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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方铁路作为我国铁路的重要组成,对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缓解铁路运力紧张起到了积

极促进作用。但地方铁路的经营管理模式不同于国家铁路,受企业本身经济效益和专业技术能力的限制,

导致地方铁路企业安全管理水平参差不齐。本文介绍了当前地方铁路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及其呈现的特

点,重点围绕地方铁路安全管理制度建设、专业技术管理、基础设备设施、职工教育培训、生产作业流

程及标准、部门监管等多个方面,对地方铁路在安全管理中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简要分析,并结合履职实

践,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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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a's railway, local railway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lleviating the tension of railway transport capacity. However,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mode of local railways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national railways, which is limited 

by the economic benefits and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ability of the enterprises themselves, leading to the 

uneven safety management level of local railway enterprise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urrent local railway 

enterprise management mode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focusing on local railway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construction, professional technical management, infrastructure equipment, staf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duction process and standards, department supervision and other aspects.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commo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local railway safety management, and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duty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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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方铁路作为我国铁路的重要组成,已发展成为我国轨道

交通运输网中一支重要力量。努力提高地方铁路管理水平,充分

发挥其运输效能,对建设交通强国,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有效缓解铁路运力紧张的情况,特别是对提振地方经济,有着极

其重要的作用。自国家铁路局2014年正式揭牌成立以来,随着铁

路安全监管的不断加强,地方铁路的安全管理问题也越来越受

到广泛关注[1]。 

1 地方铁路的经营管理模式及呈现特点 

地方铁路是指由地方政府或企业自行投资修建,或联合投

资修建,承担公共旅客、货物运输任务的铁路。企业性质有国有

独资、国有控股合资、民营、非国有控股合资等；经营模式分

为独立经营和联合经营两种。 

1.1经营管理模式 

①自营性质,即在各级政府管辖下,并设置专门机构管理。

如河南铁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其职能就是负责全省的地方铁

路规划、建设及日常工作,下设分支机构直接指挥运输生产。也

有的省份在交通运输厅设置管理机构,负责管理本地域的地方

铁路,如湖南省地方铁路管理局、辽宁省地方铁路管理处。 

②自建联营,即由地方铁路和国家铁路联合经营。如四川省

青白线,由四川省地方铁路局与成都铁路局于1984年达成联营

协议,并且成立了四川省地方铁路公司,自负盈亏,独立核算。 

③地方建路,即委托国铁集团所属的各铁路局集团公司进

行代管。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就是委托与之邻近的国家铁路的铁

路局集团公司代管。 

1.2呈现特点 



建筑发展 
第 6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中图刊号）：860GL006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0 

Building Development 

①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向好。大部分企业能够较好的落实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并结合实际制定了相关措施办法,能够保证必

要的安全投入,不断提高安全防护设备设施质量,积极组织开展

安全大检查活动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基本能够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能够坚

持做到“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建立了较为完善的

安全管理体系,积极做好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保持了铁路行车安

全基本稳定。 

②旅客列车安全基本保障。通过对地方铁路监督检查及实

地调研,目前国铁集团所属各铁路局集团公司对开通旅客列车

的地方铁路,定期开行轨道车,检查客车走行线路,对安全防护

设备设施、人员作业环境等重点内容加强检查管理,督促地方铁

路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技术标准,保持行车设备状态良好,从而有

效保障旅客列车安全。 

③安全防护措施可靠有效。有的地方铁路虽然行车设备比

较落后,但能结合自身实际状况,采取针对性安全措施,有效保

障生产安全。如有的企业值班室安装了道岔线路开通电子显示

屏。有的企业在无人看守道口处设置电子警察、道口集中控制

系统,并与监控中心联网,可有效预防路外事故。 

④助推经济发展平稳有力。地方铁路是我国铁路网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如开往白俄罗

