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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地铁发展货运业务探讨

曾 嘉

成都交通高级技工学校 四川成都 610000

摘 要：为了解决城市道路拥堵和环境污染问题，地铁货运已成为近十年的研究热点。本文结合成都地铁地铁的实际情况，

分析了其发展货运业务的可行性，及可提供的货运服务类型:包括运输服务、仓储服务、配送服务、“联合”行李托运服务。

总结分析了 3种地铁货运运行模式的优缺点，比选出适合成都地铁货运初期的运行模式为：“拆除座椅”客货混编模式和非

运营期间“单独开行”货运专列模式相结合。并提出了与运行模式相适应的地铁货运站点改造方案，旨在为城市地铁发展货

运业务提供参考。

关键词：地铁货运；运行模式；货运服务类型；货运站点改造

Discussion on developing freight service of Chengdu Metro
Jia Zeng
Chengdu Institute of Rail Technology, Chengdu, 610000, China
Abstract: To address urban road conges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sues, subway freight transportation has become a research
focus in the past decade.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engdu Metro to analyze the feasibility of developing freight
services and the types of freight services it can provide, including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warehousing services, distribution services,
and "joint" luggage consignment services. The paper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ree subway
freight operation models. After comparing and selecting the most suitable initial operation model for Chengdu Metro freight
transportation, it proposes a combination of the "removal of seats" mixed-mode of passenger and freight transportation and the
operation of dedicated freight trains during non-operational hours. Additionally, the paper presents a station renovation plan that
aligns with the chosen operation model,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reight services in urban sub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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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都在为解决城市道路拥堵和环境污染问题进

行积极探索，处理好货运交通是其中的关键。实践证明，单

靠增设更多的地面交通设施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

[1]，所以很多学者将目光转向地下，地铁货运成为近十年的

研究热点。史毅飞[2]提出了使地铁具有“客货两用”，利用

低峰期非客运期开展货物运输的设计构想；陈梓毓[3]从地铁

具备开展配送实施条件和市场需求两个层面进行了城市地

铁配送的可行性分析。

虽然研究表明发展地铁货运具有较大意义，但由于项目

实施面临诸多困难，目前国内鲜少有地铁货运付诸实践的案

例。本文将结合成都地铁的现状，对成都地铁发展货运业务

的可行性、可提供的服务类型进行分析，比选适用的运行模

式，提出站点货运化改造建议。

一、成都地铁发展货运业务的可行性分析

1.线网条件可行性

成都地铁已开通 12条地铁线路，开通运营里程 518.96

千米，位居全国第五，开通车站共计 373 座，换乘站 46座。

目前，成都地铁在建线路共有 8条，在建里程共计 178千米；

在建市郊线路 3 条（成资线、成眉线和成德线），建设里程

共计 168.57千米。到 2024年底，成都市将形成总长超 700

千米的轨道交通网络。成都地铁线路密织成网，串联起成都

东站、成都南站、成都西站、成都北站、双流国际机场、天

府国际机场、新南门旅游集散中心、北门汽车站等重要交通

枢纽。这些重要枢纽有着大量的货物吞吐量，开展地铁货运，

由于地铁的快速、准时、高频等优点，必将吸引大量货源。

2.运能可行性

根据成都地铁客流的时空特征，客流在时间和空间上均

存在不均衡性。从时间上来看，工作日早晚高峰（早上

7:30-9:00；下午 17:30-19:00）的客流明显大于其他时段。从

空间上来看，中心城区的客流大于郊区的客流。地铁在设计

时，为了满足客流需求，运能需大于等于线路高峰时期的客

流[4]，因此，在低峰时期，必将存在运能剩余。运营结束后，

除开检修时间，地铁线路存在空闲期，此时运能将全部剩余。

因此，可以利用运营期间客流低峰期和非运营期间除开检修

时间的线路空闲期开展货物服务。

二、成都地铁可提供的货运服务类型分析

1.运输服务

目前成都地铁线网已初具规模，规划和建设进度也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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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加快，完善的大规模线网将为地铁货物运输提供良好的路

