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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地鐵1號線是浙江省首個軌
道交通的PPP案例，由湘湖開

往臨平和下沙，其中，港鐵持有
49%的股份，杭州市地鐵集團持有
51%的股份。該線路總投資額220
億元人民幣，2012年11月通車，特
許經營期為25年。
杭州杭港地鐵有限公司總經理劉
追明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杭州
近年地鐵大發展大建設中，在線路
與月台設計方面也吸收和借鑒了香
港的一些特點。你看現在全國各地
坐地鐵，能做到同月台換乘的很
少，而杭州地鐵很多車站都做到了
同月台換乘，這個是要提前很多年
就要規劃好的。因為其實你很難遇
到兩條線同時建設的，就必須在一
條線設計建設的同時預留好另一條
線的通道。」
劉追明說，比如在武林廣場站和
西湖文化廣場站，3號線的月台在1
號線建設時早就預留了。若等到3
號線開工時再重新設計，就不具備
施工條件了，「所以在做設計時要
有遠見，同時要考慮到今後一百
年。」

準點率99.93% 無縫接駁巴士
對於6年平均99.93%的準點率，

劉追明倍感驕傲，「99.93%的準點
率是什麼概念呢，就是你坐一萬次
地鐵，大概能遇到五次五分鐘以上
的delay（不準點）。如果按照每天
上下班各坐一次地鐵的話，大概要
三四年才能碰上一次。這樣乘客的
乘坐感受就會比較好。」2018年國
慶節當天，杭州地鐵1號線客流首
次突破100萬人次。長假7天，1號
線運營準點率、兌現率均達到
100%。
「最開始1號線的客流確實比較
少，但隨着地鐵網絡化建設的推

進，現在客流提升效果很明顯。特
別是我們還積極對接交通局和巴士
公司，使地鐵站與巴士站點進行無
縫接駁，滿足地鐵沿線市民的出行
需求。」劉追明說，「隨着客流的
增加，公司引進了港鐵的運營經
驗，積極進行地鐵月台的商業開
發，提高非票務收入，如今杭港地
鐵已經實現了盈利。」

反向學習內地 促城市「無現金」
隨着今年3月27日，杭州地鐵線

網實現了所有線路所有車站所有閘
機支持移動支付過閘後，杭州成為
了全國首個實現地鐵、公交移動支
付出行的城市。
「最新數據（2018 年 9月）顯

示，杭州地鐵線網目前搭乘地鐵的
乘客中，採用移動支付的佔51%，
遠遠超過了儲值卡支付的33%和現
金支付的16%。隨着兩種新的移動
支付手段（即銀聯閃付及二維碼掃
碼支付）落地後，相信這種佔比還
會擴大。」劉追明坦言，交通出行
雖然金額小，但卻是使用頻次較高
的支付需求。
「移動支付真的是帶有杭州特色

的新事物，現在港鐵也正反過來向
杭州地鐵學習。」劉追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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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虧損而屢遭質

疑——港鐵對浙江

杭州地鐵1號線的運

營之路並不平坦。如

今，該線迅速成長、轉

虧為盈，各項指標位居

全國前列。據有關負責人

介紹，截至2018年7月底，

該線總客流量9.95億人次，準

點率高達99.93%。港鐵還將同月

台換乘、站內發展商業等運營經驗一

併帶到杭州，為當地地鐵網線建設提供

了有效模板。今年3月27日，「入鄉隨俗」的

港鐵，在1號線實現全線移動支付入閘，便利市民

出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

搭乘杭州1號線，若是運氣好，說不定能遇
上「動漫地鐵專列」，在地鐵上與「二次元」
主角來一次近距離對話。「動漫地鐵專列」是
由中國國際動漫節展辦公室、杭州市地鐵集
團、杭港地鐵和風盛傳媒聯合打造的創新城市
文化傳播方式，今年的動漫專列活動共兩季，
第一季以「春運」為主題，而剛剛過去的第二
季則將主題定為「杭州動漫．精彩國漫」，包
括《魔道祖師》、《全職高手》、《雪鷹領
主》等十餘個超級國漫紛紛登上了地鐵車廂。

