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第4卷�第7期·城市建筑与发展

172

交通运输一体化中铁路运输发展对策的探讨

王艳玲
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内蒙古 包头 014060

摘� 要：交通运输决定着经济发展的脚步，但基于现阶段全国各地的交通运输建设来看，不乏存在一定的不足之

处，例如交通运输建设的项目过于单一、交通建设的项目和当地经济发展步调不一致等。为此，我们应结合各地区的

实际经济发展规划和地理地质实情等，做好交通运输一体化建设同时，加强铁路运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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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通运输一体化的概念

交通运输的一体化也是为了能与当下社会经济相贴

合，同时也作为一种集中高效的运输模式，可以融合各

类运输模式的优势，并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一体

化的运输作为一种全新的理念，将各类交通资源进行整

合，并且统一规划各地区的运输方式，实现集中管理，

实现一体化运输，运输方式不再像以前那样单一，完整

性更强。同时也允许运输方式达到连接的目的。交通运

输充分发挥其综合优势，更重要的是体现其综合功能。

综合运输能够适应当前的运输需求，进一步促进经济发

展。综合运输融合了全球运输的概念，是一种新的运输

体系。综合运输使运输业更加完善。它包含许多内容。

不仅要发展交通方式，实现一体化，而且要实施交通总

体规划，实现交通统一管理。通过整合交通需求和相关

资源，全面控制交通运输，实现交通运输服务多样化[1]。

2 铁路运输发展在交通运输一体化发展中的定位 *

2.1  铁路运输发展的特点
铁路运输在我国整个运输系统以及国民经济发展中

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与它自身具有的许多优势也

是分不开的。首先，铁路运输系统的运输能力比较大。

铁路比较适合用来运输大批量的商品，而且是跑中长途

的运输。其次，铁路运输的运载量很多，最值得称赞的

是铁路运输的单车运载量大。再加之铁路运输车辆的类

型比较多，所以可以承运各种各样的商品，在这方面的

局限性比较小。而且，铁路运输还可以通过集装箱运

输，或者是多式联运。再者，铁路运输一般来说，车速

都很高，在其他常见的运输方式中，铁路运输的车速可

以说是仅次于航空运输。这使得铁路运输的优势十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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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它也成为许多行业运输需求中的首要考虑对象。另

外，铁路运输是符合当下绿色发展理念的一种运输方

式，它能够能减少对各种能源的消耗，在此基础上减轻

环境污染，能够满足社会中可持续发展性的需求[2]。除此

之外，铁路运输一般很少受到自然气候和环境的影响，

这也增强了其优势，使其更具有安全性。最后，铁路运

输在占地面积上也比较有优势，占地面积的优势在一定

程度上决定了其在建造成本上的优势。不过，铁路运输

也是有缺点的，例如建设时间多、周期过长，运输货物

时的在途时间也比较长，很难实现那种“点到点”模式

的运输，一般需要与其他运输方式进行联合等。

2.2  铁路运输在交通运输一体化中所起到的功能
铁路运输在交通运输一体化中所起到的作用可以说

是主导性的。在其他运输方式逐渐兴起之后，铁路运输

的地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弱化，但是其功能确实

越来越强大，尤其是在长距离运输中，铁路运输为我国

交通运输体系的建设与一体化发展做出了越来越大的贡

献。首先，铁路运输可以用来运输大宗货物或者是价值

高的货物，像金属、煤炭以及矿石等货物。这与其承载

量大以及安全性高的特点是分不开的[3]。其次，在跑中长

途的过程中，铁路运输可以满足集装箱运输的需求，一

般来说集装箱的附加值都比较高，可以实现包运输和快

运行的需求。最后，铁路运输也可以实现大批量旅客的

出行需求，而且是长途旅行。对一些都市区的工作人员

来说，铁路运输甚至可以满足他们与外围的通勤需求。

2.3  当下铁路运输发展的需求
近年来，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带动了我国物流行业

地改革与转型，物流行业的发展迎来了关键期。社会的

发展与建设要求物流企业建设好现代化的物流体系，并

且不断对其进行完善。物流成本是物流企业需要重点考

虑的问题，在总成本中，运输成本是十分关键的一项内

容。在具体的运输过程中，能否有效控制好运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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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着整个物流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想要形成

