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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城市轨道交通企业内循环经济模式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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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深入探讨城市轨道交通企业内循环经济模式的可行性，以南京地铁为例，重点分析从过去 “暗补” 模

式改到如今 “明补” 模式下对促进单位内循环消费和提升员工幸福感的显著作用。通过对实际效果的评估以及

未来发展的展望，全面论证该模式在城市轨道交通企业中的可行性与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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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城市轨道交通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员工福利与内

部经济模式的探索一直是重要课题。如何提高员工的幸

福感和工作积极性，同时实现企业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

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了企业管理者面临的重要问

题。南京地铁在员工食堂福利模式上经历了从 “暗补”

到 “明补” 的转变，并引入虚拟货币，不仅有效解决

了过去模式存在的问题，还为企业内循环经济带来了新

的活力。这一创新举措对于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增强员

工满意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过去“暗补”模式及其问题

1.1“暗补”模式的具体形式

过去南京地铁食堂采用 “暗补” 的形式，即直接

补贴拨给食堂，降低食堂菜价，让员工以极低的价格购

买饭菜。这种补贴方式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员工的福利待

遇，让员工在工作之余能够享受到实惠的餐饮服务。

1.2 存在的问题

资源浪费与不公平现象：菜价很低导致很多员工打

很多份菜带回家吃，一方面造成了食物的浪费，另一方

面使得食堂资源被过度占用。由于食堂的供应量是有限

的，部分员工的过度取餐行为导致其他员工难以吃到好

菜，引发了不公平感。

员工幸福感低：“暗补” 模式下的食堂菜价过低，

导致食堂在菜品质量和种类上的投入减少，从而影响员

工的用餐体验。长期以来，员工对食堂的满意度下降，

进而影响到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对企业的认同感。

2“明补”形式与虚拟货币的引入

2.1“明补”形式的转变

为了解决 “暗补” 模式带来的问题，南京地铁采

用“明补”形式，通过在银行卡内发放少量虚拟货币，

仅限在食堂和单位超市使用。这种方式将补贴从直接降

低菜价转变为发放虚拟货币，让员工在消费时有更多的

选择权和自主权。

2.2 虚拟货币的优势

合理消费引导，员工选择多样化：吃的多的员工需

要自己补贴超出虚拟货币额度的部分，这促使员工更加

理性地消费，避免过度浪费和不合理占用资源。而吃的

少的员工可以将虚拟货币在单位超市购买零食或用品，

满足了不同消费需求，实现了资源的合理分配。多样化

的选择满足了员工不同的消费需求，提高了员工的满意

度。

新旧两种经济模式的计算方式：暗补：南京地铁在

编人员约两万人，根据统计平均每天约 80%人在食堂吃

午饭，约 50%在食堂吃早饭，20%吃晚饭。价值 15元的

套餐（一大荤一小荤两素已定死，可个性化选择的空间

很小）经过暗补后价格 4 元，则单位每天需补贴早饭

（15-4）×20000×50%=110000元，午饭（15-4）×20000

×80%=176000 元，晚饭（15-4）×20000×20%=44000

元。每年单位需补贴 365×（110000+176000+44000）

=120450000元。便宜的套餐让很多人排队买多份饭食，

导致队伍后排人员吃不到好菜而怨声载道。

明补：全员发放126元现金饭补和252元虚拟货币，

同时推出“小碗菜”，每个小碗一样菜，杜绝浪费的同

时也降低了菜价，经过计算，如果员工每日在食堂只吃

早饭、午饭则有所剩余，如果多打饭食带回家则需要自

己按照市场价支付，此项改革使员工就餐更加公平，让

大部分只在食堂吃午餐的员工得到实在的利益，不吃或

者少在食堂吃饭的员工可以将多余的虚拟币在员工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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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消费。单位的每人每年的补贴发放：（126+252）×

