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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中国合资铁路的４种运营管理模式的特征及其适应性，从融资能力、基础条件、

线网特征、政策环境及发展能力等影响因素出发，对不同管理模式进行了比较；引入层次分析法

（ＡＨＰ），探讨了选择合资铁路管理模式的方法；最后以西延合资铁路为例，通过调查数据定量分

析，表明委托运输管理模式的优先级权重达到０．４２５，比次优级的权重高１倍，现阶段采取委托运

输管理模式是较为理想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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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资铁路是指原铁道部根据国家路网发展规

划，为完善路网结构、满足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需求，由原铁道部、地方政府、企业或其他投资者合

资修建的铁路［１］。随着中国铁路投资体制改革的不

断深化，建设合资铁路已经成为当前铁路建设的重

要方式，但是合资铁路很难完全独立于国有铁路。

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发展和管理机制不健

全，合资铁路在运营管理、调度指挥和运输安全等方

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吴献华等对合资铁路各种经营

模式的利弊进行分析，并提出运输与其他业务并举、

“走资本主义”等措施［２］；潘振峰基于铁路网形态比

较了各种管理模式，提出委托经营是合资铁路适宜

的模式选择［３］；孙林分析各种管理模式的适应性条

件，论证了京津客运专线选择委托经营的优点［４］。

国内文献对合资铁路运营模式选择的研究大多数都

是停留在定性描述之上，本文引入层次分析法（以

下简称ＡＨＰ），全面分析合资铁路管理模式的影响

因素，并以西延合资铁路为例，分析合资铁路各种经

营模式适应性，为其健康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一、合资铁路运营管理模式

　　目前中国合资铁路绝大多数都是由原铁道部控

股，非控股合资铁路仅占中国合资铁路的很小一部

分，且运营管理模式大体上分为自主经营、委托经

营、合作经营和租赁经营四大类。由于租赁经营在

中国现在应用较少，且在实施上具有一定难度，因此

本文不做分析。委托经营模式又分为委托运输经营

模式（资产全委托）和委托运输管理模式，目前这两

种管理模式在中国应用较多［２］。

（一）自主经营模式

自主经营模式是合资公司独立自主行使运输管

理权和经营管理权的一种模式。合资公司按照铁路

运输车、机、工、电、辆等不同专业，设置相应的专业

管理部门和业务单位，独立承担运输生产经营，负责

管辖范围内一切铁路运输业务。铁路局仅以安全监

督管理办公室的名义负责合资铁路的运输安全监督

检查、行政许可、事故应急救援、事故调查处理和相

关行政处罚工作。目前，采用这种模式的主要有集



通铁路和东乌铁路。

（二）委托运输经营模式

委托运输经营模式是资产经营与生产经营相分

离的一种模式。合资公司以实现股东会、董事会确

定的经营目标为基础，按照保持合资公司名称不变、

法人地位不变、纳税地点不变、运输管界不变、财产

所有权不变、财务收支完整性不变的原则，将合资铁

路的运输专业管理、生产经营管理全部委托给相关

铁路局，实行经营目标责任制。合资公司主要负责

资产经营、资产监管，承担法人财产的保值增值责

任。受托铁路局根据委托协议约定的经营目标，负

责生产任务指标、成本费用和工资计划的编制、下达

和组织实施，并根据经营目标完成情况清算委托管

理费用。目前，采用这种模式的合资铁路比较多，有

