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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人物  

 韩宝明：都市轨道交通领域的奋进者 

韩宝明，1963 年出生，山西太原人。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二级教授、 

博士生导师，“高速铁路客运组织与服务”学科方向学科负责人，北京交通大学 TOD 

研究院执行院长，《Urban Rail Transit》主编，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专家和学术委 

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科技进步奖办公室主任，职称评审委员 

会副主任,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东盟城市轨道交通合作委员会副主任。自 1987 年起， 

在北京交通大学从事教学研究和管理工作，在北京交通大学学习、工作达 45 年，期间先后担任交通运输学

院副院长、科技处副处长、研究生院副院长、图书馆馆长等行政职务，2003 年至 2024 年任《都市快轨交

通》杂志社社长。 

学科建设方面，积极打造特色学科平台，推动国际交流合作。韩宝明教授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投

身“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二级学科建设工作，敏锐把握国家高铁发展战略需求，成功申办我国首个高速

铁路运营管理本科专业，作为“高速铁路客运组织与服务”学科方向负责人，构建了完整的课程体系，积

极承担国际培训工作，先后为泰国、马来西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高铁技术人才，助力中国高铁

“走出去”。2015 年，以前瞻性的学术视角创办我校第一本 SCI 检索期刊《Urban Rail Transit》，并担任

主编，在其专业引领下，该期刊现已被 ESCI、EI、SCOPUS、DOAJ 等 40 余个知名数据库收录，2025 年

进入中科院期刊分区表 3 区，2023 年影响因子达 1.7，位居 JCR Q3，论文年下载量近 30 万次，期刊学术

价值获得国际认可，成为展示我国轨道交通领域研究成果的重要国际窗口。自 2021 年担任 TOD 研究院执

行院长以来，韩宝明教授创新性整合交通运输、城乡规划与设计、经济管理等学科资源，通过与铁路、城

市轨道交通企业以及多个国家级行业协会的深度联合，在短短四年内将研究院打造成为支撑三个一级学科

发展的新型交叉学科平台，展现出卓越的学科建设水平。 

 

韩宝明教授担任主编的 URBAN RAIL TRANSIT《都市快轨交通（英文版）》是城市轨道
交通领域第一本英文国际学术期刊，于 2024 年被 SCI、EI 双收录 



 

 

 

 

 

  

 运输人物  

人才培养方面，深耕教学一线，培育行业精英。韩宝明教授始终坚守教书育人初心，三十余年来深耕

教学一线，主讲《铁路行车组织》、《铁路运输组织学》、《高速铁路概论》、《铁路客运服务》、《高

速铁路技术基础》等核心课程，其中《高速铁路概论》被教育部认定为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获得北京交

通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多项，获评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和优秀主讲教师等。韩宝明教授长期致力于轨道交通

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培养，累计指导硕士研究生 100 余人、博士研究生 28 人，培养出多位高铁和城轨领域

的业务骨干。连续七年为“一带一路”硕士研究生班开设英文专业课程，并多次为马来西亚等国培训班讲授

铁路专业课，成功运作“泰国高速铁路人才培训项目”，该项目得到商务部和铁路总公司的赞赏，为我国

高铁国际化培养了大批知华友华的专业人才。 

 

 

 

 

 

 

 

 

 

 

 

科学研究方面，聚焦国家战略，引领行业创新。韩宝明教授主动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开展科学研究，取

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主持并带领团队完成多项国家级项目和国际合作项目，累计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亚洲开发银行、北京市自然基金、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首都高端智库、国家铁路局等重要课题 20 余

项，在国内外高水平学术刊物及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在高速铁路运输组织方面，完成

五十余项相关项目研究，多次荣获铁道学会铁道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

速铁路运力资源优化配置技术及决策支持系统，相关成果投入到实际生产过程中，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勇于挑战难题，主持重大科研项目，相关成果在推动我国高铁恢复 350 公里/小时运营速度的

科研攻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组建跨专业高速铁路研究团队，全程参与中国高铁技术引进谈判工作和高铁 

《高速铁路概论》被教育部认定为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教高函〔2023〕7 号） 



  
 运输人物  

国际合作研究，为我国高速铁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智力支持。在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方面，作为技术负责人

主持完成《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战略与十四五发展思路》，相关成果在行业内产生了重大影响，获得国家发

