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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经济发展中最为活跃的因素，随

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越聚越多，也就形

成了城市。按一般规律看，人口越稠密的

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就会越高，反过来

说，经济发展越好的城市，越会吸引人

流来。

这也就得出一个结论，城市的经济发

展水平与人口的流动水平是正相关的。也

就不难理解，北上广为何聚集了这么多的

青年才俊，中国一线城市的人口为何越来

越密集。

然而，时空的限制让城市不可能无限

制地长大。一个城市不可能承担所有的功

能、过大的城市也会给资源环境带来巨大

的承载压力。

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大力发展城市

群，多个城市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协作，

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统筹

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解决大城

市 病 问 题 ， 也 满 足 人 民 对 幸 福 生 活 的

向往。

发展城市群，最主要的就是要解决时

空问题，破解各地发展不均衡。而高铁的

发展，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

高铁首先能够缓解大城市病。由于高

铁的速度远远快于公路，许多城市间形成

了一小时甚至半小时交通圈，城际间交通

时间有时比市内交通还快，异地工作、居

住成为现实，疏解了大城市部分人口，也

带动了许多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功能外

迁，大城市的压力也因此得到疏解。

高铁的发展优化了城市间产业布局，

如在京津冀协调发展规划中，北京部分非

核心功能需转移到天津、河北，然而，由

于北京资源丰富，许多企业行业搬迁意愿

不高，随着京津城际、津保城际等线路的

建成，京津冀之间经济要素流动更加便

捷，企业开始主动搬迁到成本更低的天

津、河北。

高铁也为人才实现价值、推动小城市

发展提供助力。在高校集中的南京，过去

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非常难，高铁开通后，

无锡、苏州、常州、德州等城市都成为了

这些毕业生就业的新选择，更易实现自身

价值。人才选择的多元化也带动了小城市

智力资源的引进，有助于各地协调发展。

据相关部门统计，京沪高铁开通运营 3

年，德州市引进硕士博士 2000 余人，专

家级领军人物 300 余人，充实了德州宝贵

的“智力资本”。

根据我国铁路中长期规划，到 2020

年，将基本实现相邻中心城市间及中心城

市与周边城市间形成 1 至 2 小时交通圈。

那时，我国“城市圈”的概念将与现在大

为不同，城市间的人才往来流动频繁，东

西部城市均衡发展，真正实现“人便其

行、货畅其流”。

“传送带”是两点之间利用索道传送
物品的工具。如今，在中国，城市之间也
有了一种高效的“传送带”——高铁。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对我国城市工作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明确要以城市群为主体
形态，科学规划城市空间布局，实现紧凑
集约、高效绿色发展。而高铁，就是连接
城市群之间的“传送带”，传送的不仅仅
是物，还有人和生活方式，甚至是文化精
神。高效、便捷的高铁网，让城市之间的
关联度变得更加紧密，“城市圈”的格局
也因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为此，《经济日报》 记者选取了几个
典型的“城市圈”样本，看高铁这一“传
送带”为城市之间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经济环”效益成倍放大

2015年 12月 30日，海南环岛高铁全
线贯通，全长 648 公里，将海南 12 个市
县 20 个城镇穿“珠”成“链”，打造出全
球唯一的环岛高铁“经济环”。

“‘经济环’的形成，将深刻改变海南全
岛交通格局，全面提速海南国际岛建设进
程。海南环岛高铁的通车运营，不仅为东
南亚海岛高铁建设运营提供了样板，更为
全世界海岛及沿海地区高铁撬动经济发展
提供了示范。”广铁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作为一个典型的海岛，海南的城市大
都风光好、气候佳、自然资源丰富，然而
也存在先天的缺陷：交通不便，空间上和
大陆隔离，产业分布上以沿海为主，各城
市之间距离远、联系弱。各个城市如同一
颗颗明珠散落在各地，光芒不显。而环岛
高铁的开通，如同给这些明珠穿上了链
子，最大程度发挥了它们的熠熠光彩。

一方面，经济要素的快速流动必将加
剧各类经济活动。海南环岛高铁作为全球
唯一的环岛高铁，区位优势十分突出，其
途经的 12 个市县是人口稠密区，也是岛
内主要的经济活动区。

