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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铁路运输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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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铁路在交通运输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同时也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的

基础设施。基于此，文章通过对铁路运输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从货物运输管理、客流高峰时期运输管理、铁路

价格机制、铁路运输管理体制等方面入手，详细的论述了铁路运输管理工作问题的改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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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ailway which is the sourc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the main infrastructure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ccupies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transportation. On the basis of 

thi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railway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and discusses the 

improvement methods of the problems of railway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in detail from the aspects of freight 

transport management, passenger flow peak period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railway price mechanism, railway 

transport management system,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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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现代市场经济管理理念下，铁路运输业的适应能力不足，为了促进铁路运输业发展进步，必须加强体制管理改

革，创新管理模式。对此，文章首先对铁路运输经济管理改革及其重要性进行了介绍，然后对现代市场经济理念下铁

路运输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优化对策进行详细探究，以促进铁路运输经济管理水平的提高。 

1 铁路运输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1 货物运输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铁路货物的运输管理中还有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干扰甚至制约了铁路运输的健康发展，常见的一些问题主要包

括，货运火车的发车时间的到达时间比较集中，使分级线和到发线难以正常高效的使用，经常会出现后续列车到达后

无法进站，需要等候前方列车开出的现象，以及铁路货物运输的调动协调能力难以满足日常货运列车集中到站出发的

现状，同时，现有的运输方案难以适应铁路货运运输的需求，调车能力比较欠缺而且与实际需要相差比较大
[1]
。具体来

说，大量路网货运站的运输效率决定了整个铁路货运系统的周转效率。这其中又以专用线路的利用情况最为突出。由

于铁路货物运输的规模较大，铁路运输系统经常增加列车数量以满足运输量大的实际需要，导致货运相关的调度设备

应用饱和，大量的货物无法得到及时的装卸。 

1.2 客运高峰时期运输管理存在的问题 

在铁路客流量大的运输高峰期，运输管理上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乘客流量的预测分析不到位。一

些客运车站一旦遇到了高峰期的时候，没有及时的对旅客高峰以及车展的旅客承运能力做出科学合理的论断，对人们

出行需要的预测不够准确，这就会直接影响到旅客运输管理的前期准备工作的不充分，这就造成了后期客运环节出现

的困难重重。不能充分利用公众舆论和出行方式选择的前期宣传。有效的出行方式的选择可以有效地避免旅客不加区

别地选择某种并不一定最适宜的运输方式，人们往往涌入铁路客运造成严重的运输高峰的情况
[2]
。缺少铁路的基础设施

也会造成运输管理方面的严重问题，一些客运的火车站设备还比较传统老旧，没有及时更换最新的调度系统，同事在

整个客运线路和列车调度操作等方面缺乏足够的能力。再加上设备功能相对简单，在交通高峰期间造成比较难以应对

的交通管理。 

1.3 铁路价格机制存在的问题 

在现阶段，中国铁路公司的运输价格都是由政府统一制定的，不管是客运还是货运，运输的价格都低于公路和航

空等运输方式的价格，这种情况也使得铁路运输的过度饱和状态。大多数受管制的价格都会低于实际的铁路运行成本，

这是明显不符合合理分配社会资源效率的，从而导致铁路部门缺乏自主制定相关政策的空间。此外，中央政府对铁路



智能城市应用·2019 第2卷 第4期 

Smart City Application.2019,2(4) 

120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货运费率的统一管理是铁路运输行业定价的唯一途径，这种定价方式都是根据铁路货运费率的波动，在适当的时候对

价格进行一定的符合当前实际情况的调整，当然，这一价格调整的进程相对较长。这种中央政府层面出于行政手段进

行货运价格定价的方式，是铁路运费率比较难以适应市场需求的直接原因，不符合市场竞争的要求
[3]
。 

1.4 铁路运输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铁路运输管理系统的问题主要反映在政府和企业的一体化上。近年来，铁路总公司为铁路部门放开了大量的自主

