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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条蜿蜒呼啸的高铁“巨龙”，有着
点石成金的“魔力”，让各大产业板块流动
升华，旧貌换新颜。

高铁有着超长的产业链，强力带动了
与高铁直接相关的上下游产业全面升级。

投资巨大的高铁建设为钢材、水泥等
传统产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市场机会。据
测算，高铁每亿元的投资，平均消耗 0.333
万吨钢材、2万吨水泥、3.11万吨沙土、5.16
万 立 方 米 石 头 和 0.085 亿 元 设 备 ，还 需
22.86 万工时，对相关产业拉动效益在 10
亿元以上。

技术领先的中国高铁，还拉动了冶金、
机械、信息、计算机、精密仪器等上下游产
业的快速发展。据统计，我国新一代高速
动车组零部件生产设计核心层企业近 100
家、紧密层企业 500 余家，覆盖 20 多个省
市，形成了一条条庞大的高新技术研发制
造产业链，一批关键设备制造企业在产业
链上迅速成长。

更重要的是，一批传统产业因为高铁
标准而走向绿色高端，一批高科技产业因

为高铁标准而走向世界领先。传统铝加工
企业丛林集团借助为高铁提供车体材料的
契机，不断加强研发，实现了由低端民用产
品向高端工业型材的成功转型。中国北车
不断创造中国乃至世界之最，实现了高速
和重载两方面的世界级跨越，成为中国高
铁“走出去”的重要一环。高铁装备的高标
准，有力地推动了传统工业基础工艺、基础
材料研发、系统集成能力，以及制造水平的
全面提升。

“中国高铁是后发优势的经典案例，其
发展路径是创新型国家战略的重要体现，
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带动产业升级，也
倒逼落后产能加速淘汰。”工信部国际经济
技术合作中心主任龚晓峰说。

高铁变成了现实生产力，不断创造出
新的经济增长点，让落后产业更新换代，新
兴产业蓬勃发展。徐州市委副书记、市长
朱民告诉《经济日报》记者，过去“捡到篮里
就是菜”，现在引资要挑高端产业、挑龙头
企业。在徐州采访时，记者发现高铁的便
利不仅带来了人流也带来了市场，有了人

才流动的智力支持，有了辐射更广泛的经
济圈市场效应，徐州的传统机械制造走向
智能制造，软件产业从无到有，使这个老牌
的工程机械之都转型升级、焕发新春。

让生产要素流动起来的高铁，也让产
业“流动”了起来，日益频繁的产业转移让
高铁沿线有了新的产业布局。

“高铁沿线正在形成以产业链、产业集
聚带为基础的分工和布局。”龚晓峰认为，
在已有的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等

“圈状”经济地理格局形成之后，还会进一
步形成更多沿重要交通轴线布局的“带状”
产业地理格局。

与高铁直接相关的产业，将获得令人
羡慕的市场机会。未来，庞大的高铁建设
工程仍将发挥巨大的产业带动效应，把中
国从过去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带向内生动
力发展模式。据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经理盛
光祖介绍，到 2020 年，高速铁路与其他铁
路共同构成的快速客运网将达到 5 万公里
以上，基本覆盖各省会及 50 万以上人口城
市。高铁快速建设将带动高铁产业链上下

游细分领域的发展，为高铁产业的全产业
链带来更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空间。

从京沪高铁到京广高铁，从兰新高铁
到沪昆高铁，以“四纵四横”快速客运网为
主骨架的高铁之路，将打通东西南北原本
相隔数千公里的经济区，把当前的 3 大城
市圈扩展为覆盖全国的高铁城市圈。高铁
所过之处崛起一条条产业走廊，让产业板
块流动起来，流向更高端的领域，流向更合
理的布局。

未来，迈步高端的中国产业将搭上高
铁的快车，“走出去”角逐世界速度，占领全
球的创新制高点。中国已成为拥有世界先
进的高铁集成技术、施工技术、装备制造技
术和运营管理技术的国家。2014 年，中国
企业参与的境外铁路建设项目达 348 个，
累计签订合同额 247 亿美元。随着跨境高
铁的建设，在互联互通的世界产业格局中，
不仅是高铁，作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中国
还有着数百种优势工业品的制造能力，也
将像高铁一样书写新的辉煌。

