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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0_88_E8_BE_85_E5_c67_295481.htm 被采访单位：北京铁

路局 被采访人：北京铁路局电子计算所所长邢智明 竞争狼烟

四起 铁路迎头赶上 北京铁路局管辖铁路跨及北京、天津两市

，河北、山西全省及山东、河南省部分地区，下辖北京、天

津、石家庄、太原、大同、临汾6个铁路分局，承担着全国铁

路七分之一的客运量、四分之一的货运量、三分之一的煤运

量、五分之一的换算周转量和运输进款收入，是沟通关内外

、南北方的交通枢纽及晋煤外运的主要通道。 据北京铁路局

电子计算所邢智明所长介绍，北京铁路局信息化建设是根据

铁道部信息化建设的总体要求建设的。早在60年代末期，北

京铁路局就开始用计算机进行铁路货运计划管理，但由于众

所周知的原因，计算机应用在70年代有所停滞，直到1976年

才正式成立了专门负责计算机应用的机构电子计算所，计算

机管理应用走上正轨。经过20余年的发展，北京铁路局目前

已拥有各类小型机130多台，PC机8000多台，网络建设上通过

分布在全国铁路的X.25公用数据交换网或专线网，建设了铁

道部对铁路局、铁路局对铁路分局、铁路分局对重点站段的

骨干网络，实现了计算机的四级配置和网络的三级管理。 进

入90年代，随着民航、公路运输的崛起，铁路市场份额连年

减少，客货周转量明显下降。这里面虽有运价调整滞后等外

部环境原因，但主要还是铁路部门自身管理体制落后，企业

结构不合理，管理水平不高所至。为适应激烈的运输市场竞

争，实现铁路部门高效、有序、先进的管理机制，1994年，



铁道部投资25亿，建设了铁路运输管理信息系统（TMIS），

将机车、货车、列车、集装箱及所运输的货物的动态信息，

通过计算机网络及时提供给铁道部、铁路局、铁路分局及主

要站段的运输指挥人员作为调度指挥的依据，从而实现对全

国铁路2万趟列车、50多万辆货车的实时动态追踪管理，真正

实现计划运输、合理运输、直达运输和均衡运输。铁路运输

管理信息系统（TMIS）主要包括：TMIS中央系统、站段系统

、应用系统、货票系统、列车确报系统、运输生产计划系统

、客运管理信息系统、车号自动识别系统等。这些信息化建

设项目的实施，伴随着客运列车的提速，使铁路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有资料显示，1998年我国

铁路运输总收入921.9亿元，比上年增收78.9亿元；运营亏损

减少19亿元，与1997年亏损40亿元相比，减亏将近一半。数

据表明，铁路运输管理信息系统（TMIS）已初见成效。 策略

自底向上 建设效果显著 在铁路运输管理信息系统组织建设上

，铁道部组织制定了明确的长、短期目标，采取自底向上、

分布实施、分期收效的推进策略，使铁路运输管理信息系统

（TMIS）的开发和推进扎实、有序、有效。一方面组织专家

组，研制开发铁路部门经营管理急需建设的系统，另外，博

采众长，将各铁路局开发的比较成熟和成功的管理软件，纳

入铁路运输管理信息系统项目中。北京铁路局自行开发的列

车确报软件，在北京铁路局系统投入使用后，取得很好的效

果，被作为铁道部标准软件在全路推广。北京铁路局软件的

开发则是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自行开发。全路局拥有350多

人的计算机专业技术队伍，技术力量比较雄厚。 据邢所长介

绍北京铁路局领导对路局的信息化建设是十分重视的。随着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铁路局领导越来越认识到信

息化建设对提高铁路客货营销能力、提高市场竞争力、提高

企业自身能力的重要性，把信息化建设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在资金投入上，除铁道部对推广TMIS项目在计算机软硬件设

