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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1.1  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特别是“十一五”后，我国铁路呈现

增速发展态势。铁路营业里程从 2005 年的 7.5 万千米，增长到 2016 年的

12.4 万千米，增长超过 65%。2005—2016 年我国铁路营业里程增长情况

如图 1-1 所示。  

 

图 1-1  2005—2016 年我国铁路营业里程增长情况  

尽管铁路营业里程不断增加，但铁路货运量却没有呈现相应的增长趋

势。铁路货运量从 2005 年至 2011 年呈增长趋势，2012 年以后，铁路货运

量开始下滑，2016 年，铁路货运量下滑至 26.5 亿吨，比高峰时 2011 年的

39.3 亿吨减少了 32.6%。2005—2016 年我国铁路货运量趋势如图 1-2 所示。

同时，铁路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在总货物运输量及总货物周转量占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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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且逐年下降。2005—2015 年各运输方式货运量所占份额如图 1-3 所示、

2005—2015 年各运输方式货物周转量所占份额如图 1-4 所示。  

 

图 1-2  2005—2016 年我国铁路货运量趋势  

 

图 1-3  2005—2015 年各运输方式货运量所占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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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2005—2015 年各运输方式货物周转量所占份额  

为了适应铁路货物运输改革要求，铁路总公司调整了专业运输公司

职能，自 2013 年 6 月 15 日 18 点起，全国铁路车站行包房、行李车、行

邮行包专列业务由中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快运）划归各

铁路局管理，由各铁路局负责行李、包裹、快运包裹运输组织。中铁快

运全面转型后，利用自身的品牌效应和丰富的营销手段，做大做强快运

业务，发展成为向社会提供“门到门”全程物流服务的全国知名快运物

流企业。  

在当前的市场条件下，了解我国铁路行李包裹快件运输存在的问题，

找出与竞争对手的差距，促进铁路行李包裹快件运输健康有序发展，是

铁路运输企业和运输监管极为重要的工作。  

1.2  研究意义 

2013 年 3 月 10 日，国务院对铁路管理机构进行改革。组建国家铁路

局，由交通运输部管理，承担铁道部的政府监管职责，负责起草铁路监

督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拟订铁路技术标准，监督管理铁路安全

生产、运输服务质量和铁路工程质量等职责。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承

担铁道部的企业职责，负责铁路运输统一调度指挥，经营铁路客货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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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承担专运、特运任务；负责铁路建设，承担铁路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等。本次机构改革主要是实现了政企分开，引入了竞争机制，逐步实

现铁路行业运营的市场化。国家铁路局承担铁路行业的政府监管职能，

成为我国铁路行业的政府主要监管机构。在新的体制下，国家铁路局如

何对铁路行业进行监管是其面临的新问题。  

2013 年 11 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

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

到位等问题。  

按照国家铁路局的主要职责，对铁路的行业监管在内容方面包括拟

定铁路技术标准，监督管理铁路安全生产、运输服务质量和铁路工程质

量。在履行监管职责的业务逻辑方面分为两个层次，即对运输生产活动

质量的监管和对设备制造与工程建设质量的监管。由于运输生产活动质

量是运输生产、设备制造、工程建设质量的集中反映，因此，能够及时

准确地通过运输生产状况来发现存在的问题，在一定情况下是能否有效

地履行监管职责的最重要前提，也为进一步履行各项监管职责提供了重

要依据。  

通过本项目开展的铁路行李包裹快件运输调研，一方面，可以依据

现有的技术标准及规章制度判断差距；另一方面，通过开展科学有效的

用户体验和满意度调查，包括对用户不满意投诉情况的分析，发现铁路

行李包裹快件运输生产经营中不能满足用户需求的地方，提出改进措施，

完善规章，不断满足用户需求。这个发现问题、判断差距、寻找原因、

提出措施、不断规范的往复过程，是铁路监管工作的主要内容、方法和

手段。因此，通过对铁路行李包裹快件运输生产经营活动的主要环节进

行广泛深入细致的调研，不仅可以准确地掌握铁路运输的实际状况，科

学地评估政府监管效果，而且，对于保障社会各界的利益，体现各方价

值，促进铁路行业的健康发展，有效地落实国家的相关政策，以及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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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监管的科学化水平等，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3  国内外现状 

