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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客站建设动态互动管理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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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北京 １００８４４）

［摘要］　高速铁路及其客站建设是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必然产物，其建设与运营将促进区域经济一体
化及都市圈和经济带的形成与发展，从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动力与支撑。 党的十六大以来，伴随着中国高
铁的快速发展，高铁客站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共建成北京南、武汉、广州南、上海虹桥
等 １３９座高铁客站。 笔者分析了高铁客站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结合大规模高铁客站建设实践，
研究提出了以经济社会发展演化规律为指导的战略、项目集与项目的动态互动模型和管理理论，为科学制定
我国高铁客站建设的战略目标体系及项目集、单项目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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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高速铁路与高铁客站的建设，最终目的是为经

济社会发展服务。 如何使高铁客站建设与我国的经
济社会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相适应，最大限度
地提高高铁客站的工程价值，提高铁路网的综合效
益，更好地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是高铁客
站建设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根据前期研究结果，
实现这一匹配关系需要从基于经济社会发展演化的

视角，实现高铁客站建设的战略、项目集与项目的动
态互动管理，并形成系统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确保在
宏观、中观与微观层面的高铁客站建设与经济社会
发展之间的匹配性，从而实现高铁客站与国家及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现代项目管理作为一种系统的管理理论和技

术，形成于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美国军方研制原子弹的
曼哈顿计划

［１］ 。 经过近 ７０ 年的发展历程，国内外项
目管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
形成了系统的项目管理知识体系。 对项目管理的研
究和实践经历了从开始注重基础和方法研究到目前

更关注在考虑组织战略的基础上进行宏观和综合管

理的研究，同时基于多项目的项目组合管理（ｐｒｏｊｅｃｔ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和项目集管理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ｐｒｏ-
ｇｒａｍｍ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逐渐成为项目管理的新课题。

目前有许多学者从组织战略与项目组合管理的

视角开展了相关研究，Ｒｏｌｆｆ Ｔｉｇｇｅｍａｎｎ 等人从战略
与项目组织的角度进行了研究

［２］ ，Ｒｏｌａｎｄ Ｇａｒｅｉｓ 对
项目选择及项目组合管理与项目集管理之间的关系

进行了研究
［３］ ；Ａｒｃｈｅｒ Ｎ Ｐ ［４］

和 Ｄｙｅ Ｌ Ｄ ［５］
等人从

项目组合的选择方面进行了研究；而 Ａｄｒｉ Ｐｌａｔｊｅ 等
则着重从项目和项目组合的设计方面进行了研

究
［ ６］ ，我国也有学者针对基于战略的项目组合设计

等问题开展了研究
［ ７］ 。 这些研究均涉及到了基于

战略的项目组合设计与管理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部

分，而没有将它们综合起来。
关于项目集管理的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

有一定的理论研究文献，随着 ＰＭＩ 的枟项目集管理
标准（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ｏ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枠发布，
项目集管理理论逐步完善。 目前有关项目集管理的
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 ３ 个方面：一是项目集管理知
识领域研究；二是项目集管理模式及应用研究，张文
学、冬伯文等从实践出发，总结了开滦集团的节能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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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项目集管理模式及效果
［８］ ；三是项目集收益管理

研究，石一辰、陈宏丽等通过对项目集管理的特点、
生命周期分析及收益管理的分析，构建了项目集生
命周期的收益管理模型，并对收益管理需要注意的
问题进行了分析

［ ９］ 。
从相关研究可以看出，目前的研究尚未在战略、

项目集与项目管理之间形成系统的理论，尚未以动
态的视角对上述三者及其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作

用开展研究。 文章首次从经济社会发展演化的视角
出发，对高铁客站建设的战略、项目集与项目管理进
行系统地研究，所提出的战略、项目集与项目的动态
互动模型和相关管理理论是一项全新的理论成果，
为科学制定我国高铁客站建设的战略目标体系及项

目集、单项目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2　经济社会发展与高铁客站建设的互动机制

经济社会发展与高铁客站建设之间互为条件、
相互支撑，高铁客站建设的规模、数量与布局既受区
域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影响与限制，又会对所
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及综合交通体系的构建产生

