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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规划才能

发挥最大效用

林火灿

高速铁路是当今时代高新技术的集成和铁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高速铁路运营里

程最长、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

随着中国加速迈进“高铁时代”的步伐，高速铁路将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又将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

怎样的影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管理室主任刘斌、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运输及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怀相接受了《经济日报》记者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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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北京铁路局北京客运段京广高铁车队
广州六组的列车长。我们乘务组5名乘务员的平
均年龄只有21.6岁。我是1987年出生的，另外4
位都是90后，两个1996年的，两个1993年的。

大家都是独生子女，在父母眼中还是孩子，
可是在高铁乘务员这个岗位上，我们逐渐学会了
控制情绪和换位思考。比如，当有乘客投诉车上
的电源插座不能用时，乘务员刚参加工作时的反
应可能是“坏了就坏了呗，我又不会修”，现在他们
会真诚地向乘客致歉：“电源故障给您带来不便
十分抱歉，如果您有急用，我们会想办法帮您调
换一个座位。”

在工作中，我们还学会了细致入微地去照顾
别人。当座位靠过道的乘客怀抱小孩时，我们会
建议他们将孩子的头朝向车窗一侧，以免被过往
行人或行李擦伤。当回答乘客询问时，我们也会
蹲下或俯下身子，尽量以平视的目光与人交流。

我们组的乘务员因为特别年轻，所以特别
有爱，特别单纯。18岁的东北姑娘牟莹莹有一次
走京沪线时，结识了一位身患白血病的小男孩。
后来，只要她知道男孩在北京住院，就会利用休
息时间去看望他，陪他聊天，鼓励他振奋起来。

今年春节我们正赶上出北京到广州的车，
除夕夜要在广州过了。组里的俊男靓女能歌善
舞，大家在一起过年肯定热闹得很。

（张 双整理）

我和4 个90后
北京铁路局北京客运段列车长 温 川

最近，在沪昆高铁规划制定时，不少城市都

在积极争取让高铁从本地设站通过，一些地方

甚至喊出“争不到高铁，书记市长下课”的口号。

强烈的民意呼声，说明人们已经清醒地认

识到，高铁的建设和发展，将给地方带来更大的

发展机遇。

最近几年来，随着“四纵四横”主骨架的基

本形成，高铁在城市和城乡之间的人员往来、

信息交流、经济交融等领域扮演着更加突出的

角色。高铁的发展，让不少省市尝到了甜头，

也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这种“示范”效应，让

一些尚未开通高铁的地方，自然更加急迫地想

搭上高铁列车的发展快车，一些地方也才会把

争取让高铁在自己家门口设站作为重要的“发

展战略”。

不过，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一些地方在把搭

乘高铁列车作为重要战略选择的过程中，也或

多或少地陷入了情绪化、非科学、狭隘的地方主

义之困扰中。这些地方认为，搭乘高铁列车，就

是要让高铁在本地设站。而问题是，高铁的建

设和发展，需要从全局的角度统筹规划，要科学

安排，不可能市市经停，更不可能县县设站。否

则，国家不仅要为这种不合理的规划增加大量

投资，也会影响高铁的运行效率。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加快

发展的阶段，我们不能忽视各地发展高铁的热

情，更不能无视民众的期盼。但热情和期盼

不能离开理性、不能不讲科学。高铁的建设和

发展，应该树立“一盘棋”的思维，从全局角度出

发，对高铁线路进行合理的规划与布局，在尊重

高铁建设发展内在规律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地

方的需求和百姓的呼声，决不能因为某些地方

的小利益，牺牲高铁科学发展的大格局。

总之，在轰轰烈烈的“盼高铁”、“争高铁”的

呼声背后，还应冷静而理性地对高铁的发展进

行科学定位，做好科学规划和顶层设计。只有

如此，才能使高铁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对经济社

会发展的拉动效应。

记者：最近几年来，我国高铁进入快速

发展阶段，中西部地区的高铁线也陆续建成

通车。如何看待高铁在促进中西部地区发

展中的作用？

李佐军：中西部地区发展长期落后于东
部地区，交通不便是重要瓶颈之一。交通受
限，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中西部许多地方很难
与外界便捷地开展“互通有无”，各地的比较
优势难以充分发挥。在中西部地区加快发
展高速铁路，有望使这些地区的人流、物流、
信息流加速流通，使中西部地区内部的沟通
更加便利，这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提高当地群众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