网条件。地铁要开展货运服务，运输是最基本的服务。考虑

线路技术条件，地铁车辆不宜运输过重的货物，所以地铁运

输的货物应定位为高附加值轻质货物。在地铁发展货运业务

初期，可先试点以下几类货物的运输服务：地铁商铺及沿线

商家的补货服务、远郊生鲜时蔬送往中心城区的运输服务、

电子商务仓库到城区的配送服务、同城快递服务。

2.仓储服务

成都地铁目前已开通 373 座车站，20 个车辆段和停车

场。利用地铁车辆段、停车场、车站、TOD 商铺、上盖物

业等的闲置空间规划设置仓储区域，提供仓储服务和仓库租

赁服务，可提高闲置空间的利用率，增加地铁运营企业的收

益。地铁车辆段、停车场多位于郊区，土地资源丰富、占地

面积大，可在车辆段闲置区域，修建大型货运仓库，开发仓

储业务。地铁车站则多位于城区，土地资源有限，不适宜修

建大型仓库，但其特点在于靠近客户、布局分散，可及时响

应客户需求，能提供“极速达”等高时效性要求的配送服务。

因此，可考虑在地铁车站设置“前置仓”，将地铁站的闲置

站房、闲置商铺等租赁给企业，企业可提前备货，提供“即

时”配送服务。

3.配送服务

成都地铁开展配送服务，可以从两方面考虑。一是地铁

线网和道路交通联合运输，开展“门到门”配送服务。货物

从始发站通过地铁线网运输到终到站后，转由地面交通完成

“最后一公里”配送。地面交通的配送，可以考虑由地铁运

营企业自己组建配送队伍，或者外包给第三方物流企业。二

是开展自主提货服务。乘坐地铁的大多数乘客为上班族，群

体比较年轻，是网购的主力军，因此地铁的乘客很多也是快

递配送业务的收货人。所以，可在地铁车站设置快递自提柜，

或利用地铁商铺、地铁便利店等设置自提点，让客户自行取

件，以此解决“门到门”的配送问题。

4.“联合”行李托运服务

由于成都地铁线网连接了成都东站、成都南站、成都西

站、成都北站、双流国际机场、天府国际机场等重要交通枢

纽，地铁可与这些重要的交通枢纽合作，开展“联合”行李

托运服务。类似成都东站实行的安检互信模式，乘客从机场、

火车站等重要交通枢纽出站，可不必提取行李，可选择“联

合”行李托运服务，直接前往自己指定的地铁货运站点提取

行李，省去了行李二次安检，避免了大件行李携带不便的问

题，方便了旅客的出行。

三、成都地铁货运运行模式比选

综合国内外对地铁货运的研究，地铁货运的运行模式可

归纳为 3 类[5-7]：“客货混载”模式、“客货混编”模式、“货

运专列”模式。

1.“客货混载”模式

“客货混载”模式，又称捎带运输模式，是指在不改变

原有客运列车运行计划和车辆构造的条件下，在车厢内划定

一定的区域用以放置货运集装单元，充分利用载客列车的剩

余运能完成货物运输。该模式不需要对列车和车站进行过多

改造，投资省、易于实施。但该方案货运能力小，货物装卸

与乘客上下车存在干扰，影响客运服务质量，存在一定的安

全隐患。

2.“客货混编”模式

“客货混编”模式，是指在不改变原列车运行计划的前

提下，将客运车辆和货运车辆共同编组成一列车（中间设置

隔断），在列车停站时，货物装卸与乘客上下车同步进行但

互不干扰。该模式的货运能力大于“客货混载”模式。为了

满足货物快速装卸的要求，该模式需要对站台及车辆进行改

造。根据货运车辆的改造形式，该模式又分为 2种方案：一

是将原客运列车的部分车厢拆除座椅后改造为货运车厢；二

是在原客运列车尾端加挂额外的货运车辆。第一种方案不改

变列车的长度，不需延长站台，无需新采购车辆，投资较小。

第二种方案，延长了列车长度，站台长度需随之延长，改造

投资大，且闲时客运车厢运能也得不到利用。

3.“货运专列”模式

“货运专列”模式，是指利用客运低峰期和非运营时间，

开行整列货运列车运输货物。该模式货运能力大，能满足大

规模运输需求。根据货运列车开行时间，该模式又可分为两

种方案。

（1）运营期间的“客货混跑”方案。运营低峰期，客

运列车的行车间隔较大，可在客运列车之间，加开货运列车。

该方案，装卸货物的站台有两种方式。一是用原有的客运站

台装卸货，一方面要求能快速整列装卸车，还要有足够的站

台堆放空间；另一方面，装卸货和乘客上下车在同一站台，

对乘客影响较大，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一般不建议采取该方

式。二是单独扩建专用货运站台，扩建难度大、工程量大、

投资成本高，前期应要做好充分的调研及投资收益测算，再

考虑是否要单独扩建货运站台、在哪些站点扩建货运站台。

（2）非运营期间“单独开行”方案。在运营结束之后，

开行货运专列，不影响客运组织，可利用客运站台进行装卸

作业，只需在原客运站台增设相关的货运设施设备即可。该

方案投资小，运能大，易于实施。但需注意，要合理规划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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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专列开行时间，为检修作业和运营前检查留足时间。