（相关报道见四版）

中国高铁一线调查系列报道

“巨龙”过处崛起条条产业走廊“巨龙”过处崛起条条产业走廊

□ 本报记者 黄 鑫

羊年春节前夕，《经济日
报》记者再次走进四川芦山
地震灾区时，看到的是满眼
红色：家家户户屋顶上都插
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挂着火
红 的 灯 笼 、贴 着 大 红 的 春
联。这一副副春联，既有感
恩 祖 国 的 ，也 有 感 谢 社 会
的。“寒冬腊月加把火，重建
路上有你我”，这正是芦山地
震灾区干部群众自我激励、
克服困难、感恩奋进的真实
写照。

在震中龙门乡红星村，
一片绵延数百亩的大棚颇引
人注目。棚里的葡萄藤和猕
猴桃藤已有酒杯粗，数十位
农民正在棚里起沟。当地群
众说，这是村民张元超创办
的“好农夫家庭农场”。

站在田埂上，张元超边
搓着沾满泥土的双手边告诉
记者，他养鸭多年，以前虽然
也经历过一些损失，但都没

“4·20”地震时那样大，不仅
自住的房屋被震毁，数百平
方米的鸭棚也震塌了，压死
和跑掉的鸭子不计其数，损
失数十万元。

“在政府的帮助下，我一
边 重 建 住 房 ，一 边 重 建 鸭
棚。去年，我不仅把自己住
的房子建好了，还出栏鸭子
几十万只，收入数十万元，元
气又恢复了！”张元超笑着

说。不仅如此，在县农业部门的支持下，张元超还办起了
家庭农场，搞起了循环农业。“以前鸭粪只能直接排到地
里、沟里，污染不小。震后重建时，县里帮助我发展循环
农业，农场中间养鸭，鸭棚周边种植葡萄和猕猴桃，鸭粪
经过发酵之后施到果园里。化肥不进果园，鸭粪不出果
园，不仅污染减轻了，每年鸭粪代替化肥还可节约 10 多
万元。”张元超说，“地震后栽的葡萄去年已开始挂果，今
年将进入盛果期。有党和政府支持，自己再努把力，日子
肯定越过越好，我们准备一直干到腊月二十九！”

同张元超一样，龙门乡白伙新村“邓氏牛扎火锅店”
老板邓主文对今后的日子也充满信心。去年，邓主文一
家 4 口搬进新居，今年元旦，他利用一楼开了一家牛肉火
锅店，生意很好，每月营业额超过 3 万元。记者采访的当
天，屋里坐满了客人，夫妻二人一个切菜、一个掌勺，放学
在家的儿子负责上菜，一家子忙得不亦乐乎。

白伙新村是龙门乡灾后重建规划的一个聚居点，这
个聚居点紧邻当地有名的景点龙门溶洞和青龙寺。经灾
后重建，新修的村道和主干道及大桥形成了环线，四通八
达，交通十分便利。许多和邓主文一样的村民借此机会，
围绕乡村旅游谋划生计，有的开餐馆，有的开茶楼，有的
开客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截至去年底，雅安 204 个产业重建项目已竣工 78
个，完工率超过 38%。依托丰富的生态农业资源，雅安还
大力发展茶叶、水果、中药材等立体绿色农业，并加快建
设猕猴桃产业、茶产业、花果金果产业 3 个“百里生态文
化旅游经济走廊”。仅去年国庆黄金周期间，全市接待的
游客数量和旅游综合收入两项指标分别比上年增长
130%和 170%。 （更多报道见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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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华林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13 日电 （记

者徐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13 日发布消息称，人社部、财政部
近日联合印发了 《关于做好 2015 年
城 镇 居 民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工 作 的 通
知》。通知明确，2015 年各级财政
对 城 镇 居 民 医 保 的 补 助 标 准 将 提
高，2015 年城镇居民个人缴费基础
也将提高。

通知明确，2015年各级财政对居

民医保的补助标准在 2014 年的基础
上提高 60 元，达到人均 380 元。其
中，中央财政对 120 元基数部分按原
有比例补助，对增加的 260 元按照西
部地区 80%和中部地区 60%的比例
给予补助，对东部地区各省份分别按
一定比例给予补助。

同时，为了平衡政府与个人的
责任，建立政府和个人合理分担可
持续的筹资机制，2015 年居民个人

缴费在 2014 年人均不低于 90 元的
基础上提高 30 元，达到人均不低于
120元。

据悉，新增筹资将主要用于提高
城镇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待遇水平，完
成医改“十二五”规划的提待目标，落
实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待遇政策，实
现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
销比例达到 75%左右，逐步缩小与实
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之间的差距。