龙岩铁路、泉州铁路、武夷山铁路等。

（三）委托运输管理模式

委托运输管理模式是合资公司将属于业务管理

范畴的客货运组织、调度指挥、设备设施维护与维修

等工作全部或部分委托当地铁路局管理，属于经营

范畴的生产任务指标、财务计划、盈亏计划等经营性

指标仍由合资公司控制、下达并组织实施的一种模

式。在这种模式下，铁路局仅仅是一个预算执行单

位和专业管理单位，不承担生产经营职责。合资铁

路所有的经营工作都要确保合资公司这个唯一法人

地位。合资公司和铁路局通过签订协议，明确双方

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并按照协议确定的吨公里运输

综合单价清算人员工资及其他费用。目前，采用这

种模式的主要有邯济铁路和呼准铁路。

（四）合作经营模式

合作经营模式是由合资公司与有关出资方、接

轨铁路局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联合承担运输生产组

织，共同负责经营管理，并通过签订协议明确各自权

利、责任、义务的一种创新管理模式。其形式上表现

为：“网运分离，运输联合”，即形成固定资产的静态

设备和全线的行车组织、调度指挥、运力分配由公司

负责管理，货场管理、装卸车组织、线内机车牵引等

工作由联合运输方分段负责。目前，采用这种模式

只有朔黄铁路。

二、合资铁路运营管理影响因素

　　中国合资铁路随着铁路体制的改革得到迅速发

展，成为铁路运输的主要形式，但其运营方式、管理

体制还不成熟，目前存在很多问题（图１），多数合资

图１　中国合资铁路存在问题
铁路都是入不敷出、负债累累，这就需要对合资铁路

的运营管理模式进行分析，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运

营方式，优化管理制度，提高运营效率。

无论采取什么样的经营模式，合资铁路都不能

简单地论其优劣，因为不同铁路有不同的网络结构、

历史渊源以及通道等，这些都是影响运营模式选择

的重要因素；且针对具体不同的合资铁路管理模式，

同一影响因素的制约程度也不尽相同。因此，新建

合资铁路在选择运营模式时，应该综合各个方面的

情况，权衡利弊，在遵守国家有关政策的前提下，寻

找与自身最相匹配的运营模式，达到合资铁路经济、

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合资铁路选择何种经营模式，一般考虑线路里

程、在路网中的位置、当地资源状况等因素。如广梅

汕铁路线路全长６７２．８千米，位于东南沿海地区，不

在中国铁路干线网上，就是采取自主经营模式［３］；邯

济铁路跨山东和河北两省，与两个铁路局有交接关

系，与３条国有铁路（京九、京广、京沪）相交，采用

委托运输管理模式［４］。本文参考合资铁路相关理论

研究对合资铁路的管理模式适应性条件进行总结，

详见表１所示。

三、基于 ＡＨＰ的合资铁路运营
管理模式选择

　 　（一）层次结构模型及评价指标

运用ＡＨＰ进行方案评价时，首先要综合分析影

响总体目标的各因素，确定评价指标体系。由于影

响合资铁路运营的因素很多，判断其采用何种经营

模式时没有绝对的标准，主要综合分析其特点、所处

路网的位置、里程长短、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合资

铁路公司的规模等各种因素，确定评价指标。

西延公司主要管辖西延、神延铁路运营线路中

的６６９千米路段，其中西延铁路段全长 ３３４千米，

１９９６年正式运营，项目资本金７．１亿元，原铁道部

占有６７％股份，陕西省政府占３３％。西延公司自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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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合资铁路的管理模式及其适应性条件

