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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乘务管理模式优化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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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城市化建设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而城市轨道交通则在整个城市不断发展的环节中

拥有着良好的作用，乘坐轨道交通出行早已变成如今广大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城市交通的乘务运作管理尤其是轨

道交通列车司机的排班管理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成为考察城市运营情况的首要条件，并且还和轨道交通本身的安全性存

在着密切的关联。但如今，国内城市轨道交通乘务管理中仍存在着不同的问题，只有将其彻底的解决，才可以体现出良好

的效果。所以，文章主要对城市轨道交通乘务管理模式优化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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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轨道交通产业不断发展的大环境下，各个城市

的规模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大，若是想确保城市轨道交通内部

的工作人员有着较高的均衡化与合理化，不断减少相关企业

在开展乘务管理工作时耗费的成本，就需要对国内如今的城

市轨道交通乘务管理方式开展细致的分析和研究 [1]。因为乘

务管理耗费的成本，通常是由乘务管理人员对司机的交路、

轮班管理工作造成的，所以乘务管理研究工作关键在于乘务

排班编制的合理安排。为此，笔者将结合自己的经验，首先

就影响轮乘排班方式的因素作出分析，然后给出有效的优化

策略，以供大家参考借鉴。

一、乘务值乘机班方式

乘务值乘机班方式主要就是电动客车与司机之间的关

系，以前国铁有轮乘制的方式，也就是列车的安全检查、保

养以及准备等等都是由固定的乘务值乘机班来完成，并不会

有其他人员提供接替服务，但是随着列车的系统更新及安全

要求，固定的乘务值乘机班无法完成该项任务的要求，因此，

现阶段，全国地铁都采用轮乘制的方式。

在轮乘制当中，对乘务值乘机班或者是列车做好合理

的安排，就不会出现人车对应的负面关系，也就表明轮乘制

属于“人员歇息，列车不会歇息”的乘务值乘机班织模式，

乘务值乘机班就需要根据之前制定的乘务计划采取轮流上

岗的方式，对同一列车在实际运行环节中会组织较多乘务值

乘机班做好轮乘服务。因为轮乘制度可以创造良好的经济效

益和工作效率 [3]。

以兰州地铁为例：电动客车由车辆部负责进行检修维

护，电动客车的驾驶任务由客运部乘务中心负责，因此对乘

务管理来说，不存在对列车的检修维护方面内容，只需要对

乘务值乘机班进行管理。

所以，其确实在国内各个城市轨道交通产业中获得了

尤为广泛的运用，其主要特点为以下几种：其一，对于一样

的任务量，在轮乘制度带来的支持下，工作人员和各个列车

之间具有的匹配值远远低于包乘制，并且，工作人员还可以

创造更高的劳动效率，列车的实际运转速度也会变得越来越

快，只要出入段的频率不断降低，就能够减少之前的运营成

本。其二，不对司机掌握的维护技能提出较高要求，因为职

责方面的划分并不是很清楚，所以轮乘人员就需要学习大量

的操作技巧，以此来面对后续阶段的各项工作，这不止可以

降低原本较高的招录门槛，还能够让成本不断缩减，确实达

成城市轨道交通产业自身经济利润的提升。其三，乘务值乘

机班方式对列车运行和相关管理制度提出了十分高的要求。

因为乘务人员和列车并不具备固定的关系，所以就导致乘务

组织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只有不断增强管理人员自身的能

力和水平，才可以确保整个列车更加顺利的运行下去。所以，

相关负责人需要对此种情况进行了解，以便于后续阶段乘务

人员的有效培养。

二、影响轮乘排班方式的因素

（一）司机的配置数量

在城市轨道交通不断运行的环节中，司机数量非常多，

所以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企业原本的运行费用，而不一

样的乘务排班模式，也必定会对乘务资金的流动甚至是支出

造成不良影响 [4]。

（二）排班方式的影响

轨道交通所应用的各种排班模式，也会在某种程度上

让司机原有的休息时间受到影响，充足的休息时间或者是正

确的作息时间是确保司机身体健康的根本，只有减少司机

紧张的压力和较高的疲劳，才能够保障行车有着良好的安全

性。但若是司机的作息时间处在不断变化的状态，那就必定

会让司机出现休息不佳的情况，进而让他们的实际操作产生

错误，影响到司机和乘客的安全。

（三）运用指标限制

若是想更好的在城市轨道交通产业中开展运输管理工

作，并让其获得有效的规范或者是提升，就应该注重各个问

题的解决和处理。因为各行各业的不断涌现，会对实际的管

理目标或者是管理指标产生某种影响，如列车本身的运行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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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产业的生产效率等等。司机的工作效果、劳动的实际生

