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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息共享的上海铁路集装箱多式联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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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铁路局 上海铁路分局 ,上海 200071)

摘　要:提出了组建上海铁路集装箱多式联运中心 ,建成铁路国际集装箱运输信息交换系统 .以运

输信息为资源 ,提高运输效率 ,促进集装箱多式联运 ,最终达到运输经济增长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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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et Up a Railway Container Center of a Variety through

Transport in View of Sharing Information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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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et up a railw ay container center of a v ariety t ranspo rt in Shanghai and build up a system of

info rmation exchange in interna tional rai lw ay containerized traf fic based on the t ranspo rt informa tion re-

sources to raise the t ranspo rt eff iciency and bring about a va riety of the container t ranspo rt , the ul timate

aim is to develop the railw ay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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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国际集装

箱运输的发展 . 1999年上海港货物吞吐量为 18　 600

万 t ,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达 6　 280万 t.集装箱吞吐

量从 1992年的 73万 T EU增长到 1999年的 421. 6

万 TEU,居世界集装箱港口排名的第 10位
[1 ]

(见表

1) .预计 2000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可达 500万

T EU.

　　截止 1997年底 ,上海从事公路集装箱运输的中

外企业 314家 , 集装箱卡车 3 993辆 ,总箱位 6 887

T EU ,从事集装箱业务的货运站、中转站 71家 ,堆

场面积达 177万 m
2 ,堆存能力达 22. 6万 TEU;铁

路办理集装箱业务的车站有 6个 ,堆场面积 8万多

m
2 .铁路在 1996年 7月开行上海国际集装箱班列

以来 , 1999年又组织开行了上海 - 武汉的专列 ,至

此上海开行了至成都、合肥等十多个方向的集装箱

专列 .上海地区固定开行 7对“五定班列” .上海铁路

集装箱多式联运有良好的基础 .

表 1　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 [ 2, 3]

Tab. 1　 H andl ing ca pa city o f the contai ners i n

Shang hai harbour

年份 吞吐量 /万 TEU 同比增加 /%

1995 152. 7

1996 197. 1 29. 1

1997 252. 7 28. 2

1998 306. 6 21. 3

1999 421. 6 37. 5

1　上海国际集装箱运输存在的问题

1. 1　多式联运缺乏有力的运输组织

我国联合运输起步较早 [4 ] ,但由于部门较多 ,

协作因素较差 , 又没有一个核心实体在几个运 输

企业之间进行协调 ,因此联运工作缺乏强有力的运



输组织 . 目前处在一盘散沙状态 .

1. 2　铁路集装箱运输的发展滞后于上海港口集装

箱运输

1996年起上海铁路局开行了几个方向的集装

箱班列 , 成立了路港联运公司 ,但经铁路运输的国

际集装箱仅占上海港吞吐量的 1. 1% .所以在上海

航运集疏能力统计中 ,铁路运量几乎为零 .即使

1998年 7月 1日在上海港区开办军工路港站成功 ,

但这也仅仅是细枝末节的改善 .

1. 3　条块分割 ,尚未形成合力

从条来看 , 在铁路系统内部是按营业里程划定

路局及分局管辖范围和清算里程数 .始发站至终到

站途经若干个编组站 ,每个编组站均隶属于一个分

局 ,列车到达后除直达列车外均按规定进行编解作

业 ,运到期限往往在此延误 .内地铁路对空箱返回组

织不力 ,运出的集装箱犹如断线风筝 ,因此在受理集

装箱运输的始发站无法有效承兑运输期限 .从块来

看 , 车站虽是营销的主体 ,但在运输过程中仅仅是

一个受理、装卸的作业点 , 在计划审批、运输经营等

方面没有自主权 .因此 , 车站营销积极性很难在运

输市场上发挥 ,多式联运更是难以开展 .条块上的分

割 ,使铁路优势远未充分发挥 .

1. 4　运输管理体制落后

　　国际货物运输是以贸易合同和信用证规定的期

限交运的 ,其中又涉及到口岸主管部门的验收 ,货主

很难提交准确的运输计划 .而我国铁路运输实行高

度集中的计划管理 ,虽集装箱运输计划已简化 ,但与

国际上集装箱多式联运的要求相差甚远 .公路、水路

集装箱的运价对铁路产生冲击 .水路方面 ,随着国外

船公司的参与 ,竞争日趋激烈 .船公司为加大揽货力

度 ,竞价方式多样 .公路方面 , 500～ 800 km的集卡

运输虽比铁路运价要高一点 ,但省时、省力 ,无中间

环节 ,无滞箱风险 ,总体看要优于铁路 .而铁路在竞

争中显得十分被动 ,即使是实行了集装箱“一口价”

办法后 ,由于不合理的因素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因

此在实际工作中铁路运费和方式仍不合理 .

