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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收益管理在运输领域的应用始于美国的航空业，其成功的经验对于提高铁路经营收益，加快实现建售
分离，使铁路运营部门朝着拥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的市场化进程迈进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本书结合我国铁路客运市场价格管理中所发生的供需关系，提出在我国铁路客票领域采用收益管理方
法，并较为系统地探讨了我国铁路客票差别定价、存量控制，以及相应实施应用环节的理论问题，主
要创新要点如下：（1）为解决铁路客票动态定价中折扣具体幅度的理论依据问题，本书基于单区段
的最大凹向包络定理，考虑各个区段价格、需求以及对整个网络的影响因素，针对多级离散价格，通
过界定一系列概念和转换过程，将最大凹向包络定理应用于网络运输价格管理领域，进而讨论和证明
区段价格组合性质的变化，给出一种从给定价格集合中选择有效价格组合的新方法。
（2）结合铁路客运的特点，本书在单区段的EMSR方法和网络运输的投标价格法的基础上，沿用投标
价格法中的影子价格的概念，通过界定始区段、隐藏价格等概念，提出并证明价值分解一价格转化理
论。
通过隐藏价格——EMSR优化过程，将复杂网络运输优化问题转换为单区段多级票价优化问题，解决
铁路折扣客票的存量控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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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铁路客运在现有“成本加成”的定价方法下，经营内部缺乏效率与活力，外部竞争能力薄弱。
对此，本书提出对于铁路客票销售采用收益管理方法，并从票价折扣幅度定价、席位存量控制调节，
以及车上闲置席位的再销售三个方面，探讨铁路客运席位供应和各层次出行需求的充分适应性问题。
    本书旨在进一步提高铁路运营部门收益，加强铁路客运经营对市场的适应能力，创建铁路客运在行
业中的竞争优势。
本书可供铁路客运领域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参考，也适合关注中国铁路发展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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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国外，收益管理理论的研究与应用实践已经较为成熟，文献资料相对也较丰富。
不过由于许多发达国家，尤其是研究收益管理最早和最前沿的美国，早已拥有发达的航空运输和公路
系统，而规模经济的效果又使得航空和长途巴士具有可观的相对价格优势，加之两者方便、快捷的特
点，使得铁路客运在市场上的旅客认同程度远远低于航空和公路。
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铁路市场份额逐年萎缩的情况。
与此对应，国外单独探讨铁路客运票价管理方面的论著并不多，即使在大量的收益管理文献里有针对
性地研究铁路客票管理的也并不多见①②。
Kimes，Sheryl E.（1989：Yield Management：A tool for capacity-con-strained service firms）认为：收益管
理对于任何受容量限制的企业，如寄宿的房间、出租的汽车、递送服务、铁路以及巡游行业都有其施
用潜力③。
Strasser，Sandra（1996：T'he effect of yield management on railroads）指出：铁路试图通过极小化成本、
最大化资产利用率来提供低价产品，但这些策略无法得到及时执行。
对此，作者运用收益管理将铁路市场分为高优先级一额外低价运费或者低优先级一低价位运费，并验
证了相应的使用效果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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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国铁路客票价格决定与收益管理研究》是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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