1.3.1  国外现状 

1.3.1.1  国外铁路行李包裹快件运输现状  

行包运输一直是世界各国铁路经营的业务。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在

欧美等国和日本，由于公路运输的发展和竞争，铁路行包运输量显著下

降。此后，各国铁路采取了不同的改革措施，如实行集中化、合理化、

集装化运输，将零担货物与行包合并运输，成立独立的行包运输系统，

开行行包邮政列车等多种运输方式来发展行包运输。  

近年来，国外行包快件运输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与变化。由于在经营

上采取了灵活多样的策略和营销手段以满足市场需求，以行包运输为核

心的小件快运已经与旅客运输、大宗货物整车运输呈鼎足之势。如国外

最大的快运企业 ──美国联邦快运公司（FedEx），目前每日受理行包业务

量为 60 万件，总质量约为 2.06 亿磅①，年收入 11.7 亿美元。  

（1）美国铁路成立了客运公司，在主要大城市间开展快运包裹业务。

行包运输方式有三种：一是利用人口稠密区的高速旅客列车运送；二是

利用路网上旅客列车运送，在发车前 1 小时送到车站可随客车运送；三

是特殊包裹服务，主要是定期服务。因此行包运输方式较灵活多样。  

（2）德国铁路采取压缩行包办理站，集中窗口受理和交付，简化业

务手续，并为吸引行包运输开展了接取送达等业务。  

（3）英国则开办铁路快运包裹业务。利用旅客列车运送行包，而行

包的接取送达则由地方汽车公司负责。  

（4）日本开行大城市间的行包专用列车。近年来加强直达运输并合

                                              
①  磅：英美制重量单位，1 磅＝0.4535924 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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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组织中转作业，以保证行包的及时送达。  

虽然各国的行包运输组织方式不统一，但与以前相比，都出现了不少

变革，如采用了新装备和先进的组织方法。各国为了提高行包运输的质量

和速度，采用的设备和技术大体相似，总结起来有如下几个共同的特点：

装卸方面采取装卸机械化，主要有搬运车、叉车、集装小车和托盘等；改

造行李车，便于装卸；分拣工作自动化，多采用运送设备，利用过程计算

机或其他机械控制。如日本、澳大利亚、德国等国铁路越来越多地采用电

子计算机控制的行包自动化分拣输送系统、托盘和轻便搬运车；开设行包

基点站，组织成组和整车运输等，使行包运输逐步走向现代化。 

1.3.1.2  国外铁路行业监管情况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各国陆续进行了铁路私有化改革，实现政企分

开，赋予铁路企业充分的经营自主权。随着政府退出对企业经营管理的

直接干预，加强对铁路安全、运输市场、产品与工程及经济方面的监管

显得尤为迫切。为此，各国坚持立法先行，直接把政府监管的职责与权

限写入法律或法律性文件；针对不同的监管对象，设立相应的政府监管

机构；建立与铁路市场化经营相适应的政府监管体系，不断调整优化政

府监管体制。  

（1）监管法律基础。  

美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发达国家铁路的政府监管注重立法先

行，确立了各自较为完善的行业监管制度体系。首先，各国均制定了本

国铁路的基本法律，为铁路监管机构的组建及其权力和职责的实施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在铁路基本法的基础上，铁路主管部门制定了大

量的有关铁路运输安全方面的规章制度，使铁路运输安全管理法律规范

更加具体化、规范化，便于操作和执行。  

（2）监管机构。  

国外发达国家铁路一般都设立职责明确、分工合理、独立的铁路监

管机构，实施政府对铁路行业的监管职责。由于各国铁路改革的发展模

式不同，其政府监管机构的设立也有所区别：①  有的设立在行业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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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内，典型国家有俄罗斯和日本，由行业主管部门下设机构负责铁路监

