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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铁路建设实现提速扩容，赣深、深茂和珠三角城际等13条铁路建设全面加快。日益
完善的铁路交通网络，大大提速粤港澳大湾区人流物流，拉动沿线地区经济发展，不断提升珠三角经济竞争力，强劲
推动大湾区建设发展。

开启大湾区“同城时代”

近年来，随着京广高铁、广深港高铁、广珠城际铁路、厦深铁路等多条铁路干线相继建成通车，粤港澳大湾区11
座城市“内循环”大大加速，也改写了大湾区人们出行版图，跨区域“同城时代”即将到来。

目前，作为国内最大的城际轨道交通网络之一，珠三角城际轨道网建设也在全面提速，在建的13条线预计在近
三年内均可完工。建成后的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网，不仅可以解决粤港澳大湾区交通拥挤的问题，而且带动了住宅
开发、建筑、制造、高新科技等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众多各具特色的新城,并促进了多中心城镇空间体系的发展。

随着铁路建设不断加快，轨道交通“虹吸效应”显现，大湾区几年之内将实现高铁、普铁、城市轨道、公路、民航及
城市交通的互连互通，大湾区主要机场、火车站、汽车站、港口等交通枢纽连为一体。届时，以铁路轨道网为骨干的
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经济生活圈”将形成。

“人畅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即将在此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铁路通过贵广高铁、南广高铁，辐射至我国
大西南地区；通过京港高铁辐射中南地区；通过沿海高铁辐射东南地区。

按照规划，粤港澳大湾区铁路、城际轨道线路将超过30条，将实现每年1亿多旅游、商务和购物客流的共享共
利。未来几年，粤港澳大湾区铁路、城际轨道的密度将位居世界前列，基本实现内外互联互通、城际多路畅通、湾区
高铁连通、县域基本覆盖，形成以广、深、港特大城市为中心覆盖大湾区、以广、深一线城市为支点覆盖周边的铁路、
城际轨道网，实现大湾区城市群内0.5至1小时交通圈，为大湾区实现经济腾飞提供强大运输保障。

助推大湾区建设发展

环视全球，粤港澳大湾区起步虽较其他三大湾区晚一些，但粤港澳经济基础夯实，区位交通优势凸显，不仅有一
流的海运港口和高速公路，而且有全世界技术领先的铁路作骨干支撑，发展后劲不容小觑。

作为率先连接粤港澳大湾区的高铁，京广高铁使珠三角城市群与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群、中原城市群、京津
冀城市群有机连为一体，使沿线人流物流实现更大程度的便利。目前，京广高铁途经区域已经“隆起”了一条“大产
业带”。

以其南段武广高铁为例，开通9年多，韶关、清远以及湘鄂高铁沿线城市共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项目2万多个，
总投资突破1万亿元。粤北和湘南高铁经济开发区90%以上的投资项目都来自粤港澳大湾区。

高铁沿线产业分工越来越清晰，布局也越来越合理。韶关侧重于制造业和汽车零部件产业，清远倾向于电子信
息业、机电装备制造和生物医药业。

以广州南站为中心的南站新城，规划面积约310平方公里，覆盖广州、佛山、顺德，从最初的交通枢纽定位升级
为粤港澳建设发展先行地区之一，规划定位为城市次级公共中心，培育辐射珠三角的商务商贸中心、生态型现代化
新住区，集出行购物、文化娱乐、居住有机互补的复合空间体。

2011年底，广深港高铁广深段通车运营后，高铁客流呈现井喷之势，每天客流高达18万人次，这条高铁业已成
为中国南部客流最旺的线路之一。

随着2018年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开通，京广高铁延伸至香港，纵贯粤港澳大湾区腹地，已带动粤港澳大湾区产业
大升级大转移，促进我国南北经济更快融合更快发展。广深港高铁全线开通后，将不断提升香港这颗“东方明珠”的
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将促进粤港经济大融合大发展。

100多年来，广州至香港的铁路经历了从单线到多线，从时速几十公里的普铁到时速300公里及以上的高铁，从
浓烟滚滚的蒸汽机车到环保快捷的高速动车组的发展过程。百年广九铁路，不仅见证了国家饱受沧桑，也见证了民
族伟大复兴。

日益发达的铁路网，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速度经济，不仅大大缩短各城市间的时空距离,而且使各城市间的商品、
资本、劳动力以及生产要素流动变得更加高效便捷，增强城市商圈的辐射半径，促进各城市错位发展，形成各有特
色、优势互补的一体化产业体系，进而迅速实现大湾区城市群经济均衡发展，打造出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城市群。

提速大湾区对外贸易

为满足国内国际快速运输市场的需求，我国铁路通过高铁、普铁新推出了高铁快运和货物班列，加上之前普通
的货物运输、行包托运等，使铁路货运产品实现了层次化和差异化，此举在丰富国内外货主选择、降低社会物流成本
的同时，也昭示着中国铁路货运在高速化、市场化的发展轨道上按下了“快进键”。

自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来，粤港澳大湾区的广州、东莞和深圳三个经济发达城市，先后开通了往欧洲、中亚5
国、南亚、东南亚等国际货运班列线路10多条，辐射影响欧亚3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这些国际班列一经推出，便受到国内外广大货主的热捧。国际班列以速度较快的铁路代替海路，同时路程设计
更短，一般都能节省一半左右的运输时间。

粤港澳大湾区不仅高速公路网密集，而且水网发达、港口众多，是国内外货物的集散地。中欧班列等国际班列
不仅可以通过陆路将货物运往数万里之外的欧亚内陆各国，还可以通过“海铁联运”将货物运往亚非拉沿海各国。
这样不仅提高国际物流速度，减少了全球物流总成本，而且让各国民众用上粤港澳大湾区优质的工业产品，分享到

“中国制造”带来的红利。
2018年，广东铁路累计开行了186列国际班列，同比增加14列，增幅8.1%。2019年上半年，广东铁路累计开行

了161列国际班列，同比增加11列，增幅7.3%。
（数据来源：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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