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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 述

1 总体情况

截至 2023 年底，中国大陆地区（下文中涉及全国数据均指中国

大陆地区，不含港澳台）共有 59 个城市开通城市轨道交通（以下简称

城轨交通）运营线路 338 条，运营线路总长度 11224.5 公里。
1

2023 年全国城轨交通从业人员规模约 55.8 万人（仅统计城

轨交通企业集团本部、分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人员，不含业务委外人员）。
2
其

中，运营管理类公司（又称运营企业）人员是城轨交通企业的主

要队伍，占比高达 82.6%；经营管理类公司人员是城轨交通企

业的第二大队伍，占比 10.6%，其中资源经营类公司人员占比

2.3%，培训咨询类公司人员占比 0.2%，其他经营类公司人员占

比 8.1%；集团本部人员占比 4.4%；建设管理类公司人员占比

2.4%。
3

2023 年全国城轨交通企业人员总体情况详见图 1。

1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城市轨道交通 2023 年度统计和分析报告》
2 由 2023 年底运营线路总长 X本次统计城轨交通企业平均每公里人数推算得到
3 集团本部为负责集团经营管理的所有职能部门；运营管理类公司（又称运营企业）为从事运

营和维护管理的分/子公司或事业部/部门；经营管理类公司由资源经营类公司、培训咨询类公
司、其他经营类公司构成，其中，资源经营类公司为从事广告、民用通信、商业、房地产等经

营业务的分/子公司或事业部/部门，培训咨询类公司为从事培训、咨询等经营业务的分/子公司

或事业部/部门，其他经营类公司为除资源经营类公司、培训咨询类公司之外的其他从事经营类

业务的分/子公司或事业部/部门；建设管理类公司为从事建设管理的分/子公司或事业部/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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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23 年城轨交通企业人员总体情况

2 发展特征

2.1 运营人员规模增速放缓，单位公里人员配置持续降低

城轨交通运营里程及人员规模增速放缓：2023 年底，国内

城轨交通运营里程 11224.5 公里，同比增长 9.1%，年增速低

于前三年 14.5%的平均增速。
4
城轨交通运营企业人员 46.1 万

人（不含业务委外人员），同比增长 4.3%，年增速低于前三年 6.7%

的平均增速
5
。2016 年至 2023 年城轨交通企业运营里程及人员

规模情况详见图 2。

4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2020 年至 2023 年《城市轨道交通年度统计和分析报告》
5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企业人力资源 2022 年统计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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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6 年至 2023 年城轨交通企业运营里程及人员规模

与 2022 年相比，城轨交通企业运营人员平均配置由 43 人

/公里
6
降至 41 人/公里，降幅 4.7%，单位公里人员配置持续降

低。主要原因为企业运营成本压力凸显，其中人工成本占比较

大，降本增效成为城轨交通运营企业的主要任务之一。

2.2 全自动运行线增幅明显，单位公里人员配置离散度高

近年来，城轨交通全自动运行线路逐渐增加。截至 2023

年底，中国内地共有 21 个城市开通全自动运行城轨交通线路

40 条，形成了 1051.8 公里的全自动运行线路规模，同比增长

31.5%。
7

6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企业人力资源 2022 年统计分析报告》
7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城市轨道交通 2023 年度统计和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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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全自动运行线路人员配置为 43 人/公里
8
，高于

41 人/公里的行业均值；投运全自动运行线路的城轨交通企业

中，仅有 33.4%的企业在单位公里人员配置指标方面低于行业

均值。

全自动运行线路单位公里人员配置数离散度较高，有

55.5%的企业该数据超过 50 人/公里。数据表明，目前各城轨

交通企业对全自动运行模式下的人力配置、岗位复合等仍缺乏

共识，全自动运行线路建设完成后的经营效益体现尚不明确
9
。

2023 年全自动运行线路企业单位公里人员配置分布情况见图 3。

图 3 2023 年全自动运行线路企业单位公里人员配置分布

8 因部分全自动运行线路共享非运营线路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该部分人员数据统计困难，
实际单位公里人员配置数应高于该数值
9《地铁全自动运行系统的全生命周期成本分析——以苏州市轨道交通 5 号线为例》中描述，全

