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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铁路运输概述 

第一节  交通运输业简介 

一、交通运输业的作用 

交通是运输和邮电的总称。运输是人和物借助移动工具的载运，产生有目的的空间位移；

邮电则是邮政和电信的总称。通常所说的交通运输业往往仅指运输业，即人和货物的移动及

其相关附属产业。 

交通运输业是流通领域的支柱，它是沟通工农、城乡、地区、企业之间经济活动的纽带，

是面向社会为公众服务的公用事业，是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全局性、先行性影响的基

础行业。 

交通运输是经济发展的基本需要和先决条件，是现代社会的生存基础和文明标志，是社

会经济的基础设施和重要纽带，是现代工业的先驱和国民经济的先行部门，是资源配置和宏

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也是国土资源开发、城市和经济布局形成的重要因素，对促进社会分工、

大工业发展和规模经济的形成，巩固国家的政治统一和加强国防建设，扩大国际经贸合作和

人员往来发挥着重要作用。总之，交通运输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国防意义。 

交通运输业对于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要维护国家的统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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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和社会安定，要保证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要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必须有交通运输业的

保障，这是交通运输业区别于其他行业和部门的重要特征。交通运输业同时又要服务于公众

（指众多的企业、部门和个人），其所创造的社会效益远远大于自身的经济效益，对社会经济

的发展和公众的影响比其他部门更为广泛，更为直接。可以说，交通运输业是一个兼有公益

性和经济性的双重行业。交通运输行业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

展的水平。国民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为前提条件的。 

二、交通运输业的性质 

现代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具备物质生产和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双重

性质，是一个具有鲜明服务功能的物质生产部门。 

（一）运输业具备物质生产的三要素 

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是生产的三要素，人们借助劳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使

其产生变化为己所用，这就是物质生产。以铁路为例，铁路线路、车站、信号等各种固定设

备和机车、车辆、动车组等移动设备，是铁路部门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资料；铁路员工利用

这些劳动资料，按照旅客和货主的要求，有目的地改变旅客和货物在空间上的位置，这就是

铁路运输生产。铁路职工是劳动力，旅客和货物是服务对象，运输设备是劳动资料，所以说，

运输业具备物质生产的三要素。 

（二）运输业是物质生产的重要部门 

运输生产不同于一般的物质生产，具有其本身的特殊性，它的生产过程就是改变人和货

物的位置，而不是生产新的物品，也不是改变物品的性质和形状。但它是生产领域和消费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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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之间的衔接纽带和桥梁，也是物质生产各部门、各地区之间进行生产资料、能源物质调配

的基础和依赖。所以说，运输业是进行物质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物质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

的重要环节。 

（三）运输业的产品是人和货物的“ 位移”  

运输业的产品是人和货物的“ 位移” ，称为旅客周转量或货物周转量，即旅客周转量（或

货物周转量）＝旅客人数（或货物吨数）×运送的距离，其计算单位是“ 人·km” 或“ t·km” 。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 位移” 与物理上的“ 位移” 有所不同，不是两点之间的直线距离，而是

运输线路的长度，一般来说，两地之间运输线路的长度都大于两地之间的直线距离。有时为

简便起见，也用旅客发送量或货物发送量来表示运输业的工作量，其单位是人数或吨数。 

运输业具有服务业的性质，因为运输业的产品——旅客和货物的位移，其生产的过程就

是消费的过程。所以运输业的产品不能储存、调拨和积累，运输需求旺盛时就会给运输业带

来巨大的压力，运输需求低迷时又会带来巨大的浪费。 

三、交通运输方式的种类及特征 

运输就是由移动的载运工具在固定线路上来回移动运送旅客和货物（管道除外），根据其

所用的载运工具和线路的不同，现代运输业通常分为铁路、公路、水路、航空及管道运输五

种方式。 

（一）铁路运输 

铁路运输是以固定轨道作为运输道路，由机械动力牵引车辆在轨道上运送旅客和货物的

运输方式。铁路运输与其他各种现代化运输方式相比，具有运输能力大、速度快的特点。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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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运载旅客和货物的能力远比汽车和飞机大得多，我国常规铁路旅客列车的运行速度一般为