管；②  有的设立在行业主管部门外，典型国家是英国，铁路监管办公室

（ORR）在英国具有绝对独立的监管权力，负责英国铁路的经济监管及安

全监管，属于非政府法定机构；③  有的在行业主管部门内部和外部均设

立监管机构，典型国家有美国、德国和法国，其监管机构虽然隶属于各

国交通运输部，但在行使铁路监管职能方面具有独立性。  

（3）监管范围与方法。  

国外铁路政府监管范围广泛，涵盖了铁路运输系统的方方面面，主

要包括安全监管、运输监管、设备监管、工程监管、经济监管等，但各

国国情不同，铁路监管范围方面也有所不同。  

①  安全监管有法可依。发达国家都很重视对本国铁路安全的监管，

各国根据自身特点，结合现阶段铁路建设和运行状况，依据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制定具体的铁路运输安全监管实施细则、管理制度，以及各类

安全事故、纠纷处理规则；依据有关安全技术与质量标准，监督、检查、

指导铁路运输企业及其他各类企业的安全生产和安全管理工作；组织或

参与铁路行车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和责任认定工作，协调仲裁安全责任

纠纷，依法对事故责任者给予行政处罚。  

②  运输监管严准入、重服务。国外铁路运输市场准入必须通过监管

机构的审核批准，获得颁发的行政许可证。国外铁路获得运输市场准入

许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获得业务准入许可证的同时，还必须获得铁

路安全许可证，如法国、德国；二是铁路安全是获得运输市场准入的必

要条件，如日本。为了监督运输领域的服务质量，法国铁路专门组建运

输服务质量管理局（AQST），主要负责对各种服务质量数据的实时跟踪、

收集与发布，开展服务质量满意度调查与研究，指导旅客维护自己的权

益，为改善服务质量提出建议等。  

③  设备监管严格把关。国外铁路监管机构一般要求铁路产品必须按

照一定的标准进行生产，并严把质量关，以保证铁路产品的安全可用，

但各国对铁路产品监管的方法各异。  

④  工程监管注重质量。由于铁路建设工程的技术范围较为庞大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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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为了保证铁路工程质量，发达国家一般从制定工程监管标准、聘请

技术专家、颁发运营许可证等方面对基础设施的工程质量进行监督。  

⑤  经济监管灵活有效。在不同运输发展阶段，运输市场的供需变化、

运输技术和运输组织结构的变化引起公共利益的变化，监管需求也会发

生改变，各国政府根据铁路运输市场具体情况对运输价格的监管也会相

应做出调整，以保护公共利益。  

1.3.2  国内现状 

1.3.2.1  铁路行李包裹快件运输业务种类  

本书研究的铁路行李包裹快件运输业务种类，包括铁路行李、包裹

（普通包裹）、小件货物快运（快运包裹）和高铁快运包裹（高铁快运）

四种类型。  

（1）行李运输：铁路行李运输是指由铁路局经营，旅客凭有效客票

托运旅行必需品的运输业务。  

按照《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的规定，行李是指旅客自用的被褥、衣

服、个人阅读的书籍、残疾人车和其他旅行必需品。行李中不得夹带货

币、证券、珍贵文物、金银珠宝、档案材料等贵重物品和国家禁止、限

制运输的物品、危险品。每件行李的最大质量为 50 千克。体积以适于装

入行李车为限，但最小不得小于 0.01 立方米。行李应随旅客所乘列车运

送或提前运送。同时，铁路总公司 2016 年 11 月 20 日出台的《铁路行包

运输管理办法》也明确规定：行李限在行李办理站间办理，承运时应当

要求旅客出具车票。铁路乘车证不能免费托运行李。  

（2）包裹运输：铁路包裹运输是指由铁路局经营，在旅客列车行李

车内运输小件货物的运输业务。  

按照《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的规定，包裹的范围分为以下四类：一

类包裹：自发刊日起 5 日以内的报纸；中央、省级政府宣传用非卖品；

新闻图片和中、小学生课本。二类包裹：抢险救灾物资，书刊，鲜或冻

鱼介类、肉、蛋、奶类、果蔬类。三类包裹：不属于一、二、四类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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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品。四类包裹：一级运输包装的放射性同位素、油样箱、摩托车，

