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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铁车辆维修专业资源整合及优化

姜　峰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北京　100044

摘　要：为进一步提升北京地铁车辆维修专业工时利用率、减少由于线别带来的资源重复配置等问题，北京市地铁

运营有限公司以“资源整合、降本增效”作为工作目标，积极探索推进通过组建车辆修程中心及运营保障维修中心，

整合各线车辆修程资源，并通过试点工作，初步实现车辆维修工作产业化、柔性化、集约化发展，为探索提升城市

轨道交通运营核心业务竞争力，打破修程修制壁垒、打破以线为格局壁垒、打破技术封锁壁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网络化维修；资源整合；降本增效

为进一步提升北京地铁车辆维修专业工时利用率、

减少由于线别带来的资源重复配置等问题，实现车辆修

程工作产业化、柔性化、集约化发展，进一步提高车辆

维修效率，优化车辆维修成本及人员配置。北京地铁以

“资源整合、降本增效”作为工作目标，积极探索推进

通过组建车辆修程中心及运营保障维修中心，整合各线

车辆修程资源。

一、北京地铁车辆维修专业现状

1.当前北京地铁车辆维修专业职能及其设置

根据职责划分，目前北京地铁车辆维修中心主要承

担车辆运营保障（正线车辆保障、网络化抢险救援）、车

辆检修（车辆日常检修——列检、月修或L1-L3级均衡

修、车辆大级别修程——定、架修或L4、L5级均衡修、

车辆设备部件自主化维修）、基地综合管理3大业务板块。

图1  北京地铁车辆维修中心业务板块

在现行车辆维修组织模式下，车辆维修中心以

“线”为单位设置，对所需人力、物力等资源也随之按

“线”进行定向投放。

2.现行维修模式对应新时代首都地铁高质量发展存

在的问题

1)在人力资源配置方面，员工工时利用不充分；在

维持修程岗位编制的情况下，由于各线每年修程数量不

均，凸显人员工时利用不均衡。

2)在设备设施配置方面，未能充分合理利用场地，

设备物资重复配置造成资源利用不充分；受限于维修基

地定、架修列位数量，各维修基地维修能力不同，台位

无法满足维修任务以及利用不饱和的情况同时存在。

3)在维修标准管理方面，不利于维修标准统一及综

合型人才培养；员工培养存在以“线”划分的专业岗位

的模式、存在维修车型单一的局限。

二、北京地铁车辆维修专业资源整合及优化

通过对目前北京地铁车辆维修专业职能及其设置

进行系统分析，车辆维修中心业务板块中，正线车辆保

障、网络化抢险救援、车辆日常检修——列检、月修或

L1-L3级均衡修工作，重点强调相关工作的时效性，对

日常检修中的车辆，以“检”为主，并对故障平均修复

时间要求较高；车辆大级别修程——定、架修或L4、L5

级均衡修、车辆设备部件自主化维修则以“修”为主，

更加突出对于恢复车辆部件原始功能状态，从部件级导

向零件级去探究故障发生的本源，更加侧重维修的精准

性、标准化。

综上，车辆维修工作可依据其工作的侧重点分为日

常运维与修程工作，进而将“检”、“修”分离；组建以

日常运维为核心业务的“运营保障维修中心”	（简称“运

维中心”）和以修程、自主化维修工作为核心业务的“车

辆修程中心”（简称“修程中心”）。

运维中心按照线别进行组建，更加聚焦车辆正线保

障、故障处理、日常维保、抢险救援、基地综合管理等

运营保障及运营服务核心工作。

修程中心承担各线路车辆的大级别修程（除厂修外

的定、架修或L4、L5级均衡修及均衡修专项修）、车辆

核心部件的自主化维修工作以及各线车辆改造、车辆运

营保障支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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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运维中心、修程中心业务板块