展改革委领导以及专家的高度认可；连续十年编著出版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报告，长期定期跟踪研究并

发布世界轨道交通发展统计报告，已获得学界和业界的广泛认可，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参考。 

 

 

 

 

 

 

 

 

 

 

社会服务方面，搭建交流平台，推动行业创新发展。韩宝明教授主动对接轨道交通行业发展需求，作

为《都市快轨交通杂志社》社长和《Urban Rail Transit》主编，带领都市快轨交通杂志社连续 21 年举办“中

国城市轨道交通专家论坛”，成功打造成为国内国际轨道交通交流高质量平台。2016 年，韩宝明教授由学

校派出至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担任专家学术委秘书长，并在 2022 年增选为副主任，在协会任职期间，

韩宝明教授作为核心成员创办了协会科技进步奖并担任评审委员会副主任，推动实施城轨行业非公经济全

系列职称评审并获得国家人社部的授权，近年来，完成了 50 余项成果评价工作，组织多届科技进步奖评审

工作，为促进行业科技创新发挥了积极作用，充分展现了一名专家学者服务行业发展的责任与担当。 

未来，韩宝明教授将继续秉持严谨求实、开拓创新的精神，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持续加强高水

平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力争在关键技术领域取得更多突破性成果，为交通强国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韩宝明教授在科普中国·星空讲坛带来演讲《中国速度越来越快，是哪些学科织成了“交通网”？》 



 

 

 

 

 

 

 

 

 

  

 本月成果  

 项目： 

2025 年 4 月共完成科研项目立项 30 项。 

其中：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1 项，国铁集团项目 11 项，横向项目 14 项。 

 

 专利： 

2025 年 4 月新提交专利申请 4 项，已获得授权专利 2 项。 

 

 软件著作权： 

2025 年 4 月新提交软件著作权申请 5 项，已获得授权软件著作权 6 项。 

 学术活动  

 交通运输学院师生出席 RailDresden2025 国际学术会议 

2025 年 4 月 1 日至 4 日，第十一届国际铁路运营建模 

与分析会议 RailDresden2025（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ailway Operations Modelling and Analysis, ICROMA 2025） 

在德国德累斯顿举行。ICROMA 会议由国际铁路运营研究 

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ailway Operations  

Research, IAROR）主办，每两年举办一次。会议旨在汇聚 

学术界与业界专家，通过融合工程、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的前沿研究成果，为铁路运营管理与交通

组织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 

作为全球轨道交通运营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盛会之一，本届会议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术界

与业界专家。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组织数十名师生参会，积极参与了论文宣讲、海报展示及会议申

办等系列活动。 

会议期间，交通运输学院师生在 13 场论文宣讲和 5 项海报展示中分享了最新研究成果，充分展现了

北京交通大学在铁路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水平与国际影响力。 

在备受瞩目的第十二届 ICROMA 会议申办环节，北京交通大学联合同济大学、西南交通大学提出了

RailSanya2027 申办方案，中国团队从学术组织能力、国际合作基础及三亚的区位优势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展

示，最终成功获得第十二届国际铁路运营建模与分析会议（ICROMA 2027）的主办权。 



 

 

 

 

 

  

 学术活动  

 第五届“铁路运输组织与运营管理创新研讨”会征文通知 

举办时间：2025 年 10 月下旬，会期 1 天 

举办地点：北京 

主办单位：中国铁道学会运输委员会 

承办单位：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 

协办期刊：《铁道运输与经济》《铁路物流》《都市快轨交通》《Urban Rail Transit》 

会议规模：200 人 

会议形式：线下+线上（初步） 

征文涉及内容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论文投稿截止日期 2025 年 7 月 20 日）： 

1.区域多层次轨道交通运输组织协同创新理论与技术；2.智能铁路运输组织技术；3.铁路货物运输新技

术；4.铁路站场与枢纽创新设计技术；5.高铁快运智慧物流技术；6.重载铁路运输组织提升技术；7.高速铁

路能力计算与利用技术；8.列车运行调度调整技术；9.集装箱多式联运技术；10.车流径路与编组计划协同

优化技术；11.复杂艰险山区铁路运输组织技术；12.旅客联程运输关键技术；13.铁路综合客运枢纽站城融

合发展技术；14.“一带一路”铁路联运运输组织技术与相关政策；15.铁路运输安全及应急管理新技术；16.

