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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速300公里是波音飞机起飞的速
度，也是目前中国高铁运营速度，堪称“陆
地飞机”的中国高铁，用比风还快的速度
驶入了世界的眼中，驶入了百姓的生活。

就在 2007 年以前，中国还没有一
条可以称为“高速”的铁路，短短几年
间，我国已经是世界上高速铁路系统
技术最全、集成能力最强、运营里程最
长、运行速度最高、在建规模最大的国
家。“五最”的实现，让世界看到了“中
国速度”，让国人为之自豪。

从无到有

6年实现世界领先

6年间，中国高铁从无到有，到
飞速发展，如今，高铁时速达300公
里，运营里程超过8000公里，位居
世界第一。

“今日之世界，非铁道无以立国。
中国地大物博⋯⋯徒以交通未便，运
转不灵，事业难以振兴。”1912 年夏天，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如是说。

我国是典型的大陆型国家，幅员
辽阔，人口众多。人口分布、经济发展
不均衡的特征，决定了生产过程与市
场消费需要高速度、长距离、大运量的
交通运输来实现。综合考量，惟有铁
路可以满足发展的要求。

2004 年 1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
并原则通过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提
出了建设 1.2 万公里以上，“四纵四横”
快速客运专线网。同年 4月，国务院召
开专题会议，研究铁路机车车辆装备问
题，提出“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
产、打造中国品牌”的总体要求，中国发
展高速铁路建设帷幕就此拉开。

2005 年 6 月 11 日，我国第一条铁
路客运专线——设计时速 250 公里的
石太高铁客运专线开工。

2007 年 4 月 18 日，第六次大提速
正式实施，在京哈等既有繁忙干线大
量开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时速 200
至 250 公里“和谐号”高速动车组，标
志着中国铁路一举进入高速时代。

2008 年 8 月 1 日，中国第一条具
有世界先进水平，运营时速 350 公里
的京津城际铁路正式开通运营。随
后，武广高铁、郑西高铁、沪宁高铁、沪
杭高铁、京沪高铁等时速 300 至 350
公里高铁相继建成通车。

“目前，中国高铁‘四纵四横’快速
客运专线网已经初具规模。”铁道部计
划司司长杨忠民介绍，2012年，计划新
线投产里程 6366 公里，其中，构成快
速铁路网的主骨架的高速铁路里程约
3500 公里。“四纵四横”高速铁路中的

“四纵”将基本建成贯通。

自主创新

从追赶者到引领者

10 年来，我国铁路系统瞄准

世界铁路先进水平，运用后发优

势，博采众家之长，坚持原始创

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

创新，推动我国高速铁路技术走

在了世界的前列，由追赶者一跃

成为领跑者。

2012 年 4 月，在南车四方的高速

列车系统集成国家工程实验室，记者
见到了激动人心的一幕：自主研发的
时速 500 公里试验列车在滚动试验台
创造了国内实验室的最高速度——
605 公里/小时，各项指标良好，令世人
惊叹。

中国南车是我国高速列车的主要
生产企业之一。南车四方总工程师龚
明介绍说，我国高速铁路起步晚，为尽
快追赶国外先进技术，南车四方开始实
施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战略，研制“高
新技术之大成”的高速动车组产品。

短短几年时间，中国南车、中国北
车已经走在了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的
前 列 。 前 不 久 ，德 国 著 名 咨 询 机 构
SCI Verkehr 发布研究报告，公布了
2010年世界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商新造
领域十强，中国南车跃居全球第一位，
中国北车为第三名，超越了庞巴迪、阿
尔斯通、西门子等国际知名企业。

从 时 速 200 公 里 、到 350 公 里 、
380 公里⋯⋯我国高铁在引进和掌握
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统一搭建了高速
铁路的技术平台，走出了一条铁路自
主创新的成功之路。

在列车装备飞速发展同时，高铁
的路基、轨道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实
现了质的飞跃，为高铁跑得更快、运行
更安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路基方面，针对我国复杂多样的
地质及气候条件，攻克了湿陷性黄土
和软土地区沉降变形控制难题，掌握
了复杂地质条件下高速铁路地基处理
和路基填筑技术。

桥梁方面，高铁大量采取以桥代
路方式，节约了大量耕地；突破了 900
吨大吨位混凝土简支箱梁、新型结构
大跨度桥梁及大跨度桥梁采用无砟轨
道关键技术，建成武汉天兴洲大桥、南
京大胜关长江大桥、济南黄河大桥等
世界一流的新型结构大跨度桥梁，创
造了多项世界第一。

隧道方面，突破了复杂地质山区
高速铁路长大隧道群、水下隧道建设
技术难题，实现了动车组列车在隧道
内以时速 350公里运行和交会。

轨道方面，系统掌握了高速铁路
有砟、无砟轨道成套技术；自主研制了
满足时速 350 公里要求的高速道岔，
掌握了百米钢轨制造、运输、铺设、焊
接成套技术，攻克了长大桥梁无缝线
路技术难题。

供电设备方面，构建了高速铁路
牵引供电系统设计、施工、检测技术平
台，研发了大容量供电、大张力接触
网、高速接触网检测、远程监控等成套
装备，攻克了高速列车重联运行接触
网关键技术难题。

因为不断创新，中国高铁从追赶
者，逐步成为世界的引领者，并还在不
断地实现自我超越。

规模建设

货畅其流人便其行

10 年来，我国高速铁路进入

了发展“黄金期”，“四纵四横”铁

路网初具规模。而高铁的规模化

建设也拉动了国民经济发展，造

福着广大百姓。

6 月 30 日早 9 点整，北京南站，和

谐号 CRH380A 高铁列车准点从站台
驶出，这时京沪高铁已经安全运营了
整整一周年。

京沪高铁是世界上一次建成线路
里程最长、技术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
自 2011 年 6 月 30 日开通运营一年来，
已有超过 5260 万人次通过这条高铁，
来往于京沪沿线各站之间，体验着“千
里京沪一日还”的便捷之旅。