斯、吉尔吉斯坦、土库曼斯坦及哈萨克斯坦的中马铁路是中欧

班列重要线路；嘉策铁路策克站,是中蒙口岸重要通道；兴保铁

路是国家规划路网神瓦铁路的组成部分,处于晋西北、陕北、蒙

西煤炭资源区的核心位置。 

2 安全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2.1安全管理基础薄弱 

①安全制度不完善。完善的管理制度是保证企业安全生产

的基础,同时好的制度需要持久的贯彻执行,才能助力企业安全

发展。但有的地方铁路企业未能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落实好

主体责任,企业主要负责人也没有很好的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

任人的责任,主要存在满足于维持运营现状,侥幸心理和惯性思

维较为严重,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不完善、制修订不及时、针对

性和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如有的企业在落实安委会、安全分析

例会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等制度上不严格不彻底,持久性和实

效性不强；有的企业没有及时建立或更新安全问题库,并且发挥

数据库的作用不明显等。 

②专业管理不到位。专业的技术管理是保证设备设施正常

运转、促进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但部分地方铁路

企业设备质量管理体系还不够健全,在相关设备管理及维修保

养、设备验收及质量考核等方面缺少相应的管理制度办法。如

有的企业没有结合现状分析及发展需求等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

管理办法,而是直接“拿来主义”,照搬照抄国铁的相关制度办

法,造成了管理上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再加上专业管理人员技

术水平和专业素质参差不齐,企业没有建立互帮互带互教的人

才培养机制,那么就会导致地方铁路企业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管理的道路上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要走。 