影响因素 自主经营模式 委托经营模式 合作经营模式

融资能力
运营效益可以维

护其资金周转

以贷还贷，影响

运营效益
融资广泛

基础条件

运营设备健全，

有列车维护、维

修基地，有先进

的管理技术及专

业管理人才

需借助国有铁路

的运营维护设

备，管理成本高、

技术可靠性差

合资铁路公

司没有独立

经营能力

线网特征

线路里程较长，

与其他铁路交叉

点较少，与其他

铁路的合作运营

机会少

线路里程短，与

其他线路交叉点

多或是干线的一

部分，影响全网

的统一调度指挥

特殊路网，

比如路网的

末端

政策环境及

发展能力

对区域经济发展

起主要作用，具

有市场竞争力，

与国有铁路利益

冲突较少

对区域经济发展

起重要作用，与

国有铁路竞争激

烈，受到压制

适合短期经

营

立至２００４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２００２年西延公司

获得调度指挥权，自 ２００４年开始扭亏为盈。２０１０

年５月，为路网的统一调度指挥，西延公司正式委托

西安铁路局管理。２００９年西延公司运输收入为

４４．９６亿元，货物发送量为３．９９６４×１０１０千克，货车

日均装卸１７４６车，中转停时３．７小时；２０１１年收入

为８３．１０亿元，发送量为６．３０６３×１０１０千克，日均装

卸２６３７车，中转停时５．１小时。

本文综合分析西延公司自身的特点及其区位特

征、运营管理状况、合资铁路的发展趋势等，选择确

定以下５个指标作为ＡＨＰ的方案评价准则（图２）。

图２　层次结构模型

（二）计算指标权重

使用判断矩阵表示层次结构中同一层次各个指

标的相对重要性的判断值，通过评估分析做出判断，

然后将这些判断用一定的数量表示出来，写成矩阵

形式，就构成了判断矩阵。

为了使各个指标两两比较而得到量化，根据对

人们心理特征和思维规律的研究，ＡＨＰ采用９种重
要性级别来表示人们的判断结果，即 Ｂｉｐｏｌａｒ九级标
度法（表２）。

表２ 九级标度及其定义

１ ３ ５ ７ ９ ２、４、６、８ 倒数

同等重要稍微重要较强重要强烈重要绝对重要
两判断级

的中间值
反比较

　　ＡＨＰ能否客观地体现实际问题，判断矩阵的确
定是至关重要的。为此，应邀请行业内权威专家，讨

论这４种管理模式，分析各种模式的优缺点，使专家
独立判断与集体讨论相结合，保证集体判断的有效

性。以决策层对准则层为例，构造判断矩阵，计算指

标权重（表３）。准则层对方案层优先级向量计算如
表４所示。

表３ 第一层要素对第二层要素的判断矩阵

评价项目Ｃ Ｂ１ Ｂ２ Ｂ３ Ｂ４ Ｂ５ 优先级向量

成本、效益Ｂ１ １ ３ ４ ３ ２ ０．３９７

与政策一致性Ｂ２ １／２ １ ３ １ １／２ ０．１５９

运输安全Ｂ３ １／３ １ ２ １ １／３ ０．１２５

权责界定Ｂ４ １／４ １／３ １ １／２ １／２ ０．０７８

优化管理Ｂ５ １／２ ２ ２ ３ ３ ０．２４１

表４ 准则层对方案层的优先级向量

判断矩阵 优先级向量

成本、效益Ｂ１ （０．３３７，０．４０１，０．１６４，０．０９８）

与政策一致性Ｂ２ （０．２２７，０．４２３，０．２２７，０．１２３）

运输安全Ｂ３ （０．１９６，０．４７９，０．２１７，０．１０８）

权责界定Ｂ４ （０．３９４，０．１６１，０．１１４，０．３３１）

优化管理Ｂ５ （０．２４５，０．５０５，０．１５７．０．０９３）

　 　（三）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
由于ＡＨＰ涉及的因素多，对有些因素评价者不

可能给出精确的比较判断，这可能会产生判断的不

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性可以根据判断矩阵的特征根

的变化反映出来。

ＡＷ＝λｍａｘＷ
式中：Ａ为判断矩阵，λｍａｘ是 Ａ的最大特征根，Ｗ是
相应的特征向量（即为上述各表中的优先级向量）。

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指标ＣＩ为

ＣＩ＝
λｍａｘ－ｎ
ｎ－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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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判断矩阵具有完全一致性时，ＣＩ＝０。为了度量不
同阶数的判断矩阵是否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引进判

断矩阵平均一致性指标 ＲＩ。其中，ｎ为阶数。１～９
阶的判断矩阵如表５所示。

表５ 判断矩阵平均一致性指标

ｎ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ＲＩ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５８ ０．９０ １．１２ １．２４ １．３２ １．４１ １．４５

　　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比例设为 ＣＲ，ＣＲ＝ＣＩ／ＲＩ。
若ＣＲ＜０．１，表示判断矩阵有满意的一致性，根据此
判断矩阵计算得到的相对重要度是可以接受的；若

不满足这一条件，则需要重新修订判断矩阵，直至获

得满意的一致性。

各判断矩阵的特征值、特征向量及一致性检验

结果如表６所示。由表６中数字可知，各判断矩阵
都通过了一致性检验，可以作为计算权重的依据，最

终计算得到的总体优先级权重依次为：Ａ１＝０．２８４，
Ａ２＝０．４２１，Ａ３＝０．１７５，Ａ４＝０．１２０。

四、结　语

　　本文运用ＡＨＰ定量评价，西延铁路现阶段采取
委托运输管理模式是较为理想的方案。该论证结果

表６ 各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结果

指标 λｍａｘ ＣＩ ＲＩ ＣＲ 是否通过一致性检验

Ｃ ５．３０１ ０．０７５ １．１２ ０．０６７ 是

Ｂ１ ４．０３２ ０．０１１ ０．９０ ０．０１２ 是

Ｂ２ ４．０１０ ０．００３ ０．９０ ０．００４ 是

Ｂ３ ４．１８７ ０．０６２ ０．９０ ０．０６９ 是

Ｂ４ ４．０２０ ０．００７ ０．９０ ０．００８ 是

Ｂ５ ４．０８６ ０．０２９ ０．９０ ０．０３２ 是

为西延铁路的发展及策略制定提供科学的依据，对

其他合资铁路经营模式的选择及评价具有参考作

用。合资铁路在选择适合其自身发展的运营模式

后，如何解决其面临的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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