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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依照经营战略、“主业”经营、兼业经营和绩效评析的逻辑顺序，运用实证分析与比较研究
相结合的方法，以原日本“国铁”为对应参照系，15家大型民营铁路公司为基础背景，东急、西武、
小田急三家大型民营铁路公司为重点解剖个案，考察了“民有民营”的铁路公司从事地上及地下铁路
运输的“主业”，并以铁路沿线为依托，建设商业住宅小区、宾馆、购物区、餐饮区、娱乐休闲地、
旅游观光地，在相当广泛的领域里开展兼业经营的实态，进而对日本铁路经济发展模式及其特征进行
了归纳性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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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著作1部（合著）；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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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西武建设株式会社的事业领域宽泛，包括电车、汽车修理，石灰石、沙石的采掘销售，建筑用耐
火石材的制造、销售，土木建筑工程承包，以及不动产销售等。
其事业展开同西武集团的百货店和宾馆建设、丰岛园和西武园的游园地建设、铁道铺设、十国岭和驹
岳的缆车、滑雪场升降机、观光设施、汽车公路的管理与保养等事业都密切相关，并在近江铁道的经
营地设置了营业所，将经营范围扩展到关西。
就事业的主体之一沙砾业务来看，1957年碎石量达到20万吨，居日本全国之首。
在住宅地开发与销售方面，西武建设株式会社设有不动产部，既实施住宅地开发又进行住宅建设。
例如，建设横滨王子酒店之际，搬运挖出的泥土和沙石在杉田地区实施的填埋工程项目就是其中一例
。
西武建设株式会社不断发展壮大，现资本金已达110亿日元，2008年度的营业额达到665.07亿日元，从
业人数790人。
　　伊豆箱根铁道：它是在神奈川县的小田原、箱根地区和静冈县的伊豆地区从事铁道经营和芦湖游
览船经营的西武铁道集团的铁道公司。
本社所在地位于静冈县三岛市大场300番地。
1916年12月7日设立的骏豆铁道株式会社是其前身，1957年6月1日，改称伊豆箱根铁道株式会社。
现有运营线路为骏豆线（三岛——修善寺，19.8公里）、大雄山线（小田原——大雄山，9.6公里）、
十国缆车线（箱根十国岭缆车，十国登山口——十国岭，0.3公里）、驹岳索道线（箱根驹岳空中索道
，箱根园——驹岳峰，1.8公里）。
除此之外，还有汽车部门、汽车专有公路，以及在芦湖和伊豆的船舶部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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