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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伟大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深入贯彻落实，各地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显

著提高，城市建设工作逐步升级，尤其是城市交通运输行业的发展尤为突出，为城市居民的生活及企业的

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文章分析了交通安全管理基础理论研究，也通过安全管理、安全持续、安全意识、

相关法律法规来分析城市轨道交通运输潜在的问题，并且提出完善轨道交通运输安全管理的体系研究和保

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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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Urban Rail Tran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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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long with the furth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great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national scope,
the leve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all parts of the country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urban construction work
is gradually upgrading, 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is outstanding, which has provided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life of urban residen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sic theory of traffic safety
management, but also through safety management, safety continuous, safety awareness,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analyze the
potential problems of urban rail transit transportation, and put forward to improve the rail transit transportation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research and safeguard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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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各项基础设

施系统逐步完善，而轨道交通作为城市基础项目中的重要内

容，已经成为城市进行高效运输的重要交通方式。与其他公

共客运交通相比，城市轨道交通具有明显的独立性和封闭性

特点，而这也赋予城市轨道交通一定的安全性。但是，近年

来各地轨道交通运输的日常客流量明显增加，相关设施的科

技含量也随着提升，一旦在运输过程中出现安全管理问题，

那么将会直接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相关部门需结合

城市轨道交通运输实际情况加强对其安全管理工作的调整

和完善，不断实现安全管理质量的提升。

2 交通安全管理基础理论研究

2.1 交通安全管理概念及分类

交通安全管理是指对道路交通的规划、设计和组织以及

指挥等，以确保其在行车过程中处于良好状态。具体来说，

就是为了保证乘客出行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其他交通工

具时不受到伤害或者伤亡而采取的措施。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一

是安全管理组织机构的设置，二是交通法规、规章等内容是

否得到切实执行城市轨道交通运输安全管理是一个复杂的

系统工程，它包括交通法规、规章制度以及相关法律规定。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必须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合理调整和改

进。

2.2 国内外相关法规

安全管理的法规和标准是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输行业

发展所必须遵守的，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相关政策

不完善、法律制度不够健全以及执法力度不足等原因导致了

许多违规操作。如 2013 年 10 月 11 日由国家交通运输部发

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铁路客运车辆通行秩序管理工作促进铁

路运输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关问题》（以下简称“安全管理”）。

该法规指出：对违章超载的行为要加大处罚和惩罚措施对违

规驾驶、超载的违章现象要加大处罚力度，从而确保行车安

全。另外，还规定了车辆通行时的“禁停”措施。如 2013
年 11 月 15 日由公安部交通管理局颁布《关于严禁限制客运

汽车数量和提高运输能力实施办法》。该法规指出：禁止客

车超越限速行驶超过一定时间，允许在非营运状态下准约开

放临时停靠车以及其他不正常情况（包括超载）等都要按照

相关规定执行并对客运车辆通行的许可标准做出进一步加

强。综上所述，国外关于铁路安全管理方面，已经建立了比

较完善且有效的制度、法律体系和运行机制，而国内有关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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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运输企业运营过程中所出现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等尚在研究之中。

2.3 交通安全评价指标

交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它包含

了多个层次，主要包括：技术性、经济性和社会性。其中交

通安全性涉及的内容多而复杂。因此需要对其进行研究分析

来提高该问题在应用中所占比重，同时还需考虑指标间存在

相互联系或交叉关系等相关因素影响下可能会发生一些难

以预测或者无法准确预判出来且不能量化处理较难解决的

问题，这些都属于评价体系本身，这也是本文要着重探讨和

解决问题方法之一城市轨道交通运输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主

要包含了技术性的内容、经济性和社会型的内容。

3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潜在的问题分析

3.1 安全管理没有落实到位

地铁是一个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其存在着巨大的安全

隐患。眼下，城市轨道交通在安全监测存在着缺陷，在查寻

预则分析地铁系统存在潜在隐患的能力上存在不足。此外，

规章制度的落实、执行、日常安全检查落实、执行、日常安

全检查落实不到位等原因每时每刻影响着运营安全。

3.2 安全持续管理不完整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标的拟定，是在无数血的教训的基础