自动运行运营人员配置减少 15 人/km。《上海轨道交通 10 号线全自动运营实践及启示》中描述，

2019 年 10 号线人员配置数较 2014 年每公里约减少了 10 人/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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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需求特征

3.1 技能人员结构改善，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需加强

2023 年，城轨交通企业新员工人数增加约 3.0 万人，在此

情况下，未进行技能等级认定人员占比从 2022 年 25.4%降低至

22.3%，高技能人员比例从 2022 年 18.5%提升至 19.5%，行业

技能结构呈改善趋势。但与国务院提出的“‘十四五’时期末，

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达到 1/3”
10
的总体目标仍存在较

大差距；城轨交通行业技能等级结构相较于其他行业同样差距

明显，高技能人才培养任重道远。

2023 年城轨交通企业与电力企业员工技能等级结构对比情

况详见图 4。

图 4 2023 年城轨交通企业与电力企业员工技能等级结构对比

10 2022 年 10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

意见》中提出：“十四五”时期末，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达到 1/3，东部省份高技能人

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达到 35%



6

3.2 企业招聘需求趋于下降，员工离职率处于较低水平

2023 年至 2025 年，城轨交通企业招聘需求逐年降低，预

计招聘人数年均降幅 20%
11
，该趋势与城轨交通行业建设速度放

缓直接相关，各开设有城轨交通相关专业的院校应留意行业需

求侧变化，合理确定人才培养规模，调整人才培养方案。2017

年至 2023 年城轨交通在建及规划线路里程情况详见图 5。

图 5 2017 年至 2023 年城轨交通在建及规划线路里程

2023 年，城轨交通企业员工平均离职率为 2.5%，远低于

2023 年中国企业员工整体离职率 16.6%
12
。据调研，离职率低

与城轨交通行业稳定性强以及良好的薪酬福利和职业发展机会

有较大关系。

11 据本次统计，48 家城轨交通企业 2023 年招聘 21182 人，2024 年预计招聘 16559 人，2025 年

预计招聘 13452 人
12 数据来源：前程无忧《离职与调薪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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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运营企业人力资源统计与分析

2023 年全国城轨交通运营企业人员规模约 46.1 万人（不含

业务委外人员），是城轨交通企业最主要的人力资源队伍。本章节

重点统计与分析国内 48 家城轨交通运营企业的人力资源数据

（主要统计已开通城轨交通运营线路的在职员工）。48 家企业中，包括

成熟型企业（运营 10 年以上）29 家，发展型企业（运营 5-10 年）11

家，新兴型企业（运营 5年以下）8 家
13
。

1 人员队伍结构情况

1.1 岗位结构情况

48 家城轨交通运营企业中，生产人员占比 86.3%，技术人

员占比 8.3%，行政管理人员占比 5.4%。生产人员与技术人员

占比总和超 94.6%。

与 2022 年相比，行政管理人员比例略有下降，生产技术

人员比例略有上升，总体人群分布相对稳定。2022 年和 2023

年运营企业员工岗位结构情况详见图 6。

13 企业类型划分沿用《2019-2020 年度城市轨道交通人力资源状况统计分析报告》中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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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22 年和 2023 年运营企业员工岗位结构对比

1.2 学历结构情况

对 48 家城轨交通运营企业学历结构进行分析，中专及以

下人员占比 4.8%，大专人员占比 49.6%，本科人员占比 44.0%，

硕士及以上人员占比 1.6%，整体学历水平比 2022 年略有提升。

大专与本科人员占比总和为 93.6%，稳定保持着城轨交通运营

企业主流群体的地位。2022 年和 2023 年运营企业员工学历结

构情况详见图 7。

图 7 2022 年和 2023 年运营企业员工学历结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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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运营年限的增加，大专学历占比逐渐降低。据调研，

主要原因为员工进行了在职学历提升。2023 年不同发展阶段运

营企业员工学历结构情况详见图 8。

图 8 2023 年不同发展阶段运营企业员工学历结构

1.3 年龄结构情况

至 2023 年底，48 家城轨交通运营企业从业人员平均年龄

为 31.0 岁，较 2022 年平均年龄提高 0.6 岁
14
，行业总体年龄

结构仍趋于年轻。年龄在 20 岁及以下人员，占比 0.2%；年龄

在 21-25 岁之间人员，占比 22.9%；年龄在 26-30 岁之间人员，

占比 34.0%；年龄在 31-40 岁之间人员，占比 34.9%，是人数

分布最多的年龄段；年龄在 41-50 岁之间人员，占比 6.8%；年

龄在 51-60 岁之间人员，占比 1.2%。

14 因平均年龄算法调整，2022 年行业平均年龄数据应为 30.4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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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段人员占比情况与 2022 年基本一致，说明行业