带动作用。
2．1　经济社会发展对高铁客站建设的需求

经济社会的发展通过多种途径对高铁客站的建

设产生影响
［１０］ ，其中以下 ３ 个因素对高铁客站建设

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
１）我国高速铁路的快速发展，为高铁客站的建

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根据我国枟中长期铁路网规
划枠和目前的建设进度，按照点线能力配套原则，到
２０１２ 年，我国将建成高铁客站 ５００ 余座，其中，特大
型高铁客站有 ５１ 座［ １１］ ，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高铁客
站项目群。

２）综合交通体系的构建，为高铁客站赋予了新
的内涵。 建设综合交通枢纽是实现各种交通方式互
联互通，提高我国交通系统整体效率和综合效益的
有效途径和重要内容。 由于管理体制的原因，长期
以来我国交通枢纽的建设未能从构建综合交通体系

的高度，实现科学规划、协调发展，影响了运输能力
的有效发挥。 高铁客站作为高速铁路与其他交通方
式实现互联互通的重要节点，需主动提升立足点，以
大型客站为中心，建设与城市轨道交通、公路、航空
等多种交通方式有机衔接的综合交通枢纽，以实现
各种交通方式的无缝衔接和旅客之间的“零距离换
乘”，缩短旅客综合旅行时间。

３）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对高铁客站建设提出了
新的要求。 作为城市重要的换乘中心和人流、资金
流、信息流集散中心的高铁客站，在城市集聚效应和
乘数效应的作用下，对城市各项功能的集聚作用越
来越大，很多设在城市新区的高铁客站承担着“新
城区”的开发角色，由此引发了城市对高铁客站规
划、选址、功能、规模提出了新的要求。
2．2　高铁客站建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高铁客站既是铁路的窗口，又是城市的门户，其
建设将对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起到巨大的带动作

用，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 ４ 个方面：
１）改善了城市交通状况。 高铁客站与多种交

通方式构成的综合交通枢纽，可大大缩短高铁旅客
两端的出行时间，能有效提高城市的通达性和可进
入性，不仅降低了全社会的平均出行成本（包括时
间成本、货币成本和资源成本），而且能有效提高人
们出行的舒适度与便捷度。 此外，与传统客站相比，
高铁客站采用了更多的先进技术和更为人性化的设

计，能够满足旅客更高的需求。
２）促进客站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 高铁客站

以其强大的人群集聚能力，可扩大商机影响的辐射
范围，延伸相关产业链的长度，提升客站周边地区的
功能与价值，显著影响城市用地形态，促进副中心型
城市结构的形成，进一步推动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

３）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高铁客站的大规模建
设一方面为客站建设提供了技术创新的平台；另一
方面也对客站建设相关领域提出了更多的技术创新

需求，如空间结构、节能环保、环境控制、消防安全等
方面。 大量客站高新技术的集中研发与应用，对推
动我国相关行业的技术创新，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十
分有益。

４）有效增加就业机会。 就建设期而言，高铁客
站建设将带动建筑、建材等行业的从业人数增加，建
成后将促进相关的服务业、技术与设备的供应与维
护等相关行业发展，为相关行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
会。
3　动态互动理论模型

高铁客站建设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密不可

分的，因此必须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合理设定
高铁客站建设的战略及目标体系，并采取逐层分解
的方法，使战略、项目集与单一项目之间形成一个动
态互动的系统。 其理论模型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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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高铁客站建设战略、项目集与
单项目的动态互动理论模型

Fig．1　High－speed rail station project strategy
and dynamic interactive theory model

of program and single project
在这个动态互动模型中，战略、项目集与单项目

通过两两互动的方式形成了一个动态互动体系。 这
三个层面在组织方面分别对应的是铁路客站建设总

指挥部、铁路局和项目管理机构。
3．1　基于规划的战略与项目集管理互动机制

高铁客站建设过程中战略与项目集之间的互动

机制如图 ２ 所示。

图 2　战略与项目集管理的互动机制
Fig．2　Interactive mechanism of strategy

and program management
高铁客站建设的战略与目标体系是结合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制定的，在战略制定之
后，战略的实施则需要逐层分解到具体的项目集和
单项目上。