100km/h左右，快速旅客列车目前可达120～160km/h，高速铁路可以达到200～300km/h。 

铁路运输的成本也比公路运输和航空运输低，运距愈长，运量愈大，其单位成本就愈低；

铁路运输一般可以全天候运营，受气候条件限制较小；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正点率

较高；采用电力牵引时，可以不使用石油作燃料，节省能源，减少污染，有利于环境保护。 

由于铁路运输具有上述技术经济特点，因此，铁路运输适合幅员辽阔的大陆国家；适合运

送常规的、稳定的大宗货物和中长距离的货物运输以及满足城市间旅客运输的需要。 

但铁路运输具有投资大、建设周期长等缺点，且路网密度小、服务范围小；人们只能到

车站乘车或托运货物，灵活性差、送达速度低，难以实现“ 门到门” 运输，不太适合运量小、

速度要求高的货物运输，也不适合距离太短和太长的旅客运输。 

（二）公路运输 

公路运输是由机动车在公路上来回移动运送旅客和货物的运输方式。它的主要优点是机

动灵活，对客货运量大小具有很强的适应性。由于公路建设成本较低，因此公路网络极为发

达，加上机动车几乎可以在任何较硬的地面上行驶，这就使得公路运输具有极强的适应性，

可以实现“ 门到门” 的直达运输，有利于提高中短途运输的送达速度，加速货物资金周转；

尤其适合短途运输和对服务质量要求较高的货物运输；另外，公路运输还可担任铁路、水路、

航空等运输方式的补充和衔接，到达其他运输方式不能到达的角落。 

公路运输（高速公路除外）与其他运输方式相比，具有投资少、资金周转快、投资回收

周期短和技术改造较容易、适应性强等优点；而且公路运输面向所有的机动车开放，对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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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出行质量，繁荣地方经济发展、加快地区经济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是，公路运输在长途运输业务方面有着难以弥补的缺陷：一是耗用燃料多，造成途中

费用过高；二是机器磨损大，因此折旧费和维修费用高；三是公路运输能力较小，单位运输

工具运送的乘客人数和货物装载量比铁路低得多，运输同样多的旅客和货物，汽车运输费用

远高于铁路和水路。 

（三）水路运输 

水路运输是利用船舶和其他水上工具在河流、湖泊、海洋中来回移动运送旅客和货物的

运输方式。水路运输按航行的区域分为远洋运输、沿海运输和内河运输三种类型。水路运输

是一种古老的运输方式，比如，历史上的京杭大运河就是决定封建王朝经济命脉的黄金水道。

如今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远洋运输已成为重要的国际货运方式，像原油、矿石、粮

食等重要的资源、能源物资，大都依靠远洋运输。水路运输的运输能力相当大，在海洋运输

中，目前世界上超巨型油轮的载重量可达数十万吨，巨型客船也可达8万吨。 

水路运输具有占地少、运量大、投资少、运输成本低等突出的优点。在水路运输中，除

运河以外，内河航道均是利用天然江河加以整治，修建必要的导航设备和港口码头等就可以

通航；海运航道更是大自然的产物，一般不需要人工整治，且海运航线往往可以取两港口之

间的最短距离。因此，一般说来，河运的平均运输成本比铁路略低，而海运成本则远远低于

铁路，这是水路运输的一个突出优点。 

但是，水路运输的速度较其他运输工具慢且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较大，所以只适合大宗货

物的远距离运输，不太适合小批量货物的快捷货运和旅客运输，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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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和气候的限制较大，内河航运中枯水期可能会限制大吨位船舶的航行，而冰封期所有船

只都无法通行，远洋运输可能会受到热带风暴等强气流天气的影响。 

（四）航空运输 

航空运输是用飞机在各机场间来回飞行运送旅客和货物的一种运输方式。航空运输在20

世纪崛起，是运输业中发展最快的行业。 

航空运输与其他运输方式相比，最大的优势是速度快，普通客机的时速都在 600～

900km，比铁路快5～10倍，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在长距离旅客运输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

