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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强 国 建 设 蹄 疾 步 稳
本报记者 齐 慧

大盾构打通地下交通大动脉
本报记者 齐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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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江苏连云港港的港口。

王健民摄（中经视觉）

图图②② 江西吉安吉水赣江特大桥。

谢 东摄（中经视觉）

图图③③ 张吉怀高速铁路穿过湖南怀

化黄金坳镇汪家村。

田文国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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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是经济的脉络和文明的纽带。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交通运输领域围绕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

经济社会发展，坚持人民至上、服务为本，加快推动

运输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

10 年来，我国交通运输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建成了一大批重点工程，迎来了

由交通大国向交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有力保障了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

立体交通网络加速成型

2019 年，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特长公路隧道——

米拉山隧道建成，林芝至拉萨高等级公路全线通车；

2021 年，拉萨至林芝铁路建成通车，复兴号驶入雪域

高原；2021 年，拉萨贡嘎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投运，机

场服务保障水平和运输承载能力全面提升⋯⋯

不只是西藏，10 年来，从雪域高原到东海之滨，

从东北边陲到西南山区，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交通网

络日益密集，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协调推进，人民群众

的出行体验大幅改善。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表示，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交通运输工作，特别是党的十九

大报告提出建设交通强国，为新时代交通运输发展

指明了方向。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交通强国建

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擘画了我

国交通运输中长期发展的战略蓝图和美好愿景。

沿着党中央指引的方向，交通领域各部门各单

位奋力拼搏，交通网络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

铁路方面，10 年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超过 7 万

亿元，增产里程 5.2 万公里。到 2021 年年底，全国铁

路营业里程达到了 15 万公里，其中高铁 4 万公里；铁

路覆盖了全国 81%的县，高铁通达 93%的 50 万人口

以上城市。

民航方面，10 年累计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8000 亿

元，特别是近两年连续超过千亿元，创历史新高。10

年间民航新建、迁建运输机场 82 个，机场总数达到

250 个，新增航线 3000 余条，航线总数达到 5581 条。

我国旅客运输量已连续 18 年稳居全球前两位。

水运方面，到 2021 年年底，我国内河航道通航里

程达 12.8 万公里，其中高等级航道超过 1.6 万公里，拥

有生产用码头泊位 20867 个，万吨级及以上泊位 2659

个，基本形成了长三角、津冀、粤港澳等世界级的港

口群。

目前，我国多层次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

设，“6 轴 7 廊 8 通道”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

空间初步形成。“2012 年到 2021 年年底，铁路、公路增

加里程约 110 万公里，相当于绕行地球赤道 27 圈半，

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对 20 万以上人口城市的覆盖率

均超过了 95%。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10 年来取得

的成就，为我国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徐成光说。

运输服务能力大幅提高

规模巨大、内畅外联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力

服务支撑了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

一大货物贸易国的运转，深刻改变了城乡面貌，加

速了物流和经济流，不仅有力支撑保障了国内经

济循环畅通，也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强动能，综合交通服务能力大幅提高。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货物发送量持续保持高

位运行，累计发送 19.46 亿吨，同比增加 1.02 亿吨、增

长 5.5%，日均货物发送量等多项指标创历史纪录。

10 年来，我国综合交通服务能力大幅提高。铁

路、公路、水运、民航客货周转量、港口货物吞吐量、

邮政快递业务量等主要指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

列，我国已成为世界上运输最繁忙的国家之一，“人

享其行、物畅其流”初步实现，交通运输成为人民群

众获得感最强的领域之一。

以 邮 政 业 为 例 。“10 年 来 ，邮 政 业 业 务 收 入 从

1980.9 亿 元 增 长 至 12642.3 亿 元 ，年 均 增 幅 达 到

22.9%。快递业务量从 57 亿件增长到 1083 亿件，是

原来的 19 倍，已连续 8 年位居世界第一位。邮政快

递业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抗疫保供、保通保畅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作出

了行业贡献。”国家邮政局副局长戴应军说。

惠民生，人民群众获得感明显增强。

6 月 16 日，环塔克拉玛干铁路线的最后一块“拼

图”——和若铁路开通运营，标志着世界首个沙漠铁

路环线形成，南疆地区出疆距离缩短 1000 多公里，惠

及上千万群众。

10 年来，交通发展始终着眼于人民至上，发展成

果由广大群众共享。旅客出行更加便捷舒适，动车

组列车承担铁路客运量比例达到约 70%，“坐着高铁

看中国”成为广大旅客享受美好旅行生活的真实写

照。到 2021 年年底，有 51 个城市开通运营了城市轨

道交通，运营总里程比 2012 年增长了 4.2 倍。网约车

目前已经覆盖了我国 300 多个地级以上城市，日均订

单量约 2100 万单。27 个省份开展了定制客运服务，

人民群众“门到门”的出行服务得到了有效满足，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

谋长远，交通发展后劲十足。

8 月 9 日，世界首条永磁磁浮轨道交通工程试验

线“红轨”在江西兴国举行竣工仪式，标志着世界首

条永磁磁浮空轨试验线投入使用。这是针对不同交

通出行需求，构建多层次、一体化、更便捷的交通网

络的积极尝试，更是我国交通领域不断创新突破，积

累发展后劲的写照。

10 年来，交通运输科技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

坚持创新引领，“复兴号”高铁等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C919 大飞机、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等装