铁路运输企业改制及运输组织相关问题研究；17.铁路旅游产品设计与服务技术；18.基于大模型的铁路运输

组织优化技术；19.铁路运输系统职工健康管理。 

投稿系统链接：https://jinshuju.com/f/AXLl5i 

投稿系统二维码： 

 

 

 

 

 

本次会议入选的优质中文论文，可向会议支持期刊《铁道运输与经济》《铁路物流》《都市快轨交通》

《Urban Rail Transit》投稿，期刊会走绿色通道，优先审稿，在保证论文质量达标前提下，优先录用，相关

费用按照期刊规定收取。 

本次会议入选的优质英文论文，可通过合作会议提交 Springer-Verlag 旗下的 Lecture Notes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LNEE, ISSN: 1876-1100, EI-Compendex) 出版，相关费用按照出版方规定收取。 

 



 

  

 学术活动  

 第七届轨道交通电气与信息技术国际学术会议征稿通知 

第七届轨道交通电气与信息技术国际学术会议（EITRT 2025）将于 2025 年 10 月 17-19 日在兰州召开，

本次会议由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北京交通大学主办，兰州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先进轨道交通自主运行

全国重点实验室、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高原铁路运输智慧管控铁路行业重点实验室（兰州交通大

学）、中国电工技术学会轨道交通电气设备技术专业委员会等共同承办。EITRT 属于运输学院鼓励会议，

被会议录用且做大会报告的论文可用于申请硕士学位。 

EITRT 2025 致力于为广大轨道交通能源电气与运营智能化信息技术领域的学者和科技人员提供一个

高水平的国际交流平台，交流和分享近年来在轨道交通能源电气与运营智能化技术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前六届会议分别在长春、株洲、长沙、青岛和北京召开，并多次被中国教育部学术会议在线评为精品会议。 

本会议录用的全部英文论文由 Springer-Verlag 旗下的 Lecture Notes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LNEE，

ISSN：1876-1100，EI-Compendex 源)出版。另外，会议将推荐优秀论文经修改后由相关领域 SCI 检索源国

际期刊发表。会议录用的相关中文论文，会后经编辑部审核通过，可陆续刊登在国家级综合期刊《电气技

术》杂志上；对于学术性强的论文，将推荐至《电工技术学报》（EI 收录）、《Smart and Resilient Transportation》

和《Green Energy and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发表。 

本会议面向本领域的学者和科技人员及相关单位征集专题论坛，欢迎有兴趣的专家学者提交，专题论

坛在线提交系统：https://jinshuju.com/f/nuON2D  

具体征稿范围及其他详细内容请访问会议官网 http://www.eitrt.org，或扫描关注公众号。 

 



 

 

 

 

 

 

 

 

 

 

 

 

 

 

 

 

 

 

 

 

 

 

  

 成果分享——科研获奖  

 网络化客流需求条件下的城市轨道交通智能运输关键技术研究 

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许心越教授团队针对精准感知网络多样化需求、快速提升城轨网络化运营

效率问题开展研究，在超大规模轨道交通多粒度客流需求精准分析、多主体网络化运力资源精准投放、个

性化精准诱导信息生成与优化等三方面实现了关键技术创新，完善了城市轨道交通智能运输关键技术并开

发了相应的决策平台。该成果“网络化客流需求条件下的城市轨道交通智能运输关键技术及决策平台” 获

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针对超大规模轨道线网乘客出行行为特征和巨量客流演化机理复杂问题，提出了多源混杂数据下的乘

客行为建模、复杂多场景下轨道交通短时客流预测以及路网多运营主体精准清分技术，国际上首次提出反

向乘客出行路径建模方法，需求分析精度达 90%以上，研发了相应系统平台，并取得了优异的科技成果和

应用成效。 

面向超大规模城轨网络运能动态调整效率低——表征为运能配置中计算效率与精度难以同时兼顾难

题，提出了线网能力计算与评估成套技术、智能化运行图编制及模拟验算技术、大规模路网交通运输组织

仿真技术，首次提出超大规模网络交通组织成套仿真技术，延误仿真误差率在 10%以内，研发了相应的系

统平台，取得了优异的科技和应用成果。 

面向超大规模城轨网络诱导不精准不全面——表征为难以实现多场景个性化偏好的动态更新难题，提

出了多场景下个性化诱导信息生成技术，基于强化学习的精准诱导信息优化技术，首创了多场景个性化诱

导信息发布方法，末班车时段衔接人数提升了 10.4%，研发了相应的平台，并进行大规模系统集成和应用

推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图 1 北京地铁 ACC 清分评估仿真系统 



 

