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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大多数城市地铁都亏本运营，香港地铁却从 1996年来一直盈利 
 

香港地铁靠什么赚钱 
 

本报记者   左娅  
 

  在绝大多数城市，地铁都是亏本运营，而我国香港是个例外。从 1996 年开始，香港地铁一
直保持盈利，去年利润达 116亿港元。香港地铁为什么能赚钱？ 
  准点率超过 99.9%，平均行驶 170万公里才会出现一次 5分钟以上的延误 
  “市场化运作的定位，是香港地铁盈利的基础。”香港铁路有限公司董事局非执行主席钱果

丰说。 
  盈利压力，使港铁在经营上动了更多脑筋。增加票务收入是重头戏。按照香港法律规定，港

铁每年依据一个引入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运输业行业工资指数作为调价依据的票价调节机制，

对票价进行小幅调整。不过目前票价并不算贵，在全球处于中等，30 分钟车程的票价是 10 港元
左右。 
  “增加票务收入，关键还是得靠提升服务，吸引更多人选择地铁出行。”香港铁路有限公司

中国业务首席执行官易珉说，“我们的最大优势是安全，港铁非常注重主动排除安全隐患，比如

一个使用寿命是两年的灯泡，有可能为了确保安全运行，用半年就换掉了。其次是准时，香港地

铁列车准点率超过 99.9%，平均行驶 170万公里才会出现一次 5分钟以上的延误。还要方便，比
如优化地铁标识等。当然还要尽量舒适，例如加强通风、调好空调温度。为提升服务品质，香港

地铁日常维护花费每年大约要 60亿港元，这还不算车辆更新。” 
  服务品质的提升，使香港平均每天有约 546万人次乘坐地铁，密集的客流增加了地铁站内广
告和商铺的租金收入。除此之外，港铁还尝试了多元化经营和管理输出，例如运营香港昂坪 360
观光缆车。同时，港铁还参与了英国、瑞典和澳大利亚的地铁或铁路运营，并为新加坡、荷兰、

迪拜等多个国家提供顾问服务。“我们还参与了 5 条内地地铁线路的建设投资或运行维护，未来
还会投资更多。”易珉说。 
  “港铁保持盈利什么最重要？我想是品牌。30年积累下的口碑，可能做一件错事就完了。因
此我们每走一步都十分小心。”钱果丰总结道。 
  轨道交通+物业模式，填补地铁建设资金缺口 
  当然，单靠轨道运营收入，并不能完全覆盖地铁建设成本，更不够负担企业融资成本。香港

特区政府之所以能不花一分钱就改善了地铁交通，并获得分红，得益于一种独特的商业模式——

轨道交通+物业。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城市规划主管姚展介绍，简单讲，“轨道交通+物业”就是地铁公司负责出
资兴建、运营、维护地铁，为填补其资金缺口，政府将地铁沿线一些地块划拨给地铁公司，地铁

公司以市场价向政府支付地价后，通过招标方式，引入开发商在划拨地块上兴建商场、写字楼、

住宅等物业，再通过出售或出租物业获取利润。从经济角度讲，这实现了良性循环：地铁使周边

物业升值，填补了地铁建设的资金缺口，而周边物业又吸引来更多人乘坐地铁，增加了地铁运营

收入。 
  “轨道交通+物业”是港铁盈利的秘诀，但好处远不止经济效益，最大益处是真正实现了公
共交通主导城市规划。在香港，常常是出了地铁站就是商场，有时商场就有电梯直通写字楼或住

宅，不少上班族有车不开而选择地铁出行，很多市民会在家门口的地铁站吃饭逛街，地面交通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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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得到有效缓解。 
  记者了解到，目前，深圳等城市也开始借鉴香港地铁的商业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