发展非常平稳。25 岁（含）以下人员总体占比较 2022 年下降

5.2 个百分点，26 岁（含）以上各年龄段人员比例均有不同程

度增加，说明城轨交通行业发展平稳，从业人员的经验值正在

提高。2022 年和 2023 年运营企业员工年龄结构情况详见图 9。

图 9 2022 年和 2023 年运营企业员工年龄结构对比

对各发展阶段的企业年龄层次进行分析，新兴型企业人员

年龄主要分布在 25.3-30.4 岁之间；发展型企业人员年龄主要

分布在 26.6-32.2 岁之间；成熟型企业人员年龄主要分布在

27.9-34.1 岁之间。可以看出随着企业发展阶段趋于成熟，企

业从业人员年龄有所增加，平均年龄增加 2-4 岁。2023 年不同

发展阶段运营企业员工平均年龄情况详见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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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2023 年不同发展阶段运营企业员工平均年龄

1.4 技能等级结构情况

2023 年，运营生产人员的技能等级结构情况与 2022 年类

似。获得技能等级认定的人员占比 77.7%，同比增长 3.1%，其

中初级工占比由 28.5%提高至 29.6%；中级工占比由 27.6%提高

至 28.6%；高级工占比由 16.8%提高至 17.6%；技师及以上人员

占比由 1.7%提高至 1.9%。各级别技能人员中，初、中级工占

比接近 60%，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亟需加强。2023 年运营企业

员工技能等级认定结构情况详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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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023 年运营企业员工技能等级认定结构

2022 年和 2023 年运营企业员工技能等级认定结构情况详

见图 12。

图 12 2022 年和 2023 年运营企业员工技能等级认定结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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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运营年限的增加，初级工占比逐渐减少，员工技能等

级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2023 年不同发展阶段运营企业员工技

能等级认定结构情况详见图 13。

图 13 2023 年不同发展阶段运营企业员工技能等级认定结构

1.5 技术职称结构情况

2023 年，技术和行政管理人员的技术职称结构较 2022 年

有明显改善。获得职称的人员占比 88.2%，同比增长 10.3%；

其中，初级职称人员占比从 35.2%提高至 43.2%，中级职称人

员占比从 34.3%提高至 36.0%，高级职称及以上人员占比从

8.4%提高至 9.0%，无技术职称人员从 22.1%下降至 11.8%。

2023 年运营企业员工职称评定结构情况详见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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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2023 年运营企业员工职称评定结构

2022 年和 2023 年运营企业员工职称评定结构情况见图 15。

图 15 2022 年和 2023 年运营企业员工职称评定结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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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运营年限的增加，初级职称人员占比逐渐减少，中、

高级职称及以上人员占比逐渐增加，说明行业企业比较重视技

术人员队伍的培养和发展，并取得了一定成效。2023 年不同发

展阶段运营企业员工职称评定结构情况详见图 16。

图 16 2023 年不同发展阶段运营企业员工职称评定结构

2 业务及人员委外情况

2.1 委外管理总体形势

48 家城轨交通运营企业中，31 家企业存在业务和人员委

外（不包括安检、保洁以及相关业务和人员委外）的情况，占比 64.6%
15
；

平均每公里运营委外人员数量为 6.5 人，与 2022 年情况类似。

各城轨交通运营企业委外人员管理层次各异、比例差异较大。

2023 年运营企业委外人员比例分布情况详见图 17。

15 根据各调研企业上报数据测算得出，部分企业可能未上报委外人员数据，实际比例应高于该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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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2023 年运营企业委外人员比例分布

数据分析显示，委外人员比例与企业发展阶段、线网规模

之间无直接关系，委外人员比例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各公司的总

体运营管理策略。

运营委外存在人员管理、经验传承、安全风险等问题，尤

其是存在业务和人员委外但安全责任无法委外的问题，企业需

合理控制委外人员的比例，同时需对委外单位及其人员资质、

业务培训及考核等进行严格管控。

2.2 业务委外工种结构情况

48 家城轨交通运营企业的委外人员中，运营委外人员占比

19.2%，主要为站务员岗位或工种；检修委外人员占比 80.8%，

主要为机电检修、线路维护、供电检修（变电检修、接触网/

轨）等相关岗位或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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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运营企业委外人员工种结构情况详见图 18。

