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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high-speed railway has been accelerat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various large-scale proj-
ects has been carried out continuously. China’s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speed railway hav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world. In the context of this large-scale high-speed railway construction,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dispatching technology and 
safety management, people need to explore constantly, scheduling technology and safety management needs to carry out scientific, stan-
dardized managem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to ensure 
its safety and stability in the future high-speed railway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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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来，中国对高速铁路的建设不断加快，各项大规模的建设也在不断的开展，中国在高速铁路建设方面取得重大成就让
世界瞩目。在这种大规模高速铁路建设的背景下，调度技术和安全管理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人们进行不断的探索，
调度技术和安全管理方面需要进行科学、规范的管理。因此，必须要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有效的解决对策，
保证其在未来高速铁路运行过程中的安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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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高速铁路建设以及使用的调

度集中设备等高铁新设备和新技术，因为传统的调度管理方

式已经不能满足中国快速发展的铁路现状，所以要加强管理，

要进行进一步的创新，有效地实现优质的工作质量，实现精

细化指挥原则。因此，论文就如何应该提高管理模式，实现

经济化指挥，围绕队伍建设、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进行分析，

并提出相应的改善意见。

2 调度工作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1 调度队伍建设

2.1.1 调度人员现状

在近些年来，由于新线路的开通运营，使得管理的范围

不断加大，加上新设立的调度台越来越多，以及未来的不断

发展的情况需要，铁路融入了更多的新员工，这些新职的调

度员存在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职工之间学历文化素质不同工

作环境不同，经历的事情不同，因此集中培训时不能完全满

足每个职工的要求。而 2005 年对调度进行整合后，现在调度

人员较为老化，学习的氛围并不是非常浓烈，新入职的人员

又缺乏工作经验，在总体技术方面有所下降，目前随着调度

信息化的不断发展，调度信息化需求与信息维护相关的技术

人员缺口较大，矛盾也逐渐的凸显出来。

2.1.2 调度机构

在 2009 年，由于新线路的建设以及运输组织方式的不断

调整，再加上信息化的不断发展，调度部门对相应的管理设

备以及岗位设置进行了调整，但是仍旧存在着岗位配备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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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现象。