力，并且航空运输具有一定的机动性，一般不受山川地貌、河流湖泊等限制，只要有机场和

导航设施保证即可开辟航线，比如我国西藏许多地区没有通铁路的地方，都已经建有机场，

开通了航线。 

航空运输最大的缺点是载运能力小、能源消耗大、运输成本高，且机场都建在城市远郊

区，与市内交通衔接不够方便，存在“ 中间快、两头慢” 的缺点，在短途运输中其高速的优

势难以体现，所以不太适合中短途运输。 

（五）管道运输 

管道运输是以固定管道作为运输通道，并利用固定式机械动力装置来输送流体货物的

运输方式。管道运输没有移动设备，其载运工具和运输线路是一体的。管道运输是近几十

年来得到迅速发展的一种运输方式，主要以流体能源，如石油、天然气、成品油为运输对

象，现在还可以运输煤和矿石等货物（将其制成浆体，通过管道输往目的地，再经过脱水

处理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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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运输具有运送能力大（管径为1200mm的原油管道年输量可达 1 亿吨）、效率高、

成本低、能耗小等优点。管道运输的主要设备都埋于地下，具有占地少、不受地形坡度限制、

不受气候影响、能长期稳定运行、沿线不产生噪声且漏失污染少等优点，是一种很有发展前

景的现代运输方式。 

但是，管道运输由于定点、定向、定品种运输，灵活性差，只能运送单一货物；一旦能源

枯竭，货源减少，管道运输的大量设备和投入很难移作他用，可能遭到废弃，产生极大的浪费。 

四、各种运输方式在我国的地位 

综上所述可知，铁路适合于中长途旅客运输和大宗货物的陆路运输；水路（包括海洋和

内河主要航线）主要适合于大宗货物的长途运输；公路和一般内河航线主要适合于短途运输

和部分货物的中距离运输，并为干线运输集散客货；航空适合于小批量、长距离、高附加值

货物的运输和大、中城市间的旅客运输，以长距离急运和加强边远地区的联系为主；而管道

主要适合于大量气体、液体货物的生产地点和固定消费地点（或转运地点）之间的运输。各

种运输方式的主要技术经济特点比较如表1.1所示。 

表 1.1  各种运输方式的主要技术经济特点比较 

运输方式 运输能力 最高速度 通用性 覆盖率 机动性 运输成本 运输能耗 正点率 

铁路 2 2 2 2 3 3 3 1 

公路 4 3 1 1 1 4 4 3 

水运 1 4 3 5 4 1 1 4 

航空 5 1 4 4 2 5 5 2 

管道 3 — 5 3 5 2 2  

注：表中 1 表示最好，5 表示最差。 

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各种运输方式的技术装备和组织工作不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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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经济性能和使用范围也在不断变化。因此，各种运输方式必须综合协调发展，充分发挥

各自优势，扬长避短，这样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省运输建设投资和运输费用，而且可以

为各种运输方式的加速发展、不断更新技术和提高服务质量创造条件。  

在当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运输技术不断进步的情况下，如何综合利用和发展各种

运输方式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然而，在不同的国家，由于国土面积、资源分布以及经济发

展状况各异，各种交通运输方式之间的关系也有所不同。总之，应在保证运输安全、合理利

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技术经济优势和作用，做到

合理分工和协调发展，力求建立科学合理、经济高效、安全可靠又适应本国国情的综合交通

体系和综合运输系统。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是在上述五种运输方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针对相对单一的运输方

式而言的，是各种运输方式在社会化的运输范围内和统一的运输过程中，按其技术经济特点分

工协作、有机结合、连接贯通、布局合理的交通运输综合体，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我国地形复杂，是一个多山区的国家，山区面积占整个国土面积的69%，只有30%的面

积是平原、河流、湖泊等。在改革开放以前，全国有56%的人口生活在山区，超过了总人口

的一半，这就给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带来极大的障碍，因此我国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历来比较落

后，也给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交通运输业有了长足的

发展，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长距离油气管道得到了飞速发

展，技术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已基本形成了横贯东西、沟通南北、联系世界、水陆空

