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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深化改革 优化产品优化产品 加快转型加快转型

中国铁路晒出中国铁路晒出““成绩单成绩单””亮出亮出““任务表任务表””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

刚过去的2023年，是中国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铁集团）发布和推动《新
时代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规划纲
要》的第三个年头。

三年风雨兼程，中国铁路
在体制机制改革、客货运能力
提升、铁路线路建设和科技自
主创新等方面均取得了喜人
成绩。

随着铁路市场化经营体系
的不断完善，旅客出行变得更
舒适、物流运输变得更便捷、城
与城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越
来越紧密。展望2024年，中
国铁路将有哪些新的部署和
变化？

多因素共促
铁路运输业再创佳绩

2023年1月下旬，从北京
回湖南老家过年的秦芳女士在
购买高铁票时，发现自己13岁
的儿子可选择儿童优惠票。“现
在的孩子营养好、长得快，铁路
部门主动打破过去‘以身高论
票价’的局面，让旅客切实感受
到‘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底蕴和
真诚，同时也擦亮了以人为本
的温暖底色。”秦芳说。

观一隅可知全貌。梳理一
年来铁路部门颁布的新规可
见，学生票优惠资质在线核验
功能、在线选铺、优化旅客信息
通知等举措，体现出铁路部门
浓浓的人文关怀，受到广大旅
客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反馈。

货运方面，国铁集团2023
年加大集疏港运输和“公转铁”
力度，积极推进铁水多式联运、
物流总包开发、试点推出高铁
快运整列批量运输，再加上灵
活的市场化运价、跨区域营销
协调等举措，使铁路货运成为
广大企业物流运输的首选。

广东省佛山市汽车零配件
贸易从业者陈立峰告诉中国城
市报记者，2023年其公司产品
的物流运输主要靠铁路。“我是
铁路物流的忠实‘粉丝’。”陈立
峰说，“因为铁路货场工作人员
会定期跟我们这些企业经营者
沟通交流，了解我们的运输习
惯和需求；同时，新规定让企业
物流成本控制更有效、手续办
理更便捷。”

一系列举措推动铁路多领
域2023年再创佳绩。据近日
国铁集团工作会议公开数据，
2023年铁路客运高峰日发送
旅客突破2000万人，全年完成

旅客发送量36.8亿人，全年和
高峰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
高；完成运输总收入 9641 亿
元、同比增长39%，利润总额
创历史最好水平……

“2023年全国铁路客货运
取得的优异成绩，与市场需求、
运输能力、运价策略、基础设施
建设以及营销和服务创新等因
素均有关。这些因素共同推动
铁路运输业持续发展。”知名评
论家、铁路领域资深专家解筱
文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
时分析称。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
展和人口流动性的加大，旅客
对铁路运输的需求也在不断增
长。特别是在春运、节假日等
高峰期，旅客发送量显著增加，
这为国铁集团提供了更多的运
输机会。”解筱文说，“此外，铁
路基础设施建设加速、运输能
力持续提升，以及施行市场化
运价策略、推进营销和服务创
新等举措，宏观上提升了铁路
运输能力和运输效率，使得中
国铁路网领先世界能力和服务
经济社会的支撑保障能力更强
大；微观上不断满足旅客的出
行和货主的运输需求，提升了
相关人群的消费体验感。”

解筱文还重点讲到，国铁
集团施行市场化运价策略的一
系列举动，从客观上提升了上
座率、拓宽了货源渠道；再加上
营销理念和服务模式与时俱
进，铁路运输的市场竞争力大
大增加，最终推动其各项年度
指标取得优异成绩。

多举措助力
客货运业务提速换挡

国铁集团工作会议提到，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一系
列新政策新举措，我国经济将
持续回升向好，政策环境和市
场条件更为有利，为铁路高质
量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在此背景下，国铁集团作
出一些展望：着力推动高质量
发展，扩大国内需求，必将为铁
路客货运输打开新的增长空
间；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必将进
一步推动铁路现代化基础设施
体系建设，为铁路运输实现更
高质量、更高效率发展创造有
利条件；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
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我国
铁路率先实现现代化提供更
好技术支撑；全面深化改革，
必将为铁路高质量发展注入
强大动力……