2.1.3 调度员选拔情况

对于调度部门来说，高铁调度员的选拔方面一般要求较

高的标准，首先是参加过高铁专业培训的调度员以及年龄不

超过 35 周岁并且已在既有铁路工作满 2 年以上调度经验的优

秀调度员作为了未来的高铁调度员储备人员，但是目前调度

员的储备仍旧比较欠缺。

2.1.4 调度队伍稳定问题

由于调度工作的压力较大，而且调度员的发展空间也相

对比较受限，会使得调度人员由于待遇等问题产生的吸引力

较小，目前已经存在有一些高学历人员并不愿意参加到调度

工作中，由此会迫使各个铁路局在调度员的招聘过程中标准

降低，而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一些调度员由于自身因素

和家庭因素的影响，调度人员会选择向城市地铁轻轨和城市

铁路等各个方向流失，而目前的调度员在内部职务晋升的途

径根本没有办法保证，也没有办法满足现有调度员的升职需

要，因此这些问题都是调度管理方面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

2.2 调度制度建设

在目前各个铁路总公司和集团公司都颁发了相应的管理

规章制度，但是在高速铁路方面并没有形成相对完善的管理

体系，存在有安全管理职责不明确、技术标准不健全以及作

业的规范不统一等突出的问题，调度部门根据现有的一些文

件规定，对高铁调度的作业进行了一定的规范，但这些规范

相对都处于一种初期的状态，并且存在有不完善和修改不及

时的问题，也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管理体制，具体的问题如下。

第一，高铁规章虽然已是自成体系，与目前的一些规章

制度之间进行交叉套用，因此，在执行时相对比较困难，在

目前高铁调度部门的管理规章制度规定：未规定的事宜，按

《技规》《行规》等有关的相关规定执行，但是在实际执行

的过程中，这些文件的一些标准规范并不能适应高铁的情况。

第二，高铁的规章制度来自于多个部门相互矛盾。高铁

的规章制度以及有关的应急预案是由各个部门之间单独发文

的，会出现条文之间矛盾的现象，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一定

的困难，而造成没有办法有效执行的情况。

第三，高铁调度制度相对比较落后，在高铁调度方面，

并没有完全适合的规章制度，在一些调度组织和岗位设置以

及职责规范等方面，没有明确的规定和标准，因此在实际执

行过程中存在有差异较大的问题 [1]。

2.3 调度安全建设

（1）在高铁的运营过程中，调度集中方式产生了较大的

作用，并且也凸显出了安全的重要性，调度工作在安全方面

有非常严峻的考验，要不断地调整相关的安全政策，强化安

全管理，形成具有特色的管理模式，促进调度作业的标准化，

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2）对新形势下调度安全重要性的认识不足。由于部分

原因，对调度安全职能的定位以及相关管理规定的研究并不

是很深，在现场安全责任方面并没有形成重视，参与到安全

责任的主动性不强，对现场的一些安全重点仍旧处于一种探

索的状态，同时受传统因素的影响，还停留在由车站把控安

全的意识之中，对存在的安全隐患没有得到重视。

（3）调度安全管理力度有待加强。在安全管理过程中的

创新手段融入力度不够，缺乏一定的安全管理手段，同时安

全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也必须要有所提高，一些人员对安全

管理过程中的设备和手段以及专业调度知识的认识不够，学

习不够，在指导过程中会出现较大的问题。安全管理人员要

能够意识到自身知识能力的缺乏，要注重在调度内外部安全

检查监督力量，聚合能力所发挥出来的作用也不是很明显。

（4）安全文化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目前对调度所产生

的安全文化建设仍然停留在相对表面的层次，对培养全员的

安全价值观，对所有人员进行安全性教育的机会不对，针对

一些员工简化作业程序，安全重视程度不够，违章指挥等问

题没有做出改善。

2.4 调度指挥方面

（1）精细化程度不够。在目前的调度工作中，利用信息

化手段作为辅助手段，但是这种手段的应用程度不够，同时

也没有真正地发挥出自身的作用，在分析时分析制度并不健

全，交接班会的质量也不高，不能够做到全方位的全工种的

覆盖，同时对一些具有经典性和规律性的问题，认识程度也

不深，不能够找到问题存在的根源。另外，日计划编制的质

量较差，对详细的情况不能进行及时的掌握，造成各个工作

之间的衔接程度不高，严重影响了整个调度工程的质量。

（2）高铁调度指挥不规范。在高铁的行车组织模式上，

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对于应急指挥人员以及值守人员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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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各项工作的明细也没有进行明

确规定，使得车站内部的一些应急值守人员变成了四班制值

守，而不能够真正的发挥出应急调度人员的作用，在调度集

中和高铁调度指挥的施工组织一般还是按照原本的经验进行

施工，这种方式所需的手续繁琐，并且作业量较大，会影响

到运输段内的组织和效率。同时，在高铁运行中调度命令的

内容以及发布方式和流程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而如果运用

以前的调度命令，就不能够满足高铁调度的工作需求 [2]。

3. 提高高铁调度工作的对策

3.1 调度队伍建设方面

在调度队伍建设过程中以及相关岗位设置时，要保证调

度指挥安全，组织顺畅，不仅要考虑到在该区域内的工作难

度以及劳动量的大小，同时也要考虑到未来环境的变化以及

运营稳定之后的调度工作量变化，在初期一般采取加人加岗，

后期进行整合调整，避免出现调度人员工作量较大或者不饱

和的情况。

要研究实施调度，集中后调度技术工作的新需要，发挥

出相关管理部门的重要作用，能够为调度技术的发展提供技

术支撑，根据调度规章管理制度以及培训范围，要加强对调

度员工队伍的培养，能够适应调度发展的需要。

研究目前高铁客服台的真正职能，能够让客服台发挥出

快速反应，调整客运组织的能力。分级培训对一些骨干人员

以及作业人员要不定期的进行培训，能够让他们根据时代的

要求，不断掌握新技术。目前高铁技术的发展不断的创新，

发展速度较快，要提高工作人员的处置能力，由铁路总公司

牵头组织统一编制培训教材 [3]。

3.2 调度制度建设方面

要尽快地制定符合高铁发展的规章制度，对高铁工作进

行严格规定，根据调度集中指挥的需要，建立相关标准制度

和作业标准，能够确保资料的完整提供，对于在调度工作中

所出现的一些问题，要及时地提出相关的解决措施，并定期

的进行研究和管理，对所存在的问题要进行及时的解决，高

铁的规章制度应该自成体系，要明确高铁自身所具有的特点，

制定符合高铁发展的有关条款，将一些交叉内容进行分离，

为高铁工作提供明确的法律规章依据，及时地补充规章体系

中的漏洞。高铁的相关执行制度不能够与其他铁路部门的规

章制度之间进行交叉，要从高铁调度部门的角度出发，根据

高铁发展的需要，制定符合高铁的规章制度。要建立健全完

善的管体系，能够作为高铁工作的依据，在未来出现问题之

时能够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做出调整和解决 [4]。

3.3 调度指挥方面

要提高调度分析的工作质量，设立一支比较精干的分析

队伍，在工作过程中能够进行指导工作，提高调度工作的工

作质量，同时要将日计划质量作为调度工作质量的源头来抓，

做好相关的分析考核工作，为调度员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和

工作环境，要减少一些无关的信息对调度员进行干扰，提高

调度的质量。

要尽快地完善电子登销记功能，能够为调度集中区段的

施工组织提供先进的技术支持。同时要建立起快速调度指挥

的协作机制，在不同的区域内，能够形成共同维护的局面，

相关各局之间应该建立联合交办机制，共同进行协商，能够

及时地解决跨局调度指挥的问题，同时对于指挥过程中的一

些相关信息反馈机制，也要加强交流，要求各个相关部门之

间要进行沟通协商，消除在结合过程中的一些漏洞，能够提

高对跨局调度指挥的服从度。

4 结语

高速铁路的发展为中国的铁路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近

些年来，中国加大了高度铁路的建设，但是在安全管理以及

调度过程中都出现的一些问题，要求我们要及时地解决相关

问题，促进高速铁路的发展，在未来通过各方面工作的协调

让铁路处于安全稳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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