图 18 2023 年运营企业委外人员工种结构

3 生产人员技能认定情况

3.1 生产人员技能总体情况

2023 年，48 家城轨交通运营企业中 77.7%的生产人员经认

定具备相应的技能等级，该比例较 2022 年的 74.6%略有提升。

仍有 22.3%的生产人员未取得技能等级认定证书，经调研，与

新线开通集中招聘生产人员、部分实习期员工尚未完成技能等

级认定等因素有较大关系。

对 2023 年已认定的生产人员技能等级进行分析：初级工

占比 38.1%，中级工占比 36.8%，高级工占比 22.6%，技师占比

2.1%，高级技师及以上占比 0.4%，高技能人才比例仍处于较低

水平。2023 年技能等级人员比例与 2022 年基本一致，行业技

能人才结构状况未取得改善性进展。2022 年和 2023 年运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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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能人员技能等级结构情况详见图 19。

图 19 2022 年和 2023 年运营企业技能人员技能等级结构对比

3.2 技能认定工作开展情况

48 家城轨交通运营企业中，23 家企业已建立较完整的技

能等级自主认定体系，占比 47.9%；19 家企业技能等级认定体

系暂不完善，占比 39.6%；6 家企业暂未建立技能等级认定体

系，占比 12.5%。2023 年运营企业员工技能认定工作开展情况

详见图 20。

图 20 2023 年运营企业员工技能认定工作开展情况



19

统计发现，至 2023 年底，共有 19 家企业具有列车司机国

家级技能鉴定站资质，占比 39.6%。各城轨交通运营企业技能

认定工种主要包括站务员、行车值班员、电客车司机、通信工、

信号工、线路工等。

4 技术人员职称评定情况

48 家城轨交通运营企业中，获得技术职称人数占比超技术

人员总数的四分之三，职称结构相对合理。

72.9%的企业不具备自主评定资质，27.1%的企业具备自主

评定资质。社会评审主要包括城市轨道行车、城市轨道客运工

程、城市轨道车辆设计、城市轨道车辆运行及维护、城市轨道

线路工程、城市轨道列车控制系统、城市轨道动力系统、城市

轨道电务及附属设施等，由于城轨交通的专业性，部分专业职

称评定在社会上没有较好的参与渠道。

从 2021 年开始，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启动了面向非公

经济领域企业的城市轨道交通专业职称评审工作。截至 2023

年底，累计共有 1250 人通过评审，其中，助理工程师 437 名，

工程师 539 名，高级工程师 274 名。按专业分类：车辆专业

181 人，电务专业 683 人，线路工程专业 247 人，运输专业

139 人。评审通过人员分别来自全国 41 个城市的 126 家企业，

社会反响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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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企业培训师体系搭建情况

5.1 企业培训师总体结构

48 家城轨交通运营企业共有企业培训师 27288 人，占运营

人员总数的 6.8%，占企业员工总数的 5.7%。其中，专职企业

培训师 617 人，占比 2.3%；兼职企业培训师 26671 人，占比

97.7%。

至 2023 年底，共有 17 家企业具有专职企业培训师队伍，

专职企业培训师占比较 2022 年略有提升，说明行业日益重视

专职企业培训师队伍建设。目前，兼职企业培训师仍是城轨交

通企业人才培养的主力军。2022 年和 2023 年运营企业培训师

类别结构情况详见图 21。

图 21 2022 年和 2023 年运营企业培训师类别结构对比

城轨交通运营企业培训师与城轨交通员工总数的师生比为

1:16.5，该比例符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要求
16
。2023 年运

营企业培训师师生比例分布情况详见图 22。

16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2013 年高技能培养单位评审标准中师生比建议为 1:16—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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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2023 年运营企业培训师师生比例分布