形成集聚效應 展示城市形象
「走進來就發現今天的地鐵很不一樣，這些
動漫角色給人眼前一亮的感覺。將動漫角色搬
上地鐵，可以讓更多人感受到國漫的魅力，簡
直太棒了！」杭州市民方先生笑着說，「最讓
我印象深刻的是騰訊視頻的主題車廂，像『永
不背叛國家，永不背叛戰友』這樣的熱血語錄

很是振奮人心。」
「杭州地鐵開通5年多來客流增長超過10

倍，這幾年地鐵專列公益廣告異軍突起，越來
越多的政府部門和企業都看中地鐵的集聚效
應，與我們合作打造地鐵宣傳專列。」杭州市
地鐵集團辦公室主任助理、新聞發言人吳艇告
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地鐵是城市形象的展示窗
口，設計、推出具有杭州特色、杭州溫度的地

鐵專列，也是杭州市地鐵集團在大膽嘗試的做
法，目前看起來效果很不錯。
「無論是杭州高校520畢業季專列、母親節
感恩專列、時代偶像專列，還是彩虹悅讀專
列、網易雲音樂專列、改革開放40周年『時光
號』專列，都充滿了人文情懷，許多市民會特
意來專列打卡，分享自己的感受，具有很強的
二次傳播效應。」吳艇說。

「現在這裡周邊很繁榮，有很
多地鐵和樓盤，有亞洲最大的交
通樞紐。但是我第一天過來的時
候，這裡什麼都沒有，全是荒蕪
地帶，道路泥濘。」2011年，謝
志明作為香港地鐵代表之一來到
杭州，參與籌備杭州地鐵1號線
通車及運營的工作，成為杭港地
鐵公司「開荒者」的一員。他見
證了杭州地鐵從無到有，也見證
了杭州6年來的飛速發展。
如今，作為杭港地鐵工程維修總

監，謝志明主要負責車輛維修、車
站維修、基建維修以及地鐵保護等
工作。在車輛維修基地，謝志明帶
香港文匯報記者見到了第一代杭州
地鐵車輛，服役6年跑了60萬公
里，所有部件都要進行維保更換，
已有10多輛車完成了全面更替，
這意味着更新後的車輛又可以進入
新的生命周期。
「地鐵設備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是

我們從香港帶來的特別管理方法。
設備從買進來，就要規範維護和檢
修流程，以提高地鐵設備的使用壽
命。」謝志明介紹道，除了設備全
生命周期管理，地鐵保護文化也是
初期從香港帶來的經驗，「香港那
邊對地鐵的保護概念很成熟，差不
多運用了30多年，所以我們從香港
引入了這個概念，我們希望把香港
的經驗帶過來，讓杭州老百姓坐地
鐵更加安全，更加舒適。整體來
說，這6年我們把地鐵保護的概念
推動得還是蠻不錯的。」
隨着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加入地鐵

大家族，謝志明希望不僅能把專業
知識交給他們，更希望他們能把地
鐵人的工匠精神傳遞下去。「我認
為工匠精神就是要專注、專業，無
論事情大小都要立馬處理，把風險
處理，而且要把它處理得非常完
美。」謝志明說。

作為杭港地鐵有限公司的運營副
總經理，呂干貽身上折射出許多港
人的優點和共性：勤奮，專業，彬
彬有禮。在港鐵工作20多年，這一
趟來杭州工作，至今一年多了。
「我主要是負責兩塊工作，一塊是
確保車站的日常運營，以及列車司
機、乘務、控制中心的運行，另外
一塊就是工程維修，確保所有設備
能安全運營。」
二十多年前，還在唸書的呂干貽

