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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是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
举措。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党的十六大确定了21世纪前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全国人大十届一次会议对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进行了具体的部署，从而为我国各行各业近中期建设发展指明了方向。
铁路作为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大众化交通工具，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肩负着提供运力支持、当好
先行的重要历史使命。
　　铁道部部党组做出了实现铁路跨越式发展的重大决策，突出强调了信息化在铁路跨越式发展中的
重要地位和支撑作用，就是要以信息化的跨越式发展带动铁路行业现代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
可靠的运力支持，适应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
　　铁路信息化是铁路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其重要目的是将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铁路生产经营的各项
活动中，改造传统产业，提高铁路运输生产率与竞争力。
铁路信息化可以定义为：在统一规划及有序组织下，充分利用国内外先进的信息技术与网络资源，深
入开发、运用各种信息资源及信息系统，逐步实现铁路市场经营、运输生产、社会服务、运行维护和
管理决策等方面的现代化。
可见，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信息化的重要内容。
　　我国铁路信息化经过近三十年的开发建设，其框架已现雏形，为提高铁路运输质量、运输能力，
保证运输安全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建设项目比较分散，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共享不足，
形成了开发利用率不高的现状，尤其在运营管理、电子商务、调度指挥、现代物流等方面与国外铁路
差距还较大。
　　《中国铁路信息资源理论基础》一书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系统科学的方法，深入地探讨了
中国铁路信息资源配置的理论和方法。
该书参考国外铁路信息化的先进经验，结合中国铁路信息化的具体实践，针对当前我国铁路信息化面
临的突出矛盾，构造了狭义的铁路信息配置的经济和空间矢量治理结构，提出了具有耗散结构和自组
织机制的信息资源配置体系，介绍了铁路信息四层模型并给出铁路信息共享的参考实现框架，描述了
铁路数据中心的多级分布式体系结构，以及设计了数据中心共享和应用的模式，建立起铁路开放式系
统集成再造模型，构筑了铁路信息化安全体系，并分析了铁路信息化跨越式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及组
织和制度保障机制等。
这些理论成果对当前中国铁路信息化跨越式发展的总体方案及相关政策制定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当中国铁路信息化发展从初级阶段进入中级和高级阶段，仅仅关注具体信息系统的开发建设已经
不能满足我国铁路跨越式发展的需要。
信息资源配置环节的相对滞后，-已经成为制约我国铁路信息化发展的瓶颈。
《中国铁路信息资源理论基础》一书，对推动广大铁路管理、技术干部和职工深入认识信息化的内涵
，提高信息化理论和工作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铁道部信息办马钧培　　200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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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铁路信息资源理论基础》从经济学、管理学、系统科学的角度建立了中国铁路信息资源合
理配置的理论基础，参考国外铁路信息化的经验，结合中国铁路信息化的实践，针对当前我国铁路信
息化面临的突出矛盾，建立了狭义的铁路信息配置的经济和空间矢量的治理结构，提出了具有耗散结
构和自组织机制的信息资源配置体系，介绍了铁路信息四层模型并给出铁路信息共享的实现框架，描
述了铁路数据中心的多级分布式体系结构，并设计了数据中心共享和应用的实例，建立了铁路开放式
系统集成再造模型，构筑了铁路信息化安全体系，探讨了铁路信息化跨越式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设计了组织保障和制度保障的机制。
人们在进行信息化建设的同时，需要重视信息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和效率。
信息资源的配置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管理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中国铁路信息资源理论基础》可作为信息管理部门、交通运输规划部门技术与科研人员的参考
书，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管理信息系统专业、交通规划与系统工程专业研究生、MBA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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