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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身经历了春运后，有几个问题一直在我心头纠缠不

休。春运为什么会如此拥挤不堪？票贩子为什么能够以比平

常高得多的价格出售车票？如何能够提高铁路运输业的效

率？以及在效率提高的同时如何兼顾社会公平？

有人认为，“春运问题实质上是现代与传统冲突的结

果。”[1]那么，春运的拥挤说明了什么？（如图所示）直观地看起

来就是明显的供不应求，市场出现短缺，并且这个短缺额可

能会非常大。供给相对匮乏而需求十分巨大，市场没有在均

衡价格 P* 上出清，有某些外力的作用使得春运票价平均低

于均衡价格，在 P 上。这样一来，市场出现失灵的情况，低于

均衡价格的票价使得铁路部门缺乏扩大供给的动力，所带来

的供给减少额便造成了供给者福利的净损失，损失额为梯形

ABPP* 的面积，同时消费者由于受到低票价的需求扭曲，不

仅仅带来拥挤、排队等候等所造成的精神上的损失，更有部

分消费者因为没有票而不得不转用其他交通工具甚至放弃

回家过年，低票价所带来的消费者剩余的提高（矩形 OBPP*）
可能根本无法弥补消费者福利的损失（三角形 AOC），在考虑

消费者心理成本的情况下，在这个特殊的时段内，消费者的

福利损失还会有更大的提升。由此这样失灵的市场带来全社

会福利净损失（三角形 ABC）同时，正是市场失灵的存在使得

票贩子的存在成为合理，票贩子之所以能够卖出这些比平常

价格高得多的车票，正是因为需求曲线相对缺乏弹性，消费

者对票价的期望远远高于当下的票价，因此消费者会接受在

消费者期望价格与票价之间的任意一个价格，消费者期望价

格与票价之差就是票贩子的加价空间（C- B）。单纯从经济学

角度来讲，票贩子的所作所为完全没有错误，他们所做的正

是一个精明的投资者所做的事情。由于有这种明显的收益机

会的吸引，单纯依靠政府以法律为武器的打压显然无法做到

根除倒卖行为，毕竟行政手段虽然针对性强，见效快，但却治

标不治本。要想根除倒卖行为，就要掐断这种行为的利益流

入，就是只有以市场的手段使得倒卖行为无利可图自然便可

使这种行为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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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以上的问题，可以看出根本问题在于市场中的不均

衡，因此要解决问题便可同时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入手，即

增加供给，同时减抑需求。
首先，从最根本上来说是要取得市场效率，就是说在春

运期间，需求大幅上扬期间应当允许火车票自由提价，因为

我们可以很直观地了解到只要消除市场失灵便可以解决这

之间的大部分问题，较高的票价会使得铁路部门积极寻求增

加供给，同时也可以将一部分需求挤出，由于需求曲线相对

供给曲线来说更加缺乏弹性，因此票价的上升额度会小于票

贩子的提价额度，在这一点上来说消费者尤其是那些不得不

通过票贩子的渠道来换取回家车票的人们非但没有受损反

而会从这种较高的正常票价中得益。但是车票提价同时会造

成一种危险，即有一个问题我们很难回答，被挤出的需求中

到底都是些什么人，毕竟铁路运输事关民生大局，是一个为

人民服务的部门，如果说较高的票价挤出的消费者大都是进

城务工人员（这很有可能），那么将大大地得不偿失。
因此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允许价格随市场变化自由波

动的前提下，为了避免将大量真正非常需要铁路运输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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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挤出，我建议铁路运输部门对票价进行价格歧视。“价