就到過杭州旅遊。「當時就覺得杭
州非常美。現在雖然城市發展很
快、變化很大，但依然保留了山水
形勝、人文熾盛之美。」呂干貽笑
着說，「還有就是杭州的美食啦，
東坡肉很好吃呢。」
這次來杭州，最讓呂干貽覺得值

得向香港推廣的，就是杭州的「斑

馬線前禮讓
行人」的制
度。「之前
不知道，我
就站在斑馬
線 前 等 車
過，沒想到
車都停下來
等 我 先 過
去，感覺很
文明很有禮貌。」

對於工作，呂干貽表示，「安全、
專業、高標準，是我的管理心得，也
是杭州地鐵的準則。但這並不意味着
照搬『香港模式』，而是結合杭州實
際，因地制宜規劃建設。」杭州地鐵
規劃很有前瞻性，不同的區域有不同
的地鐵換乘，並且還考慮到了每個站
點周邊的發展。

「我們在內
部管理上，用
的是港鐵的

『持續改進』的理念。」劉追
明說，港鐵有着經典的企業文
化，其中「臻善圈」就頗具
代表性。

據了解，「臻善圈」是港鐵
內部的一種團隊合作方式，
旨在培育員工自發地以創新思
維和有系統的方法去改善工作
質量、工作環境、工作安全。
每個圈（Team）由約10名員
工組成，圈員通過討論研究為公

司改善創新建言獻策。
杭州杭港地鐵有限公司自2014

年開始推廣「臻善圈」，從最早
的十幾個圈（小組）慢慢發展到
2018 年下半年有將近 80 個圈
（Team），圈員人數也從最早的
幾十人，發展到今天已達到716
人，目前以每年15%的速度繼續
保持增長。在改善創新方面，杭
港地鐵「臻善圈」2017年共提交
了66份報告，根據所有報告的有
形得益計算，2017年共計為公司
開源節流逾1,000萬元（人民幣，
下同），四年累計為公司節約成
本約3,000萬元。

動漫主題專列動漫主題專列 市民讚市民讚「「眼前一亮眼前一亮」」

沿用系統方法
規範設備保護

老員工新體驗老員工新體驗 愛上美景佳餚愛上美景佳餚

3�

■■入鄉隨俗入鄉隨俗，，11號線全線實現移動號線全線實現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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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動漫專列上，乘客可以與
「二次元」近距離對話。

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

■劉追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 攝

長期以來，北京地鐵4號線都被業
內認為是PPP項目的一個成功案例。
通過競爭引入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北
京地鐵4號線項目不僅解決了融資問
題，還促進了北京地鐵運營水平的整
體提升。劉追明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杭州地鐵1號線則是浙江省第
一個軌道交通的PPP案例。」
劉追明說，作為浙江省第一個
PPP項目，港鐵公司非常重視，從
香港派來3位高管負責主要部門的
運營工作。從香港、北京、深圳抽
調170人的團隊支援杭州，沒日沒
夜地奮鬥，整個「開荒」過程雖然

艱難，但是從現在結果來看很成
功，也培養了大量的地鐵人才。
「地鐵是資本密集型行業，也

是勞動密集型行業，更是經驗
密集型行業，平均每公里需要
配備50人運營，需要定期維
護維修。」劉追明說，「PPP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是要確
保資產能夠連續使用，即25
年後，1號線的資產在杭港地
鐵交還給政府3年之後還能正
常使用，這裡面需要的是長
期、持續的運營管理。」

■■ 乘客使用支付寶二乘客使用支付寶二
維碼進站乘車維碼進站乘車。。
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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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漫專列車廂動漫專列車廂。。

■呂干貽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攝

PPP模式合作 三地抽調170人支援 管理持續改進「臻善圈」獻策

■■謝志明謝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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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光微熹晨光微熹，，杭州杭州11號號
線首班列車駛出車站線首班列車駛出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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