并举的综合运输体系。但是，它的发展仍然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因此，在今



 第一章  铁路运输概述 ·17· 
 

后的一段时期内，发展交通运输业仍然是经济建设的重点。而交通运输业能否快速健康的发

展，关键在于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综合运输系统，打造经济合理的综合交通体系。根据我国

国情，我国交通运输业未来的发展宗旨是：以铁路为骨干，公路为基础，充分发挥水运的作

用，积极发展航空运输，适当发展管道运输，建设全国统一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一）铁路发挥骨干作用 

我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分布不均，各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因此需要铁路来

长途运输大宗货物。从我国国情出发，铁路运输也应该是我国的主要运输方式。长期以来，

铁路一直在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发挥着骨干作用，中长距离客货运输量需求巨大，铁路

是既经济又快捷的交通运输方式，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铁路的发展有更加广阔的空间。

因此，要尽快使铁路运输能力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建设发达的铁路网，采用先进、成

熟、经济、适用、可靠的技术，使主要技术装备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目前我国铁路建设正在快速发展，截止到2012年年底，全国铁路营运里程已达9.76万km，

其中电气化铁路3.55万km，复线里程3.07万km。2012年客运量为18.9亿人次，货运量为

39.04亿吨，货物周转量达到14250亿t·km，旅客周转量达到4637亿人·km。 

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铁路要实行跨越式发展的战略，尽快建立起主要交

通走廊的铁路大通道，充分发挥铁路的网络优势。铁路大通道是指连接区域中心或大城市间

的能力强大的铁路线路，是由一条或多条功能相近的主要铁路干线构成的有机集合，是铁路

运输网乃至整个综合运输网的主骨架。其基本特征是：运输强度大，里程较长，汇集和辐射

范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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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路发挥基础作用 

公路运输是人们最普遍使用的交通运输方式，是交通运输行业的基础和主体，承担了绝

大部分的客运任务和大部分的货运任务；而且公路运输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对改

善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具有重要作用。“ 要想富，先修路” ，其初衷就是兴修公路。 

21世纪以来的十几年间，我国新建了一大批公路，包括高速公路和高等级公路，通过新

建和改造，形成了以高速公路为骨架、纵横全国的国家级干线道路网。截止到2012年年底，

公路通车里程达到423.75万km，其中，等级公路 360万km，高等级公路9.62万km，覆盖

全国的公路网已经形成。2012年全国公路完成客运量355.70亿人，货运量318.85亿吨。无

论是客运还是货运，公路运输都是主力和中坚力量。 

（三）进一步加强水运建设 

水运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并没有因为铁路、高速公路和航空等运输方式的大发展而降

低它的作用。其中远洋和沿海运输是水运发展的重点。90%以上的外贸物资是由远洋运输完

成的。截止到2012年年底，全国内河航道总里程为12.50万 km，客运量为2.57 亿人，货运

量为45.87亿吨。全国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已达到66.52亿吨。 

我国南方有着丰富的内河水运资源，随着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和长江三峡工程的建设，使

长江黄金水道显示出它的巨大作用；京杭运河、江南水网、珠江水网的建设和内河港口采用先

进设备设施整治航道和泊位，都将大大促进内河货物的运输和客运及旅游业的发展。 

（四）大力发展民航运输 

航空运输是先进的运输方式，有着广泛的发展前途。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民航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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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快速发展，截至2012年年底，全国共有民航机场180个，民用飞机3589架；定期航

班2076条，航线总里程为328万km；国际航班381条，航线总里程为128万km；民航客

运量为3.19亿人，货运量为545万吨；已形成了连接全国各大中城市的航空网络，航空运输

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显著。 

今后，随着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民用航空运输的

发展将会更加受到重视，而且会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及生活方式。 

（五）适当发展管道运输 

现代管道运输的发展与能源工业特别是石油工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我国第一条管道网是