１）基于战略的规划选择。 高铁客站建设战略
与项目集的互动关系首先表现为基于战略的项目集

规划过程，根据高铁客站建设的总体战略与目标体
系，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客站建设项目集的布
局、建设标准、建设规模等进行合理规划，并向各路
局下达项目集建设与管理任务。

２）基于资源可获得性的战略调整。 这是高铁
客站建设项目集对战略的反作用，在项目集规划制
定完成后，需要根据各项目集所需资源总量以及各
自所需资源量与可供资源量进行对比分析，其中包
括资金、原材料、人员等，并结合资源的供需关系对

项目集规划方案进行调整，并相应地对高铁客站建
设战略进行修正。
3．2　基于目标分解的项目集与单项目的互动机制

项目集与单项目的互动是高铁客站建设管理成

功实施的重要保障，其互动机制如图 ３ 所示。

图 3　项目集与项目管理的互动机制
Fig．3　Interactive mechanism of program

and project management
项目集的目标是根据高铁客站建设的战略分

解得到的，是战略与项目集互动的结果输出，也是项
目集与项目互动过程中的输入，并通过目标分解的
方法在项目集与单一项目间形成了互动关系。

１）基于项目集目标分解的项目设计。 各路局
根据修正后的项目集规划，以及辖区经济与社会发
展的实际情况，将项目集目标进行进一步分解，形成
各单一客站的目标，并根据目标开展具体的客站建
设项目设计工作。

２）基于项目可行性的目标调整。 单一客站对
项目集的反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设计阶段，
在单一客站的设计方案完成后，需要从该客站的技
术、国民经济、社会效益以及环境影响等多方面进一
步分析设计方案的可行性，同时还需要将该项目集
所包含的各个单一客站项目的设计方案进行系统集

成分析，并对各个方案进行调整，之后以此为基础修
正项目集目标；二是在建设实施阶段，通过高铁客站
建设项目的实施，发现问题并进行反馈，在实施过程
中进一步对项目集目标进行修正。
3．3　基于实施效果的战略与项目管理互动机制

在单一客站的建设过程中所反映出的问题也将

对整个高铁客站建设战略产生影响，其互动机制如
图 ４ 所示。

图 4　项目与战略管理的互动机制
Fig．4　Interactive mechanism of project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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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单一客站的建设过程中以及建成后开展

实施效果评价，可以进一步积累经验并发现问题，这
种实施效果的评价往往是由独立的第三方完成。

１）基于项目实施效果的战略分析。 根据单一
客站建设项目的实施效果，包括对管理过程、技术方
案、资源投入方案等方面的评价，通过经验教训的总
结分析，以报告的形式向高铁客站建设战略层面反
馈，并根据实际效果对战略进行修正。 这种反馈除
了单一客站向战略层面的直接反馈外，还包括单一
客站通过项目集向战略层面的间接反馈。

２）基于战略目标体系调整的项目实施变更。
在对项目实施效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当发现项目
实施效果与战略规划目标存在偏差，且这种偏差是
由于方案中对某些客观影响因素的估计不够准确或

者是实际情况发生了变化而造成时，则需要对战略
目标体系进行适时调整。 当战略与目标体系调整
后，也将通过直接与间接影响的方式对单一客站的
设计与实施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通过战略、项目集与项目三个层面间
的两两互动，形成了一个动态的互动系统，该系统又
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与趋势通过互动的方式相互

协调、相互促进，从而构成了文章所提出的高铁客站
建设战略、项目集与项目的动态互动理论。
4　案列分析

本部分将以沪宁城际项目集和苏州站的建设为

案例，分析苏州站、沪宁高铁客站项目集与全国高铁
客站项目群之间的互动管理。 沪宁城际高铁是长江
三角洲地区城际铁路网的主骨架，经上海、苏州、无
锡、常州、镇江至南京，与沪宁高速公路、京沪高速铁
路、沪宁铁路、３１２ 国道共同构筑起横贯苏、沪两省
市，密切联络沿线城市群的综合交通运输走廊。 全
线共设中间站 １９ 座，苏州市是沿线经济最发达、人
口最多的城市，其客站规模也最大。
4．1　高铁客站建设战略目标