对比全国各企业培训师的师生比，城轨行业各企业师生比

存在不均衡的现象，只有 16.7%的企业师生比控制在较合理区

间（1:10-1:20），而 83.3%的企业师生比过大或过小，尤其有

20.8%的企业师生比低于 1:40。

同时，数据表明企业培训师师生比与各城轨交通运营企业

发展程度无直接关系，与各企业对人才培养的重视程度和管理

要求有较大关系。

5.2 企业培训师职称及技能结构

2023 年 48 家城轨交通运营企业培训师中，具有中高级职

称的人员总数为 8276，占比 30.3%，较 2022 年占比提高 2.5%；

具有高级工及以上技能等级的人员总数为 7895，占比 28.9%，

较 2022 年占比提高 4.7%。2023 年运营企业培训师职称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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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结构情况详见图 23。

图 23 2023 年运营企业培训师职称和技能等级结构

企业培训师队伍中，中级职称及以上、高级工及以上人员

占比 59.2%，该比例较 2022 年提高 7.2 个百分点；初级职称、

中级工及其他人员占比 40.8%，该部分人员比例仍然偏高，城

轨交通运营企业培训师队伍的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

5.3 企业中高级职称人员及高技能人才培训师

48 家城轨交通运营企业员工中，有 34.0%的中高级职称人

员为企业培训师，仅有 11.7%的高技能人才为企业培训师，需

着力吸引中高级职称人员及高技能人才加入企业培训师队伍。

2023 年运营企业中高级职称人员及高技能人才培训师占比情况

详见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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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2023 年运营企业中高级职称人员及高技能人才培训师占比

5.4 企业培训师授课情况

2023 年，48 家城轨交通运营企业依托本企业培训师共计

开展培训约 38.9 万批次、622.1 万人次，平均每批次培训

16.0 人。平均每位企业培训师年培训 14.3 批次学员。

6 员工培训开展情况

6.1 员工培训总体情况

2023 年，48 家城轨交通运营企业共开展员工培训 635.3

万人次、975.6 万人天，员工的年均培训强度为 13.8 次/人，

年均培训学时为 169.3 学时/人。

《关于加强城市轨道交通人才建设的指导意见》（发改基

础〔2017〕74 号）要求保证职工年均培训不少于 150 学时
17
；

17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关于加强城市轨道交通人
才建设的指导意见》（发改基础〔2017〕74 号）提出，已开通运营城市的企业应紧跟生产运营
和技术进步的要求，制订职工培训计划，通过在岗培训、脱产培训、业务研修、岗位练兵、技

能竞赛等方式，保证职工年均培训不少于 150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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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的《城市轨道交通“十四五”人才

培养规划》（中城轨〔2021〕68 号）建议行业年度培训总人次

突破 580 万人次，重点岗位人员培训覆盖率达 100%，线上线下

年度人均培训总学时不低于 150 学时。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城轨交通运营企业的培训体量和培训

强度已经达到国家和行业要求的水平。

6.2 企业内训与企业外训情况

正式在编员工培训包括企业内训与企业外训两部分。2023

年 48 家城轨交通运营企业共开展内训 948.0 万人天、外训

27.6 万人天，内训体量占绝对优势。内训主要开展技能类和安

全类培训，外训主要开展技能类和管理类培训。2023 年运营企

业内训体量情况详见图 25，外训体量情况详见图 26。

图 25 2023 年运营企业内训体量（单位：万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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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2023 年运营企业外训人体量（单位：万人天）

2023 年，48 家城轨交通运营企业共开展内训 622.1 万人

次、38.9 万批次，平均每批次培训 16.0 人；外训 13.2 万人次、

0.3 万批次，平均每批次培训 44.0 人。2023 年运营企业不同

类别培训内外训情况详见图 27。

图 27 2023 年运营企业不同类别培训内外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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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轨交通运营企业外训的主要渠道为国内大学、其他城轨

交通运营企业、外部培训机构、个人专家等，其中外部培训机

构被选择的总频次最高。2023 年运营企业外训不同渠道培训批

次情况详见图 28。

图 28 2023 年运营企业外训不同渠道培训批次情况

6.3 员工在线学习情况

48 家城轨交通运营企业线上学习部署形式分为 OA 系统、

SAAS 系统、钉钉、企业微信、私有化部署、城轨云学习平台、

腾讯等。其中，线上学习部署形式占比最高的是私有化部署，

占比为 52.4%；其次为 SAAS 系统和钉钉平台，占比均为 14.3%。

2023 年运营企业线上学习部署形式占比情况详见图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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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2023 年运营企业线上学习部署形式占比