通过整合各线车辆维修资源，形成了“检”“修”分

离布局，在北京地铁范围内构建了网络化维修布局，实

现了车辆修程工作产业化、柔性化、集约化布局，在员

工时利用、优化资源配置、充分利用自主化维修平台、

人才培养四个方面效果明显。

1.通过“人员流动”与“车辆流动”，结合依据工作

量动态调节的岗位编制，大幅提高员工时利用率

网络化维修不拘泥于维修模式的限制，传统计划

修、均衡修修程修制均可通过网络化维修的方式提升效

率，车辆修程中心成立后，通过“人员流动”与“车辆

流动”相结合的网络化维修组织模式，可统筹各线维修

工作量，充分利用维修工时，节约人力成本，优化岗位

编制，相较于传统修程模式，改革后车辆大级别修程工

时利用率得到有效提升；同时，车辆修程中心操作类员

工岗位编制依据年修程数量、自主化维修工作量进行动

态调节，进而确保平均工时利用率达到85%以上。

1）“人动车不动”组织方案

L4级均衡修作业场地为修程车组所属场段，由于L4

级均衡修维修工作量小，库停时间短，维修周期近，采

用“人员流动”方案可减少因车辆频繁调动造成的检修、

乘务、车站工作量增加以及电能损耗，避免因过轨产生

的故障导致影响正线运营的风险。

2）“车动人不动”组织方案

L5级均衡修作业场地为车辆修程中心主基地，由

于L5级均衡修库停时间长，需要大量人员及设备协同作

业，采用“车辆流动”的方案可实现维修资源的集约化

利用，有利于人员及物资的管理。

3）动态调节的岗位编制

车辆修程中心操作类员工岗位编制依据年修程数量、

自主化维修工作量进行动态调节。建立灵活用工制度，

在工作量饱和情况下，针对技术含量低，重复性高的工

作（如清洗作业等），通过委托低成本人力作业，进一步

提高本体员工工时价值，从而提升企业效益。

在工作量不饱和情况下，车辆修程中心人员将通过

承揽外部修程（其他分公司修程、厂修部分业务）、扩大

自主化维修、承接新线业务几方面充实工时利用率。

2.充分利用场地优势，优化维修资源配置

设立车辆修程基地，，以“车动人不动”维修组织方

式，将大级别修程集中于一至两个有能力进行维修的车

辆基地进行，由修程中心统一完成，实现多线路、大级

别维修集中管理、场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充分利用。

图3  车辆修程基地现场

图4 车辆修程基地现场

3.充分利用自主化维修平台

车辆修程过程中，大量核心系统采用外部委托维修

方式，技术严重依赖厂商，对国外厂商制约能力弱化，

并由此导致技术人员设备故障分析能力减弱，业务技能

提升受制。

通过整合既有自主维修平台资源，实现规模化、产

业化自主维修，替代车辆核心设备外委维修，增强企业

核心业务竞争力，加强核心系统技术储备。

图5  基础制动单元自主化维修

4.构建专业维修团队，打造精益维修品质

1）精准的生产计划团队

建立生产计划统筹管理机制，合理统筹相同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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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线路车辆走行公里，科学预判，精准匹配维修节拍，

解决目前维修中心修程人员由于分线带来的工时利用不

充分的问题。

2）强大的技术管理团队

建立技术、工艺标准统一机制，统筹各线车辆功能

需求、设计需求，实现车辆维修标准化、全局化管理；

构建车辆全寿命周期的质量追踪机制、责任体系，

强化维修工作责任意识；

建立修程中心与运维中心定期沟通机制，及时进行

信息反馈，不断提高车辆维修质量。

3）精细的物料管理团队

建立维修物料闭环管理机制：1.设立专职物料管理

团队，对接修程计划，办理物资领用登记；2.按工位需

求，分系统按生产节拍进行分拆配送；3.废旧物料统一

回收管理，配合物资办理废旧物料的回收及处置工作，

规范处置流程。

通过精准匹配生产节拍，突破以“线”为单位的模

式，实现按需配送，以“小批量、多批次”的精准配送

方式，降低库存、库龄。

4）一专多能的专业化维修团队

建立灵活机动的维修组织机制，实现“人动车不

动”与“车动人不动”相结合的网络化维修组织模式；

建立多车型、多系统、多工种技能培训机制，强调

以系统维修能力作为专业化维修前提，打造一支适应多

线路、多系统的一专多能专业化维修团队；

建立人员交流机制，打破修程中心与运维中心限制，

建立交流机制，孵化综合型技能人才，为培养“大国工

匠”创造良好条件。

三、试点效果

一年多以来，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按照地铁公司

统一部署，作为车辆修程资源整合先行试点，于2020年

4月开始积极筹备，	10月成立了修程中心筹备组织机构，

通过建章立制，年底前完成临时机构人员的选拔、抽调、

培训工作，同年完成车辆试修。

车辆修程中心临时机构在完成运三公司各线L4级均

衡修工作中，工时利用率达88.5%。通过提高员工工时

利用率，有效节省公司人工成本，将维修产能最大化，

圆满完成公司“降本增效”工作目标。

四、结束语

车辆修程中心临时机构的成立及运转，从根本上解

决了各线车辆修程工作本位思想，初步实现车辆维修工

作产业化、柔性化、集约化发展，为探索提升轨道交通

运营核心业务竞争力，打破修程修制壁垒、打破以线为

格局壁垒、打破技术封锁壁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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