20世纪50年代建设的全长147km、管径为150mm的克拉玛依—独山子输油管道。随着石

油天然气产量的提高，管道运输网络将得到重点调整和改造。特别是随着“ 西气东输” 工程

的建设，管道运输得到快速发展。截至2012年年底，我国油气管线总里程达9.01万km，管

道运输量达到6.12亿吨。 

第二节  铁路运输业概况 

一、铁路运输的体系架构 

（一）铁路运输设备框架 

铁路运输是一个庞大的物质生产部门，为完成客货运输任务，设置了大量的运输设备。

传统的铁路运输生产设备可统称为车（车站）、机（机车）、工（线路）、电（信号）、辆（车

辆）五大部分，还包括许多附属设备。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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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车站设备：指车站为保证旅客、货物运输正常而设置的各种建筑物、服务设施，

以及为保证列车运行而设置的技术设施设备，包括车站的站房、站前广场、跨线设施，

等等。  

（2）机车设备：指具备动力、可以走行并能牵引、调动车辆的移动工具，它是列车运行

和调车的基本动力来源。 

（3）线路设备：指列车运行的线路以及轨道、隧道、桥梁等建筑物，线路是机车、车辆

和列车的运行基础。 

（4）通信和信号设备：通信设备指铁路各站点之间以及各部门之间进行联系、沟通信息

的工具。信号是指示列车运行以及调车车辆运行的命令和指示。通信信号设备是确保行车安

全和提高运输效率的必要手段。 

（5）车辆设备：是指用于乘坐旅客或装载货物的车厢、提供旅客乘坐的设施和货物装载

的空间。 

（6）供电设备：是指为电气化铁路供应电力的牵引变电所、接触网及其附属设备，它是

电气化铁路的动力来源。 

（7）其他设备：是指保证铁路运输生产秩序畅通、安全高效的附属设备，包括信息设备、

给水设备、安全设备，等等。 

铁路运输设备是铁路完成运输任务的基础，必须随时保持良好状态。为了进行各种运输

设备的维修、保养和检查工作，铁路部门还设置了各类专业设备的修理单位（工厂）、业务段

和检修所。只有使运输设备随时处于完好状态，才能确保运输工作安全顺利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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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铁路运输组织体系 

铁路运输组织是指铁路部门综合运用各种技术设施设备、合理组织列车运行、实现旅客

和货物运输过程的计划和组织工作。一般包括旅客运输组织、货物运输组织与行车组织三个

部分。 

旅客运输组织工作包括：旅客运输计划与旅客到发、行李包裹到发组织等。货物运输组

织工作包括：货物运输计划与货物受理承运、装车卸车、货物到达、交付等。行车组织工作

包括：车站技术工作组织、列车解编与列车运行组织指挥等。旅客运输组织和货物运输组织

的工作主要是面向旅客与货主的工作；行车组织的工作主要是铁路部门为了保证完成旅客与

货物的运输任务而采取的技术组织措施。 

（三）我国铁路运输管理体系 

我国铁路行业自1949年后一直由铁道部进行管理，2013年铁道部撤销后由国家铁路局

进行宏观管理，具体工作由中国铁路总公司（以下简称“ 总公司” ）负责生产运营。采取总公

司—铁路局—站段三级管理的模式。 

总公司下属设有18个铁路局（集团公司），分别是哈尔滨铁路局、沈阳铁路局、北京铁

路局、呼和浩特铁路局、太原铁路局、济南铁路局、上海铁路局、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局、

南昌铁路局、广州铁路集团公司、西安铁路局、成都铁路局、昆明铁路局、南宁铁路局、兰

州铁路局、乌鲁木齐铁路局、青藏铁路集团公司。 

每个铁路局设有若干生产管理的业务处室和基层生产站段。业务处室包括运输处、货运

处、机务处、车辆处等处室。生产站段包括车务段、机务段、工务段、电务段、车辆段、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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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段、供电段等，还有一些大型车站不归属车务段，由铁路局直接管辖。每个站段管辖相应

的车站、车间和科室。 

二、我国铁路的分类与特点 

（一）我国铁路的种类 

1．按管理权限分 

按铁路管理权限的不同，可将铁路分为国家铁路、地方铁路、合资铁路、专用铁路、铁

路专用线等。 

（1）国家铁路：是指由国家出资修建，由铁路总公司管理的铁路，它在国民经济中具有

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2）地方铁路：主要是指地方自行投资修建，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担负地方公共客货

