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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 模式下换乘站运营管理研究
赵　佳

（天津轨道交通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　300000）

【摘　要】城市轨道交通是城市发展的重要保障和基础支撑，已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共识。城市轨道交通投资大、融资难、

收益低、资金回收周期长，为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响应国家号召，近年来，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运营积极引入社会资本，轨道

交通 PPP 项目迎来建设高潮，从运营层面，形成了多家运营主体跨线路运营的新局面。本文以天津地铁为例，就多线路 PPP 模式

下换乘站的运营管理问题进行梳理汇总，从接口管理、界面划分、线路协调、应急联动等多个方面提出提升多线路 PPP 模式下换

乘站运营管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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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津地铁 PPP 换乘站管理模式

天津地铁 PPP 换乘站主要分为单一运营单位管理换乘站和

分线路管理换乘站两种模式，其中单一运营单位管理换乘站由

一方统一管理车站安全、客运、票务、人员、应急等业务，另

一方负责线路行车业务；分线路管理换乘站按照已划分的明显

界面，分别负责各自区域的生产业务。

2 PPP 换乘站运营管理问题

2.1 人员管理难度大

单一运营单位管理换乘站需要派驻方派驻行车值班员、站

台行车人员参与车站行车作业，部分分线路管理换乘站共享车

控室双方行车值班员合并办公，两种管理模式下双方分别在同

一班组、同一区域开展生产作业，且值班站长与对方作业人员

之间没有直接管理关系，现场人员管理难打较大。

2.2 部分工作界面无法形成共识

PPP 项目正式启动前，各运营方已完成 PPP 项目接口协议、

换乘站管理协议的签订工作，各方就车站建筑界面、业务界面、

应急作业确定了管理职责，但也会存在一些未纳入协议内容的

管理盲区或比较模糊的界面划分，比如介于车门和站台门之间

发生的客伤、车站受理乘客车厢内发生的失物事件等情况，都

会增加 PPP 换乘站运营参与方的处理难度和处置时间，进而一

定程度上影响服务品质和乘客体验。

2.3 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效率有所降低

城市轨道交通换乘车站客流量大、运营设备类型和体量较

大，一旦发生突发事件需要从客运、行车、应急处置等多专业

联动作业，PPP 换乘站由多方运营主体参与运营，突发事件情

况下各运营主体必须保证信息畅通、流程无缝衔接，联动配合

处置尤为重要，较单一主体运营而言应急联动需多方协调，现

场运营组织效率降低，对于处置时限要求较高的突发事件存在

应急处置不当造成不良后果的安全风险。

2.4 运营管理标准不统一

多方参与的 PPP 换乘站运营管理标准分别由各自运营主体

制定，从线网层面很难达到统一，增值服务、限时服务、着装要求、

车站布置等方面可能存在一定差异，同一个车站内个性化服务

给乘客带来不一样的服务体验，给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范

化、标准化带来一定冲击。

3 PPP 换乘站运营管理举措

3.1 为确保换乘站间有效沟通，建立常态沟通机制，视情

况召开沟通会，同时明确换乘站间日常业务沟通联络方式及联

络人，若联络方式及联络人变更需提前告知对方，原则上换乘

站日常业务沟通联络人为站区长。

3.2 单一运营单位管理换乘站的派驻人员依照属地方的班

组管理要求，严格遵守属地方考勤、培训、安全、内保等相关

要求。属地方向派驻方反馈派驻人员现场作业表现。

3.3单一运营单位管理换乘站属地方负责房间、生活物资、

家电家具的属地化管理，站内人员共同使用，为派驻人员提供

合理的工作、生活便利，同时派驻方需遵循属地方管理要求。 

3.4 换乘站每个季度需至少开展一次应急联动演练，需提

前沟通确定演练计划。单一运营单位管理换乘站由属地方组织，

派驻方做好配合。派驻方需配合属地方开展应急处置，按照属

地方演练、实训计划参加应急演练、训练、培训等工作。分线

路管理换乘站共管方分别按照各自演练计划开展演练，每个季

度各方轮流组织一次应急联动演练。

3.5 单一运营单位管理换乘站属地方组织编制相关管理制

度等技术资料及处置预案，派驻方执行落实属地方规定并履行

职责。分线路管理车站共管方各自编制相关处置预案，处置预

案应含双方联动机制。现场处置预案要包含大客流联动组织程

序、突发事件联动组织程序、车站人员及运营能力整体分析、

大面积设备故障等极端情况下车站运营组织跨区域调整。

3.6针对客运服务问题，换乘站要遵循“首问责任制”原则，

单一运营单位管理换乘站派驻方人员遇到乘客服务需求时，要

第一时间为乘客提供服务，同时上报属地方进行后续处理。

3.7 分线路管理换乘站共管方开关站需建立相互沟通联动机

制，在双方首班载客列车到达前 10 分钟，统一完成各出入口开站

作业，末班客运列车驶离车站且所有乘客出站后完成闭站作业。

4 PPP 换乘站运营管理应用实例

4.1 天津站站为 2、3、9 号线三线换乘枢纽车站，分别由

三家运营主体参与运营。PPP 项目公司参与运营后，大客流客

运组织工作需由三方运营组织共同完成，以解放桥开启夜大客

流客运组织为例，阐述多家运营主体大客流组织联动情况。

4.2 以“统一指挥、分级控制”为原则，以天津轨道交通

运营集团为主导，三方运营主体所辖站区站区长合设现场指挥

部统筹指挥。

4.3 召开解放桥开启夜大客流组织联席会议，共同确定专

项客运方案。

4.4 三方运营主体分别增加上线列车，提升运能运效，2/3

号线PPP公司增派站台人员，实现三方运营主体客运组织联动。

4.5 根据天津站设备布局及客流走行特点，划分为 5 个关

键区域，每个区域设置 1 名区域负责人，所属区域 2、3 号线

PPP 公司人员听从区域负责人指挥。

5 小结

伴随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的快速发展、城市轨道交通 PPP 项

目的大力推进，如何优化 PPP 模式下的多线路车站运营管理就

显得尤为重要，这一领域仍具有巨大的研究空间。本文系统梳理、

总结多家运营主体参与运营后可能出现的各类问题，从 PPP 换

乘站管理方式、运营管理问题、界面划分、管理举措、实例验

证等方面提出建议，希望能够为多线路 PPP 模式下换乘站运营

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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