1. 5　技术落后、设施不足、系统功能差

“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国际集装箱

运输电子信息传输和运作系统及示范工程 (集装箱

运输 EDI) 1997年底使用后 ,中远公司 ( COSCO)随

即入网 ,但铁路至今未能入网 .上海铁路局的主要站

段在 TM IS上应用了集装箱信息跟踪系统 ,但距实

际应用甚远 .货主 ,包括铁路分局对集装箱的在途动

态仍无法了解 .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 SCT)已

实行了全程作业信息电子化 ,但铁路仅局限在几个

作业环节 ,缺乏系统之间的连接 .如某车站从 1995

年起就采用了计算机无线数据传输技术 ,实现了车

站集装箱作业实时跟踪 ,但在实用中没有转化为生

产力 .

2　对策及建议

2. 1　对策

2. 1. 1　将集装箱多式联运作为运输工作的发展重

点　集装箱运输采用铁路、公路、水运等各种运输方

式合理组合 ,门到门运输 ,是高效率、高效益的运输

方式之一 .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是当今举世公认的

最先进、发展最快的一种运输方式 .它适应了全球经

济和跨国经营的需要 ,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

基础性配套工程 .

2. 1. 2　领导高度重视 ,优化集装箱运输组织　铁路

要抓住上海将建设成国际航运中心这一机遇 ,把集

装箱运输的发展提高到运输改革的战略高度来认

识 .铁路的货源结构必须随上海的城市功能转变而

调整 .要改变铁路运输传统观念 ,铁路企业必须走以

铁路运输为主 ,多种运输合理组合的道路 ;要在克服

条块分割弊端的基础上采用现代企业制度 ,重构集

装箱运输组织 ,适应上海口岸国际集装箱的发展水

平 ,成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配套工程 ;要取得

市政府的支持 ,给予集装箱运输政策上扶持 ,跻身国

际航运 ,构通跨国运输网络 .

2. 1. 3　以信息技术为纽带 , 建设上海铁路集装箱

运输信息系统　上海铁路局要率先以 Internet / In-

tranet等信息技术建设集装箱运输信息系统 , 并外

联上海的国际集装箱 EDI网 ,内联铁道部的 TM IS

系统 .以现代信息技术重构集装箱运输调度指挥新

系统 ,并以此组成集装箱多式联运的运输组织 .以新

的承运理念和全程服务的思想合理编制运输计划 ,

要缩短运到期限 ,减少编组站作业时间 ,开行直达列

车 ,提高班列质量 ,压缩集装箱在途占用时间 ;要改

革集装箱受理、计划、收费等方式 ,以快捷、便利、优

质参与市场竞争 ;要引用 EDI技术使运输的各子系

统信息共享 ,完善集装箱信息系统的应用功能 ,实现

运输全程实时跟踪 .以信息为资源 ,促进铁路运输经

济的发展 .

2. 2　具体建议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规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指出: 要“重点建设与大信

道相联系的集装箱运输系统” , “重视依靠科技力量

发展集装箱运输 ,大力发展 EDI信息系统 ,加快集

装箱运输信息交换系统的现代化建设” .铁道部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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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部联合发布了《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管理规则》 ,

这为如何发展集装箱多式联运奠定了总体框架 .在

这个总框架的基础上建议:

确定“一体化运输、多样化服务”为上海铁路国

际集装箱运输的发展战略 , 组建上海铁路集装箱多

式联运中心 (有限责任公司 ) ,建立上海国际集装箱

运输信息交换系统 .

建议的目的是: 以计算机等现代信息技术为纽

带 ,采用现代企业制度为经营方式 ,建成多式联运的

运输核心 ;以运输信息提高运输效率 ,推动上海铁路

运输经济的发展 .

采用现代企业制度中有限责任公司的方法组建

上海铁路集装箱多式联运中心 (联运中心 ) .联运中

心是集装箱多式联运企业 .董事会由铁路、港务、海

运、长航、交运等单位组成 ,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上海

铁路局担任并控股 .董事会除担负一般董事职责外 ,

还要督促所属运输企业严格履行有关多式联运的协

议 ,协调企业间联合运输的合作 .分局及集装箱办理

车站为主要参股者 ,外局的主要集装箱办理车站和

相关的运输企业也可参股 .参股单位按公司章程履

行分段承运人的职责 , 做好多式联运工作 .