格歧视（Price Discrimination）又称价格差别，是指一家厂商在

同一时间对同一产品向不同购买者收取两种或两种以上的

价格，或对于不完全相同的商品，厂商收取的价格差别远大

于成本差别。”[2]春运票价价格歧视的具体做法一方面是将春

运期间的消费者分成两类：以旅游为主要目的的消费者和以

回家过年为主要目的的消费者。对以旅游为主要目的的消费

者收取高于均衡的价格，对以回家过年为主要目的的消费者

收取较低价格，甚至可以保持当前的初始价格。毕竟无论基

于中国人的传统，还是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回家团聚过年的

人相比旅游的民众来说对车票有更迫切的需求，他们理应获

得服务的优先权。并且进行这样的价格歧视还会使得挤出的

效应更加明显，因为回家的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曲线相比旅游

者来说要缺乏弹性，而旅游者则是非常富有弹性的，调高的

票价将会使大多数旅游者退出车票竞争。
我所做的便是将铁路的比较优势进行整合和分析，并在

这种比较优势的指引下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铁路运输相对

最具有优势的是中程的运输。在此基础上将铁路运输按里

程划分为短程运输、中程运输与远程运输。由于高速铁路等

铁路提速瓶颈的突破，结合铁路运输传统的较高运量与较

低成本的优势。铁路运输所应尽量争取的是在中程运输上

的市场主导地位。因此这样的价格歧视便应按如下来划分，

对短途的消费者收取较高价格，对中程消费者进行价格优

惠，放弃远程运输。国家应当进行适当的政策配合，使得汽

车、火车与空运三者实现优势互补。为什么要对短途旅客收

取高价，因为短途旅客往往不会形成大股人流，据我在火车

站的观察，多数旅客都是中远程而其中又以中程居多，近程

的旅客非常少。但是对于火车来说即使只有一个旅客下车，

它也必须进行停靠，停靠本身不仅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并且

重要的在于它大大减少了火车的运营频率，可以设想这么

一个例子，A 距离 B 约 600 千米，方案一为直达，方案二为

过站就停，假定其中有 10 个站（实际上可能远远不止）。每

站统一停靠时间 5 分钟，那么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在一切情

况相同，没有意外发生，甚至不计算到站的减速和离站的加

速过程与持续的匀速运动之间的时间差别与油量损耗差

别。方案二一次运输过程比方案一至少要多消耗 45 分钟

（其实远远不止），600 千米的距离以普通速度 100KM/H 来

计算大约需要 6 小时的时间，方案二就会多浪费近六分之

一的运营时间，也就是说这同一条线路，方案一可以在方案

二运营六次的时候完成七次运营。这便是短途所造成的运

营效率的下降。因此在中短途上，应充分发挥汽车的作用，

由铁路运输进行大致输送，由汽车运输进行精确送达。因此

火车应对短程旅客收取高价以实现将这些旅客挤向汽车运

输从而提高火车运输的整体效率。放弃长途运输其实并不

能称之为放弃，而是进行中途的拼接，假设一个长途运输

1 200 千米，中间有 2 个站台，我的想法便是将其拆分为三

段中程运输，每段 400 千米，实际上和长途运输线路在运行

里程上没有差别，但其差别在于首先是停靠时间的节省，分

析与中短途类似，其次，是运营成本的节省，这与专业化分工

类似，即在原来的长途运输线路中，火车必须同时包括硬座

与卧铺两种形式的车厢，而在拆分成中程以后，可以通过固

定发车时间的方式，使它全部为卧铺车厢或全部为硬座车厢

（晚上发车建议可以全部装配为卧铺车厢，白天的则大可以

全部硬座车厢），它的优势在于原先的两类车厢混杂所带来

的管理费用可以节省，并且原先的两类车厢混杂很有可能会

出现乘客在某一种车厢聚集而另一种车厢则空空如也的情

况，比如突然的长途旅客的增多导致卧铺车厢人满为患，但

硬座车厢却没有什么旅客，或是中途旅客突然增多导致硬座

车厢拥挤而卧铺车厢冷清。这样的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所带来

的运营风险也可以因此避免。由于经济因素制约，不可能远

途旅客所有人都能够支付飞机运输服务，因此可以采用套票

的做法来减少人们因为取消远途运输而产生的频繁买票的

麻烦，即假如你要从 A 到 B，中间要经过 C 和 D，那么便可

以订上套票即从 A 到 C 再到 D 再到 B，只不过是相当于一

下订 4 张票而已。第三，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会有所增强并

且因为突发事件而滞留的旅客会得以减少，仍使用上面购买

套票的例子，如果 CD 之间发生事故，使得 CD 之间无法通

车，那么在原来长途的情况下 A 到 B 的所有旅客都将被滞

留在 A 和 B，但现在情况是，只有 C 和 D 之间无法通车，A
和 C，B 和 D 之间照常进行运输，CD 之间的旅客由于里程为

中等便有了更多其他的替代选择。如此一来，滞留旅客的情

况便会得以改善。但这样对于长途旅客来说可能要花更多

的时间在旅途上，因为它毕竟不会和一趟列车一样，需要花

费时间成本来候车，并且它要求铁路部门要有非常优良的管

理，即要使得一切在计划内运行，减少晚点或早点等计划外

情况的出现，就目前中国铁路部门的管理能力而言具有一定

的挑战性。
综上所述，本文就春运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思考

后，对铁路部门提出通过使用差别价格进行价格歧视来一方

面提升自己部门的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完善中国的交通运输

系统。并通过具体措施的实施建议来使得获得市场经济效率

的同时，以社会背景为考量兼顾社会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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