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高铁客站的客观需

求，围绕我国高速铁路和综合交通枢纽的发展规划
与目标，研究确立了高铁客站建设战略目标为：立足
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建设功能完善、换乘便捷、
设施先进、文化特色突出的高铁客站，满足客站生命
周期中旅客候车方式变化、客流量发展的要求，形成
适应高铁客流特点、便于客运组织、利于城市发展的
现代化客站体系。

4．2　高铁客站战略与沪宁城际高铁客站项目集
的互动

　　战略对项目集管理的指导主要体现在理念、技
术、质量 ３ 个方面。 项目集的建设理念必须符合
“适应时代需求，服务交通功能，体现地域文化，构
建以铁路为主的综合交通枢纽”这一高铁客站建设
新理念，以确保建设的高起点；所涉及到的关键技术
由负责战略层面的全国铁路客站建设总指挥部统筹

实施技术攻关，以确保建设的高水平；质量目标必须
满足“功能完善、换乘便捷、设施先进、文化特色突
出”这一总目标要求。 同时，项目集的管理还要统
筹考虑沪宁城际沿线地区城市群密集、人口密度大、
交通出行强度高、经济发达的特点，以及沪宁城际高
铁的建设。
4．3　沪宁城际高铁客站项目集与苏州站单项目

的互动

　　项目集对苏州站项目管理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组
织、目标、资源 ３ 个方面。 由于苏州站与其他 １８ 个
站之间的高度关联性，决定了管理组织的统一性，即
苏州站的项目管理由上海铁路局统一管理；其目标
是由项目集“六位一体”（工期、质量、投资、安全、环
保和创新）的目标分解得出，尤其是工期目标必须
与其他 １８ 个站同期建成，以满足沪宁城际高铁开通
运营的需求；所需的大宗物资和设备，如：电梯、空
调、石材等由上海铁路局统一集中招标采购。

苏州站对项目集管理的反作用：苏州站在 １９ 个
中间站中规模最大（５０ ０００ ｍ２ ），是其他站（２ ５００ ～
１２ ０００ ｍ２ ）的 ４ ～２０ 倍，并且是既有站改造。 苏州
站的独特性决定了项目集管理的不均衡性，即项目
集管理组织应适时调整计划，对苏州站给予更多的
人力与物力倾斜。
4．4　苏州站、沪宁项目集对高铁客站战略的反作用

在苏州站的建设过程中，工期与质量的矛盾十
分突出，甚至影响到了沪宁城际高铁的开通，同样的
情况也出现在其他项目集中。 这就促使了高铁客站
建设战略层面的调整：由“客站必须与线路同时开
通运营”调整为“客站必须满足线路开通运营的功
能需求”，提出了大型客站在工期紧张的情况下可
分步开通，以确保项目质量的战略。 这一调整举措
不仅有效解决了上述矛盾，而且进一步强化了“质
量第一”的理念。

在沪宁城际高铁客站项目集的建设过程中，各
个客站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细部装修质量与建筑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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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不能满足“高标准”的质量要求。 这一现象引起
了客站总指挥部的高度关注与深入思考，在各项目
参建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制约条件及外部环境千差
万别的情况下，如何确保质量目标的一致性，为此，
总指挥部做出了在全国高铁客站建设中推行细部设

计标准化与细部构件制造工厂化的战略举措。
5　结语

１）由于项目集的高度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目
标的动态性，需要采用柔性管理的理念和方法。

２）高铁客站项目集的管理应在统筹整体利益
的基础上，充分重视单项目的具体环境与约束条件，
实施更为灵活的方案与计划。

３）项目集内各项目存在大量的信息、技术、物
质等资源交换，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平台是项目集
成功的关键。

４）通过三者之间的互动管理，可以有效提高我
国高铁客站项目群的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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