发展高铁对经济结构的影响是循序渐
进的过程。中西部地区的高铁投资，有利于
为当地钢铁、水泥等行业创造市场需求，有
利于化解产能过剩问题。更重要的是，高铁
发展起来以后，将带动物流、旅游等服务业
的发展，帮助中西部地区减少对重化工业的
依赖，逐步优化经济结构。

刘斌：高铁建设首先优化了铁路的结
构，有利于增强中西部地区原材料板块和制
造业的竞争力。随着高铁在中西部的加快
发展，将会促进东部地区产业加快向西部转
移，有些地方可以承接东部地区的传统产
业，有些城市则可以结合本地优势，在一些
新兴产业领域加快突破，构建中西部地区发
展新优势，为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打造新的

“火车头”。
王怀相：中西部地区高铁线路的开通，

既大大改善老百姓出行的交通条件，大幅度
压缩城市间的时间距离，也可以使既有铁路
线路的货运能力得到进一步挖掘，更有利于
当地优势资源的开发利用。

中西部地区高铁的开通，也是我国实施

“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显著提
升亚欧大陆桥铁路通道运输能力，对打造我
国西部对外开放的桥头堡，促进丝绸之路经
济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我认为，高铁在中
西部发展中将起到润滑剂和加速器的作用。

记者：我国也开通了几条连接东部和中

西部地区的高铁线。您怎么看高铁对于优

化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促进区

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

李佐军：交通落后，既是中西部地区资
源要素和人才流动的掣肘，也阻碍了东部地
区对中西部地区的辐射。连接东中西部高
铁线的建成，有利于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
成，推动东中西部地区的生产要素在全国范
围内优化配置,有利于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发

挥各自的比较优势，避免各地追求“大而
全”、搞重复建设，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刘斌：中西部地区的高铁发展十分重视
与东部地区的连接，比如贵广线、南广线就
是连接西南地区和珠三角的线路。西南地
区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但旅游资源丰富；
而珠三角地区制造业发达，但资源禀赋不及
西南地区。有了高铁的连接，西南地区与珠
三角可以更好地进行各种要素的交流与共
享。珠三角地区的投资也可能加速向西南
地区延伸。

王怀相：区位之间交通发展滞后，使中
西部地区的广大市场更加封闭。高铁的开
通，将增进各地交流，使相对封闭的市场融
合在一起，使市场机制有更广阔的空间发挥
作用。未来发展中，不仅东部地区的中低端
产业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西部在新兴产
业领域也将有更多与东部地区同台竞争的
机会，这会使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更优化，
也会加速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

被 高 铁 改 变 的 中 国
本报记者 林火灿

记者：高铁的发展，将使城市与城市之

间联系更加紧密。高铁在“城市圈”的发展

中将起到怎样的作用？

李佐军：“城市圈”是不同城市合理分
工、紧密协作而连接成的网络。“城市圈”的
发展，有利于提高城市发展的效率，实现城
市共赢。我国正处于“城市圈”形成和快速
发展的进程中。过去城市之间交通不便，在
一定程度上阻碍或延迟了“城市圈”的形成，
一些已经形成的“城市圈”范围也偏小。有
了高铁线的串联，城市之间的连通就更加便
利，“城市圈”可能进入“一小时圈”甚至“半
小时圈”的发展阶段。城市间的距离缩短
了，彼此的分工协作就会更紧密，“城市圈”
的整体竞争力也会逐步提升。

刘斌：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分布虽然密
集，但产业关联度并不高，“城市圈”发展更
多地只停留在地理区位的概念上。在“城市
圈”发展中，交通是提升城市之间关联度的
重要因素。作为现代交通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高铁和高速公路的发展将极大地削弱