4.成都地铁货运运行模式选择

发展货运业务初期，应选择简单易行、投资成本低的运

行模式进行试点。对比上述运行模式，成都地铁可采用“拆

除座椅”客货混编模式和非运营期间“单独开行”货运专列

模式相结合。“拆除座椅”客货混编模式，投资成本低，高

峰期货运车厢（保留扶手吊环）还可以用于载客，非高峰期

每列车均可以改造部分车厢用于载货，货运运能相对较大，

发车频率高，可实现“一小时达”、“极速达”等高时效性运

输需求。对于时效性要求不高、大运量的货运需求，则可等

到运营结束之后单独开行货运专列运输。非运营期间，货运

专列开行方式灵活，可根据货流走向，在设有联络线的线路

之间开行跨线直达货运专列。

当地铁货运业务发展成熟，能吸引大量货源，客货混编

模式不能满足运输需求时，可根据货流情况，选择适合的站

点修建单独的货运站台，在运营期间开行货运专列。

四、成都地铁货运站点改造

为了适应快速装卸车要求，货物拟采用定制的集装箱进

行运送。小件货物装入小集装箱单元，小集装箱单元再拼箱

成一个大集装箱托盘，装卸车时只需对大集装箱托盘进行整

体装卸。为了完成货运作业，需要对既有地铁站进行改造，

规划相应的货运功能区。现根据 3.4所选取的初期运行模式，

规划站厅站台货运功能区。

1.站台货物转运区

成都地铁货运初期选取“拆除座椅”客货混编模式，该

模式应选择满载率低的 1-2节车厢来拆除座椅。现场调研，

成都地铁大部分车站站台扶梯都位于运行方向第二节、倒数

第二节车厢及站台中部位置，首尾两节车厢乘客步行距离稍

远，满载率相对较低，且首尾两节车厢对应站台区域没有扶

梯方便设置物理隔断。所以，选取首尾两节车厢拆除座椅（保

留扶手吊环），作为货运车厢，其对应的站台区域规划为货

物转运区，在货物转运区与客运服务区之间设置活动隔墙。

客流低峰期，货运车厢与客运车厢之间的连通门关闭，站台

的活动隔墙关闭，货运车厢用于运输货物；客流高峰期，货

运车厢与客运车厢之间的连通门打开，站台的活动隔墙开启，

货运车厢投入载客服务，缓解高峰期客流压力。

站台货物转运区分为装卸作业区与临时堆货区，列车到

站前，AGV 小车将待装车货物运送至装卸作业区，列车到

站后进行快速装卸作业，卸车货物由 AGV 小车运送到临时

堆货区，再通过货运电梯运送至站厅转运仓或货运中心。

2.站厅货运功能区

在站厅层，与站台转运区对应的位置设置货运中心或者

转运仓。货运中心，是指能完成货物的收发、进出理货、分

拣、拼箱、拆箱等物流功能的综合货运中心。而转运仓只进

行货物在站厅与站台之间的转运，不进行拆箱、分拣等作业。

一个车站（包括换乘站），只设一个货运中心，其余站厅货

运区均设为转运仓，如图 1所示，A端为货运中心，B端为

转运仓，如果该车站是换乘站，则 C 端、D 端也设置转运

仓。

货运中心根据物流功能划分成若干功能区，并设置有货

运电梯完成货物在地面与站厅之间、站厅与站台之间的运送。

从地面进入货运中心的货物，经进货理货区整理后，需要存

放的就进入仓储区，需要直接运输的就进入中央分拣区。中

央分拣区的货物按去向拼箱装入大集装箱托盘。大集装箱经

货运电梯运至站台货物转运区。从站台到达站厅转运仓的货

物，如不需拆箱直接换线运输，则由传送带送往临线站厅转

运仓；如需要拆箱，则由传送带送往货运中心拆箱作业区，

拆箱后进入中央分拣区重新拼箱或经出货理货区整理后出

站配送。

图 1 站厅货运功能区

五、结语

发展地铁货运，一方面可以缓解地面交通拥堵、减少环

境污染，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地铁的闲置运能和站点资源，

充分发挥地铁的经济效应。但地铁货运实施存在困难，目前

国内缺少地铁货运的实际案例。本文分析了成都地铁发展货

运业务的可行性，及能提供的货运服务类型。通过对地铁货

运运行模式的对比分析，认为成都地铁发展货运业务初期应

采取“拆除座椅”客货混编模式和非运营期间“单独开行”

货运专列相结合的运行模式。最后，提出了地铁货运站点的

改造方案。目前，国内对地铁货运的研究还处于理论研究阶

段，城市地铁要发展货运，可以先从客流量小的线路进行试

点，待取得一定的经验后再推广到其他线路以至整个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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