技术在城际铁路运营管理的创新路径中扮演

重要角色。其中，自动驾驶技术通过实现无人驾驶，既降低

了运营成本，又提高了运行准点率。智能排班系统通过优化

人力资源配置，提升了运营效率，降低了运营成本。预测性

维护技术能够在铁路设备出现故障前对其进行提前预警和

维护，大大减少了因设备故障而导致的运营中断。

4.3 管理层面的创新路径的建议及策略
城际铁路的运营管理同样需要不断创新。在管理层面，

可以探索运用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比如精益管理、创新管

理等。精益管理可以有效提高铁路运营的品质与效率，创新

管理则能使城际铁路保持竞争力。还可以依赖信息技术提供

的管理工具，构建透明的管理信息系统，提升决策效率和精

度。强化顾客服务管理，提升顾客满意度，也是创新的重要

路径。

创新是任何体系持续发展的动力，城际铁路运营管理

亦是如此。未来的城际铁路运营管理仍需在政策、技术、管

理等多个层面持续创新，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运输需求，以及

提供优质、便捷、舒适的旅行体验，实现可持续发展。

5 结语

本次研究以城际铁路运营管理模式为研究焦点，通过

系统的案例分析，探讨了城际铁路运营管理的模式分类，解

析了各种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和应对策略。为城际铁路运营管

理模式的优化和创新，中国城际铁路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

了支持和指导。这为我们理解和改进城际铁路运营机制提供

了有益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活动。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

些局限性。由于各地区的实际状况和发展阶段不同，具体的

管理模式和创新路径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选用和调整。未

来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探讨如何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尤

其是在快速发展和高繁忙度的城际铁路线路上，更有效地运

用并改进这些管理模式和创新路径。总的来说，本研究为中

国城际铁路的高效运营提供了新的理论与实践思路，并希望

通过不断的学术研究和实践验证，能够对中国城际铁路的管

理创新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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