泡沫塑料及其制品，国务院铁路主管部门制定的其他需要特殊运输条件

的物品。每件包裹的体积、重量限制与行李相同。  

此外，《铁路旅客运输规程》还规定了不能按包裹运输的物品：尸体、

尸骨、骨灰、灵柩及易于污染、损坏车辆的物品；蛇、猛兽和每头超过

20 千克的活动物（警犬和运输命令指定运输的动物除外）；国务院及国务

院铁路主管部门颁发的有关危险品管理规定中规定的危险品、弹药以及

承运人不明性质的化工产品；国家禁止运输的物品和不适于装入行李车

的物品。  

（3）小件货物快运（快运包裹）：小件货物快运主要是指由中铁快运

经营，提供上门服务的包裹业务（含“门到门”“站到门”“门到站”，以

下简称快运包裹）。  

快运包裹所承运的货物，要求单件货物体积以适于装入旅客列车行

李车为限，但最小不小于 0.01 立方米（即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得

小于 0.6 米）。单件货物实际质量一般不超过 50 千克（国际联运不超过

65 千克）。如单件质量超过 50 千克，可按超重货物办理。轻泡货物按体

积每立方米折合 167 千克确定计费质量。不办理危险物品和国家禁止运

输物品的运输。客户托运货物时，只需拨通中铁快运的电话，服务人员

将根据约定时间，到指定地点上门取货，并协助客户办理托运手续。  

（4）高铁快运包裹（简称高铁快运）：高铁快运是指铁路企业利用高

铁动车组列车（含确认列车）提供的包裹运输业务，包括门到门、站到

门和站到站三种方式。  

随着快递行业的高速增长，高速铁路网络化的不断深入给铁路企业

开展高铁快运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目前，我国 8000 多家快递企业多以经

济件为主，时效性产品较少。2013 年 12 月，中铁快运推出高铁快运业务

并在京沪高铁上试运行。2014 年 4 月 1 日，中铁快运正式在北京、上海、

广州等 20 多个城市推出高铁快运业务。2016 年 10 月 20 日，中国铁路总

公司（以下简称中铁总公司）全面推进高铁快运业务，在全国所有高铁

列车经停的 505 个城市、471 个高铁车站开展高铁快运，基本实现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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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会城市、中东部地区地级市和经济发达县域全覆盖。中铁总公司将着

力打造“高铁快运”优质品牌，便民利民，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  

高铁快运作为一种新型的服务产品，目前市场占有率极低，2015 年

高铁快运运量占快递市场总量的比例不足 0.02%，同竞争对手的差距较

大，但高铁快运在市场运营过程中凭借快速、准时、环保、恒温、运价

低等优势，逐渐受到顾客青睐，市场潜力巨大，是一种新型的铁路包裹

运输方式。  

另外，根据我国铁路行李包裹快件运输实际，铁路行李、普通包裹

运输受理地点主要有车站行包房和行包代办点；快运包裹和高铁快运受

理地点主要有中铁快运营业部和代办点。  

1.3.2.2  铁路行李包裹快件运输现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经济模式转轨，社会对小宗货物及高附加

值货物的快速运输需求日益增长。近年来，我国快递行业进入高速发展

阶段，全国快递量从 2006 年的 2.7 亿件增长到 2016 年的 312.8 亿件，增

长了 116 倍，快递业务总收入 3974.4 亿元。2006—2016 年快递业务量增

长情况如图 1-5 所示。  

 

图 1-5  2006—2016 年快递业务量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