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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柏林、巴黎、法兰克福和慕尼黑4个城市的

市郊铁路作为研究对象，概况介绍其运营里程长、运量

大的总体特点和运营政策。着眼于线网布局和运输组

织2个方面，通过各类成熟运营的实例．时线路布局、

配套设施、列车运行网络、列车种类细分、开行时刻规

律等具体做法进行深入分析和总结归纳。通过研究发

现，德、法市郊铁路的规划设计与运营需求匹配良好．

设备安全可靠。运输组织能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客流分

布，形成较完整、高效、灵活的市郊运输产品，对我国市

郊铁路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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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市郊铁路在铁路运营巾的地位

1．1 市郊运输在国家铁路运输体系中的比重

市郊铁路主要运送通勤旅客，客流量大。柏林、法

兰克福、慕尼黑、巴黎等欧洲主要城市的市郊运输十分

发达，运营里程和客流量如表I所示⋯。

表1 欧洲主要城市的市郊运输运营里程和客流■

。

柏林耋羞慕尼黑(慧)(T墨。)
运行线路／条 15 9 10 5 9

营业站／个 166 108 148 257 257

运营里程／km 33l 303 547 624 l 048

日客流量／万人次 I∞ 40 ∞ 28l 77

注：数据年份均为2010年，其中Trmmilim不包含PER的A—E线路。

在欧洲，市郊运输市场份额非常大。2006年，德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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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发送总量为18．85亿人次，其中S-Bahn(近郊运

输)运送5．5亿人次，比重为29．2％，平均行程10 km；

RE和RB(远郊和地区运输)运送12．15亿人次，比重

为64．5％，平均行程29 km。两者合计占到德铁旅客总

发送量的93．7％和旅客总周转量的54％。2005年，法

国大巴黎区市郊平均运距为16 km。共运送旅客6．32

亿人次，占法铁旅客总发送量的65％和旅客总周转量

的13．4％。

可以看出，市郊运输在其国家铁路运输体系中占

有相当大的比重，德法等国形成了国家铁路以客运为

主、客运市场以市郊运输为主的运输结构。

1．2 市郊铁路经营特点及运营政策

市郊铁路主要由围家铁路运营商负责经营管理，

在德国，除德铁股份公司DB外，还有许多私有运营商，

较为典型的是柏林的ODEG公司和法兰克福的MLB

公司，在法律上各类公司均可参与市郊铁路的运营。

由于市郊铁路主要服务于城市发展，公益性较强，

特别是远郊线路客流量少，且集中分布在上下班时段，

运营经济性不好，故政府采取了出资补贴铁路运营商，

双方协商制订列车开行方案的模式。在欧洲，政府补

贴市郊运输是国家鼓励扶持铁道运输、促进城市交通

良性发展的通行做法。2005年，法国东北部洛林区共

补贴TER运输2．5亿欧元。2006年，德闰各联邦向DB

公司提供补贴45．5亿欧元，占全部客运收入的39％，

其中远郊运输补贴达42亿欧元。

2市郊铁路网i殳施柑Jla特点

2．1 路网结构总体特点

德法近郊铁路网大多为对角放射结构，即以城区

为中心，两端向郊Ⅸ延伸，部分城市(如柏林)建有城市

环线，形成r同时嘲绕和贯穿城Ⅸ的格局。市郊铁路

与市内地铁、城际铁路分T明确，并H随着城市的发展

而不断完善。图l为柏林的近郊铁路网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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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城区线路布局