城市之间的区位距离，在“城市圈”的形成中
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目前，沪宁、沪杭、京
津冀等地区在高铁的连接下，已经形成一定
规模的“城市圈”，但“城市圈”内部如何更好
实现交流互动和优势互补，还需要从宏观层
面加强对这些地区的顶层设计。

王怀相：高速铁路的发展带来了时空距
离的改变，不仅使城市之间可以更好地按照
各自的比较优势配置资源，发挥出城市集聚
的综合优势；更重要的是，也可以增强不同

“城市圈”之间的分工合作，拉近不同经济区
或经济带的距离。比如，京沪高速铁路建成
后，环渤海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的两大经济区
联系更为紧密，两大经济区之间架起一座能
源、资本和人员快速流动的通道，将两大经
济圈连成片，使这个巨型“哑铃式”经济带成

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战略地位的“南北
经济走廊”，成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最繁荣
且极具活力的经济发展“增长轴”，很好地发
挥了“城市圈”的辐射带动作用。可以预见
的是，以高铁为纽带的“城市圈”和“城市
带”，在不久的将来将成为区域经济的重要
增长极。

记者：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

段。怎么看高铁发展对于中国城镇化进程

的重要意义？

李佐军：如果没有高铁，中国的城镇化
照样也会推进，但是这种城镇化的进程可能
会相对慢一些，而且各地可能陷入“单打独
斗”的状态。有了高铁的支撑，城市圈、城市
带、城市群融合发展的速度加快，这对于网
络型、紧凑型的城镇化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高铁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城镇化的格局。而从结构层面看，大
城市“摊大饼”式的发展，往往容易造成“城
市病”。有了高铁和高速公路作为高效率的

“传送带”，城市之间的距离更近了，一个较
为直接的好处，是让一部分人从大城市向中
小城市流动，既有利于解决现有大城市过度
扩张的问题，也有利于促进新兴城镇的形成
与发展。

王怀相：交通发展与城镇化之间是相互
促进的关系。城镇化的发展会要求与之相
适应的交通模式；一定的交通模式形成以
后，将影响城镇化的范围和进程。因此，在
不断完善我国铁路网建设的同时，在城镇化
率较高的区域建设高速铁路，符合这些区域
进一步城镇化的需要，也将进一步促进该区
域的城镇化进程。近年来，我国高铁建成后
辐射的沿线城市间物流、人流交往不断加
速，居民整体消费水平、观念有了极大改善，
高速铁路发展对城镇化进程的突出作用加
速显现。

记者：高铁正在成为“中国制造”走向世

界的新名片。高铁的发展对于国内其他制

造业发展具有怎样的启示意义？

李佐军：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制造
业保持高速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不过，我国传统制造业主要依托的还是低成
本竞争优势，在新常态下，随着资源环境约
束日益加剧，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渐丧失，制
造业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

中国制造业的转型，既要加快推动传统
产业的结构调整，也要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
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高端产业。高铁是
我国高端制造业的典型代表之一，其发展的
路径、经验、教训对于其他制造业的转型升
级，都将起到很好的借鉴和示范作用。而且，
随着高铁的发展和走出国门，其技术水平、
生产工艺等环节将不断上台阶，对于上下游
相关产业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有利于倒逼
其他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刘斌：在走向世界的“中国制造”中，高铁
的确是响当当的产品。中国高铁的飞跃式发
展，利用了我国工程建设技术优势和雄厚的
工业体系技术力量，走出了技术引进吸收到
再创新的发展道路。同时，我国强大的工业体
系，尤其是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业是高铁技
术取得系统突破的重要支撑。对于制造业而
言，在新的形势下，仍要坚持以技术创新为支
撑，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形成自己的竞争优
势，才有可能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

王怀相：高铁是陆路运输设备中的“明
珠”，已经形成了具有完整的知识产权、中国
独有和丰富的经验、数据、技术、产品和品
牌，具备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围绕高铁的