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
院的正确领导下，中国高速铁路进入
了发展“黄金期”。而高铁的规模化建
设也拉动了国民经济发展，造福着广
大百姓。

曾 几 何 时 ，“ 车 皮 难 ”严 重 制 约
着 国 民 经 济 的 快 速 发 展 ，“ 买 票 难 ”
刺 痛 了 多 少 中 国 老 百 姓 的 心 。 如
今，一车难求、一票难求行将成为历
史。高铁的快速发展不但让中国铁
路 一 举 摘 掉 了“ 瓶 颈 ”的 帽 子 ，更 使
其 成 为 促 进 国 民 经 济 健 康 发 展 、区
域 经 济 迅 速 腾 飞 、百 姓 生 活 质 量 大
幅提高的重要力量。

京沪高铁、武广高铁、沪宁沪杭高
铁、京津城际铁路等，共同构成了中
国三大经济圈之间以及经济圈内部
的高速循环系统，缩短了区域之间的
经济距离，以快速连通改变了中国“经
济版图”。

以京沪高铁为例，它纵贯我国经
济、文化发展十分活跃的东部地区，
这里 25%的人口创造了全国 40%的
GDP。但是，京、沪两地以及周边地
区的铁路运量与运能之间的矛盾一直
制约着该地区经济的腾飞和向西部的
辐射。京沪高铁的开通运营，使制约
华东地区发展的瓶颈被打开，连通了
环渤海和长江三角洲两大经济区。沿
途一个个城市更被京沪高铁这一精美
的项链串联起来，像一个个璀璨夺目
的珍珠，正在成为未来经济社会腾飞
的明星。

如今，一场大规模的产业转移
正 在 静 悄 悄 地 沿 着 京 沪 高 铁 从 上
海、北京向全线延伸并逐渐向外扩
散。中国铁建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
副总工程师郭志勇说，“京沪高速铁
路 带 来 的 交 通 基 础 设 施 的 重 大 变
化，将对东部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
结 构 、 生 产 力 布 局 产 生 深 刻 影 响 ，
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发
展方式的转变。”

百姓的生活也随着高铁线路的不
断 延 伸 和 覆 盖 范 围 的 不 断 扩 大“ 加
速”奔向幸福。北京到天津 30 分钟，
杭州到上海 1 个小时，北京到上海 5
个小时，武汉到广州 4 个小时⋯⋯城
市距离拉近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变小
了，百姓出行更加便捷，生活更加丰
富多彩。

“作为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国民经
济大动脉和大众化的交通工具，铁路
的发展必须以人民群众满意为标尺，
必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铁道
部部长盛光祖如是说。

到 2020 年，我国高速铁路总规模
将达 1.8 万公里。届时，我们从北京出
发，到绝大部分省会城市不过 1小时至
8 小时；上海、郑州、武汉等中心城市到
周边城市仅半小时至 1 小时。纵横南
北、连贯东西的高铁将成为神州大地
上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四纵”：

——北京至上海 1300 公里,5 个

小时左右;

——北京至广州 2260 公里,8 个

小时左右;

—— 北 京 至 哈 尔 滨 1700 公 里,6

个小时左右;

——杭州至深圳 1700 公里,6 个

小时左右。

“四横”：

——徐州至兰州 1400 公里,6 个

小时左右;

——上海至昆明 2000 公里,8 个

小时左右;

——青岛至太原 800 公里,4 个小

时左右;

——南京至成都 1900 公里,7 个

小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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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让世界看到“中国速度”
本报记者 齐 慧

第一次大提速：1997 年 4 月 1 日，

京 广 、京 沪 、京 哈 三 大 干 线 全 面 提

速。以沈阳、北京、上海、广州、武汉

等大城市为中心，开行了最高时速达

140 公里、平均旅行时速 90 公里的列

车，全国旅客列车平均旅行速度提升

到 54.9 公里/小时。

第 二 次 大 提 速 ：1998 年 10 月 1

日，直通快速旅客列车在京广、京沪、

京哈三大干线的提速区段最高时速

可达到 140 公里至 160 公里。全路旅

客列车平均速度提升到 55.16 公里/

小时。

第三次大提速：2000 年 10 月 21

日，重点是亚欧大陆桥陇海线、兰新

线、京九线和浙赣线提速。全国列车

平均旅行速度提升到 60.3公里/小时。

第四次大提速：2001 年 10 月 21

日，提速范围基本覆盖全国较大城市

和大部分地区。全国列车平均旅行速

度提升到 61.6公里/小时。

第 五 次 大 提 速 ：2004 年 4 月 18

日，主要范围是京沪、京哈等铁路干

线，部分列车时速达到 200 公里。全

国列车平均旅行速度提升到 65.7 公

里/小时。

第 六 次 大 提 速 ：2007 年 4 月 18

日，在提速干线开行动车组列车，使

得 旅 客 列 车 时 速 可 达 200 至 250 公

里。全国列车平均旅行速度提升到

70.18 公里/小时。

“四纵四横”中国高速铁路网

中国铁路六次大提速：

图片说明：

①⑤⑥时速 300 公里的和谐号

动车飞驰在京沪高速铁路上。

丁万斌摄
②③④如今高铁的服务已上升

为航空标准。图为高铁上的乘务员

为旅客亲切服务。 赵 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