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问题的提出

运输是一种商品，交通运输行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

要行业，铁路运输是一种很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承担了我

国陆地上大部分远距离客运和货运。铁路行业不仅是国民经

济流通的大动脉，也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行业。每

年春节前后，我国铁路客流量较平时有大幅增加，铁路部门

随之提升铁路票价。铁路部门提高春运票价是否合理，本文

依据现代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

二、春运客流量增加的成因

春节前大量的外地工作人员要回家过年，铁路是这些人

的首选工具，所以春节前的客流量较平时有大幅增长。春节

后，这些人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又形成新的客流高峰。春

运期间，铁路部门虽会增开部分临时列车，但总体运输能力

仍不能满足客观需求，所以造成了大量乘客滞留。具体原因

有以下三个方面：

员援 大量的民工往返增加了客流量。每年春节期间，很多

民工需乘坐火车返乡和亲人团聚，年后又返回打工，从而增

加了春运期间运输本来就紧张的客流量。

圆援 大中专院校学生休假促进了客流量的增加。春节前

后，正值学校放寒假，大量高校学生回家与返校也是造成春

运客流高峰的一个原因，特别是近几年高校扩招，学生数量

大量增加，这也促进了春运客流高峰的形成。

猿援 其他客流。除学生和民工以外，还有其他客源，如国家

公务员、企事业职工等需要探亲访友和外出旅游等。

造成春运客流高峰的主要原因是民工和高校学生数量

庞大。由于这两个群体的乘车时间区域主要集中在春节前

后，这就形成了春运客流量突然增大与铁路运输能力并未提

高之间的矛盾。在此期间，各大火车站人满为患，大量乘客滞

留火车站，而火车内部又非常拥挤，由此造成了备受国民关

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春运客流高峰。

三、铁路部门春运票价上涨的成因

按照供求规律，商品的供给量不变，价格会随着需求量

的增加而上涨。铁路运输也是一种商品，必然会遵循商品的

供求（价值）规律。春运期间，客流量增大，意味着铁路运输

的需求量增大。而此期间整个铁路运输能力并未随着需求量

等幅提高，也就是说，商品的供给没有随着需求等量变化。因

此，在供给量没有相应增加的情况下，运输需求量的增加必然

导致运输价格上涨。

面对春运期间客流量增大的现状，铁路部门为了缓解运

输压力，疏散客流，采取了提高票价的做法。其初衷是“以高

价缓冲需求”，认为提高票价可以让那些消费水平较低的乘

客放弃在春运期间购买价格较高的火车票，从而避免乘客全

部集中在春运期间购买火车票，避免春运形成潮涌。从这个角

度来看待提高票价的做法，它是无可厚非的。

再从铁路部门的职能来看，铁路部门是企业，而企业以盈

利为目的。按照成本效益原则，一种商品的成本如果上涨，那

么它的销售价格也应随之上涨。春运期间，由于客流量增加，

铁路部门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铁路部门的

工作人员需要在春运期间加班，从而造成铁路运输成本的增

加，所以铁路票价也要提高。

四、从社会福利和需求弹性看春运铁路票价上涨

员援 春运期间票价上涨减少了消费者剩余，造成社会福利

损失。经济学研究证明，垄断导致产量减少、资源浪费和技术

上的低效率。垄断不仅使消费者剩余向生产者剩余转移，而且

竭力防止消费者的成本向生产者转移。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

作为谋求垄断利润的组织，必然造成较低产量和较高价格，使

消费者剩余减少，并造成社会性损失。这种社会性损失实际上

是福利损失，也是无谓损失，是社会公众实际收入的损失，即

由于垄断所引起的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损失。

事实上，按照经济学理论，在垄断市场上，垄断企业按照

利润最大化的必要条件酝砸越酝悦确定产量 匝，形成市场均

衡 耘，而在完全竞争市场上，市场均衡为 耘鸳。在垄断市场上消

费者剩余为 杂员越 孕（匝）凿匝原孕员匝员越吟孕园耘园郧的面积；而

完全竞争市场上消费者剩余为 杂圆 越 孕 （匝）凿匝原

孕园匝园越吟孕园耘园孕圆的面积。显然，垄断竞争中消费者剩余损失

从完全竞争市场中消费者剩余里提取，即消费者剩余为

杂圆原杂员越 孕 （匝）凿匝原孕园匝园垣孕员匝员越 孕（匝）凿匝垣匝员

（孕员原匝园）原孕园（匝园原匝员）越梯形 孕员孕园耘园郧的面积。

于是，可以得到如下两点结论：淤在垄断市场上，企业

生产者剩余为 杂猿越匝员孕员原 酝悦（匝）凿孕，在完全竞争市场

上，企业生产者剩余为 杂源越匝园孕园原 酝悦（匝）凿匝；从完全

竞争市场到垄断市场，生产者剩余损失为 杂源原杂猿越匝园孕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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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依据现代经济学理论对春运期间铁路票价浮动进行了分析，认为春运期间客流量增加缺乏弹性，铁路部

门若要增加经济效益，涨价是可行的；若要以涨价减少客流量，则这个手段是失效的。

【关键词】 春运 消费者 剩余经济 福利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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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铁路票价浮动的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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匝员孕员垣 酝悦（匝）凿孕原 酝悦（匝）凿匝越孕园（匝园原匝员）原匝员

