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地方标准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评价指标体系》
（标准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项目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成为各大城市缓解城市交通拥挤的重要

手段。近年来，随着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速度的不断提升，我

国达到了国际上史无前例的建设规模，一跃成为世界上城市

轨道交通建设里程最长、建设城市最多、建设速度最快的国

家。

截至 2019 年底，中国内地累计已有 40 个城市开通城轨

交通运营线路共 6730.2 公里。2019 年，温州、济南、常州、

徐州、呼和浩特 5 个城市新开通了城轨交通运营，另 27 个

城市有新增线路（段）投运，全国一共新增运营线路 968.77

公里，同比增长 32.94%，再创历史新高。2019 年，国家发

改委共批复郑州、西安、成都 3 市新一轮的城市轨道交通建

设规划，获批建设规划线路长度达到 486.25 公里，另有北

京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二期建设规划方案调整获批，涉及线路

长度共计 201.2 公里。中国的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和在建线路

规模稳步增长，年度完成建设投资额创历史新高。城轨交通

发展日渐网络化、差异化，制式结构多元化，网络化运营逐

步实现。（数据来源于 2019 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市场信息

报告）



城市轨道交通的开通运营不仅改变了市民出行生活方

式，也重塑着城市发展格局，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出行，大

幅缩短了出行时间。青岛作为我省首个开通地铁的城市，截

至到目前运营线路已达到 4 条，在建线路 5 条，到 2021 年，

青岛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超过 300 公里；截止目前，泉城济

南也相继开通了 1 号线和 3 号线两条地铁线路。

随着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规模的扩大，本着“以人为本”

基本服务理念，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评价指标体系显得越来越

重要，全面客观的评价工作对于运营服务质量的提升至关重

要。国家、行业、北京和上海等地市尽管已经发布了相关的

标准，但由于地域的差异性，并不能够完全适用于山东省内

城市轨道交通的评价工作，且山东省并未发布适合地方使用

的地方标准。因此，为弥补地方上的空白，进一步规范城市

轨道交通运营评价指标体系，提升服务质量水平，促进城市

轨道交通和谐、蓬勃发展，特编制本标准。

二、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山东省交通运输厅提出，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批准，正式列入 2019 年山东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

（二）主要工作过程

1.立项阶段



通过调研了解国内同行业相关标准，分析不同地区标准

制修订情况存在的差异，合理编制山东省地方标准项目建议

表及标准制定起草计划，通过山东省城市轨道交通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申报地方标准立项；2019 年 9 月 4 日，山东省实施

标准化战略（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印发《2019 年度标准化综合改革暨“山东标准”建设项目

计划》，项目正式获批立项。

2.标准草案起草阶段（2019.12~2020.4）

根据山东省实施标准化战略（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的同意立项通知，2019 年 12 月

正式成立标准起草小组，明确任务要求、人员分工及工作进

度计划，并对在标准标准的整体框架及难点问题进行讨论。

2019 年 12 月-2020 年 4 月，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评

价指标体系》项目建议表及初稿的基础上起草标准草案，在

编写标准草案的同时，编写标准编制说明。

3.标准征求意见稿起草阶段（2020.5~2020.9）

草案编制完成后，组织相关人员对标准起草组完成的标

准文本草案进行深入讨论，逐条对技术内容进行研讨、修改，

同时对标准文本初稿格式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

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规定进行

审查。会后，标准起草组根据相关人员提出的意见对标准内

容进行全面修改、完善。



4.标准征求意见阶段

现将于青岛市标准化研究院官方网站、山东省城市轨道

交通技术委员会官方网站向有关单位发送征求意见函的方

式，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

三、制定原则及内容说明

（一）标准编制原则和依据

1.法律法规和标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地方标准管理办法》

《山东省地方标准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编制。

标准编写符合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

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2.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评价指标体系中评价指标众多，内容

繁杂，上海市、北京市等地相继发布了各自的地方标准，2019

年 12 月 31 日国家标准也被发布，然而同样拥有城市轨道交

通的山东省确还没有制定相关的地方标准。

尽管发布的国家标准已比较成熟，但由于地域差异大，

想要更加全面，有针对性地完成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评价工

作，需要根据山东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情况进一步地细化指

标，筛选出更符合实际运营情况的指标。而且，到目前为止

青岛市已开通 3 号线、2 号线、11 号线和 13 号线四条地铁



线路，预计 2020 年年底还将陆续开通 1 号线和 8 号线，济

南市已开通 1 号线和 3 号线两条地铁线路，可以说山东省已

经积累了足够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经验，能够为《城市轨道

交通运营评价指标体系》指标的筛选及进一步细化提供支

撑。

3.预期效果

如本项目予以实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评价指标体系》

将进一步规范我省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营评价工作，统一山东

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评价指标体系，为省内城市轨道交通的

运营评价工作提供依据，提高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质量。

（二）标准内容说明

1.标准结构

标准的结构共分 4 章：

（1）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4）评价指标体系构成及内容

2.标准范围说明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指标体系的评价指标

体系构成及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指标体系的统计分析

工作。



3.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1）规范性引用文件

主要对GB/T 38374-2019《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指标体系》

中的部分指标进行了引用。

（2）术语和定义

对标准中的术语进行解释，包括城市轨道交通和运营事

故 2 个术语。

（3）评价指标体系构成及内容

整个评价指标体系包含基础指标、客流指标、运行指标、

安全指标、服务指标、能耗指标及财务指标 7 类指标，其中

基础指标包含 21 个指标，客流指标包含 43 个指标，运行指

标包含 84 个指标，安全指标包含 15 个指标，服务指标包含

47 个指标，能耗指标包含 10 个指标，财务指标包含 18 个指

标，共计 238 个指标。本标准中每个指标的统计期、定义、

单位及计算方法均给出了具体的规定。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分析报告

无

五、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

本标准与我国的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尚未发现本标准与我国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相冲

突。



六、重大意义分歧的依据及结果

无

七、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

（一）预期社会经济效益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评价指标体系》将规范我省城市轨

道交通运营的评价工作，统一山东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评价

体系，为省内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营评价工作提供评价依据，

提高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营质量。

各地市轨道交通运营企业可依据该标准的具体内容，根

据企业自身情况，对运营指标体系做出进一步的细化，以提

高指标体系与本单位运营情况的切合度、提高轨道交通运营

质量。

（二）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

为贯彻执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评价指标体系》的实施，

帮助各相关单位有关人员深入理解、准确把握标准出台背

景、制订理由和依据，以及标准主要内容和要求，全面掌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评价指标体系，标准发布后将召开标准宣

贯培训会议，组织标准起草组进行标准培训，同时建议上级

主管部门下发宣贯培训通知，各级运管部门开展宣贯工作，

作为标准起草单位积极配合各地宣贯工作，争取该标准可以

在各地轨道交通企业得到积极有效地实施。



八、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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