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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高 铁 改 变 的被 高 铁 改 变 的 产 业产 业

立足特色做大产业
黄 鑫

高铁这张亮丽的名片高铁这张亮丽的名片，，不仅是沿线城市招商引资的重要筹码不仅是沿线城市招商引资的重要筹码，，更是推动城市产业优化升级的加速器更是推动城市产业优化升级的加速器。。

高铁的快捷仿佛缩短了城市的空间距离高铁的快捷仿佛缩短了城市的空间距离，，让人们有更多时间从事经济活动让人们有更多时间从事经济活动；；高铁带来的智力支持高铁带来的智力支持，，直接带动了老直接带动了老

工业基地传统机械制造走向智能制造工业基地传统机械制造走向智能制造；；高铁带来的客流高铁带来的客流，，给城市第三产业带了巨大机遇给城市第三产业带了巨大机遇，，从而推动城市的产业结构的从而推动城市的产业结构的

进一步优化进一步优化；；高铁更加快了我国产业布局的调整节奏和产业转移的步伐高铁更加快了我国产业布局的调整节奏和产业转移的步伐，，给相对落后地区送去了给相对落后地区送去了““及时雨及时雨”。”。

更多高铁一线调查

报 道 请 扫 二 维 码

随着蜂鸣器的一声长鸣，车门一齐打开，数百名
旅客走出车厢。而我仍然端坐驾驶台前，记录本次行
车的重要信息。

我是一名高铁司机，今年是我上班以来迎接
的第二十三个春运。2007年，通过严格考试，我拿
到了第一批高铁司机驾驶证。高铁让我感触最深
的是，高铁就像一条项链，把城市穿成一串，形成
了名副其实的经济带。

2011年，西安北高铁站建成运营时，周边全
是荒地。短短4年，公路环绕车站四通八达，楼盘
商圈拔地而起，地铁和出租车直接通入高铁站地
下一层，实现了长短途旅行零换乘。

往返于西安和郑州，我见证了郑州东高铁站
周围庞大的建筑群从无到有；在大西高铁，每次看
到西安新筑国际港务区货运装卸场上成百上千辆
刚刚运到的崭新汽车，我都会感叹，现在老百姓的
购买力如此强大。

有人说我是“西部高铁第一人”，因为我驾驶
技术好，被授予“全国劳模”的荣誉。我觉得自己就
是一名普通铁路人，开好每一趟列车，看着旅客们
平安到站，我心里才踏实，通过高铁这个平台，能
为国家经济发展贡献一份力量，我感到很自豪。

(齐 慧整理)

