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盐城市区虚拟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市区虚拟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保障运营安

全，提高服务质量，促进虚拟轨道交通事业健康有序发展，根据

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人民政府统筹协调盐城市区虚拟轨道交通运营

管理事项。

市交通运输部门负责虚拟轨道交通运营监督管理。

市公安机关负责虚拟轨道交通道路交通安全和治安秩序的

管理。

市发展和改革、工业和信息化、生态环境、城市管理、应急

管理、市场监管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虚拟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的相关工作。

第三条 运营单位应当建立运营管理制度，对虚拟轨道交通

车辆、车站以及相关设施进行定期维护、保养和检查，保障虚拟

轨道交通正常运行和安全使用。

供电、通信、供水、排水、防汛、气象等单位按照各自职责

为虚拟轨道交通的正常运营提供必要保障。

第四条 市交通运输等部门在广泛听取市民的意见和建议

后，制定虚拟轨道交通服务规范和乘车规则。

运营单位应当依据服务规范向社会公示服务承诺，保证客运

服务质量，提供安全、便捷、优质、高效的客运服务。



第五条 运营单位应当向市交通运输部门报送初期运营报

告，并由市交通运输部门组织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通过安全评

估的，方可依法办理正式运营手续。

第六条 运营单位应当按照规定标准和要求，统一设置安

全、消防、疏散等指引导向标志。

运营单位应当在车站醒目位置公布虚拟轨道交通首末班车

行车时间、运行状况提示和换乘指示。虚拟轨道交通车辆因故延

误或者调整首末班车行车时间的，及时向乘客公告。

第七条 虚拟轨道交通车辆应当按照道路交通信号和虚拟

轨道交通专用信号行驶。

在有虚拟轨道交通专用信号时，虚拟轨道交通车辆应当按照

专用信号的指示行驶；在没有专用信号时，虚拟轨道交通车辆应

当按照道路交通信号的指示行驶。

虚拟轨道交通线路与机动车、非机动车的平面交叉路口，应

当设置虚拟轨道交通与道路交通信号的联动控制设备及专用交

通信号控制系统，对虚拟轨道交通实施交通信号优先控制。

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加强虚拟轨道交通平面交叉路口

和沿线重点路段的交通秩序管理，保障虚拟轨道交通车辆的安全

通行。运营单位应当加强停靠站点的秩序管理，保障乘客有序进

出站。

第八条 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督促运营单位在事故易

发路段设置车道隔离设施。除下列情形外，其他车辆、行人禁止



进入虚拟轨道交通专用车道：

（一）平面交叉路口区域或人行横道线，根据交通信号通行

的；

（二）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道路条件和通行需要，

允许公共汽车进入，或者在虚拟轨道交通车辆停运时段允许其他

类型车辆进入的；

（三）警车、救护车、消防车、工程抢险车等执行紧急任务

的；

（四）因虚拟轨道交通车辆发生故障或交通事故，维修、急

救、工程抢险等车辆需要进入的。

第九条 虚拟轨道交通车辆驾驶人应当按照道路交通安全

法律法规，遵守以下通行规则：

（一）按照交通信号指示行驶，有交通警察指挥的，服从交

通警察指挥；

（二）避让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

险车；

（三）专用车道设置虚拟轨道交通车辆限速标志，最高时速

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速要求，在非专用车道，不得超过道路限速标

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道路限速标志的路段，遵守有关限速

规定，并保持安全时速。遇有冰雹、雨、雪、雾、结冰等气象条

件时，应当降低行驶速度；

（四）在非紧急状态下，不得在车站站台以外区域上下客。



第十条 禁止下列妨碍虚拟轨道交通车辆通行安全的行为：

（一）擅自进入虚拟轨道交通专用车道；

（二）擅自在虚拟轨道交通专用车道内停留；

（三）在车道、车站、进出站通道和其他相关区域，堆放物

料、摆设摊点、设置障碍、携入或者放置易燃、易爆、有毒有害

等危险物品；

（四）损坏、擅自操作虚拟轨道交通设施设备或者影响其正

常使用；

（五）擅自操作有警示标志的按钮、开关装置，或者在非紧

急状态下动用紧急或者安全装置；

（六）强行拦截、攀爬虚拟轨道交通车辆，强行上下车；

（七）跨（穿）越、攀爬、倚坐、损坏、移动虚拟轨道交通

道路隔离设施；

（八）向虚拟轨道交通线路范围内抛洒杂物；

（九）其他危害虚拟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的行为。

第十一条 虚拟轨道交通车辆及驾驶人由市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参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进行管理，研究制定相关管