环岛高铁贯通后，把岛内各主要城市
都连接在同一线路之上，各种要素都可以
利用环岛高铁快速流通，提高了资源流动
效率。而且每个大城市周边的次中心城
市，都通过连接线接入环岛高铁，形成了
多个重要经济节点，充分发挥了空间上的
优势，激活了各地新一轮发展的活力，岛
内各地之间的经济交往速度加快。

另一方面，环岛高铁贯通后，结合粤
海铁路，岛内原本和大陆隔绝的多个城
市，有了快速出岛通道，加速了珠三角等
经济活跃地区产业转移的速度。目前珠三
角企业已开始实施产业转移，如恒大等商
家日前已到海南布局，投资了上百亿元的
房产、旅游等项目。海南一些经济基础较
好的城市也已开始着手产业承接，使沿线
大量农闲劳动力在家门口就可就业，为各
地区经济均衡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动脉”串联大城市圈

2016 年 1 月 8 日，2015 年度国家科
技进步奖特等奖颁给了京沪高铁工程项

目。这是对京沪高铁科技创新技术方面的
认可。

与科技成果相比，京沪高铁带来的经
济效益，同样是熠熠生辉。“京沪高速铁
路就像一条金丝带，把沿线一颗颗珍珠穿
起来，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带。”原铁
道部副部长、京沪高速铁路公司原董事长
蔡庆华说。

与海南环岛高铁不同，京沪高铁连接
的是我国已经形成的几个重要的经济圈和
城市圈，发挥更大的辐射作用。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运输及经济研究
所副所长王怀相分析说，京沪高速铁路建
成后，环渤海地区和长三角地区两大经济
区联系更为紧密，两大经济区之间架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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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京广高铁把环渤海经济圈、中
原经济区、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圈、
珠三角经济圈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沿途
6 个省市的 28 个 城 市 的 城 镇 化 、 工 业
化、信息化进程大大加快；兰新高铁、
贵广高铁和南广高铁将新疆、青海、甘
肃、广西等地更紧密地串联起来，加快
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东部地区人员、
物资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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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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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怀相如是说。

相邻城市“公交化”开行

在西安斯普瑞科技公司工作的王栋经
常乘坐高铁往返于西安和渭南两地，原来
他是想把家搬到西安，高铁开通后，他打
消了这个念头，对于他来说，20 分钟的
车程，可能比西安市内的交通时间还短。

“高铁不但为我们出行提供了更多的选
择，也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更多的选

择。”王栋说。
数据告诉我们，和王栋持一样

看法的人越来越多，截至目前，西
安北辐射至宝鸡、渭南、延安、大荔等
市、县的动车数已达到日均 143 列，省内
短途客流占到了高铁总发送数的 60%，
通过高铁的连接，关中城市圈的人员、经
济、文化交流更加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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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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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城市
圈越来越大、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同时，城
市圈内部的分工发展也变得更加重要。

而高铁的建设，为城市圈的发展打下
了良好的连通基础。随着路上时间的缩
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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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最早的京津城际来看，京津城际的

开通，在北京和天津形成了“半小时经济
圈”，两地之间的高铁采取公交化的开行
模式，车次多、间隔短，旅客从购票、进
站、乘车、出站各个环节越来越方便，基
本实现了随到随走。一趟长编组列车可以
运送 1000 多人，最小每隔 3 分钟就可以
开出一趟列车。

时间的缩短推进了京津两地空间位置
的“拉近”，加速了两地人员流动，优化
了两地的资源配置，改变了两地人的生活
观念及习惯，有力地促进了两地的“同城
化”和“一体化”。

从 2015年 12月 6日开通至 2016年
1月 11日，苏皖首条沿江高铁——南京
至安庆高铁已安全运送旅客逾 113 万
人次，日均发送逾 3.1 万人次，大大方
便 了 沿 江 人 民 出 行 。 高 铁 “ 织 网 成
金”，同城效应显现。

一列列动车组列车沿着长江黄金水
道“贴地飞行”，从千年古城安庆“飞
越”长江，直达池州、铜陵、芜湖、马
鞍山，驶向合肥、南京、上海等地，圆
了苏皖赣鄂人民沿江高铁梦。宁安高铁
沿线城市群纷纷借力高铁大打旅游牌，
进一步带动了高铁沿线城市兴起“旅游
热”。客流量的增长，对沿江旅游观
光、休闲度假、美食购物、商务会展等
都会起到强大推动作用。1 月 10 日，
宁安高铁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加密增
开动车组列车，开行安庆至南京南、上
海、合肥、北京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达
21 对，其中“G 字头”动车组列车 12
列，“D 字头”动车组列车 30 列，旅客
出行更加便捷。