  

 成果分享——科研论文  

 基于大气走航系统的颗粒物污染人群暴露公平性 

在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批准号：2023YJS033）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准号：52272340）

资助下，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宋国华教授、吴亦政副教授团队针对路侧 PM2.5 导致的不同区域居民

污染暴露与健康公平性问题开展研究，建立了一种精细化的健康影响评估方法以计算不同收入水平地区的

健康影响与经济成本差异。该成果以“Are deprived communities exposed to higher PM2.5 concentrations? 

Evidence from Cangzhou, China”为题，于 2025 年发表在《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期刊上（交

通运输研究领域顶刊，影响因子 7.6），论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16/j.trd.2025.104762。 

由于环境保护措施和经济投资分配的不均衡，部分社区往往承受着更高的环境暴露风险。开展高分辨

率的污染暴露差异评估，是解决此类环境公平问题的关键所在。研究结合使用了一种基于出租车移动走航

的颗粒物采集系统，在河北沧州开展了本地化的路侧 PM2.5 浓度采集活动。并通过收集研究区域的房价

数据，基于平均房价水平将社区划分为高、低房价社区两类。 

研究通过建立 1 公里分辨率的空间网格体系，对两类社区的污染暴露差异及其健康经济影响进行了系

统分析。研究发现， PM2.5 平均浓度指标难以反映出暴露差异，其分布规律更值得关注。计算结果显示，

部分低房价社区的污染物浓度水平和健康风险估值甚至超过了高房价社区的峰值水平。进一步采用基尼系

数进行量化分析表明，低房价社区内部的污染暴露差异更大（G=9.12%），超过高房价社区（G=2.28%），

凸显出低房价社区不仅面临更高的外部污染风险，其内部的污染暴露差异也更大。然而在 PM2.5 污染导致

的健康相关经济成本测算中，高房价社区却表现出更高的支付意愿与经济成本。研究描绘了中小城市不同

地区的环境污染暴露与经济成本差距，强调了制定针对性的改进措施与解决环境公平问题的重要性。 

 

图 1 路侧 PM2.5 浓度差异分析：（a）高分辨率的路侧 PM2.5 浓度热力图；（b）两种地区 PM2.5 浓度分布图 



 

  

 成果分享——科研论文  

 智慧机场运行滑行道快速分配优化研究 

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的智慧机场运行优化项目以及国家自然基金民航联合基金项目（批

准号：U2333206）资助下，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毕军教授团队针对机场滑行道分配优化问题开展研

究，设计了图神经网络与运筹优化算法结合的分配方法。该成果以“Quick taxi route assignment via real-

time intersection state prediction with a spatial-temporal graph neural network”为题，于 2024 年发表在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C》期刊上（交通运输研究领域顶刊，影响因子 7.6），论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16/j.trc.2023.104414。 

机场航空器滑行道的分配优化对于增加机场容量和资源利用率至关重要。但是，目前机场通过滑行道

路线预先分配，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人工实时调整的策略，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并且严重影响了机

场飞行区的运行效率。为了解决以上问题，论文提出基于时空图神经网络（STGNN）预测机场滑行道网络

交叉节点状态，并根据预测结果来减少实时分配过程中的问题规模与复杂程度的新思路。利用图卷积神经

网络网络和具有注意机制的递归神经网络进行滑行道节点占用状态的预测。基于预测结果构建机场拓扑动

态子图，建立滑行道分配的混合整数线性规划（MILP）模型。利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提供的实际运行的数

据，大规模的测试用例的分析结果表明论文提出的方法能够在 10s 内给出优化结果，从而证明了该方法的

有效性。 

图 1 机场滑行道状态实时统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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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分享——科研论文  

 城市多模式交通需求挖掘研究 

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批准号：2023YFB4301900）等项目资助下，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黄爱玲