（孕员原孕园）原 酝悦（匝）凿匝；于原匝员（孕员原孕园）是企业的负

损失，它是由消费者剩余损失转移来的，孕园（匝园原匝员）原

酝悦（匝）凿匝是生产者企业的无谓损失。整个社会的无谓损

失是 ［孕（匝）原酝悦（匝）］凿匝。

铁路行业属于政府垄断行业，春运票价上涨属于垄断行

业的定价行为。春运铁路票价上涨，造成了铁路部门经济效益

的增加。但同时也出现了铁路运输能力明显不能满足客流量

的需要和火车票价过高的局面。这一票价上涨会给收入不高

的乘客带来经济上的影响，尤其是民工和企业单位普通职工，

他们的收入水平难以承担浮动比率过高的铁路票价。因此，这

种涨价行为减少了乘客的收入，不利于他们的出行，最终减少

消费者剩余，造成社会福利损失。

圆援 春运期间乘客缺乏需求弹性，铁路部门用涨价分散春

运客流量的做法失效。弹性，是指某一物体对外界的反应力。

经济学中的弹性是指经济变量之间存在函数关系，即因变量

对自变量的反映程度。弹性理论包括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需

求的价格弹性通常被简称为需求弹性，它是指一种商品的需

求量对其价格的反映程度。

根据经济学理论，若生产者的收益函数为 砸越孕（匝）匝。

其中，孕（匝）是需求函数，匝是产量，则边际效益酝砸为：

酝砸越
凿砸
凿匝
越孕垣匝

凿孕
凿匝
越孕（员垣

匝
孕
凿孕
凿匝
）越孕（员原

员
耘凿孕
），

耘凿孕越
凿匝
孕
凿孕
凿匝
是需求价格弹性。

当 耘凿孕很小即弹性不足时，厂商将其产品投放到完全竞

争市场的价格 孕员或垄断市场的价格 孕圆是不一样的。其实，生

产者仍按 酝砸越酝悦提供产品数量。但同一厂商的边际成本

酝悦相同，所以其在不同市场上投入的产品所要求的边际效

益必然相同，即：

酝砸员越酝砸圆圯孕员（员原 ）越孕圆（员原 ），所以在 耘凿孕较

大的市场上价格较低。这也说明春运期间需求弹性很小，铁路

部门提高价格类似于垄断厂商进行再定价。

实际上，春运期间大多数在外地工作的人员需要乘坐火

车回家过年，尤其是有些民工一年只回家一次，过年对他们来

说意义重大，而火车又是他们回家的主要交通工具。因此，即

使铁路票价上涨，他们仍会选择乘坐火车回家，在这种情况

下，春运期间的乘客对铁路票价的敏感程度不高，乘客的需求

缺乏弹性，即使票价上涨，客流量也不会减少，可见，提高春运

铁路票价对减少客流量的作用很小。

猿援 春运铁路票价对国家增收不多，对社会福利损失很

大。福利经济学认为，个人是他自己福利的惟一判断者，所有

个人福利的总和构成社会福利。帕累托所提出的帕累托最优

状态成为新福利经济学判断社会福利最大的标准。帕累托最

优状态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如果资源在某种配置下不可能

由重新组合和分配来使一个人或多个人的福利增加，而不使

其他人的福利减少，那么这种配置就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

或最合适状态。帕累托以后的经济学家们一般认为，如果调整

的结果使社会获得的福利总量超过受损总量，即从整个社会

角度来说，福利增量补偿福利损失有余，那么这个调整就是可

取的，它增加了社会福利。相反，若该调整结果损失的社会福

利总量大于增加的社会福利总量，导致社会净福利增量是负

值，那么这一调整就是不可取的。

源援 春运铁路票价上涨的真正承受者是民工。在春运客流

中，乘客主要包括学生、民工和企事业单位职工。其中，学生享