德法主要城市的市郊铁路无一例外地均以隧道形

式穿越城市中心区，如柏林南北线经由波茨坦广场，巴

黎RER—A线经由凯旋门，将地铁与铁路的功能融为一

体，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直接通达，缩短了旅行时间。

市郊铁路在城区路段与地铁分别设置线位，互不

干扰，站间距要大于地铁。与地铁不同的是，市郊铁路

在中心城区的地下线路数量较少，如慕尼黑、法兰克福

均只有1条，但均通过本市最为繁华的城区地段。郊

外线路呈伞状向城区汇集，故市区段线路的运行密度

很大，慕尼黑市郊线城区地下段的运行密度位居德国

之首，每小时单方向最大运行29列。

在城区地面段，市郊铁路线位一般为专用，与城际

铁路分线并行，繁忙区段至少为双复线或多复线。图2

为巴黎北站附近线路示意，近郊RER。D线、远郊

Transilien—H线以及城际TGV线分线引出，形成八线

并行的格局，不同种类的列车分线运行，充分满足了市

郊列车高密度运行的需要。

市郊铁路在城市主火车站与其他线路分场设置，

由于欧洲较多枢纽站为尽头式车站，巴黎北站、慕尼黑

站等市郊车场大多设在地下，只办理列车通过作业。

少量需在主火车站折返的市郊列车通过联络线进入主

站地面场。汉诺威、科隆等主站市郊车场虽在地面，但

与其他线路也完全分开。

2．3郊区线路布局

根据运输需求，市郊线与城际线的关系有2种：

一是市郊线与城际线分开，使用各自通道分工明

确。与市郊线并行的城际线列车密度均较大，较为典

型的为慕尼黑的S3线西段和S4线东段，与其并行的

分别为去往斯图加特的繁忙城际线和去往奥地利因斯

1矾URBAN RAPID RAIL TR／州Sff

图2 巴剩E站附近线路旧1

布鲁克的欧洲南北铁路主通道，故两种不同功能的线

路分设，但在部分远离城区的区段，由于列车运行数量

减少，市郊线末端只设置单线。

二是市郊线与城际线共用通道，不同种类列车混

运。主要在市郊和城际列车密度都不大的情况下使

用，较为典型的是法兰克福S1线主站至威斯巴登站

间，市郊列车、城际列车(包括ICE)和货物列车均共线

运行。

2．4配套设施布局

市郊线车站规模均不大，无论是城区站还是郊区

站，大多为1台2线布局。巴黎最大规模车站Chatelet

Les Halles共3条线路交会，衔接5个方向，只设置4台

7线。郊区尽端站一般设2线，部分单线区段如柏林

s2线Blankenfelde站只设l台1线。

各条线路交叉疏解通路灵活、效率较高。由主线

对外分叉大多采用立交疏解，特别是城区受场地限制，

考虑到市郊动车组较好的动力性能，大坡度的联络线

较为普遍。而在运行密度较小的远郊，一般采用双Y

字形的平面交叉，节省工程费用。

很多郊区车站发挥着中转站的作用，乘客需要再

次中转其他交通方式到达乡镇目的地。因此，这些车

站的交通衔接设施非常齐全，法兰克福80％以上的郊

区车站均设有P-R停车场，站台旁就通达公交汽车或

有轨电车，旅客换乘非常便捷。

2．5路网扩展规划

由于通车年份较早，很多市郊线出现了能力饱和、

设施陈旧的问题。为此，运营商正努力致力于扩充运

能、改善服务。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一是延伸路网，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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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达范围，如巴黎的RER—E线计划向西延伸至La