产率等，都是判断生产情况有没有达到相关标准的明显标志
[5]。所以，对于大部分运行单位来说，就需要联系具体的情

况和问题来做好科学的调配、

三、城市轨道交通乘务管理模式的优化策略

（一）组建日勤车队，完善人员配置

相关人员需要根据日常用车情况来对乘务人员以往的

编制进行一定的调整，并且，还应该添加某些特勤车以便于

高峰时期更好的达成列车运行工作。在开展运行的环节中，

应该注意以下诸多问题：其一，由于日勤人员通常会在早高

峰阶段被安排到列车的运行工作中，所以他们往往要在较早

的时间就出勤，而对于退勤的具体时间来说，一般情况下比

较晚，此时就应该意识到日勤人员是否可以达到此种标准 [6]。

其二，因为日勤人员实际的工作时间是从当天上午八点一直

到晚间七点，这一个时间段确实很长，中间跨度也比较大，

所以就需要联系具体的工作情况，对休息时间进行适当的调

整，以此来避免司机长时间工作出现疲劳的问题，进而引发

严重的交通事故。其三，因为日勤车队的工作时间尤为混乱，

上班与休息时间的制定缺乏较高的合理性，所以就需要根据

轨道交通的具体情况，增设一定数量的日勤车队，同时对工

作人员开展有效的培养。

（二）根据高平峰差异，调整司机交班方式

工作人员应该按照一个周期内交通高平峰情况，对司

机交班的各个搭配方式进行适当的调整，转换以往的排班方

式，将高峰列车运行数量当做前提，更加合理的调度工作人

员，并在平峰期间，对所有车队的工作人员进行配置，那么

在此种环节中，就能够根据交接班的办法彻底解决高峰期间

存在的列车驾驶问题。因为工作人员还需要参与到平峰时期

的车辆配置环节，所以就有很大概率产生驾驶人员严重短缺

的情况，而在用车高峰期间就应该通过让交班人员和其余接

班人员在此种峰期开展重叠作业的方式，来真正满足实际的

用车需求 [7]。这一方式的充分应用，确实可以让以往的乘务

值乘机班织获得完善与优化，接着在开展运行的环节中，应

该注意以下几点问题：其一，由于要组织交接班人员采用重

叠的方式来达成高峰时期各个列车的运行，所以高峰时期，

工作人员通常要在较早的时间出勤，而退勤时间通常比较

晚，那么就一定要意识到工作人员的配置方式。其二对于工

作时间完全重叠的人员来说，其轮乘时间往往不是很长，所

以就应该对每一位司机的轮乘情况做好合理的安排，以此来

避免因为乘务值乘机班织出现严重的失误情况，导致人员做

出漏乘车的行为，进而致使司机单圈乘值时间太长。其三，

应用此种方式以后，司机原本的工作量就会慢慢增多，其节

奏也会随之提升，要求司机对自己的心理状态进行相应的调

整，以此来避免因为司机过于紧张、压力太大而引发严重的

交通事故。

结束语：总而言之，随着轨道交通产业在各个城市发

展进程中被普遍的接受与肯定，国家也确实在轨道交通建设

方面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成本。而若是想更好的增

强轨道交通产业的实际运营效果，推动其获得可持续发展，

就一定要对相关的管理工作开展完善和优化，让其得到严格

的控制。乘务管理工作是整个运营管理环节中的关键构成内

容，同时还在其中占据着较多的比重，所以就需要彻底解决

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而对于城市轨道交通产业内部的工作

人员来说，就需要主动落实乘务值乘机班织优化方案，同时

从整个工作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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