刚搬来江苏徐州经济开发区软件园不久的汉

讯科技公司，现在打算把总部从苏州迁过来。该

公司总经理刘修君说，这样做除了临近高铁便于

开拓市场和公司运营外，徐州软件业市场竞争压

力小、高校毕业生多等也是他考虑的重要因素。

把生产基地建在徐州的升华电梯董事长罗海闽也

持类似观点，落户徐州这样的老工业基地，聘用

制造业方面的人才相比其他城市会更容易一些。

显然，高铁是助力沿线城市产业升级的重要

外因动力，找准产业定位、发挥传统和特色优

势，以吸引到更多高端产业转移，则是优化产业

布局的根本内因。

在高铁“磁场”的辐射带动效应之外，还有

一种作用叫“虹吸效应”：在高铁飞驰之时，人

才、资金、信息等各种产业发展要素，同样将因

城市间的发展梯度落差而产生由中小城市向中心

城市单向的转移。如何避免“虹吸效应”？事实

证明，突出特色产业、差异化发展是一剂良药。

借助高铁带来的速度优势，许多城市纷纷提

出发展高铁经济带、推进产业调整升级的构想。

不可回避的是，不同城市群、同一城市群内的不

同城市之间，很容易出现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和

产能重复建设等现象。产业雷同导致中心城市和

大城市的“虹吸效应”更剧烈，处在城市群内的

中小城市不仅得不到高铁带来的好处，反而将更

加失去发展空间。因此，在热情面对高铁所带来

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要理性思考本地的优势和

不足，找准定位，发挥区位和资源优势，利用中

心城市的辐射效应弥补不足，重点发展特色产

业、支撑产业，避免陷入一窝蜂扎堆上项目的局

面。可喜的是，在采访中，很多高铁沿线城市在

招商时已进入了“选商”引资的阶段，更注重挑

选能形成规模效应的产业。这说明对产业定位的

理性考量、对产业前景的长远考虑正受到越来越

多城市的重视。

跳出地域局限，国家层面也应对区域发展进

行统筹。从世界范围看，巴黎都市圈、纽约都市

圈都是很好的经验，都市圈内不同城市在产业功

能上各有侧重，金融、制造、高科技、教育、港

口运输等不同产业互为支撑，并且每个城市都有

很强的竞争力。高铁覆盖面的扩大，将推动我国

形成更多的城市群，这就需要在国家层面加强统

筹和规范引导，注重产业结构调整的整体效应，

提升产业集群与高铁、资源、区位的匹配程度，

发挥产业先导和创新领军作用，在城市圈内形成

从研发、制造到物流、商务上下游一体化的产业

链。更重要的是，要让高铁速度惠及更多贫困和

落后地区，推动产业均衡发展。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距离宛如
波浪般造型的高铁徐州东站 10 分
钟车程，这里正上演着智能制造的
传奇。

在徐工集团的装载机智能化制
造基地，结构车间里一字两列排开
24 个焊接机器人，细长的“胳膊”尽
头喷出蓝色的火苗，焊接着一个个
大大小小的装载机铲斗。焊接完成
后，原钢色的铲斗被自动挂上积放
链，运转进喷涂车间，6 分钟后转出
来时已完成喷漆并烘干，变成黄色
的铲斗，这对比好似一个个成熟前
后的葫芦。

在刚刚一期建成的升华电梯徐
州基地，几十台有点像大白鹅的
ABB 机器人有序地进行着电梯钣
金的全自动加工，实现了钢板传送、
裁剪、分料、成型、铆焊、喷涂、检验、
码放等程序完全无人作业。

在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机器
人形成产业规模的企业已达 20 多
家，2014 年机器人产业实现产值同
比增长约 9.5%。以传统工业制造闻
名的徐州，正大踏步转型升级，传统
的装备制造、工业电子等产业加速
向高端发展，新兴的高端家电、新能
源汽车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这其
中高铁功不可没。

“高铁把客户带进来，也让我
们走出去。”陪同记者采访的徐工
集团第二大事业部宣传主管王家樾
对此有切身的体会。徐工集团的装
载机智能化制造基地落成时是全
球最大的单体厂房，100 多台机
器人代表着先进的制造工艺。这
座基地紧邻高铁，乘坐高铁来往
的商务人士在高铁上就能看到基
地庞大的厂房，乃至厂区空地上
一台台硕大的黄色铲斗车，达到
了天然的广告效应。

同时，“高铁方便我们经常去河
北等制造前沿地区学习，也促成这
些地区的专家愿意来这里为我们做
技术指导和支持。”正如王家樾所
言，高铁的快捷带来了人才的流动，
为企业走向高端制造提供了更多智
力支持。

“ 高 铁 让 我 们 的 市 场 变 得 更
大。”升华电梯董事长罗海闽告诉

《经济日报》记者。一直在北京的升
华电梯公司因为空间有限导致产能

不够，想建设一个新的生产基地。最
终这个总投资达 20 亿元的生产基
地落户徐州，正是希望通过京沪高
铁上的节点城市徐州辐射到南方市
场。“原来，我们的市场 80%在北
方，20%在南方，2014 年南方市场
已经占到 35%以上。”罗海闽表示，

“我原来计划徐州基地只做生产基
地，现在打算做成运营中心了。”

即将开通的徐兰客运专线将让
徐州的市场触角伸得更远，罗海闽
对于公司新的市场版图因此而更有
信心。升华电梯徐州基地也是全国
单体规模最大的现代化电梯制造基
地，如果像罗海闽这样的信心多一
些，那么徐州承接高端产业的转移
也将多一些。