12=4536元，两万人的总补贴为：4536×20000=90720000

元。比暗补少 25%，实现单位“增节降”的同时，员工

的幸福感增强。

3 虚拟货币的新内涵与发展

3.1 节日福利发放

虚拟货币有了新的内涵，节日福利也通过虚拟货币

发放。这种方式不仅方便快捷，还给予员工更多的自主

选择权。员工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选择用虚拟货

币购买心仪的节日礼品或生活用品，提升了节日福利的

满意度。例如，在春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企业可以

发放一定数量的虚拟货币作为节日福利，员工可以用这

些虚拟货币在单位超市购买月饼、水果、礼盒等节日礼

品，或者购买一些家居用品、电子产品等作为自己的节

日礼物。

3.2 自由选择送货上门

为了进一步提升员工的体验，南京地铁还推出了虚

拟货币购物自由选择送货上门服务。这项服务方便了员

工的生活，尤其是对于工作繁忙的员工来说，选择送货

上门，避免了外出购物的时间和精力浪费，这一服务极

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幸福感。

4 南京地铁内循环经济模式的效果分析

4.1 促进单位内循环消费

消费需求的激发：虚拟货币的发放和多样化使用方

式激发了员工的消费需求。员工在食堂、单位超市的消

费以及对节日福利的选择，都促进了单位内部经济的循

环流动。例如，员工在食堂使用虚拟货币购买饭菜，食

堂可以根据员工的消费情况调整菜品供应，提高服务质

量；员工在单位超市使用虚拟货币购买商品，单位超市

可以根据员工的需求增加商品种类和库存，满足员工的

消费需求。这种内部经济的循环流动不仅提高了企业内

部资源的利用效率，也促进了企业的经济发展。小杠杆

撬动大经济，激发员工消费需求，实现经济内循环。

资源利用效率提高：通过合理引导消费，减少了资

源的浪费，提高了食堂和单位超市的资源利用效率。同

时，虚拟货币的使用也促进了单位内部商品和服务的流

通，进一步优化了资源配置。例如，在食堂，员工由于

需要自己补贴超出虚拟货币额度的部分，会更加注意食

物的分量和选择，避免浪费；在单位超市，员工可以根

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购买商品，避免了不必要的库存积压

和资源浪费。

4.2 提升员工幸福感

公平性与满意度提升：“暗补” 形式和虚拟货币

的使用解决了过去 “明补” 模式下的不公平问题，让

每个员工都能公平地享受福利。员工可以根据自己的实

际情况进行消费选择，满意度得到显著提升。例如，一

些员工可能专注于“干饭”，而另一些员工可能更倾向

于节省饭票钱用于在单位超市购买生活用品，虚拟货币

的使用满足了不同员工的需求，提高了福利的公平性和

满意度。

生活便利性增加：节日福利的虚拟货币发放和送货

上门服务，为员工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增强了员

工对单位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提升了员工的幸福感。

例如，员工在节日期间可以通过虚拟货币购买自己喜欢

的礼物，同时享受送货上门服务，感受到企业的关怀和

温暖，提高了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忠诚度。

5 城市轨道交通企业内循环经济模式的可行性

分析

5.1 资源整合优势

城市轨道交通企业拥有食堂、超市等内部资源，通

过虚拟货币的流通，可以实现这些资源的有效整合。南

京地铁的实践证明，这种内循环经济模式能够充分利用

企业内部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例如，企业可以通

过整合食堂和超市的采购渠道，降低采购成本，提高商

品和服务的质量；同时，企业可以通过虚拟货币的发放

和使用，促进员工在食堂和超市的消费，提高内部资源

的利用效率。

5.2 员工消费潜力

城市轨道交通企业的员工具有稳定的收入和一定

的消费需求。虚拟货币的发放和多样化使用方式，能够

激发员工的消费潜力，促进单位内部经济的发展。例如，

企业可以根据员工的消费需求和偏好，调整食堂和超市

的商品和服务供应，满足员工的消费需求；同时，企业

可以通过举办促销活动、发放优惠券等方式，进一步激

发员工的消费潜力，促进单位内部经济的发展。

5.3 管理可行性

企业可以通过信息化手段对虚拟货币的发放、使用、

管理进行全程监控，确保虚拟货币的安全、可靠、可追

溯。南京地铁在虚拟货币的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为其他城市轨道交通企业提供了借鉴。例如，企业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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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建立虚拟货币管理系统，实现虚拟货币的发放、充