宁安高铁是华东铁路建设史上又一
座里程碑。这条线地处苏皖境内，全长
258 公里，是长江三角洲高速铁路网的
延伸，线路设计时速 250 公里。这是一
条生态线、旅游线、致富线，沿线历史
悠久、人文荟萃，车站建设融入徽派和
戏曲等文化元素，站站各异，与周边人
文环境融为一体。高铁线路两侧呈现出

“一站一景、一洞一景；内灌外乔，草
灌结合；三季有花，四季常绿”的“绿
色长廊”格局。

业内人士介绍，宁安高铁的开通运
营，与合福、合宁、合武、京沪等高铁
连通成网，苏皖沿江铁路运能呈现爆发
式增长，对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扩大长三角地区区位优势和辐射范围，
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和苏皖区域经济持
续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长江经济
带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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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密高铁网 串起一片城
本报记者 齐 慧

重 新 定 义 城 市 圈
韩 白

高铁带热苏皖城市群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陆应果

海南环岛高铁的通车，使得乘高铁环游海南岛成为现实；成渝高铁开通，宣告两座西部特大城市之间

高铁时代的到来；金温铁路开通，浙江实现快铁全覆盖⋯⋯岁末年初，城际间一条条“新通道”的建成，将为

城市群的崛起带来怎样的改变——

“三无小区”靓起来

样本一：
海南环岛高铁

样本三：

京津、津保等城际铁路

样本二：

京广、京沪等高铁

廊坊用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的理念，对全市市
域空间布局和各城镇总体规划作进一步的修编和完
善。无论是城市建设，还是县城建设，都要服从大
局、服务大局，科学规划、严格控制，决不能搞住在河
北、回京上班的睡城。廊坊要大力发展研发、设计、
创意、移动互联网等现代服务业，承接北京非首都功
能疏解和产业转移，率先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新路。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是既要结构
转型，又要做好民生配套。一个区域要和谐发展，既
要有标志性建筑等大项目，也要有与老百姓切身利
益息息相关的小项目。解决老百姓最紧迫的水电气
等问题会让他们受益终身，背街小巷的好坏是检验
民生事业的试金石，是城市治理的“牛鼻子”。

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

廊 坊 不 能 搞 成“ 睡 城 ”

湖南长沙天心区委书记曾超群：

要高楼大厦 也要背街小巷

上海等大城市要成为“国际会展之都”，除了庞
大、先进的硬件设施，还要在会展项目、会展企业、专
业人才、服务能力、管理体制、法规体系、会展技术等
方面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一个完整、准确、统一的会
展信息收集发布及分析研判平台也是必不可少的。

上海市会展行业协会会长陈先进：

会 展 之 都 软 实 力 也 要 强

（据新华社电）

一些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家属院，成为

无主管单位、无物业管理、无人防的“三无小区”。为

解决这些问题，山东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投入 200

多万元，拆除三个老旧小区间的院墙藩篱，统一整合

为海星园小区，将脏乱差的垃圾堆放区整治为公共

休闲绿地公园、公共停车场，由物业公司统一管理，

变成了整洁漂亮的“花园小区”。

新华社记者 范长国摄

整治前的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设计院家属院一

角垃圾遍地，无人清理（2015年 10月 1日摄）。

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的保洁人员在整合改造后的

海星园小区清运垃圾（1月12日摄）。

△ 一名乘客在

展示津保铁路 G6272

次列车车票，近日开

通的该线路初期运营

时速 200 公里，与京

沪高铁、津秦高铁等

高铁实现无缝连接。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 近日，地处深圳中心城

区的广深港高铁深圳福田站开

通，成为亚洲最大的地下火车

站。 新华社记者 卢汉欣摄

△ 兰新高铁动车组列车在天山脚下行驶兰新高铁动车组列车在天山脚下行驶。。这是这是世界上一次性建设里程最世界上一次性建设里程最

长的长的高速铁路高速铁路，，成为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成为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引擎引擎。。

蔡增乐蔡增乐摄摄（（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