城镇居民医保财政补助和个人缴费将提高

上图 2 月 13 日，北京铁

路局今年春运首趟务工人员专

列——从北京西开往郑州的

K4079 次列车开行，1142 名在

京务工人员高高兴兴地踏上返

乡旅程。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左图 2 月 13 日，河北石

家庄市桥西区华城绿洲小区居

民正在悬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灯笼，营造人人践行核心价

值观、家家喜迎新春佳节到的

浓厚氛围。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冬日的新疆克拉玛依红山油田，一座座“磕头
机”正在辛勤工作。新疆新投康佳股份有限公司厂
区内，一根根粗大的银色管线纵横交错，年产 20 万
吨低碳烃芳构化一期项目不久前刚刚建成投产。年
产 6 万吨溶剂油、50 万吨煤焦油加氢等项目已列入
发展计划。

“以前，这是家面临破产的劳动服务公司，想不
到混合所有制改革让企业重获新生，如今年经营总
值已达 10 亿元。”新疆新投康佳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宋广辉介绍说。

新投康佳公司的前身从属于克拉玛依炼油厂，
1999 年 8 月改制，2003 年注册为新疆康佳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 年 5 月，由新投集团收购
并进行股份重组的新疆新投康佳股份有限公司揭牌
成立。

收购完成后，新投集团在“新投康佳”的股份超
过 79.8%，克拉玛依康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 4 家
企业占 19.8%股份。这让前身为集体股份制企业的
新疆康佳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一家国有
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对于混合所有制带来的好处，宋广辉深有体会，
“改制后，我们通过引入先进的扁平化管理模式，提
高了决策效率，激发了企业活力，拉近了管理层与员
工的距离。”改制前，企业注册资本不过 5000 万元，
改制后注册资本增加至 1 亿余元，成为一家集工业、
贸易、建筑安装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拥有员工近千
人，年产值达 11 亿元，主营业务为植物油抽提溶剂、
正乙烷、异乙烷等精细化工产品。

新投集团控股后，公司市场融资能力及项目运
作能力明显提升。宋广辉满怀信心地表示，到“十三
五”末，公司将发展成为油、煤能源联合加工型企业，
年营业收入预计可达 530 亿元，资产总额 240 亿元，
利润总额 30亿元。

改制不但让企业快速发展，也使广大员工从
中受益。企业改制后，有 500 余名员工参与持股。
员工牛建军说，“公司刚分完红，我们直接享受到了
企业改革发展的成果，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大家
伙干活儿更带劲了！”

“新投康佳”重生记
本报记者 马呈忠

本报北京 2 月 13 日讯 记者陈果静报道：中国
人民银行今日发布数据显示，1 月份对实体经济发
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 1.47万亿元，同比多增 1531亿
元。但是，同期广义货币(M2)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长
不及预期。

数据显示，2015 年 1 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2.05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少 5394 亿元。1 月末，M2

余额为 124.27万亿元,同比增长 10.8%，增速分别比
上月末和去年同期低 1.4 个和 2.4 个百分点，创下历
史新低。

“1 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较多，表明实体经济对
信贷的需求增长平稳。”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说。数据显示，1 月份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
款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 71.7%，同比高 20.8
个百分点。

而 M2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长乏力，则需考虑外汇
占款、表外融资收缩和统计口径调整等因素。“M2数
据低迷与人民币汇率近期波动有关。”民生银行首席
研究员温彬认为。进入 2015年，人民币汇率波动较
大，频频逼近单日波动的“跌停”线，市场上对于人民
币贬值的预期高涨。因此，温彬预计，1 月份新增外
汇占款还将延续去年 12 月负增长的态势，这意味着
基础货币出现的缺口将影响 M2的增速。

随着对同业及非标业务监管趋严，表外融资大
幅收缩，并拖累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放缓。1 月份，委
托贷款增加 804 亿元，同比少增 3167 亿元；信托贷
款增加 52 亿元，同比少增 1007 亿元；未贴现的银行
承兑汇票增加 1950亿元，同比少增 2952亿元。

需要注意的是，1 月金融数据还受到了统计口
径调整的影响。央行去年下发了《关于调整金融机
构存贷款统计口径的通知》，将一部分“同业存款”和

“同业拆借”纳入公众熟知的“存款”和“贷款”范畴，
并从今年开始按新口径统计。

也有观点认为，M2与社会融资规模不及预期值
得警惕，因为这反映了当前经济活跃度下降、货币乘
数降低，内生动力趋弱的趋势。在当前的状况下，货
币政策该如何走？连平认为，货币政策稳健基调还
是不会变，但会向宽松方向作微调，包括公开市场、
定向操作及降准降息等都需要配合使用，保持流动
性松紧适度。

1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47万亿元
M2及社会融资规模增长不及预期

回 家 过 年 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