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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计算机网络 信息技术 在铁路

收入管理中的应用，搭建了集中的运能

管理平台，实现了铁路 企业各营销窗口

运能信息的对称，铁路企业与客户实现

了运能供给与需求信息的对称。通过网

络，客户直接购买铁路产品，节省了为

购买铁路产品发生的支出，铁路企业也

大幅削减了铁路产品营销支出。通过计

算机网络技术的应用，铁路收入管理部

门的很多工作交由计算机负责，各 项工

作效率得到大幅提高，管理成本大大降

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应用，将风险控

制环节提前，将事后管理为主转变为事

前预防、事中监控为主 ；会计核算、收

入分析与业务实现同步 ；数据分析应用

能力提高 ；企业决策能力和速度提高 ；

决策通过网络实现与落实同步。其结果

是“大船具备了小船的灵活性”。但值得

注意的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在给铁路收

入管理工作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诸

多挑战。笔者认为，计算机网络信息技

术在铁路收入管理工作中的应用应重点

关注以下几点 ：

（一）考虑收入管理网络平台搭建

1．收入管理计算机网络平台只能由

铁道部来搭建。因为全国铁路网是一个

不可分割的整体，铁路运输是由多个局、

站段共同完成的，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应

用将对铁路各级机构的职责分工有很大

的改变。作为铁路网的总协调机 构，铁

道部是这一平台的当然责任主体。如果

是由各路局自行开发网络平台，一方面

会重复投资，浪费财力 ；另一方面各路

局开发的网络平台互不兼容，容易形成

信息孤岛，信息共享程度低。

2．收入管理系统是铁路网络 信息

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与运能管

理系统、营销管理系统 是相互关联的。

因此只有在铁路网络信息系统规划框架

内开发收入管理网络系统，才能保证局

部服从整体，实现相关岗位信息共享。

（二）建立与信息化水平相适应的组

织结构

铁路规 模很大，管理层次多，管理

流程复杂，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

应用，收入管理中的各项工作内容不断

变化，风险控制模式不断变化，各层级、

部门、岗位的职责也在不断变化，因此

企业应对原有的组织机构进行适当的动

态调整，在风险评估的基 础上，设计与

之相适应的风险控制机制，并设置与风

险控制机制相适应的企业组织机构和岗

位职责体系。

（三）打造与时俱进的员工队伍

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在收入管理工

作中的应用最重要的是人的因素。

1．需要 创造性 人 才的支撑。计算

机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是一项创造性工

作，需要一批具备创造性思维能力的业

务人才，利用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的潜

力，重构业务流程和管理模式 ；还需要

一批信息技术人才，利用现代计算机网

络技术，搭建这一信息管理平台 ；最重

要的是，要有具备很强组织协调能力的

项目管理人才。

2．工作职责的转变需要再学习。业

务流程和管理模式的重构，必定产生很

多新的岗位，一些岗位职责也会发生调

整。岗位职责的变化意味着需要重新学

习，因为各岗位人员的素质会影响新的

业务流程和管理模式潜力的发挥。

3．员工的道德水准、能力是风险控

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内部控制由人来进

行并受人的因素影响。在计算机网络信

息技术条件下，保证组织内所有成员具有

一定水准的道德观和能力是内部控制有

效的关键因素之一。实践表明，基于环境

现状构建内部控制机制是一种被动性的

做法，应当主动地将道德规范、能力素质

的建设直接纳入内部控制结构的内容。

信息时代同样是知识经济的时代，

企业 发 展将主要 依靠科技、知 识与人

才。铁路企业管理者应当重视对人员的

选择、使用和培养，这不再只是内部控

制的环境因素，而应成为内部控制结构

的有机组成部分。

（四）构建与内外部环境相适应的风

险控制机制

每个企业都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

的不同的风险，风险评估就是分析和辨

认实现企业所定目标时可能发生的风险

并适时加以处理。要随着社会、市场、

技术等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管理模式、

工作流程、技术手段等因素的变化，对

企业风险进行动态评估，并对风险控制

机制进行动态调整。

此外，强大、复杂的计算机网络系

统会增加企业潜在的风险。因为人们的

主观 判断被忽略，数据处理过于集中，

存储的数据可以被不留痕迹地改写和删

除，数据的存放形式增加了数据再现的

难度，数据处理过 程无法观 测，等等。

这些新的风险点构成了内部控制的新内

容，需要企业加以关注。

   （作者单位 ：南昌市铁路局收入稽

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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