“徐州已经迈入了高铁时代。”
徐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朱民接受《经
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高铁既为

依靠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发展起来的
产业提供了快速调整的内在动力，
也使京沪等发达城市高新技术产业
向徐州拓展转移成为可能。

作为我国高铁网络体系中“四
纵四横”交通主骨架的重要交会点，
徐州承担着沟通南北、承东启西的
重要任务，是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
枢纽，是长三角与环渤海之间重要
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也是目前苏鲁
豫皖接壤的淮海经济区唯一的高铁
枢纽站。从徐州到北京、上海、西安、
武汉只要 2.5 个小时，从徐州到南
京、济南、郑州、合肥 4 个省会城市
只需 1 个小时。显著扩大了有效辐
射的经济圈，呼啸而来的高铁为徐
州带来了更快速更丰富的人流、物
流、资金流以及信息流，为徐州的产
业发展增添了强劲动力。

徐州很会抢先紧抓高铁机遇。

在毗邻高铁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里，
徐州专门规划建设了一个高铁生态
商务区，目前 9.46 平方公里的一期
工程进展良好并初见成效，软件园
等一批功能项目已投入使用。

徐州已经分享到了许多高铁红
利。高铁开通以来，徐州商贸业快速
发展，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 年增
速均居江苏省前列。2014 年，徐州
新兴产业实现产值 4300亿元，规模
比高铁开通前翻了两番多，占规模
以上工业比重达到 37.7%，提高了
21.1个百分点。

“徐州要以开发区速度对接高
铁速度，将着力在旅游业、商贸物流
业和新兴产业上下功夫，不断把高
铁溢出效应转化为发展动力，推动
徐州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呼应和全
面融入沿线地区对内对外大开放的
大潮流。”朱民如是说。

串起西部经济带
高铁司机 王小卫

串起西部经济带
高铁司机 王小卫

老工业基地的高铁速度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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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8 日，记者到山东淄博市采访。
高铁时间、高铁思维、高铁重构企业引
力场，这些新鲜词汇，触动着记者的兴
奋点。

说起高铁时间，东岳集团董事长张建
宏跟记者讲述了一段往事。1998 年，这
家目前亚洲最大的氟硅材料企业还在艰难
的起步阶段。报纸上，一条清华大学朱明
善教授研发出绿色制冷剂的信息，让张建
宏夜不能寐。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奔赴
清华，没想到朱教授已在考虑同别人合
作了。

军人出身的张建宏没有放弃。几个月
中，他往返北京 10 多次深入沟通。最终，
朱明善教授终于答应到东岳看一看。这一
看，让一个象牙塔里的成果转化为巨大生
产力，开启了我国绿色制冷的新时代。

从东岳集团所在的淄博市桓台县到北
京有四五百公里，那时多数路段不是高速
公路，更多的时间是耗在路上。张建宏感
慨：“如果那时有高铁，我们去拜师，朱
教授来指导，也不至于那么费劲。”

如饥似渴聚贤才，让东岳迅速推进到
世界科技前沿。他们自主研发的氯碱离子
膜，打破国外数十年的垄断，我国氯碱工
业从此有了“中国芯”；自主研发的燃料
电池膜性能和寿命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2013 年 ， 他 们 与 国 际 知 名 企 业 公 司 签
约，联合开发车用氢能源燃料电池膜。

采访中，记者体会到，高铁时间，并不
仅是开车到站时间、接送站时间，而是一种
全新的时间坐标和思维方式。它打破了过
去的时空观念，让现代人可以像孙悟空一
样，在更广阔的空间和有限的时间里，轻松
地做一些过去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

高铁的发展集聚了人才，让类似东岳
集团这样的企业获益不少。淄博市科技局
局长牛圣银告诉记者，目前淄博已建立院
士工作站 66 家，其中 2014 年新增 12 家，
居山东省首位。喜出望外的淄博人明白，便
捷的高铁网成就了这高朋满座的盛会。