③设备设施基础差。铁路行车设备设施完好率高低是推动

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拉动企业创收增益的关键所在。但部分地

方铁路企业行车设备设施失检失修较为严重,这其中固然存在

设备设施更新换代费用过高等主观因素,当然也存在重生产经

营轻安全管理等客观因素。主要表现在延续使用淘汰产品致使

超期服役、老旧设备设施数量较多且缺乏配件等,并且设备设施

的维修保养周期和检修项目等要素,基本上都是结合企业自身

的经营状况和经济效益而制定的,从而导致了一定数量的设备

设施超期服役,大都存在修修补补继续使用的情况。 

④教育培训不规范。经常性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是保证

企业安全生产经营的第一道关口,如若不重视此项工作,必将给

企业和员工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但部分地方铁路企业还存在

对安全生产教育培训重视程度不够,方案计划针对性和实用性

不强,教育培训的相关档案资料保存不完整,末端落实不严格,

以考代训、以干代训、教育培训流于形式等问题。如有的企业

关于安全生产教育的内容与当前安全发展形势格格不入；有的

企业司机人数较多,但实际取得驾驶证的人数占比较少；有的企

业发放自制驾驶证；有的企业司机驾驶证过期,没有及时更换。 

⑤作业标准有缺失。严格的操作规程和良好的职业习惯是

保护员工生命安全、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的安全保障。

自2013年铁道部政企改革后,铁路总公司(国铁集团)改制成为

企业,主要围绕国有铁路建设和发展情况制定自身设备管理办

法,地方铁路企业基本上延用的还是原铁道部制发的规章文件,

再加上有的地方铁路企业资金投入不足,使用落后淘汰的设备

产品,设备应用差异导致部分地方铁路企业无标准可依。 

2.2部门监管有待进一步加强 

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因承担监管职能的部门不尽相同,对铁

路行业的业务技术内容和安全管理的监管存在弱化现象,或者

对辖区内地方铁路企业具体运营情况了解掌握不及时不全面。

国家铁路局于2018年专门召开了地方铁路监管工作交流座谈会,

交流地方铁路监管有益做法,推进地方铁路监管工作。2019年,

为有效促进地方铁路、专用铁路、铁路专用线的安全管理工作,

专门向各铁路运输企业及相关单位提出要求。但是由于所属各

地区铁路监管局人员编制受限,辖区内监管范围较广,监管力量

相对薄弱,虽然也有计划的开展履职监管,但整体上对地方铁路

的监督检查频次较低[2]。 

2.3发展环境亟待优化 

2021年,国铁集团修订完善了《地方审批铁路与国家铁路网

接轨管理办法》,但有的地方铁路在接轨融入、互联互通等方面

还存在一定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路网整体功能的发挥。如

铁路政企改革后,还存在地方铁路直通国铁运行机车车辆,由原

铁道部相关部门审批的购置计划,目前无审批渠道；地方铁路机

车车辆中修资质认定无法进行；机车维修过轨费用过高；地方政

府对地方铁路发展支持不足,部分地方铁路企业铁路安全保护区

没有完成划定,外部环境安全问题突出,普遍存在道口众多、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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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不足、沿线居民随意穿越线路、在线路和路肩上行走等诸

多问题。如有的地方铁路线一年来防撞停车高达128次[3]。 

3 对策与建议 

3.1紧盯安全生产,着力压实主体责任 

地方铁路是全国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铁路的安全状

况对全国铁路安全总体形势有着重要影响。建议地方铁路运输

企业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国家标准和行

业标准要求,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安全管

理制度和铁路作业标准,进一步明确企业各级、各岗位专业管理

职责和工作标准要求,持续强化作业标准执行情况检查考核,全

面排查整治设备设施存在的安全隐患。充分考虑自身生产经营

能力、专业管理能力和设备实际情况,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

金投入,不断规范企业自身安全生产经营活动,保障铁路运营安

全。加强道口管理,对所辖铁路道口进行彻底排查,严格落实各

项管理制度,下大力对道口各种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不规

范、不完整等问题进行限期整改,全力维护道口安全[2]。 

3.2提高政治站位,着力压实监管责任 

地方政府要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安全生产的系列重要论述、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断提高

政治站位,切实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各地方政府铁路

监管部门之间应主动沟通联系、相互学习借鉴,结合各自地方铁

路建设实际,不断改进和加强地方铁路监管工作。监管部门应尽

快建立健全地方铁路企业名录和信息库,动态完善相关信息,为

做好地方铁路监管工作提供支持。严格落实铁路运输企业准入

许可制度,对于应办理铁路运输准入许可而没有办理的企业,要

通报其上级主管部门,督促按规定办理。同时建议监管部门在办

理准入许可时,进一步加强现场条件及安全管理实际情况的实

地验证,督促企业不断夯实安全管理基础。积极为地方铁路企业

提供服务支撑,发挥国家铁路局所属事业单位服务支撑作用,对

地方铁路运输企业提供定期技术培训、检查评估、安全咨询、

标准研究制定等服务。 

3.3发挥各自优势,形成路地监管合力 

有效发挥地方政府铁路监管部门的作用,通过检查调研了

解到,部分地方政府铁路监管部门对地方铁路的安全管理工作

积极性很高,但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相对短缺,达不到理想的监

管效能。建议地方政府积极沟通协调,定期组织开展相关业务培

训,不断提升监管部门的履职水平和能力,切实发挥其属地监管

作用。建议国家铁路局各地区铁路监管局与地方政府铁路监管

部门发挥各自所长、实现优势互补、形成监管合力,切实加强对

地方铁路的监管,建立议事工作机制,定期组织召开会议,宣讲

政策法规和监管要求。结合铁路改革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新要求,研究制定《地方铁路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进一步厘清

铁路监管部门、地方政府监管部门的职责。 

4 结束语 

地方铁路的安全管理绝不是单个政府部门或者企业单位的

专属工作,当前国家的安全生产形势也绝不允许任何单位或个

人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影响和扰乱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地方铁

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一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安全教育,加强安全管理,加强人员素质培

训。同时,路地各方应齐心协力,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不断建

立健全协调监督机制,着力加强制度和能力建设,努力提高安全

管理水平,有力维护我国铁路安全发展大局长期稳定,进一步增

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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