理规定，组织专家论证后公布实施。

第十二条 运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

培训。对涉及安全生产的重要岗位和参与救援的工作人员进行考

核，考核合格后上岗。

第十三条 虚拟轨道交通票价实行政府定价，运营单位应当



执行，不得擅自调整。

第十四条 乘客应当按照规定票价支付车费，未按照规定票

价支付的，运营单位从业人员有权要求乘客补交车费。

符合市区公交优惠乘车条件的乘客，应当按规定出示有效乘

车凭证，不能出示的，运营单位从业人员有权要求其按照普通乘

客支付车费。

第十五条 乘客应当遵守乘车规则，文明乘车，不得在虚拟

轨道交通车辆或者场站内饮酒、吸烟、乞讨、乱扔废弃物、携带

宠物。

乘客有违反前款行为时，运营单位从业人员应当对乘客进行

劝止，劝阻无效时，运营单位从业人员有权拒绝为其提供服务。

第十六条 市交通运输部门和运营单位应当分别建立城市

公共交通服务投诉受理制度并向社会公布，及时核查和处理投诉

事项，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告知投诉人。

第十七条 运营单位是虚拟轨道交通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

运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

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保障安全生产经费投入，增强

突发事件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定期开展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

加强安全乘车和应急知识宣传。

第十八条 运营单位应当制定虚拟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操作

规程，驾驶员、乘务员等从业人员在运营过程中应当执行安全操

作规程。



运营单位应当依法对驾驶员、运营控制中心等重要岗位人员

开展安全背景审查，对有不适合情形的人员，调整工作岗位。

第十九条 运营单位应当定期对运营车辆及附属设备进行

检测、维护、更新，保证其处于良好状态。不得将存在安全隐患

的车辆投入运营。

第二十条 运营单位应当在虚拟轨道交通车辆和场站醒目

位置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安全疏散示意图等，并为车辆配备自动

破玻装置、视频监控、自动灭火装置、灭火器、安全锤等安全应

急设备，保证安全应急设备处于良好状态。

运营单位应当在站台进（出）口处安装防冲撞设施，设置通

过式金属探测门、视频监控、手持式金属探测器、危险液体检查

仪、气味监测预警装置等安检设备，配备安全防护器材。

第二十一条 禁止携带违禁物品乘车。运营单位应当在虚拟

轨道交通主要站点的醒目位置公布禁止携带的违禁物品目录。

第二十二条 运营单位应当依照规定配备安保人员和相应

设备设施，加强安全检查和保卫工作。乘客应当自觉接受、配合

安全检查。对于拒绝接受安全检查或者携带违禁物品的乘客，运

营单位从业人员应当制止其乘车；在经营服务中，发现乘客有违

反公共安全行为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和相关部门报告，并配

合开展相关稳控处置工作。

第二十三条 市公安机关会同市交通运输等部门按照职责，

定期进行安全检查，督促运营单位及时采取措施消除各种安全隐



患，监督指导运营单位开展反恐防范、安检、治安防范和消防安

全管理相关工作。

运营单位按照反恐、消防管理、事故救援等有关规定，在虚

拟轨道交通车站及车厢内配置相应的器材、设备和技防设施，并

定期检查、维护、更新，保证其完好。

第二十四条 市交通运输部门制定完善运营突发事件处置

工作机制和应急预案，明确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职责分工和处置要

求，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运营单位应当按照有关法规要求建立运营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体系，制定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运

营单位应当组织专家对专项应急预案进行评审，并定期组织演练

和安全评估。发生突发事件后，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实施。

第二十五条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运营单位应当按照市交

通运输部门的要求，按照应急预案采取应急运输措施：

（一）抢险救灾；

（二）主要客流集散点运力严重不足；

（三）举行重大公共活动；

（四）其他需要及时组织运力对人员进行疏运的突发事件。

第二十六条 运营单位应当为虚拟轨道交通车辆购买车辆

保险、设立事故赔偿专用资金。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有关道路交通安全、治安管理等法律法规

的，由市公安机关依法处理。运营单位违反有关运营管理规定的，



由市交通运输部门依法处理。

乘车人、社会车辆等违反法律规定影响虚拟轨道交通运营安

全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虚拟轨道交通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参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规章处理。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两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