2008 年底，目标时速 250 公里的胶
济客运专线开通；2010 年京沪高铁通
车。目前，淄博每天往返北京的高铁和动
车最快单程只需两个多小时，齐国古都成
了北京近郊。如今淄博的企业家借助高铁
网，已不再像当年东岳集团董事长张建宏
那样，为招贤聚才把宝贵时间耗在路上。

据统计，2002 年到 2013 年，淄博市
新 材 料 产 业 产 值 由 121 亿 元 增 长 到
1952.43 亿元，增长 15 倍以上，目前已占
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 58%；2014 年，
全市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到
30.7%，比年初提高了 1.1个百分点。

春节临近，湖南省长沙市高桥大市场
的酒水食品城里人流熙熙攘攘。

2 月 10 日，记者走进一家名叫喜吖吖
的休闲食品店铺，百余种独立包装的休闲
食品让人目不暇接。一堆黄灿灿的蛋糕吸
引了记者的目光，仔细一看包装，蛋糕的生
产日期是 2月 7日，而保质期只有 45天。

酒水食品城里的商铺多是以批发为
主，食品的保质期越短，批发商所要承担的
压力和风险就越大。对此，喜吖吖商贸有限
公司总经理卢士彪并不担心：“现在从长沙
坐高铁出行速度快，这就让我与供货商和
客户联系都比以前更紧密，去年的销售额
增长约 30%，产品更新率也提高了。”

随着京广高铁和沪昆高铁在长沙市雨
花区交会，以长沙南站为圆心的“12345”
快速交通网正在形成，1 小时到武汉，2 小
时到广州，3 小时到杭州、深圳，4 小时到上
海，5 小时到北京，而高桥大市场距离长沙
南站仅有 10分钟车程。

在高桥大市场，与卢士彪共享高铁红
利的商户有 6000 多家。作为全国第三大
综合性市场和中南地区最大的国家级综合
性市场，高桥大市场的经营项目包括酒店
用品、酒水食品、茶叶、农副产品、文体玩
具、家电百货、皮具饰品、针棉服饰、药材药
品 9 大类逾百万种单品，2014 年的商品年

交易额达 800亿元左右。
“高铁开通对强调快速运输、资讯传递

与流通的商贸业影响最为显著。”湖南高桥
大市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刘亚娟
说，高铁便利了人的出行，新客户的数量在
增长，老客户的光顾频次在提高，这都有利
于交易额的提升；高铁也加速了信息流动，
商户可及时对接市场，快速反应能力增强。

“高铁拉近了长沙和广州、上海等大城
市的时间距离，也加剧了彼此之间的市场
竞争，倒逼我们对产业进行调整升级，提供
更好的服务。”高桥大市场股份有限公司电
商运营中心总监戴超波说，一方面，销售的
业态在改变，零售量占比大幅提升，需要市
场做好餐饮等配套服务，为顾客营造更好
的购物体验，未来还可以考虑发展特色产
品的旅游购物集散中心；另一方面，要逐渐
把展示交易和仓储物流相分离，在外围配
套现代化的仓储物流中心，并搭建电子商
务平台，提高交易效率，实现货畅其流。

“高桥大市场电商运营中心已经成立，
电子商务平台有望于年内上线。”戴超波
说，“借高铁东风，我们要加速从传统商贸
业向现代商贸业的转型，争取建成中部地
区集商品展示、电子商务和金融结算为一
体的大型现代商品交易中心，形成现代商
贸的千亿元产业集群。”

湖南长沙高桥大市场：

商 贵 神 速 谋 转 型
本报记者 张 双 刘 麟

山东淄博东岳集团：

重 构 企 业 引 力 场
本报记者 单保江

图①图① 22 月月 1010 日日，，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升华电梯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升华电梯

公司的机器人正在工作公司的机器人正在工作。。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黄黄 鑫鑫摄摄

图②图② 22 月月 1010 日日，，湖南高桥大市场的商家一大早

就开始忙碌。 本报记者 张 双摄

图③图③ 22 月月 1010 日日，，在在徐工集团装载机智能化制造

基地的车间里，24台机器人正在焊接铲斗。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黄黄 鑫鑫摄摄

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