决策的权利。然而，它仍然对相关职能实行严格的控制。这种情况迫使政府不仅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而且还负责铁路

运输的实际经营，这种企业和行政的双重角色，限制了铁路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高水平的垄断导致铁路运输管理

系统缺乏某种自由的市场竞争机制，现在，虽然政府层面正在进行国有企业的大力度改革，铁路运输部门也正在积极

的改进内部的工作制度，但国家拥有的资本占据铁路运输企业主导地位的情况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变，再加上企业独立

自主管理的制度也不完善，导致企业内部的活力减少，运输管理以及其他的企业管理效率降低，这与现代企业管理是

明显背道而驰的。 

2 改进新时期铁路运输管理中问题的方法 
2.1 货物运输管理的改进方法 

改进铁路货运管理的方法应考虑到以下方面：铁路运输能力出现紧张，这通常是由于车站内的非科学设置所致。

在这种情况下，在确保车站正常运行的同时，必须要优化车站的设计，并适当提高车站的火车速度，必须控制影响列

车行驶时间的一些干扰因素。管理人员需要迅速查明与处理封闭货物和危险货物运输过程有关的风险因素，成功地协

调和组织货物运输工作，并优化货物装卸的工作安排，提升货物装卸效率。其次，需要建立货物运输的安全评估系统，

其中包括一个评估模型、估价指数数据和一个评估编制系统。评估的指数数据主要是反映货物安全运输的因素。这些

数据很容易获得，收集的数据必须及时，符合当下实际。评估指数是反映整个操作过程安全性的关键因素。在目前的

管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可以将安全管理信息系统引入工作的全过程，以便使得安全管理适用于整个列车运输管理的所

有工作环节中
[4]
。 

2.2 客流高峰时期运输管理的改进方法 

在乘客高峰期，铁路客运管理的一些问题需要加以改进，以解决客运管理工作出现的问题：加强客运高峰期乘客

流动量的判断。旅客流动量的判断主要参照旅客人数、出行特点和流量组成的等方面。旅客流动的特点主要涉及旅客

流动结构、交通量大、时间集中和不平衡的特点。对这些方面的预测需要对旅客流动情况进行科学和严禁的研究。一

旦预测了旅客的客运流量，就需要根据这些数据，对目前情况下列车的运行和承载能力进行估算。一旦完成了运输能

力的估算后，可以尽可能的降低列车换乘的时间，并且可以增加列车始发地至目的地之间开通的列车数目，从而有效

地减轻客流高峰期铁路运输的压力
[5]
。 

2.3 铁路价格机制的改进方法 

考虑到与铁路定价机制有关的问题，讨论了以下方面：在分离铁路运输的运营管理体制中，政府对铁路货物运输

与铁路客运运输的价格必须实行定价。但在定价过程中，尽可能的放开部门定价范围，给企业部门自行决定。传统的

铁路运输价格制定的制度限制了铁路运输公司能够独立地进行会计核算的能力，其营业情况，难以有效地反映铁路公

司对于运输管理的结果。 

2.4 铁路运输管理体制的改进方法 

考虑到铁路运输管理系统中的问题，改进方法必须涉及到政府职能的改变。在政府与企业分开的原则基础上，将

建立一个法人管理组织，以协调和统一企业经营管理的权利。政府职能应转变为宏观的管理者，不再干涉铁路运输的

日常经营管理事务。铁路公司来执行运输公司的主要经营管理职能，不断完善责任制度。同时，努力实现企业与企业、

社会与企业、政府与企业的分离，并积极建立专业的货运管理公司和客运管理公司，以期为运输管理的工作奠定更加

坚实的基础。打破垄断为了提高铁路运输企业的竞争力，建立有效的竞争机制，这将会大大的提高铁路运输的管理水

平。 

3 结束语 
简而言之，铁路运输在中国的运输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加强中国铁路运输管理水平对于促进中国社会

经济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铁路运输公司必须积极应对这些挑战，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大幅度提高铁路运输的管理水平，

并为铁路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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