短途运输任务的铁路。 

（3）合资铁路：分为国内合资铁路和中外合资铁路。国内合资铁路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

上企业或其他单位合资修建的铁路；中外合资铁路是指由中方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或者其他

单位与外商投资者联合修建的铁路。 

（4）专用铁路：是指由企业或其他单位管理并配有机车动力、车辆、站段等铁路设备，

专门为本企业或本单位内部提供运输服务的铁路。专用铁路主要用于非营业性运输，但如果

得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也可用于公共旅客、货物营业性运输。 

（5）铁路专用线：是指由企业或其他单位管理的与国家铁路或其他铁路线路接轨并且专

为企业使用的铁路岔线。铁路专用线一般不配备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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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运输流程分 

以运输方式多少为依据，铁路运输分为单一方式运输和铁路多式联运。 

铁路多式联运一般指国内铁路与国内公路、航空、水路联运，同时也包括国内铁路与国

际海运相互间的联运。《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规定：国家铁路、地方铁路参加国际联运，

必须经国务院批准。 

3．按经济属性分 

按是否以营利为目的来划分，可将铁路运输分为铁路营业性运输和非营业性运输。 

营业性运输是指为社会服务、发生各种方式的运输费用结算的运输。目前我国铁路的客、

货运输都是营业性运输。 

非营业性运输是指为本单位服务、不发生任何运输费用结算的运输。 

（二）铁路运输业的特点 

1．铁路系统是一部大联动机 

铁路的运输生产是由车务、机务、工务、电务、车辆等很多部门、很多工作环节紧密联

系而共同完成的。各部门、各单位、各工种、各环节必须紧密配合、协调动作，如同钟表一

样准确而有节奏地工作，才能安全、有序地完成繁重的运输任务。铁路运输生产中，如果一

个局部、一个单位或一个关键岗位出现疏忽或差错，就可能造成事故，影响整条线路的通畅。

所以，要求每个铁路职工必须有高度的认真负责和互相协作的精神。 

2．铁路运输强调高度集中、统一指挥 

铁路是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关系到国计民生，而铁路运输又是

在点多、线长、流动分散的情况下，夜以继日、连续不断地进行生产活动。因为铁路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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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点多、线长、面广，各个岗位、各个工作环节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要想使各部门、

各环节配合良好，必须有强有力的指挥，这就决定了铁路运输必须强调高度集中、统一指

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铁路运输任务顺利、安全地完成，也才能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3．铁路系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 

铁路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要求铁路职工战时全力以赴服从战

争需要，日常工作应严格遵章守纪、服从上级命令。铁路的各项规章制度具有科学性，其中

有些条文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因而带有权威性、强制性，是铁的纪律。每个铁路职工必须

接受纪律的约束，增强纪律观念，培养执行规章制度和严守纪律的自觉性，做到“ 有令则行，

有禁则止。”  

由于铁路具有上述特点，因此，要求铁路的企业管理、组织运输生产和各项改革都必须

适应这些特点。只有这样，铁路运输生产才能做到安全正点、畅通无阻。 

三、世界铁路运输业的发展历程 

1825年世界第一条公用铁路——斯托克顿至达林顿铁路在英国出现，揭开了铁路运输的

序幕，距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16世纪中叶，英国开始兴起了采矿业，为了提高运输效率，

在道路上铺了两根平行的木材作为轨道。17世纪时，将木轨换成了角铁形状的钢轨，角铁的

一边起导向作用，马车则在另一条边上行驶。后经多年的改进，才逐渐形成今天的钢轨，因

此，各国至今仍沿用“ 铁路” 这一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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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蓬勃发展期 

英国修建的世界第一条由蒸汽机牵引的铁路标志着近代铁路运输业的开端，使陆上交通

运输迈入了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新纪元。铁路及火车一经发明，便以其迅速、便利、经济等优