联运中心以现代通讯技术将参与多式联运的铁

路、公路、水运、内河航运、中远公司等运输企业的调

度计划中心构通信息网络 .采用统一制订的标准信

息格式 ,交换运输信息 .联运中心还通过邮电公用通

信服务网将运输受理服务窗口推向社会 ,推到货主

的桌边 .依靠铁路 TM IS形成以上海国际集装箱为

中心 ,对内向内地经济腹地辐射 ,对外面向世界联运

的上海铁路国际集装箱运输信息交换系统 (见图

1) .联运中心对外是为集装箱运输提供多式联运的

服务窗口 .货主或托运人通过邮电部门公共通信服

务网络的 Internet网或以电话、 Fax等方式向联运

中心提出并获得:多式联运方案咨询、运费报价、车

次 (航班 )查询、集装箱预订、短驳代理、进货仓储、送

箱上门、装掏箱服务、实时跟踪查询、集装箱异地转

驳、门对门运输、银行结帐、保险业务等各项运输及

商务代理服务 .联运中心以合理的运输组合 ,便捷的

运输方式 ,最短最快的运输途径 ,适宜的运输价格 ,

向货主或托运人提供运输方案 ,经货主或托运人选

比后确定 . 联运中心使运输服务渗透在多种运输方

式组合的全过程之中 ,从始到终贯穿: 一体化运输 ,

多样化服务 .

　　联运中心对内是参与多式联运企业的信息中

心 .联运中心采用计算机对各种受理的运输要求以

电子化方式进行运输组织 .组合方式如下:

图 1　上海铁路国际集装箱运输信息交换系统

Fig. 1　 Info rma tion exchange system in Shanghai

inte rnationa l railway containerized tra ffic

Zp= { xi , yi ,cp ,ep , tp }

Z= {Zp }

其中: xi为某种联运方式的运输时间 ,

xi = ∑
k

m= 1
am　　m = 1, 2, 3,… , k

ai为该方式中某区段运输时间 ; yi为某种联运方式

的运输费用 ,

yi = ∑
k

n= 1
bn　　n = 1, 2, 3,… ,k

bi 为该方式中某区段运输费用 ; Zp为某种联运方

式 ; cp、ep、 tp分别为该方式中的运价表、装载表、时刻

表 ; Z为多式联运的方式组合集 .

计算机按收货地的地理位置和不同运输方式的

规则和特点等 ,自动排选出若干个 Zp ,人工选定后

形成 Z ,经信息传输网络反馈给货主或托运人 ,由他

们选定某种 Zp后 ,双方经网络电子商务中心确认签

定多式联运合同 .若是长期协议 ,托运人可在网上经

电子商务中心的回执管理子系统自动签定无纸化运

输合同 .签约后 ,联运中心作为多式联运经营人
[ 5]
按

所选定的运输方案 Zp ,分别与不同区段运输企业的

区段运输承运人 [5 ]签定区段运输合同 .在整个多式

联运全过程中 ,联运中心对每段运输过程通过网络

进行实时跟踪 ,并及时地将上一区段运输信息向下

一区段传递 ,提供预确报 ,直至运输完结 .各签约的

区段运输承运人有责任和义务实时地向联运中心反

馈运输信息 .

以联运中心为核心 ,建成上海国际集装箱运输

信息交换系统 ,将使参与多式联运的运输企业的经

营方式发生根本转变 .联运中心的运输计划从定性

方式进入定量化的调度 .同时 ,实时信息查询也使托

(下转第 10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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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综合服务水平等级划分及综合评价结果

Tab. 4　 Res ul ts of rati ng s o f l evel s o f servi ces and compos i te ev aluati on

服务类型 综合服务水平等级 T 非模糊输出结果 ZZ

市区 ∑ ( RiW i ) /∑ W i

1

0. 5

0

( 58, 58)

( 44, 68)

( 30, 78)

0.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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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人、经营者、分段承运人、收货人等之间缩短了距

离 ,简化了手续 ,规范了方式 , 密切了需求关系 .各

参与联运的运输企业从经营计划到生产组织等各个

环节都要按统一格式的电子化资料进行信息交换 ,

并以此将各运输活动中的计划、集配接运、进货、仓

储、装掏箱、装卸车 (船 )、核算、统计、保险、结算以及

调度指挥等作业环节都纳入到计算机操作系统中 ,

充分发挥信息的网络传递和交换、远程查询等功能 .

信息作为资源渗透到运输生产和经营的各个环节 .

采用 Internet / Int ranet等信息技术的上海铁路

国际集装箱运输信息交换系统 ,不仅打破了运输企

业以邻为壑诸侯割据的格局 ,还为上海铁路的国际

联运赋予了新内容 ,为铁路进入国际运输市场 ,最终

跻身国际联运奠定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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