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轨道交通的安全管理与风险控制

———记“城市轨道交通公共安全研讨会”
2014 年 10 月 15 日，由上海市科协和上海市老科协主办、同济大学老科协承办的“城市轨道交通公共安全

研讨会”，得到了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地铁与轻轨研究中心、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公安局治安

总队，以及同济大学《城市轨道交通研究》杂志社的大力支持，与会的专家们就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的法律体系建

设、减少列车运营故障的技术手段以及如何改进现有的车站安检模式等热点、难点问题提出了建议。
实施实名制，提高城市轨道交通安检质量和效率

目前，安检工作已成为城市轨道交通公共安全防范的常态化工作。上海轨道交通全长 520 多 km，日均

客流量超过 700 万人次，安检员的工作强度大，乘客的逆反心理也强。如果认真实施安检，不利于客流顺畅

通过，尤其是在早晚高峰时段，会造成客流积压、拥堵; 如果放松安检，又会使安检流于形式，公众的安全没有

保障。既能为安全提供有效保障，又高效便捷的安检方法是城市轨道交通安检的难题，也是发展的方向。
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队任海处长认为，唯有最大限度地减少安检乘客的数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难

题。他提出了实名制分流安检方案，将乘客分为“实名乘客”和“匿名乘客”。假设每个轨道交通车站有 10
个闸机口，将其中的 7 个改建为实名制乘客免检快速通道，3 个改建为匿名制乘客安检通道，上海轨道交通

每日的 700 万人次客流中便有 500 万人次免检通过，这可大大减少无用无效安检的数量，提高有效安检的质

量，进而提高轨道交通的便利性和乘客的满意度。
“实名乘客”可采用手机卡( 比如手机钱包等) 或银行信用卡等进行实名关联，并刷卡进出站。为获取更

全面的实名乘客的信息，更可充分利用快速免检通道、安检通道等处的视频监控系统，获取乘客更加清晰的

体貌特征，即使少数实名乘客携带危险品被漏检，事后也便于及时查找。
实施实名制对现有售检票系统改动不大，需要的投入较少，但却能改善乘客服务体验，减少安检压力，同

时也有助于建立乘客基础信息数据库，有利于大数据管理与智能交通建设。
确立立法原则，推进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管理的法制建设

城市轨道交通特点是运量大、速度快，一旦发生事故，就会造成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同济大学《城市

轨道交通研究》杂志社主编、社长孙章教授认为:“安全，是最大的民生。安全管理与风险控制应该成为城市

轨道交通管理的重中之重。”
孙章教授以《国内外城市轨道交通事故案例评析》一书中所收集的事故为案例，分析了当前世界各国轨

道交通所面临的安全形势。自 1863 年伦敦地铁诞生以来的 150 年中共发生了 99 起重大事故，其中火灾、爆
炸、毒气这 3 项占城市轨道交通事故数量的 40． 4%，占事故死亡人数的 90． 6%。近年来，针对城市轨道交通

的恐怖活动有所上升，其主要形式就是爆炸、生化及放射性恐怖袭击和纵火等。
截至 2013 年底，我国内地已有 19 个城市开通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共 2 764 km，2014 年轨道交通

在建城市 40 个。如此庞大的建设规模，又面临异常严峻的安全形势，但是我国国内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城

市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的安全法规。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地铁与轻轨研究中心研究员陈燕申在对照美、英等国的城市轨道交通法规体系时表

示，美、英等国通过安全立法，实现了自法规发布以来的城市轨道交通事故率持续下降。通过“安全法规加

技术规范加安全认证”构成城市轨道交通安全法制体系，并设置专门的安全监管机构。我国的城市轨道交

通安全法规更多的是以部门规章、通知、标准等形式出现，罚则较弱。
陈燕申认为，只有确立深入细致的立法原则，才能从法规上回答什么是安全“红线”，并建立起真正的

“红线”。高质量的城市轨道交通安全法规、专门的安全监管机构，以及实施安全认证是当前我国城市轨道

交通安全管理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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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预防为主，完善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管理的保障体系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这是安全管理理念的核心。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毕湘利总工程师提出，为应对城市轨道交通日常运营中所面临的安全挑战，需