发展，我国冶金、机械、建筑、电力、信息、精
密仪器等相关行业都积极投入研发，很多精
密、高技术含量的零部件已经实现了国产替
代进口。从这个意义上说，高铁给我国运输
装备业树立了榜样，也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搭建了平台。

记者：高铁的发展，对于物流、旅游等服

务业的发展又将起到怎样的作用？

李佐军：我国已经进入消费结构不断升
级的阶段，老百姓从过去主要对吃、穿、住、
行、用的需求，上升到对学、乐、康、安、美（学
习的需求、快乐的需求、健康的需求、安全的
需求、美丽的需求）的更多需求。高铁的快速
发展，有利于旅游业等服务业的发展，可以

更好地满足老百姓对健康、快乐等方面的需
求；同时带动文化产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满足老百姓对快乐、美丽等方面的需求。

王怀相：高铁的发展，活跃了沿线吸引区
各种资源要素和人员流动，实现了“人便其
行，货畅其流”。这种便利性对于物流、旅游等
第三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将逐渐显现。例如，
高铁开通以后，城市之间的时间距离缩短，游
客的出行成本降低，许多人利用一个周末或
者小长假出门旅游的想法更容易兑现，形成
了“高铁旅游热”。而旅游业的发展，带动的不
仅是餐饮、住宿等行业的发展，还将为文化产
业、健康休闲等产业的发展带来更多商机。

从生产性服务业的角度看，高铁建成以
后，不仅自身可以承担一些高附加值货物的
运输，也能释放既有铁路线路的货运能力，
进一步优化与公路等其他运输方式的分工，
优化综合运输体系，降低物流成本在经济发
展中的比重。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高铁票价过高，

离老百姓越来越远。对此，您怎么看？

李佐军：目前我国高铁客运票价主要实
行政府价格管制。在这一前提下，高铁客票
定价主要考虑的是建设和运营等成本。从
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大家肯定希望票价越低
越好。但如果票价太低，企业就会面临很大
的压力。

解决高铁客票价格问题的关键是要
面向市场，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客票价
格。而在市场机制还不能完全起作用的
情况下，行业应打破垄断，企业应大力推
进内部改革和科学管理，降低成本、提高
效 率 ，使 票 价 与 老 百 姓 可 承 受 的 价 位 更
接近。

刘斌：如果从高铁的运行成本、速度、舒

适度等综合因素看，高铁的票价并不高。对
于支付能力比较强的客流，高铁票价还是可
以接受的。从现实国情看，如果现在就把高
铁作为铁路客运的基本形式，与老百姓的人
均收入相比，高铁票价确实有些高。高铁的
发展，票价的确定，还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的
总体水平更加协调。

王怀相：高铁价格水平的高低，市场最
有发言权。高铁开通运营以来，运输需求旺
盛，运量呈稳步增长态势，甚至个别车次还
是一票难求。以京沪高铁为例，开通运营不

到 4 年时间，日均客流量从 2011 年 13.2 万
人次攀升到 2014 年上半年的 27 万人次。
2014 年 9 月 30 日，京沪高铁创造了单日最
高运送旅客 41.6 万人次。这些数据表明，
高铁正在加速走进百姓生活，票价还是能为
乘客所接受的。

记者：过去我们强调“铁路是民生工

程”。在高铁时代，如何看高铁发展对于改

善民生的重要意义？

李佐军：高铁的发展，以及其带动相关
产业的发展，将会解决一部分劳动力的就

业；从收入来看，高铁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成
本，降低了交易成本、运输成本，将增加企
业和创业者的收入。总之，高铁的发展，将
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新生活
空间。

王怀相：铁路线路是国家重要的基础设
施，也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运输方
式，非常适合我国国情。高铁的建设，带动
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就业岗位；改善
了当地的交通条件，优化综合运输体系结
构，降低人员出行成本和货物运输成本，促
进当地经济发展，提高发展质量。尤其是对
于那些偏远、经济不发达地区，通过高铁，为
脱贫致富、缩小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提供
了可能和机遇。

提升城市圈竞争力

为“中国制造”树立榜样

创造生活新时空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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