备研制取得重大突破。港珠澳大桥、北京大兴国际

机场、京张高铁、长江南京以下 12.5 米深水航道等一

批超大型交通工程建成投运，标注了中国建造的新

高度。新能源汽车占全球总量一半以上，新能源公

交车占城市公交的比例超过 66%。北斗系统在交通

运输领域应用不断深入，智能船舶、智能网联汽车、

无人配送、自动化码头等加快发展，

中国交通现代化

道路越走越宽广。

先导性战略性作用凸显

打开购物平台，江苏宿迁的花木、山东日照的干

海鲜、湖南怀化的冰糖橙、陕西延安的苹果⋯⋯全国

各地的优质农副产品都可以在网上点击购买，这得

益于交通领域的进步对乡村振兴重大战略的支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在农村公路领域累计投

入车购税资金 7433 亿元，其中用于贫困地区的投资

就达 5068 亿元，累计新建改建农村公路约 253 万公

里，解决了 1040 个乡镇 10.5 万个建制村通硬化路的

难题。”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副局长顾志峰表示，农村

公 路 总 里 程 从 2011 年 年 底 的 356.4 万 公 里 增 加 到

2021 年年底的 446.6 万公里，10 年净增了 90 多万公

里，为农村带去了人气、财气，也让广大农民“出门硬

化路、抬脚上客车”的愿望一步步变成现实。5 万多

个建制村通了公交车，邮政网络加速下沉，实现了

“乡乡设所、村村通邮”，有效服务了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战略。

全力支持区域协调发展。“轨道上的京津冀”加

快构建，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初步形成，粤

港澳大湾区基本实现内地与港澳间一小时通达，长

三角地区辐射全球的航运枢纽加快建设，黄河流域

跨区域大通道基本贯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

一体化水平明显提升。

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签署 22 项政府间

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72 个双边和区域海运

协定、131 个双边航空运输协定，中欧班列、丝路

海运、中欧陆海快线、空中丝绸之路极大便利了

国际运输，“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互联互通架构基

本形成。国际道路运输合作范围拓展至 19 个国

家，水路国际运输航线覆盖 100 多个国家，国内

航空公司经营国际定期航班通航 44 个国家的

75 个城市。

“我们相继开通了蒙内、亚吉和中老铁路，

持续推动境外铁路项目合作，高质量推进西部

陆海新通道建设。”国家铁路局副局长安路生

介绍，中欧班列通达欧洲 23 个国家的 185 个

城市，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成果和突

出亮点。

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交通充分

发挥了带动投资、拉动消费的积极作用，新

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目前全国规划建设

了近 80 个临空经济区，其中国家级临空经

济示范区 17 个。通航业务保持了快速增

长，业态不断丰富，年均飞行小时增速为

12.5%，通航机场达到了 339 个，通用航空

器达 3045 架，实名登记的无人机数量约

83 万架，年飞行小时达到了千万小时的

量级。“通航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

长 点 。”中 国 民 用 航 空 局 副 局 长 董 志

毅说。

飞天有神舟，潜海有蛟龙，追风有高

铁，入地有盾构。大盾构如今已成为中国一

张亮丽的名片。

炎炎夏日，在北京东六环改造工程现

场，建设者们正在地下隧道操控着最先进的

国产 16 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京华号”，相

继穿越城市副中心枢纽、京秦铁路等多个重

要 节 点 ， 即 将 到 达 中 间 风 井 ， 进 行 二 次

始发。

“得益于超大直径盾构和水下隧道施工

技术的发展，隧道贯通后，北京东六环会搬

入地下，将有效缓解交通拥堵、整合城市空

间环境，提升北京市交通服务水平。”中铁

十四局大盾构公司总经理陈鹏从建设南京长

江隧道开始，见证了中国大盾构施工从无到

有、从跟跑到领跑的过程，也见证了大盾构

穿 越 江 河 湖 海 城 ， 助 力 中 国 交 通 发 展 的

历史。

作为中铁十四局大盾构技术专家，近

10 年间，陈鹏参与建设的南京地铁 10 号线

长江隧道、武汉地铁 8 号线长江隧道从地下

打破了长江对城市交通的阻隔；京张高铁清

华园隧道实现了高铁穿越城市核心区的梦

想，助力百年京张再升级；济南黄河隧道完

成了超大直径盾构隧道首次穿越地上悬河的

壮举，助力济南城市发展空间加速拓展⋯⋯

然而，在大盾构施工初期，他们遇到了

很多困难。

“在建设南京长江隧道时，我们要花高

价钱请外国工程师调试设备，安装、维修零

部件。外国专家实行技术封锁，不许中方人

员靠近，更不用说学习参数计算方法、设备

管理理念。”陈鹏回忆道，凭着不服输的劲

头，通过反复操作、维修、保养等，他们慢

慢掌握了盾构施工的基本要领，又经过 10

多年的探索，最终掌握了超大直径盾构施工

的核心技术，实现了穿越地质、盾构直径、

涉及行业等五个全覆盖。

如今，大盾构施工技术作为最先进的长

大隧道和水下隧道挖掘方式之一，被广泛应

用于铁路、公路、地铁、输电等领域，成为

服务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的一项重要

技术。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穿江过海通道的

规划和建设也迎来了快速增长期。目

前，仅长江下就有 9 条隧道在建，

在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 正 在 修 建 深

江 铁 路 珠 江 口 海 底 隧 道 、 汕

汕 铁 路 汕 头 湾 海 底 隧 道 等

5 条 穿 海 隧 道 ， 为 大 湾

区的交通建设贡献出

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