值、消费、查询等功能，提高虚拟货币的管理效率和安

全性；同时，企业可以通过对虚拟货币的使用情况进行

数据分析，了解员工的消费需求和偏好，为企业的经营

决策提供参考。

5.4 社会效益显著

城市轨道交通企业作为重要的公共交通服务提供

者，其内部经济模式的创新不仅能够提升员工幸福感，

还能为社会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

例如，企业通过内循环经济模式的创新，可以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减少浪费，为环境保护做出贡献；同时，企

业可以通过提高员工的幸福感和工作积极性，提高服务

质量，为市民提供更好的出行服务，为社会的发展做出

贡献。

6 城市轨道交通企业内循环经济模式的实施建

议

6.1 持续优化虚拟货币管理

6.1.1.动态调整发放标准

根据企业的经营状况、员工的绩效表现等因素，动

态调整虚拟货币的发放标准，确保虚拟货币的发放公平、

合理、有效。例如，企业可以在经营状况良好、员工绩

效表现优秀的情况下，适当增加虚拟货币的发放数量；

而在经营状况不佳、员工绩效表现一般的情况下，适当

减少虚拟货币的发放数量。这样可以激励员工更加努力

地工作，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6.1.2.加强使用监管

建立健全虚拟货币使用监管机制，防止虚拟货币的

滥用和违规使用。同时，加强对食堂和单位超市的管理，

确保商品和服务的质量。例如，企业可以通过建立虚拟

货币使用记录查询系统，对虚拟货币的使用情况进行实

时监控；同时，企业可以加强对食堂和单位超市的食品

安全、商品质量等方面的监管，确保员工的消费安全。

6.2.拓展虚拟货币使用场景

6.2.1.丰富单位超市商品种类

不断丰富单位超市的商品种类，满足员工多样化的

消费需求。可以引入一些特色商品和高端商品，提升单

位超市的吸引力。例如，企业可以根据员工的需求和偏

好，引入一些进口食品、有机食品、特色小吃等特色商

品；同时，企业可以引入一些高端的办公用品、电子产

品等，满足员工的高端消费需求。

6.2.2.拓展内部服务领域

将虚拟货币的使用范围拓展到企业内部的其他服

务领域，如咖啡店等为员工提供更多的福利选择。南京

地铁部分基地已经建立了咖啡店，可以打通虚拟货币消

费咖啡店的途径，拓展内部服务领域，提升员工幸福感。

6.3 加强员工沟通与反馈

6.3.1.定期调研员工需求

定期开展员工需求调研，了解员工对虚拟货币使用

的意见和建议，及时调整和优化虚拟货币的发放和使用

方式。例如，企业可以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会等方式，

了解员工对虚拟货币的使用满意度、需求和建议；同时，

企业可以根据员工的反馈意见，及时调整虚拟货币的发

放标准、使用范围、商品和服务供应等，提高虚拟货币

的使用效果和员工满意度。

6.3.2.建立沟通渠道

建立畅通的员工沟通渠道，让员工能够及时反馈问

题和建议，促进企业与员工之间的良好互动。例如，企

业可以通过建立员工意见箱、开通员工服务热线、设立

员工微信群等方式，让员工能够及时反馈问题和建议；

同时，企业可以及时回复员工的问题和建议，解决员工

的实际困难，提高员工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7 结论

南京地铁从过去的“暗补”模式到如今的“明补”

形式下银行卡发放虚拟货币，并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

为城市轨道交通企业内循环经济模式的探索提供了成

功案例。这种模式具有较高的可行性和积极意义，通过

合理引导消费、整合内部资源、提升员工幸福感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未来的发展中，城市轨道交通企业

可以借鉴南京地铁的经验，不断优化和创新内循环经济

模式。通过持续优化虚拟货币管理、拓展虚拟货币使用

场景、加强员工沟通与反馈等措施，进一步提高内循环

经济模式的效果和员工满意度。同时，企业还可以结合

自身实际情况，探索更多的内循环经济模式创新方式，

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员工的美好生活做出更大的贡

献。

参考文献

[1]陆明.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综合效益研充[C]北京交

通大学,2012.(09)


	论城市轨道交通企业内循环经济模式可行性研究杨声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