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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运”作为一个社会性概念，在中国可谓妇孺皆知。中国人把“回家过年”当成了一

种人生信念，而这个信念造就了一个庞大的运输市场。但是，在另一方面，身为中国的旅客，

却是不幸的。他们不但未能享受到自己创造出的“规模效应，相反，他们必须为此付出昂贵

的代价——有福的铁路企业胃口太大，享了规模的福，还要享涨价的福。涨价没有听证会，

旅客失去了“用手投票”的权利；只此一家别无他店，旅客又失去了“用脚投票”的权利。

其中 2002 年硬座上浮 15%，硬卧、软座和软卧上浮 20%，学生票、革命伤残军人票价不上浮；

2003 年上浮最高维持在 20%，有涨无降；2004 年 硬座上浮 15%，其他席别上浮 20%； 2005

年硬座上浮 15%，其他席别上浮 20%；2006 年硬座票价上浮 15%，其他席别上浮 20%，学生

票、革命伤残军人票价不上浮；而在 2007 年铁道部宣布 2007 年铁路春运各类旅客列车一律

不再实行票价上涨，今后也不再上浮。这一宣布使春运票价上涨走进了历史，也平息了广大

的老百姓的怨声，给老百姓带来了福音。  

  二、“铁老大”在春运期间提高票价的原因分析  

  年年春运期间票价上涨为什么会使广大老百姓怨声载道呢？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

不断推进市场化的今天，“铁老大”为什么一直要在春运期间提高票价呢？  

  1、票价上涨的缘由没有说服力。广大老百姓对春运期间票价上涨的不满当然是因为票

价上涨的缘由没有说服力，涨价总是需要理由的。没有哪部法律说过，一到春运，“铁老大”

就非得涨价不可；也没听说哪部法律规定，“铁老大”涨价只要通知一声，爱怎么涨就可以

怎么涨，消费者只能照单全收。更有以往买过涨价车票的乘客认为他们气愤的不是票价的上

涨，气愤的是价钱上去了，得到的却是拥挤、脏乱的乘车环境、大大缩水的服务水准。郝劲

松致信铁道部长“火车票不要涨价”一事就表明，对票价上涨的不满已经使老百姓敢于站出

来与“官”作对。  

  2、铁路票价上涨的另一个原因是政府的价格管制，价格管制即由政府出面确定自然垄

断企业产品或者服务的价格或收费标准，或者规定价格变动幅度。在铁路这样的自然垄断行

业中，由于铁路部门取得了垄断地位，可以凭借垄断特权制定高于市场均衡价格的价格，并

使产量低于均衡数量。铁路部门一直坚持着“削峰平谷”的涨价理由，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

是在自然垄断下，在政府价格管制的作用下，铁路票面价格的上涨所带来的垄断利润是一个

不小的数字。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表示，“2007 年铁路春运客票价格不上浮，铁路因

此需要多承担近 3 亿元的成本。”这就不得不让我们质疑，难道往年铁路春运客票价格上涨

给铁路部门带来了近 3 亿的利润？  

  3、“铁老大”是一个典型的自然垄断企业，所谓自然垄断，在经济学中对自然垄断的

定义为由是指企业因地域、行业特征等客观因素或通过自身的合法经营和技术改进所取得的

市场垄断地位。由于这个产业靠沉淀大量的固定资本导致竞争对手无法进入，独占这份市场

份额。我们知道，自然垄断下，边际成本低于平均成本，同时随着平均成本的递减，卖的票

越多，平均成本越低，而总的收益就会越大。对于大多人来说，坐火车依然是最好的经济、

安全、便宜的策略，特别是每年的学生潮、民工潮、探亲潮、旅游潮等在春节前后集中爆发，

造成对车票的需求方急速上升，而铁道部供应的车票量却仍限制在一个基本固定水平，结果

就产生了春运市场的供给出现严重的不协调，铁道部就希望通过提高票价来缓解客流拥挤现

象，但是事与愿违，火车价格的需求弹性是缺乏弹性的，票价的上升对需求量的影响并不大，

客流量仍然旺盛，对车票的需求量仍然不减。  

  自然垄断所产生的效率缺失主要有四种来源：产量受到限制、管理松懈、对研究与开发



关心不足和寻租行为。（1）产出受到限制：像竞争厂商一样，垄断产商也要通过生产消费

者需要的各种商品和服务来获取利润。但是垄断厂商可以用竞争产商无法作到的方式来获

利。一种方法就是通过限制产量来提高价格。通俗地讲，它们可以榨取顾客。消费者选择购

买垄断厂商的产品这种行为表明，它们比不拥有这些产品时要更为惬意。（2）管理松懈：

任何公司无论选择何种产量水平，都想使生产成本最小化。但是在现实中，那些不通过激烈

竞争就能赚很多钱的公司，往往缺乏使成本尽可能低的动力。这种由于厂商缺乏竞争力而导

致的低效率称为管理松懈。（3）研究与开发的减缩：竞争推动厂商开发新产品和研究成本

更低的生产方法。与此相反，垄断厂商可能更愿意坐享现有的利润，而不是积极推动技术进

步。（4）寻租：垄断条件下的低经济效率的最后一种来源，是垄断厂商有将资源花费在非

生产性活动上的诱惑。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垄断厂商将资源用于遏制进入来获得或维持其垄