7 职业技能竞赛情况

2023 年，48 家城轨交通运营企业共计参与 73 个赛项（不

含培训师、微课类赛项），其中国家级赛项 2 项、行业级赛项 2 项、

区域级赛项 2 项、省级赛项 41 项、其他级别赛项 26 项，获得

一等奖人数合计 109 人，获得二等奖、三等奖人数合计 411 人。

2023 年运营企业参与赛项级别分布情况详见图 30。

图 30 2023 年运营企业线上学习部署形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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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赛项清单：

序号 赛项名称

1
2023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十四届全国交通运输行

业城市轨道交通行车调度员职业技能大赛

2
2023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数据安全职业

技能竞赛数据安全管理员赛项

行业级赛项清单：

序号 赛项名称

1
2023 年度全国道路运输安全行车百万公里驾驶员劳动竞

赛

2
2021 年全国轨道交通安全应急职业技能竞赛城市轨道交

通信号工赛项（2023 年举办）

区域级赛项清单：

序号 赛项名称

1 2023 年“轨道上的京津冀”职工职业技能竞赛

2 东北三省一区 2023 年度建设工程 BIM 技术应用大赛

8 企业人才需求情况

8.1 人才招聘情况

48 家城轨交通运营企业 2023 年共计招聘 21182 人，招聘

人员的类型分别为行政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生产人员。其中

生产人员招聘数量最多，占比 89.8%，行政管理人员招聘数量

最少，占比 1.8%。2023 年运营企业招聘人员类型分布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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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2023 年运营企业招聘人员类型分布

8.2 人才招聘渠道

48 家城轨交通运营企业 2023 年招聘的主要渠道为社会招

聘、大学招聘、大专/高职招聘、自主委培、企业大学、中专

招聘六种。其中，利用大专/高职订单招聘引入的人才最多，

达到 8333 人，占所招聘人数的 39.3%；其次是自主委培引入人

才，占所招聘人数的 24.2%。2023 年运营企业招聘渠道分布情

况详见图 32。

图 32 2023 年运营企业招聘渠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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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人才需求预测

48 家城轨交通运营企业 2024 年共计划招聘 15480 人，分

别为行政管理人员 466 人，技术人员 1429 人，生产人员 13585

人，2024 年的人员招聘依然是以招聘生产人员为主。

与 2023 年相比，2024 年招聘总人数将会减少 5702 人。其

中，生产人员招聘占比将比 2023 年低 2.0 个百分点。2024 年

和 2025 年招聘渠道依然是以大专/高职招聘为主进行人才引入。

2024 年和 2025 年运营企业预计招聘情况详见图 33。

图 33 2024 年和 2025 年运营企业预计招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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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思考与建议

1 践行《城市轨道交通“十四五”人才培养规划》

坚持政府指导、企业主导、校企合作、协会搭台，深入践

行《城市轨道交通“十四五”人才培养规划》（中城协〔2021〕

68 号），加快建设八项重点工程：健全人才培养标准体系工程、

搭建人才培养服务平台工程、深化校企合作协同育人工程、建

设高水平培训师队伍工程、构筑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工程、实

施重点人才培养建设工程、加快实训与赛事基地建设工程、助

推人才培养数字化转型工程。

以适应城轨交通技术进步对人才需求为目标，注重数质并

举，创新机制政策，完善标准规范，加强资质建设，实施分类

培养，提供城轨交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2 开展运营企业单位公里人员配置标准研究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城轨交通运营企业

的单位公里人员数量呈逐年降低趋势。2016 年行业平均人员配

置人数为 60 人/公里，至 2023 年逐年降低至 41 人/公里，8 年

累计降幅达 31.7%
18
。城轨交通运营企业单位公里人员数量配置

是一个十分关键且复杂的问题，涉及到运营成本、运营效率、

运营安全等多个方面。在一定程度内降低单位公里人员数量，

18 详见本报告图 2 2016 年至 2023 年城轨交通企业运营里程及人员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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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助于降低运营成本，但仍需配置足够的人员数量以确保运