要建立一整套应急保障体系，而且还要进行应急机制的设计。应急保障体系包括应急预案体系、安全防护体

系、组织体系和应急预警体系。应急机制主要包括应急运行机制和应急保障机制。其中，应急运行机制是对突

发事件进行应急处置，以排除故障、恢复运营为目的; 应急保障机制是为应急处置作业顺利进行而提供保障。
孙章教授提出要加强风险控制与应急管理。开展 ＲAMS( 可靠性、可利用性、可维护性和安全性) 管理，

大力提升固定设施、移动设备、控制系统的可靠性与安全性。事故应急管理包括编制应急预案和现场应急处

置两个方面。应急预案主要有故障应急预案、事故应急预案、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3 类。事故应急预案，如行

车事故应急预案、外部人员伤亡事故应急预案等;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如火灾、爆炸、投毒、恐怖袭击应急预

案，车站大客流应急预案等。围绕应急预案的工作主要有建立应急救援组织体系、配备救援设备器材、组织

救援培训与演习等。
同济大学徐金祥教授认为，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的第三方独立评价是政府管理和监督城市轨道交通

安全的有效方法。这是上海市政府在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管理上的创新。政府通过向社会购买服务，定期开

展城市轨道交通第三方独立安全评估，掌握城市轨道交通的安全现状，监督安全制度的落实情况。政府监管

是城市轨道交通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本刊编辑 张勇)

华为在上海举办 2014 云计算国际论坛

2014 年 9 月 16 － 17 日，华为在上海世博中心举办了云计算国际论坛，来自全球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

家学者就云计算在智能交通领域的应用进行了多层次的深入研讨。华为云计算技术具有很好的开放性和兼

容性，以其成本低、效率快、性能好等优势，在交通产业智能交通系统的更新、升级、换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秦铁路的智能交通系统经华为的创新改造后，大秦铁路的单次运量增加了 4 倍，发车间隔由 15 ～ 20 min
压缩到了 6 ～ 7 min; 长沙地铁的 CCTV( 视频监控) 系统采用了华为的云计算平台解决方案后，系统的安全

性、可靠性得以提高，维护难度得以降低; 华为的智能公交设备在 2014 年已经签约售出 16 万台，该设备能有

效解公交车的调度、视频、定位等问题。华为的云计算技术目前的研究方向是向基础倾斜，包括运算、存储、
连接等，以期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 华为 供稿)

中企联合体成墨西哥高铁唯一竞标者

2014 年 10 月 16 日，墨西哥交通部发表声明称，由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 以下简称“中铁建”) 领导的一

个财团成为墨西哥一条高铁建设工程项目的唯一竞标者。墨西哥这条计划修建的高铁全长 210 km，将连接

首都墨西哥城和克雷塔罗州的中心城市，最高时速达到 300 km。该项目将基建与车辆整体打包，招标要求

该项目于 2014 年 12 月份能够正式开工，2017 年投入运营。
墨西哥这一高铁项目一开始吸引了包括中国公司在内 17 家公司竞逐，然而由于竞标和建造时间都很紧

张，很多国外公司写信要求延迟投标时间，被拒后，16 家公司放弃了竞标，其中包括日本三菱、法国阿尔斯

通、加拿大庞巴迪以及德国西门子等公司。
以中铁建为首的财团共由 8 家公司组成，其中 4 家中国企业包括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中铁建国际公

司、中铁建墨西哥公司、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另外 4 家则是墨西哥企业。
北方交通大学教授纪嘉伦认为，如果这一项目被中国公司拿下，则将成为我国第一个基建与装备联合出

口的铁路项目，对于中国高铁出口意义重大。
( 来源: 2014 年 10 月 21 日《21 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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