统一、完善的物流系统，或者是想要提高运输效率，那

么促进交通运输一体化是必经之路。而在整个交通运输

体系中，铁路运输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对我国陆地

上整个的现代化运输系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4]。如今，

我国铁路的运营里程一直在获得新突破，尤其是高速铁

路的运营里程更是十分可观。

3 交通运输一体化中铁路运输的发展策略

3.1  铁路运输的整体结构需要优化
如果我们希望铁路运输在运输一体化中得到更好的发

展，前提是要充分发挥铁路运输的优势，合理优化铁路运

输结构是充分发挥铁路运输优势的关键战略。根据货物和

运输时间的不同，铁路运输可分为多种类型。目前，大力

发展旅客和货物专用高速铁路和铁路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方

式。双轨和电气化铁路在所有铁路运输中的比例也应该提

高。加快运输时间是充分发挥铁路优势的另一条捷径。发

展电力和电力牵引是加快铁路运输时间的有效措施，这样

不仅有效、充分地关系到铁路运输的效益，也可以使得我

国整体的交通运输可以长期发展下去[5]。

3.2  强化铁路运输与周边环境的协调
在交通系统一体化的推动下，轨道交通系统要想更

好的发展，必须加强与周边环境系统的协调，轨道交通

建设的交通空间应遵循电脑化、人性化、生态化和快速

交通的原则，关注人们日益多样化的交通需求，以此为

基本出发点，确保人们在出行过程中享受高质量，舒适

的生活，使人们不再感到尴尬，轨道交通具有高速、大

运量的优势，在整个运输体系中具有一定的主导作用，

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把客运利益放在首位，我们必须重视

并努力提高运输效率，积极开发有利资源，实现各种资

源共享，做好统一管理工作，同时确保人们出行方便、

舒适、安全、清洁，与周围环境协调发展也是一个难

题。目前，轨道交通正在努力减少自身的交通污染，并

在此基础上，积极引进先进技术，节约能源，努力创造

良好的交通环境[6]。

3.3  强化铁路运输管理的信息化技术水平
信息技术与轨道交通管理的结合可以提高交通一体

化水平。在某种程度上，电脑化可以被视为运输一体化

过程中最重要的手段：在管理铁路运输和改造传统生产

方式的过程中提高信息水平，运输服务和管理促进了基

于各种信息资源的新型运输系统的创建，旨在实现智能

化、高效化和人性化。如今，铁路运输系统的许多子系

统已遍布全国，如办公自动化系统，网络信息管理系统

等，这是非常重要的，但也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发展的领

域。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前中国的综合运输系统，铁路部

门应注意与其他运输方式联网，鉴于，尤其是乘客和货

物信息的传输和保密;鉴于铁路运输管理的计算机化水平
已经提高，铁路部门应该有意识、有意识地引进高素质

的信息管理人才，扩大人才信息队伍，适当提高招聘和

录用门槛是非常有效的途径。在铁路服务的工作场所，

对员工进行定期培训是非常必要的[1]。

3.4  打造信息化铁路运输
第一，加强铁路运输大数据平台的建设。大数据平

台主要是指铁路运输信息数据统计和信息资源的共享平

台，对于铁路运输管控及其他交通运输一体化管控、调

度等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基于此我们应加强对数据信

息资源平台的建设，全面掌握全国铁路运输结构、管控

的相关信息，方便做好铁路运输的管理和服务工作。例

如我们可以加强对铁路运输信息化基础建设进行投资支

持，从铁路运输信息化应用、铁路运输数字化管理、铁

路运输联网化信息资源共享等进行切入，打造全面的信

息化铁路运输平台；第二，完善全国铁路交通信息网络

枢纽，做到铁路运输信息化基础同时，实现铁路运输和

其他交通运输方式的联网化、一体化等，全面促进交通

运输一体信息化平台的搭建[2]。铁路运输作为交通运输一

体化的主要组成内容，在加强铁路运输信息化平台创建

和完善的同时，也要加强铁路运输信息化平台与其他交

通运输方式数据平台的协同发展和关联，从全交通运输

数据实时更新、共享的角度进行数据化平台搭建，不仅

可以提高我国的交通运输一体化均衡发展，同时还能提

高铁路运输的服务效率和管理效率。

3.5  发展铁路物流运输业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物流成为交通运输服务行业

的衍生品，基于我国铁路运输的不断发展，加强铁路运

输物流业的完善和规划是铁路运输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具体从以下两点进行：第一，依托于铁路运输业的

发展，加强铁路运输物流服务基地的建设，推动铁路运

输的进一步发展。基于路运输下高速铁路的蓬勃发展，

我们可在沿线铁路站旁加强物流基地建设，为沿线地区

提供物流服务同时，带动各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规

划；第二，随着铁路运输和铁路物流的不断完善，加强

物联网信息平台的建设[3]。物联网信息平台是涵盖各服务

业的综合性数字化信息平台，随着铁路运输的不断发展

和物流业的介入，物联网信息平台的应用也逐渐显现，

对此，我们可通过加强物联网信息平台的建设带动部分

地区铁路运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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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一体化的交通运输体系是我国未来一段时间内，整

个的交通运输行业中的关键，同时，交通运输一体化也

将我国的铁路运输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想要更好地

适应这一现状，铁路运输部门就要不断促进我国当下的

铁路运输发展。各种各样的运输方式各有特点，想要实

现一体化，就要增强铁路运输与其他运输方式之间的联

系与衔接，真正做到取长补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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