点，深受人们的重视，除了在英国全面展开铁路的铺设工程外，其他国家也相继开始兴建铁

路，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铁路一直都在蓬勃发展。从地理分布上看，当时，美

洲铁路约占世界铁路总长的2/5，欧洲占1/3，而非洲、大洋洲和亚洲的总和还不到1/3。由

此可以看出，当时世界铁路的发展和分布情况极不平衡，而且在修建和发展铁路的趋势上也

不尽相同。 

世界主要国家铁路相继修通的年份如表1.2所示。19世纪末世界铁路总长为65万km左

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达到110万km，20世纪20年代未达到127万 km。 

表 1.2  世界主要国家铁路修通年份（年） 

国  名 修通年份 国  名 修通年份 国  名 修通年份 国  名 修通年份 

英  国 1825 加拿大 1836 瑞  士 1844 埃  及 1855 

美  国 1830 俄  国 1837 西班牙 1848 日  本 1872 

法  国 1832 奥地利 1838 巴  西 1851 中  国 1876 

比利时 1835 荷  兰 1839 印  度 1853   

德  国 1835 意大利 1839 澳大利亚 1854   

（二）低迷徘徊期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在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方

一些发达国家的铁路发展缓慢下来，甚至出现徘徊不前的状态。由于这些国家在这一时

期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并且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其公路、航空运输得到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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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和交通运输体系有了新的调整，尤其是某些经济大国的汽车和飞机制

造业迅速发展，使铁路面临公路和航空运输的激烈竞争。加上有的国家政府对于铁路运输

发展政策上的失误以及铁路部门自身管理体制的不适应和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致使世界

铁路在这一时期发展相对缓慢，一度被视为“ 夕阳产业” 。个别国家和地区甚至出现停滞

局面，进入低谷，出现了世界铁路网规模缩小、铁路客货运量比重下降、铁路经营亏损

严重的情况。但在我国及亚非拉等欠发达地区，铁路仍在不断进步，路网规模也在逐渐

增加。  

（三）复苏重生期 

1970年的世界能源危机，使公路和航空运输的发展受到限制，而铁路运输由于能耗较少，

加上运输过程中排放的废气及产生的噪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比其他交通运输工具低，促使人

们又重新开始重视铁路在交通运输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随着电气化铁路、高速铁路、

重载铁路的出现，更使人们认识到铁路在国民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中具有不可忽

视的地位和作用。随着以日本新干线、法国TGV、德国ICE为代表的高速铁路的出现，给铁

路行业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目前世界各国的铁路建设正在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铁路

网结构已进一步优化，客货运量有了较大回升。铁路行业也迎来了历史的发展机遇，迈入蓬勃

发展的春天。目前世界铁路总长稳定在110万km左右。 

四、我国铁路运输业的发展阶段 

（一）1949年以前的铁路发展概况 

1876年在上海修建的吴淞铁路，是中国领土上出现的第一条营业性铁路。它是英国侵略



 第一章  铁路运输概述 ·27· 
 

者采用欺骗和蒙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手段修筑的。早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俄、英、美等

国多次提出在中国修筑铁路，均遭拒绝。后来，美国以修筑一条“ 寻常马路” 的名义，骗取

当时上海地方政府的允许。后又将权益让给英商，另行组成“ 吴淞铁路公司” 继续修路。这

条铁路从上海至吴淞镇，全长14.5km，轨距是762mm。铁路沿线人民从一开始就反对洋人

筑路，1876年7月从上海至江湾一段通车营业后，发生了火车压死行人的事故，激起群众的

愤慨，迫使英国侵略者同意由清朝政府用28万两白银将铁路收买回来。然而腐败的清朝政

府根本认识不到铁路这种新式运输工具的优越性，反而昏庸地把这条已经赎回的铁路拆毁，

开了历史的倒车。 

中国自己创办的第一条铁路，是1881年修建的唐胥（唐山到胥各庄）铁路，是清政府

为了解决煤炭运输问题而修建的，铁路全长10km。1881年开工，同年11月竣工通车，并

曾用中国工人自己试制的“ 龙号” 机车拉运煤炭，以后逐步发展成为现在的京沈（北京至沈

阳）铁路。唐胥铁路的建成通车，是中国铁路建筑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和世界上出现的第一