受的是半价车票的优惠政策，可见春运铁路票价上涨对学生

的影响并不大。事业单位职工和国家公务员的车票基本上由

国家担负（私自探亲访友的除外），因而票价上涨对他们的影

响也不大。企业单位除一般工薪族外，高级白领由于收入较

高，铁路票价上涨相对于他们的收入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而民

工的收入是比较低的，春运铁路票价上涨对他们的经济影响

最大，因为民工是春运乘客的主体。所以事实上民工是春运铁

路票价上涨的主要承担者。

缘援 春运期间铁路票价上涨违背社会公平原则。铁路部门

在春运期间乘客缺乏弹性的时候涨票价，在“黄金周”期间乘

客富有弹性时不涨票价，这不符合价格稳定的市场要求。再

者，这两个时期乘客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也有很大的不同。

春运期间的乘客主要是民工，民工的收入水平较低，消费水平

也较低。而“黄金周”期间的乘客主要是外出旅游者，他们的

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都比较高。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黄金

周”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好时期，实际上，“黄金周”期间

拉动消费的消费者主要是收入比较高的人群，绝大部分是脑

力工作者。没有谁认为在这个时期，民工或普通工人会乘坐火

车外出旅游。因此在“黄金周”期间实行铁路票价适当上涨，

而在春运期间实行铁路票价适当下降，也许更有利于维护社

会公平，更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所以，铁路部门春运期间提

高票价的这种做法显然违背了社会公平原则。

远援 利用供求规律提高铁路票价实现乘客分流的做法值

得商榷。按照供求规律，商品价格上涨，需求量减少；商品价格

下降，需求量增加。铁路部门据此想通过提高票价来削减客流

高峰。但在春运期间，供求规律很显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这是因为：一方面，大量乘客着急回家，铁路运输能力有限，乘

客需求弹性很小，即使抬高票价也不能起到分流人群、削减客

流高峰的作用；另一方面，对于民工和其他企事业单位职工来

说，假期安排是国家或单位根据春节日期统一规定的，他们不

会因为春运期间铁路票价上涨而过早地回家等待过年，更不

会到节后回家过晚年。各企事业单位的春节假期都只有 员园天

左右，无论乘客如何调整购买车票的日期，始终都在春运的

圆园天之中，无法把车票购买日定在非春运期间。因此，春运铁

路票价上涨也就不能起到分流人群的作用。

道理很简单，春运期间乘客放假日期和春运时间相一致，

铁路运输乘客需求弹性较小，因此铁路部门利用供求规律提

高票价并不能达到分散人群、削减客流高峰的目的。从多年的

实践来看，铁路部门在增加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多的是减少了

低收入层的消费剩余，造成了社会福利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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