备上投入外，北京铁路局每年还要自筹资金搞信息化建设。

领导部门重视，业务部门主动配合，大大地提高了开发和推

广的效率。目前，TMIS系统已在北京铁路局全面展开。 通过

实施以TMIS项目为主体的信息化建设，北京铁路局在这些系

统陆续投入运行后，取得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 1. 车号刷新

系统的投入使用，彻底改变了过去车号管理混乱的现象。目

前，此系统已覆盖了北京局管辖内的各车辆段、车辆工厂。

2. 列车确报系统：列车确报信息是铁路运输组织工作的重要

基础信息，是行车调度、货运调度、机车调度、进行货车动

态追踪管理不可缺少的信息。列车确报系统投入使用后，能

及时提供完整、准确的车流、货流信息，彻底改变以往电传

传递列车确报信息不及时、不准确、不完整的问题，节省了

大量人力，保证了车站作业计划、车流衔接，装卸作业和列

车运行的有序进行，确报范围也由原来电务确报的52个，扩

大到92个，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 3. 货票信息系统：货票是

实现货车、集装箱、货物等实施动态追踪管理不可缺少的信

息。全国铁路每天约有20万张货票。以往货运员要根据货主

发货的起始站和终点站选取最短路线，确定里程，核算运费

，根据货物品名，确定不同的计价，工作繁杂，准确性差，

工作效率低。货票信息系统投入运行后，不仅实现了货票资

源的信息共享，而且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目前，全局670

多个站中有205个货运量较大的站（占全局货物发送量的80%



以上）用上了这套系统，效果非常好。 4. 车站现在车管理系

统：这是改变铁路“跑在中间，窝在两头”的系统工程，调

度员能随时了解车站现有车辆情况，实现对现存车辆的动态

管理。此系统已在全局16个大站中全面实施， 5. 调度指挥信

息系统：通过对机车、车辆、运行图的综合管理，实现分局

、路局、铁道部车辆调度三级组织管理。 6. 集装箱管理系统

：是实现对集装箱使用的动态管理，加速集装箱周转，以提

供准确的集装箱到达预报，提高服务质量，彻底改变以前集

装箱管理落后面貌。北京铁路局已在31个集装箱站实施，应

用效果初见端倪。 7. 客运营销系统：铁路部门承担着全

国40%的旅客运输任务，近年来由于客流量减少、市场份额

不断下降，铁路客运陷入被动局面。建立铁路客运管理信息

系统，实现铁路客运管理现代化已成为当务之急。客运营销

系统投入运行后，不仅方便了旅客，更大大减轻了售票员的

劳动强度，提高了售票速度，加大了售票量，减少了长期以

来无法解决的导致客运收入减少的客运虚糜现象，适应了公

路与民航对铁路竞争的要求。据了解，今年春运期间，客运

发送总量、直通客运量、日均发送旅客创历史新高，全路客

票收入完成44.5亿元，同比增收6.9亿元，增长18.4%，“没有

这套系统，是不可能根据客流情况随时增开列车，实现20分

钟发一列车的。”目前，北京铁路局有42个站实现了客票微

机发售，联网售票窗口达600多个。 8. 铁路货运营销计划系统

。这几年我国公路运输的发展加之铁路运营管理不善，使铁

路货运运输量明显下滑。铁路货运营销计划系统投入运行后

，改变了以前铁路运货计划申报周期长的问题，提高了办事

效率。同时北京铁路局与25家重点大客户实现微机联网，通



过网络随时接受货主要车计划，用户若申请车皮，只要到本

单位计算机终端上，通过计算机网络向铁路分局提出申请，

由于整个申报过程都在计算机中进行，大大压缩了审批周期

，方便了货主。有数据显示，今年春运期间，全国货物运量

实现较大幅度增长，运输收入创历史最高水平，货运收入完

成53.1亿元，同比增收8.9亿元，增长20.1％。 问题尚待解决 

战果巩固扩大 如果没有先进、高效的管理手段，铁路部门是

不可能在运输市场大幅度波动和特大洪涝灾害的不利条件下

，创造出如此之骄人业绩的。铁路扭亏，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功不可没。在谈到北京铁路局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时，邢所长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标准化的滞后影响

信息化的建设。信息化建设应该在标准化的基础上进行，但

目前国内标准化工作不够，导致在非统一标准下开发的应用

系统软件到了基层后要做二次开发，影响应用软件的推广。

2. 网络建设不均衡。铁路运输具有面广线长的特点，虽然铁

路部门有自己得天独厚的网络通讯条件，但在站段一级网络

建设就跟不上了，网络建设不均衡成为制约铁路信息化建设

的一个大瓶颈。 3. 人才匮乏。大量的人才特别是复合型人才

的流失也影响着本企业信息化的建设。 至于下一步的打算和

目标,邢智明所长介绍首先要按照铁道部部长“一定要把科研

成果转化成生产力”的指示，进一步巩固TMIS的成果，

对TMIS系统基本建成的项目要强行稳定投产，进一步扩

大TMIS的覆盖面。据了解，今年铁道部TIMS系统将重点建设

全国铁路大节点追踪项目及全国铁路客票发售中心项目，实

现铁路运输组织的高效组织管理及全国铁路客票联网售票，

实现客票通售通退，跨地区售票，联程售票。北京铁路局为



配合这项工作，其所属的三个地区客票发售中心建设工作已

基本完成，不久就将实现北京局所辖地区客票的联网售票。

此外为提高办公效率，实现办公自动化，北京铁路局及6个分

局路局机关的局域网也正在建设中。 相信随着铁路TMIS系统

的实现，我国铁路信息化建设将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必

将推动我国的铁路建设，实现扭亏增盈的目的。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