断地位。由于垄断厂商获得的利润被称为垄断租金，通过寻求或维持在行业内的垄断地位来

寻求或维持业已存在的活动称为寻租。  

  三、解决春运期间铁路运输问题的策略 

 自然垄断的缺陷使我们清醒的意识到，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自然垄断的运行机制，不但其

公益、福利的社会职能无法实现，而且其自身的负面效应将会导致社会公益产品的供应不足、

企业管理的官僚化及政府官员的坠落腐化。中国的“铁老大”作为一个典型的自然垄断企业，

政企不分在它身上表现的及其明显，当然受害的便是广大乘客的利益。针对 “铁老大”目前

存在的这些情况，我认为有以下三种策略可供参考：  

  第一，完善关于铁路的法律制度，并加强执法力度。对于铁路票价是涨是跌，涨跌的幅

度，法律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使老百姓对铁道部实行涨价的事实不能信服。对于法律所

规定的类似铁路公用事业价格调整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其作为一种民意诉求的形式，听证

会一方面是对处于“弱势”的分散的公众权益的一种保护形式，另一方面也是决策科学化、民

主化的形式保证。但是铁路票价方面的听证会可谓是名存实亡，从听证会内容上说，《听证

办法》规定，听证要“对制定价格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论证”，但现在许多地方组织听证时

不让讨论“该不该涨”，只讨论“涨多少”。 提出听证的除了经营者，还应该有消费者，可现在

在价格听证中我们只是看到经营者发起的价格听证，而没有从来还没有看到由消费者发起的

价格听证。这一切使价格听证成为了“走过场”，一说到价格听证消费者就知道又要涨价了，

让消费者对价格听证，从“爱”到“爱恨交加”，最后到“恨”，甚至是“怕”，这种“恨”、“怕”不

仅是对经营者的，而且还有对政府的。要解决价格听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强执法的力

度。  

  第二，逐步提高铁路自然垄断企业的经营效率。一般而言，政府的经营效率要低于私人

企业的经营效率，这是因为自然垄断企业存在上面讲到过的自身缺陷，但是要提高铁道部门

的经营效率并非不可能，这点我们可以向加拿大学习，加拿大有两条主要铁路线，一条由政

府经营，而另一条由私人经营，两者在经营效率方面像差无几。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不断地

深入，很多行业都进入了竞争性的市场化，中国的铁路自然垄断行业也不例外，今后也将会

面临来自世界各地经营者的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企业的竞争压力是巨大的，而恰恰

是由于这一压力使其具有了提高经营效率的激励，因此，放开门户，与世界接轨是提高铁路

自然垄断企业经营效率的一条重要的路径。当然要使铁路实现市场化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

间，这也是有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为此，我们需要循序渐进，根据国情逐步将其实现。  

  三、关键是让外来工不再“漂泊不定”  

  从长远来看，给外来工以市民待遇，是解决春运压力问题的根本性措施。所谓给外来工

以市民待遇，就是要创造条件使外来工能够享受到当地居民能够享受到的各种权利，告别“漂

泊不定”，并能够在当地安家落户，成为“当地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采取如下措施：



其一是改革用工制度，打破所谓正式工与临时工、外来工与本地工的二元结构界限，实行同

工同酬，以提高外来工在本地的生存能力；其二是改善外来工的生活居住条件，包括住房条

件、子女受教育条件、医疗保障条件、社会保障条件等，让外来工稳定地拥有在当地生活的

基本条件，提高外来工对当地的认同感；其三是放宽户籍管理方面的限制，允许有条件的外

来工安家落户。    

  当然，给外来工以市民待遇，需要当地政府提供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与公

共服务，从而在公共财政支出方面带来非常大的压力。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算算账，就可以

得出另外的结论：第一，如果给外来工以市民待遇，由于减少了外来工的漂泊性，就会形成

一支稳定熟练的产业工人队伍，这对于提升本地产业结构素质，是不可或缺的基础。过去

20 多年里，珠江三角洲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了经济起飞。而

现在正面临着产业升级，需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重化工业和机械装备工业。这些产业

的发展，就需要有一支稳定熟练的产业工人队伍来支撑；第二，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

消费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如果将外来务工者转化为本地的产业工人，这部分人群的消费就

相应留在了本地。这部分消费力就会增加当地的经济总量；第 三，过去的实践表明，由于

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的频繁流动，带来了沉重的社会治安压力。特别是像珠江三角洲这样外

来务工人员高度密集的地区，社会治安问题更是防不胜防。如果将外来务工人群融入当地社

会，可以缓解社会治安压力，减少社会的管理成本。第四，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农村剩余劳

动力逐渐进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是消除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选

择。因此，给外来工以市民待遇，不仅仅可以从根本上缓解铁路春运压力，而且还有更深远

的经济社会方面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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