教授团队为揭示出租车、网约车服务市场的需求特征，提出了一种从多维时空尺度探索出租车与网约车服

务之间竞争与合作关系的方法。该成果以“Exploring competitiveness of taxis to ride-hailing services from 

a multidimensional spatio-temporal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in Beijing, China”为题，于 2024 年发表在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期刊上（交通运输地理领域顶刊，影响因子 5.7），论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16/j.jtrangeo.2024.103936。 

该论文以北京城市为例，通过构建地理和时间加权回归模型，提出“竞争合作指数”（CCI），量化

研究了出租车和网约车在多粒度时空条件下的合作竞争关系，探索不同竞合模式的潜在影响因素，研究出

租车网约车时空竞合需求的诱发机理。主要研究发现：（1）出租车与网约车需求与时空条件存在强相关

性，不同兴趣点的需求异质性差异明显；（2）CCI 是可用于量化两种服务之间动态竞争关系的指标，其

时空分布表明，总体上合作关系占主导地位，出租车并非处于完全劣势的状态；（3）CCI 与土地使用性质

和强度密切相关，商业兴趣点显著增加了对网约车服务的需求，早晚高峰的跨区域通勤期间尤为明显。本

研究成果可为政府及相关部门制定行业发展政策，实现出租车网约车良性竞争提供参考。还可为出租车企

业、网约车运营平台进行车辆调度优化、提高服务效率提供依据。 

图 1 不同时空尺度下的出租车网约车竞合关系及影响机理分析 



 

  

 成果分享——科研论文  

 电动汽车碰撞事故研究 

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批准号：2023YFC300960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准号：72288101、71971023）

和北京社科基金（批准号：21DTR055）资助下，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马路教授团队针对电动汽车

碰撞事故中乘员受伤严重程度建模问题开展研究，阐述了乘员伤害严重程度与电动汽车变量之间的相互作

用。该成果以“Modeling occupant injury severities for electric-vehicle-involved crashes using a vehicle-

accident bi-layered correlative framework with matched-pair sampling”为题，于 2024 年发表在《Accident 

Analysis and Prevention 》 期 刊 上 （ 交 通 运 输 领 域 顶 刊 ， 影 响 因 子 5.7 ） ， 论 文 链 接 : 

https://doi.org/10.1016/j.aap.2024.107499。 

本文将电动汽车和燃油汽车的安全性对比考虑在内检验分析电动汽车碰撞事故中乘员受伤的严重程

度，这一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常常被忽视。文章提出了一种贝叶斯随机斜率模型，旨在捕捉乘员伤害严重

程度与电动汽车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该随机斜率模型是在车辆事故双层相关框架下建立的，能够解释同

一事故中车辆间的交互效应。基于 2020 年和 2021 年的美国事故报告抽样系统（CRSS）数据库，文章将

提取到的数值进一步处理，通过控制安全气囊是否展开、人员是否弹射等多个特定匹配变量形成内在匹配

对的数据结构形式，这能够确保建模参数的标准误差不受这些匹配变量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对贝叶

斯随机斜率模型和贝叶斯随机截距模型、贝叶斯基本模型的建模性能进行了全面对比。根据实证结果，双

层贝叶斯随机斜率模型在模型拟合和分析方面表现出强大的能力，即使在样本量小、误差结构复杂的情况

下也是如此。最重要的是，结果表明，与燃油汽车相比，电动汽车中的乘员在发生事故时更有可能遭受严

重伤害，尤其是致残和致命伤害，这推翻了长期以来认为绿色与安全相关的错误观念。 

图 1 模型的反向预测检查 



 

  

 成果分享——科研论文  

 出行即服务套餐订阅意愿分析与附加价值估计研究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批准号：52172312）资助下，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姚恩建教授

团队针对出行即服务（Mobility as a Service，MaaS）套餐订阅意愿分析与附加价值估计问题开展研究，设

计了集成 MaaS 套餐订阅意愿分析-目标用户识别-MaaS 套餐附加价值估计的方法框架。该成果以“An 

approach for evaluating added values of MaaS bundles considering heterogeneous subscription willingness”

为题，于 2024 年发表在《Transportation》期刊（交通政策领域权威期刊，影响因子 3.6），论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07/s11116-024-10538-w。 

