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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铁路信息化规划是从全面、系统的战略高度，抓住国内外信息时代发展变化的脉络，跳出

传统封闭的意识；规范、协调、综合、集成目前铁路各信息系统的建设状况，指导未来铁路

信息系统发展，从而达到有序规划建设、节省投资、充分利用已有资源、用信息技术改造传

统铁路运输产业和提高运输经济效益的目的。根据国内外信息化建设现状与发展趋势、交通

领域信息现代化现状、国家信息化宏观指导方针、铁道部有关文件精神和专家论证以及我国

铁路目前信息系统建设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来确定铁路信

息化建设与发展的目标。

    铁道部提出铁路信息化建设的总体目标是：以铁路运输生产调度指挥智能化、客货营销电

子商务化和企业管理信息化为主攻方向，同时完善信息网络，统一标准体系，强化技术保障

，确保系统安全。形成具有国际水平的铁路信息化基础通信平台，实现各部门、系统间的信

息数据资源共享、互连互通；建成车、机、工、电、辆各部门调度控制、安全生产、运输指

挥的现代化保障体系。为铁路运输各部门提供各种所需的管理信息资源和强有力的决策支持

。建立健全与信息化相适应的管理机制。铁路信息化总体程度居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通过现代客货营销手段和电子商务等运用，带动铁路运输经济发展，大幅度提高运输效益。

建立健全与信息化相适应的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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