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对规范企业的安全运营起着重要的作用。

建立轨道交通行业安全运营的标准，既得考虑到地铁运营水

平，也要考虑到乘客的需求程度。眼下，城市轨道交通还没

有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体系。

3.3 安全意识不足

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迅速，高素质人才缺乏，乘客乘车安

全知识需有效提升。所以要组织培训员工的三级安全教育以

及利用广播或地铁视频系统为乘客宣传安全常识。

3.4 相关法律法规有待完善

设立相关的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管理的法规，主要是为了

进一步规范管理我国城市轨道的建，使轨道安全管理逐渐规

范和完善，完善安全管理的法规是城市轨道交通安全建设的

保证。虽然我国政府已经出台相关法律，但仍需要对其进一

步地完善，让其逐渐形成相立的体系。

4 城市轨道交通运输安全管理体系研究

4.1 城市轨道交通运输安全管理体系的必要性

城市轨道交通运输安全管理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它包

括了乘客出行前、列车客运中以及行车过程和列车运行后等

环节。在这期间，由于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导致地铁运行速度

降低或停止。因此需要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系统来对车站进

行实时监控和指挥调度工作，同时还应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相

应措施以保证列车正常运营并有效减少突发事件发生概率

及损失程度，最后还要制定相关安全管理制度、规范，确保

乘客出行时免受外界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利干扰与危害提高

城市轨道交通运输的安全管理水平。

4.2 城市轨道交通运输安全目标

在城市轨道交通运输安全管理的实施过程中，要坚持

“以人为本”，把保障乘客生命财产平安为目标。（1）确

保列车正常运行。第一是保证线路质量。第二是合理布局车

站规模和容量，第三提高站台区的舒适度、便捷性以及方便

旅客出行等方面来解决列车运行速度慢问题，第四对车辆进

行有效地维修与保养，第五加强车辆管理制度并完善相关法

律法规来维护行车安全，使其在发生故障时能及时处理避免

发生二次交通事故。（2）确保列车安全运行。首先是保证

列车运行的速度，其次在进行客运运输组织时要对旅客出行

做出准确、合理地引导，使乘客能快速便捷到达目的地并减

少乘车时间，最后还要重视车站工作人员素质和服务水平提

高问题来解决这一点上所存在的漏洞和不足之处以达到降

低事故发生率及保障行车安全运行这三个目标。（3）提高

运输效率。首先是提升车站的服务水平，其次就是加强对乘

客出行信息管理，最后要完善相关安全规章制度来约束工作

人员。

4.3 城市轨道交通运输安全方案设计

在运输安全管理中，除了要对乘客进行安全知识教育、

应急救援和技术培训外还要注重应急措施的设计。（1）建

立健全相关法规制度。首先是完善交通法律体系建设，其次

就是制定《城市轨道交通突发事件应对法》等规章制度来规

范各部门职责范围内发生事故时应该如何处理以及应采取

什么方法处置，同时也为事后紧急情况下的救援提供依据，

最后则是从立法角度提出安全管理责任制和应急预案。（2）

完善应急救援体系。首先是建立起城市轨道交通突发事件的

紧急预案，其次就是加强对乘客运输安全知识教育，提高其

应变能力。再次则是从技术层面提出相应措施和对策来应对

突发情况，最后则从管理角度出发制定相关制度、规范和约

束机制等以减少事故发生时各部门之间的矛盾冲突也能使

安全管理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下去城市轨道交通突发事件

应对法的完善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发展和逐步健全过程，

这需要在实践中积累经验，以确保其能达到预期目标。

4.4 城市轨道交通运输安全关键难点

（1）技术难度大由于城市轨道交通运输的特殊性，因

此其安全管理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首先在线路设计中需

要考虑多方面因素。例如：车站、轻轨、地铁等交通枢纽都

有很多车辆和设施；其次是运营单位对行车作业环境要求高，

特别注意空气质量以及天气状况（如温度过高会造成交通事

故等等情况），还有就是乘客乘坐城市轨道列车时受到城市

轨道交通系统内各种设备故障影响而导致事故发生概率大

的问题；（2）管理难度大。城市轨道交通运输安全是一个

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许多方面。比如：在线路设计中需要

考虑道路环境、交通管制等多方面因素，还包括乘客乘坐地

铁时受到各种干扰而导致事故发生概率高和救援难易程度

也很大；还有就是车站设置不合理或不完善以及车辆性能差

所造成的影响等等问题都会给行车带来很大不便；（3）安

全管理成本较高在实际运输过程中，由于安全管理水平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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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直接影响到安全事故发生概率和造成损失程度。所以加强

对行车设备、道路环境以及交通管制等方面进行改进是保证

城市轨道交通正常运行的前提；（4）在城市轨道交通运输

安全管理过程中，由于缺乏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经验，导

致了一些不必要事故发生。所以必须加强对于危险源辨识、

分析和处置等方面进行研究。

5 城市轨道交通运输安全管理的保障措施

5.1 建立安全管理组织机构

安全管理组织机构是一个系统化的体系，它负责制定安

全规章制度协调各部门之间、公司间与乘客各方关系。在具

体实施过程中要有严格执行力作为保证。首先需要明确的是：

建立起包括车站客运部在内的铁路运营企业和各个运输方

式的相关单位，其次就是需要完善对行车设备设施等方面进

行定期检查维护以及保养维修工作，最后是加强组织领导能

力建设，确保安全管理落到实处，并且能够切实地做到贯彻

下去建立起安全管理组织机构，主要是要明确各部门的职责，

并确定安全事故发生后，该如何处理、怎么办等问题安全管

理组织机构的建立能够有效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事故发生，

保证企业和乘客的生命财产不受损害。

5.2 完善城市轨道交通运输安全管理的技术培训

在安全管理体系中，技术培训是必不可少的，它可以使

管理者了解到该如何处理突发事件。因此要加强对城市轨道

交通运输车辆、人员等安全设施和设备的技术检测。首先应

该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系统来监控行车环境，其次应定期

组织有关工作人员进行操作技能方面知识与技能上岗证考

试并根据考核结果评定奖金待遇，最后还应该开展交通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培训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

和安全管理能力，从而保证城市轨道交通运输车辆在行车过

程中不发生意外事故，并及时采取措施。

5.3 完善城市轨道交通运输队伍

首先，要加强轨道交通运输队伍的建设，完善相关制度，

明确职责分工。其次是建立健全安全管理体系。在人员配备

上应根据不同岗位、工作性质和要求制定相应标准。最后是

提高工作人员素质及能力水平方面：（1）定期培训员工专

业技能与应急处理突发事件措施；（2）对新入职的职工进

行岗前教育并考核合格后再开展后续学习活动，加强他们应

对紧急情况应变以及事故处置等问题的综合业务知识；（3）

对员工进行安全知识培训，提高他们的应急处理能力；（4）

对员工进行岗位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和应急处理能力。

6 结论

总之，进行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管理模式的研究分析，有

利于在城市轨道运行管理中建立健全完善的安全管理模式，

促进城市轨道交通运行安全管理的发展提升，推进城市化建

设与道路交通事业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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