随着 MaaS 的发展，MaaS 平台提供的出行服务套餐的额外效用被认为是吸引用户的关键因素，评估

MaaS 套餐的附加价值是 MaaS 健康可持续运营的关键问题。本研究提出了一种考虑异质订阅意愿的 MaaS

套餐附加价值估计方法。首先，本研究提出了集成选择和潜变量的选择模型，以捕捉影响用户订阅 MaaS

套餐的因素，并估计具有不同社会经济属性用户的订阅意愿。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通过贝叶斯估计方法进

一步识别了具有不同 MaaS 套餐订阅意愿的用户群体画像，并通过加权估计方法进一步计算了考虑不同用

户群体异质订阅意愿的多种 MaaS 套餐的附加价值。本研究在北京收集陈述性偏好调查数据对所提出的方

法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套餐的目标用户具有更高的订阅意愿，其中，地铁导向型

套餐的估计附加价值最高，其次是公交导向型套餐。为保障分析结果的鲁棒性，本研究开展了附加价值的

稳定性分析，验证了所提出方法的稳健性。研究结果有助于制定多样 MaaS 套餐的定价方案，并表明基于

公共交通导向理念制定 MaaS 套餐可能有助于提高 MaaS 的普及率和 MaaS 运营商的盈利能力。 

 

 

图 1 面向 MaaS 套餐订阅行为的集成选择和潜变量模型框架 



 

 

 

 

  

 成果分享——科研论文  

 临空经济区政策效应微观机制研究 

在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批准号：23JB011）资助下，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蒋永雷副教授团队

针对我国临空经济区（AEZ）建设的政策效应及其微观机制问题开展研究，设计了多期双重差分（Multi-

period DID）分析模型，评估了国家级临空经济区政策对临空企业聚集与临空产业发展的影响。该成果以

“Service-led growth in airport economic zones: A multi-period DID analysis of China's asymmetric policy 

impacts”为题，于 2025 年发表在在国际航空运输领域著名期刊《Journal of Air Transport Management》

（交通运输领域国际权威期刊，影响因子 3.9）上，论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16/j.jairtraman.2025.102781。 

该研究基于 2010 年至 2022 年间中国大陆 22 个国家级临空经济区（图 1）入驻企业层面数据，从微

观企业视角分析临空经济区规划建设的政策效应。结果表明（图 2），临空经济区的规划建设显著促进了

临空服务企业的聚集和投资，尤其是商业服务业；而机场航班起降数量和城市固定资产投资也对临空企业

聚集起到显著正向作用。研究提出，未来应精准制定临空产业支持策略，重点支持临空服务业及高附加值

产业，并通过优化航空运输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强化政策效果。本研究成果为临空经济区政策制定

和临空产业发展规划提供了重要实证依据。 

 

 

 

 

 

 

 

 

 

 

 

图 1 Multi-period DID 标定结果 



 

 

  

 成果分享——法规标准  

 国标《铁路运输词汇 旅客运输》制定研究 

基于国标委发 (2020）53 号 20205132-T-347 项目,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付慧伶副教授作为我校

第一起草人，于 2024 年完成了国标《铁路运输词汇 旅客运输》的制定工作（标准号：GB/T 13317-2024）。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0 年第四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的通知》要求，由国家铁

路局归口，由北京交通大学、国家铁路局运输监督管理司、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部、中国标准

化研究院、国家铁路局市场监测评价中心、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公司、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公司、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共同起草《铁路旅客运输

词汇》，对 GB/T 13317-2010《铁路旅客运输词汇》进行修订。本标准于 2024 年 8 月 23 日发布，于 2024

年 12 月 1 日实施。 

铁路作为我国旅客运输的主要方式，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随着客运网络的快速建设和

新技术的广泛应用，铁路旅客运输领域已产生巨大变化。本标准的研制有利于政府进一步规范和引导铁路

行业提升标准化水平，协调和统一铁路行业标准，丰富和完善铁路旅客运输标准体系，提供适应新形势、

新环境的基础支撑。本标准规定了铁路旅客运输词汇的客运基础、客运设备、客运服务、客运市场、客运

指标、行李包裹运输和国际旅客联运等方面的术语及其定义；适用于铁路旅客运输的生产、管理、设计、

科研、教学、文献资料出版等。 

 

 

 

 

 

 

 

 

 

图 1 国标《铁路运输词汇 旅客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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