条铁路相比已经晚了56年。 

由中国人自己集资、自己设计并自己修建的准轨铁路，是1891年和1893年先后通车的

基隆至台北、台北至新竹的两条铁路，全长100km。 

最值得中国人为之骄傲的铁路是在杰出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的领导下，由中国工程技术

人员主持、设计、施工的京张铁路（北京至张家口），于1905年10月开工，1909年建成，

比原计划提前两年。采用1435mm轨距、全长201km的京张铁路工程在当时相当艰巨，因

为自南口进入燕山山脉军都山后，岭高坡陡，开凿的四座隧道全靠人工修筑。由于这一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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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很陡，坡度很大，为了使列车安全通过山岭，詹天佑在青龙桥车站设计了“ 人” 字形爬坡

线路，解决了这一难题。京张铁路设计和建设的成就，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在中国铁路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旧中国铁路具有浓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不仅铁路的分布极不均衡、极不合理，而

且技术设备陈旧落后，主要表现为少、偏、低三大特点。 

少——铁路修建的里程太少，从 1876年至1949年70多年里，总共只修建了铁路 2.1

万多公里（不包括台湾地区的铁路），由于战乱，实际能通车的只有1.1万km；机车不过1700

多台，车辆也只有3万多辆。 

偏——铁路分布不均衡、不合理。当时，约占全国土地面积15%的东北和华北地区，铁

路长度却占全国铁路总长的65%；而占全国土地面积60%的西南和西北地区，只占全国铁路

总长度的5.5%，有些省份甚至没有铁路。 

低——线路和技术装备的质量差、标准低。设备种类繁杂、规格紊乱，机车类型有120

多种，钢轨类型13种；线路质量差，路基病害严重；约有1/3的车站没有信号机；自动闭塞

的线路长度不到2%，复线也只占6000km。 

（二）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铁路运输建设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铁路的新线建设和原有铁路的技术改造方面做出了很大

的成绩。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铁路建设事业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中不断奋进、取得可喜

成绩的时期。在此期间，新建的大秦铁路（大同至秦皇岛），全长653.2km，是我国第一条

复线电气化开行重载单元列车的运煤专用铁路。1989年，在我国铁路网中赋有铁路心脏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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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郑州北站，建成了亚洲最大的铁路综合自动化编组站，货车的中转、解体、编组作业等一

整套生产管理已经由电子计算机取代了手工操作。郑州北站运营管理综合自动化系统包括货

车管理信息系统、驼峰作业过程控制系统、枢纽地区调度监督系统、站内无线通信系统、调

车场尾部道岔微机集中联锁系统。郑州北站运营管理综合自动化系统的建成使我国铁路编组

站的现代化技术迈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从 1997年起，我国铁路先后进行了六次“ 大提速” ，使繁忙干线的旅客列车速度由

100km/h左右普遍提高到140～160km/h的水平，铁路运输速度和铁路服务水平大幅提高。

2008年以来，我国的高速铁路建设突飞猛进，京广、京沪两条高速铁路已经贯通，逐步形成

了高速铁路网，高速铁路的修建和动车组的开行使铁路运营速度达到了200～300km/h；尤

其是我国高原铁路取得了重大突破，被国际社会称为“ 可与长城媲美的伟大工程” ——青藏

铁路——攻克了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 三大难题” ，已顺利建成并于2006年7月

1日正式开通运营；另外，我国重载运输也取得了重大进步，大秦铁路已开行了2万吨重载

列车，年运量突破4亿吨，目前我国重载运输已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在路网优化和发展的同时，我国铁路运输装备也相应得到快速发展，我国机车、车辆、

信号、通信及组织管理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在最近十多年，我国铁路部门

在不断增加铁路基础设施以适应国民经济需要的同时，也注重技术的改革与创新，在工程建

造、高速列车、列车控制、客站建设、系统集成、运营管理、调度指挥等方面拥有了许多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铁技术。比如，在机车车辆装备技术方面，车体头型优化、转向架、牵

引传动、制动系统、弓网关系、智能化、气密性、减振、降噪、舒适性十大技术创新成果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