Defense商业区；二是在繁忙区段增建双复线，如慕尼

黑正在规划新建1条贯穿城区的地下线；三是在郊区

混行区段单独建设市郊线，提高市郊列车运行品质，如

法兰克福s6线近郊区段由于运输量增长，计划在郊区

通道上新建市郊专用线路；四是拆除老旧设施，完善车

站功能，如柏林Ostkreuz车站。

3 市郊铁路运输组织方式

3．1 列车运行网络特点

市郊列车运行网络与市郊铁路网特征一致，近郊

列车一般都在专用的近郊线上运行，郊区部分路段与

其他线路混行，远郊列车一般在城际线上与其他列车

混行。由于城区车站规模有限，市郊列车两端始发终

到站一般也都在郊区。

由于郊区线路向城区汇集后均要通过市内通道，

市郊列车开行也遵循这个规律，即各条线路的市郊列

车交错顺序通过城区最为繁华的地段(椭圆内)，之后

再向郊区分叉，形成以中心通道对称的运行网络(红虚

线两侧)。如图3为慕尼黑市郊列车运行网络，在城区

通道上共有7条市郊线。

图3慕尼黑S。Balm运行网络

3．2 列车运行种类细分程度高

在市郊运输越发达的城市，市郊列车种类的细分

程度越高。巴黎的市郊列车分RER、Transilien和TER

3个等级。每类列车根据各自的不同服务区域采用了不

同的运行速度和停站，如图4所示[3】。

霉差拦兰当姆潞
幽4巴黎3种等级市郊列车服务Ix域不意

RER列车在近郊各站均做停靠，运行距离较短，更

高等级列车在下一级列车停靠站均安排通过，有利于

提高旅行速度和疏导不同运距的旅客。以巴黎RER—B

和Transilien—K线路为例，该方向每日开行108列，其

中RER列车81列，Transilien列车14列，TER列车13

列。德国的s—Bahn和RE列车的停站特征也遵循这

个规律。

3．3列车开行时刻和数量规律性强

不同种类列车时刻周期性明显，各站每小时的到

开时分基本一致，城区的周期要短于郊区，城区最短为

10 min，郊区一般为30 min或60 min。

由于主要运送上下班旅客，周一至周五的客流量

明显高于周六、周日。以柏林东西线为例，工作日和双

休日单向分别开行336列和265列，周末班次数量只

有平日的不到80％，且周六、周日运行图无高峰时段，

列车基本上等间隔运行。

近郊列车服务时段较长，一般为5：00_24：00，夜

间还提供特殊班次服务。巴黎部分RER线路上末班

列车结束后，运营商提供夜间巴士服务，1趟／h，直到凌

晨首车开出。柏林、慕尼黑等城市的s·Bahn在周六、

周日则24 h不问断运营，且密度较大，慕尼黑中心地下

线0：00—4：00点共开行47列，充分体现了市郊铁路

服务大众、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的公益性特点。

3．4运输组织非常灵活

列车运行区段、密度和编组尽量贴近客流分布

特征。

一是运行区段密度由客流区段密度决定。城区的

中心通道为密度最高区段，少量列车在城市边缘车站

折返，去往线路终点站的列车相对较少。

二是不同时段采用不同的列车编组。德法市郊列

车大多采用动车组，单组长度短，德国的S—Bahn单组

6辆，高峰时段可实现3组重联运行，非高峰时段或在

市郊铁路末端则单组运行。

三是不同方向的列车实现组合运行。城区线路2

组列车合并运行，在郊区站连挂和拆解，分别继续在不

同的线路上运行，且作业效率高，全程不超过5 rain。

四是采用直通与换乘相结合的方式。部分客流量

小的支线只有在上下班高峰时段开行城区至支线终点

站的列车，非高峰时段只运行本线列车，旅客在与干线

衔接的车站换乘。

3．5技术设备与运输需求高度匹配

巴黎RER-A线列车高峰时段连续1 h以上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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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ain追踪运行，且各站均只有正线停靠，因此经常出

现前列尾部术出站台、后列头车已进站的情况。可靠

的信号设备是保证列车短距离追踪的关键设施，改造

信号系统也一直是德法扩充市郊运量的最为常用的技

术手段之一。

市郊列车大多采用动车组运行，巴黎RER和

Transilien列车的最高运行时速为140 km，而TER列车

可达160 km[4|，充分满足了远郊列车在近郊区段快速

通过的需求。另一方面，动车组的加减速性能好，满足

市郊列车频繁起停的要求，停靠一站包括停车时分在

内的运行附加仅为1 min左右。

市郊列车的运输容量大，内部采用人性化设计，座

椅数量相对较多。巴黎RER。A线新型列车MI。2N型

采用双层设计，5辆编组，全部为二等座车，车内站立空

间大，重联后载客量可达2 600人，最大限度地贴近高

峰时段运输的需要。

4结语

在欧洲的众多国家里，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城市

交通发展理念经过几十年的传承已经同化，地铁、城

市有轨电车、市郊铁路等方式已成为城市公共交通的

绝对主力，轨道交通客运量远高于道路公共运输。轨

道交通的运营理念以方便乘客为首要目的，由于欧洲

人口密度相对较低，市郊运输虽发达但需求总量有

限，对于经济性不好但确需开行的运营线路，由政府

补贴投入，予以保证，实质上是政府出资购买市郊运

输产品。市郊铁路的规划设计与运营需求匹配较

好，设备设施安全可靠，运输组织手段最大限度地

接近于客流分布，形成了完整、高效、灵活的市郊运

输产品。

好的政策加上先进的运营技术，造就了发达的市

郊铁路运输体系，促进了巴黎、柏林等欧洲大都市构

建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格局。德法市郊铁路在社

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为我国正在加速发展的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与运营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和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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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rticle sck℃ted four metropolises including Ber协，Paris，Frankfurt(Mahl)and Munich a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for

suburban railway opt目ation and management and b唐毋huoduced ther common features of bng operation ml崦es，large passe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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