中国城市报记者梳理资料
了解到，在优化客运产品供给
方面，国铁集团将巩固扩大优
势动车组产品，增开夕发朝至
旅客列车，增加县城站客车停
靠，大力开发县城站客流；推进
旅游列车市场化经营，灵活实
施高铁票价市场化机制，促进
客流增长，助力发展旅游经济，
带动发展银发经济；同时，打造
12306统一服务品牌，改善高
峰时段旅客购票体验，丰富团
体票服务产品，扩大旅游计次
票实施范围，研究定制区间、多
人共享企业计次票产品，推动
空铁联运产品升级。在推动铁

路货运向现代物流转型方面，
建立物流中心运行机制，实现
物流资源统一利用、业务统一
管理、市场统一开发；大力开展
物流总包和合同制运输，建立
运输组织协同机制，确保履约
兑现，稳定客户预期；完善铁路
场站多式联运和仓配中心服务
功能，加快物流装备创新，推进
货运场站向物流服务和经营开
发转型升级；提升95306数智
化物流服务水平，试点物流金
融服务和多式联运“一单制”运
输，加快构建以铁路为骨干的
现代物流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国铁集团
还提到将开展“总对总”战略合
作，加强集疏港重点货源组织，

“一企一策”制定全程物流解决
方案，以达到降低社会物流成
本的目的。同时，扩大快运班
列开行范围，打造高铁快运、多
联快车、铁海快线等品牌；增强
铁路物流时效性，构建全国1、
2、3天快货物流圈；加快推进
铁路专用线建设，充分发挥专
用线集疏运作用。

对于铁路物流转型发展方
面的部署，解筱文认为，当前最
重要、最迫切的是要以市场为
导向，深化现代物流组织体系，
完善铁路场站服务功能，推进
物流装备创新，提高数字化智
能化水平，加强现代物流服务，
推进经营开发和社会融合发
展，全面提高铁路物流效率、服
务质量和客户满意度，充分发
挥铁路在现代物流发展中的重
大基础性、保障性、先导性和主

力军作用。

多纬度推动
国铁改革进一步深化

自2013年3月，我国铁路
实施政企分开改革后。10余
年来，铁路部门坚持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加快建立
完善高标准铁路市场体系，推
动铁路运输业务市场主体多元
化和适度竞争，营造公平公正
的市场环境。国铁企业实施公
司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铁路市场化改革取得初步
成效，投融资模式不断创新。

据了解，2024年，国铁集
团将进一步深入实施改革深化
提升行动，不断增强国铁企业
内生动力和市场活力：加快完
善现代企业制度，贯彻实施新
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优化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健全国铁企业运行机制，加快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
设；完善国铁集团制度图谱，打
造制度管理信息平台；深化法
治国铁建设，积极向国家立法
机关提出立法需求，协调推动
省区市制定出台铁路安全管理
条例等地方法规；深入开展全
员普法宣传教育，增强全员法
律意识和法治思维，有力推动
依法履行职责、依法经营管理、
依法安全生产；深入推进依法
维权，维护铁路合法权益；依法
推动铁路无形资产开发利用，
稳步推进生产组织和劳动组织
改革；优化所属企业机构设置
和人员编制，提高管理机构效
能效率；推进站段标准化规范
化建设数智化考评，促进站段
生产、管理全面信息化；巩固拓
展高铁综合维修一体化改革成
果，深化工电设备精准维修。

此外，国铁集团还将持续
通过强化科技创新引领铁路现
代化建设，其中包括持续深化
铁路自主创新、推进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和应用型技术创新、
提升信息化建设和网络安全保
障水平等。

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在铁路
一线如何落地？解筱文建议，
铁路基层单位需结合基础设施
建设、运营管理、技术创新、服
务质量、多元化经营、环境保护
和社会合作等方面，大力降本
提质增效，持续推进高质量发
展，助力国铁集团继续保持在
全球铁路交通业领先地位和发
展优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
业贡献更大铁路力量。

我国自主研发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在铁路上蜿蜒行进。刘家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