营的安全和效率。

在降本增效的大背景下，如何综合考虑客流量、线路长度、

站点数量、设备设施、运营成本等综合因素，制定科学合理的

单位公里人员配置标准，从而实现运营成本、运营效率、运营

安全的协同，是城轨交通运营相关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

运营企业亟需研究的课题。

3 开展全自动运行模式下人才培养研究

截至 2023 年底，城轨交通运营企业全自动运行线路人员

配置为 43 人/公里，高于 41 人/公里的行业均值。与此同时，

全自动运行线路单位公里人员配置数离散度较高，55.5%的企

业超过 50 人/公里，16.7%的企业低于 30 人/公里。

单位公里人员配置数离散度较高，与各城市的设备设施技

术水平、运营效率、安全要求、管理策略等密切相关，说明各

城轨交通运营企业全自动运行模式差异大，总体上未能较好体

现全自动运行降本增效的优势。全自动运行能否实现降本增效

的目标，如何在保证运营安全的前提下降本增效，是城轨交通

行业面临的新问题，建议调研并跟踪全自动运行线路的运营状

况，探究合理的全自动运行线路运营模式及岗位配置标准。

同时，行业协会和各城轨交通运营企业要深入开展全自动

运行系统多职能工种（岗位）职业调研和经验交流，探索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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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种（岗位）的标准化建设，研究全自动运行模式下人才培养

标准的制定。

4 开展技能等级未认定人员原因及优化方案研究

城轨交通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肩负着为人民群众提

供安全可靠、便捷舒适通勤服务的重任。城轨交通运营企业的

技能员工获取经认定的技能等级上岗证书是行业的普遍共识，

严格的上岗管理制度是城轨交通运营安全的基本保障。

交通运输部出台了城轨交通行车调度员、服务员、列车司

机、信号工 4 个工种（岗位）的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中国城市

轨道交通协会编制发布了城轨交通行车调度员、服务员、列车

司机、信号工、线路工、接触网（轨）检修工、变电检修工、

列车检修工、站台门检修工、自动售检票检修工、通信检修工、

土建维修工、电力环控调度员、车辆段调度员、(有轨电车)客

运员、(有轨电车)车辆段工艺设备维修员、企业培训师 17 个

工种（岗位）的职业技能标准、培训标准和认定标准。建议尚

未建立技能等级认定体系或体系尚未完善的城轨交通企业参考

实施。

2022 年和 2023 年的城轨交通运营企业人力资源数据统计

工作中，均发现有超过 20%的技能人员未获得技能等级认定证

书。建议对行业未获取技能等级认定的人员，从上岗管理体系、

技能等级认定体系、信息宣传、认定条件限制、认定流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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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规划、支持和激励等方面进行研究，探究该部分人员未获得

技能等级认定的原因及优化方案。

5 加强优秀企业培训师的引入及培养

引入优秀的技术技能人员加入企业培训师团队，是提升城

轨交通行业培训师整体水平的有效策略。“用优秀的人培养更

优秀的人”的理念，强调了教育、培训和人才发展过程中的重

要原则：优秀的导师或教育者能够以身作则，通过他们的知识、

经验、品格和影响力，培养出更加优秀的人才。这一理念在城

轨交通行业人才培养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建议行业协会组织搭建培训师专业技术交流和技能比武平

台，汇聚行业力量，共建共享行业师资库、教学资源库，共同

打造新时代城轨交通专业培训师。城轨交通企业通过明确培训

师选拔标准、建立激励机制、创新培养方式等措施，吸引高技

术技能人才加入企业培训师团队，着力打造专业技术技能和教

育教学能力兼备的“双师型”师资队伍。

6 院校结合企业需求确定人才培养规模与目标

从 2019 年至今，城轨交通行业建设规模呈放缓趋势
19
，各

开设有城轨交通相关专业的院校应留意城轨交通行业需求侧变

化，合理确定学校的人才培养规模。

19 详见本报告图 5 2017 年至 2023 年城轨交通在建及规划线路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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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伴随着城轨交通运营安全标准和运营服务要求的逐

渐提高，城轨交通行业已经逐步从对人才的数量要求过渡到对

人才的技能要求，部分企业对人才的要求已经上升到对人才的

综合素质和能力要求。建议相关院校密切关注行业需求侧对人

才培养要求的变化，打通职前培养和职业培养通道，深化产教

融合，加强校企合作，培养储备契合企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专

业化现代化城轨交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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