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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高 铁 领 跑 世 界
本报记者 齐 慧

“旅途压缩到 2 个多小时，太方便了！”在中国

科技大学工作的张女士经常往返合肥和南昌，

2021 年年底通车的京港高铁安庆至九江段让她

激动不已。这条线路的开通，也是我国高铁营业

里程突破 4 万公里的标志。

从 2012 年的 9356 公里到 2021 年的突破 4 万

公里，全国高铁营业里程增长 3 倍多，稳居世界第

一位，“四纵四横”高铁网提前建成，“八纵八横”高

铁网加密成型⋯⋯党的十八大以来，铁路建设发

展日新月异，中国高铁一次次惊艳世界。

2021 年 1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乘坐京张高

铁在太子城站考察时强调，我国自主创新的一个

成功范例就是高铁，从无到有，从引进、消化、吸收

再创新到自主创新，现在已经领跑世界，要总结经

验，继续努力，争取在“十四五”期间有更大发展。

自主创新的成功范例

我国已成功建设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现代化

水平最高的高速铁路网。以 2008 年我国第一条

设计时速 350 公里的京津城际铁路建成运营为标

志，一大批高铁相继建成投产。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 以 来 ，我 国 高 铁 发 展 进 入 快 车 道 ，年 均 投 产

3500 公里，发展速度之快、质量之高令世界惊叹。

——运营里程世界最长。到2021年年底，我国

高铁营业里程突破 4 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里程的

三分之二以上；其中时速 300 公里至 350 公里的高

铁运营里程 1.57万公里，占比 39%；时速 200公里至

250公里的高铁运营里程2.44万公里，占比61%。

——商业运营速度世界最快。目前，在京沪

高铁、京津城际、京张高铁、成渝高铁、京广高铁京

武段近 3200 公里的线路上，复兴号常态化按时速

350 公里运营。我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实现高铁时

速 350 公里商业运营的国家，树起了世界高铁商

业化运营标杆，以最直观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了“中

国速度”。

——运营网络通达水平世界最高。从林海雪

原到江南水乡，从大漠戈壁到东海之滨，我国高铁

跨越大江大河、穿越崇山峻岭、通达四面八方，“四

纵四横”高铁网已经形成，“八纵八横”高铁网正加

密成型，全国 99%的 20 万人口以上城市实现铁路

网覆盖，全国 94.9%的 50 万人口以上城市实现高

铁覆盖。

“ 八 纵 八 横 ”主 通 道 已 完 成 近 八 成 。 根 据

2016 版《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速铁

路主通道总规模约 4.5 万公里，截至今年 8 月底已

建成投产 3.44 万公里，占比 76.6%；开工在建的

0.53 万公里，占比 11.7%。京沪通道、京哈—京港

澳通道、青银通道、陆桥通道、沪昆通道、广昆通道

已实现贯通。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铁路发展坚定不移走

自主创新之路，持续提升科技自立自强能力，形成

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先进高铁技术体系。

目前，我国已形成涵盖高铁工程建设、装备制造、

运营管理三大领域的成套高铁技术体系，高铁技

术水平总体进入世界先进行列，部分领域达到世

界领先水平。

在经济性方面，我国高铁平均票价率约为其

他国家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十三五”期间，我

国高铁累计实现票价收入 11044.7 亿元，占铁路客

运收入的比例由 2015 年的 53%上升至 2020 年的

78%。世界银行 2019 年研究报告称：虽然中国高

铁线路中高架桥梁和隧道占比很高，但高铁网络

平均建设成本仅为其他国家的三分之二，高铁网

络经济回报率为正，有理由对中国高铁干线线路

的长期经济可行性保持乐观。

同时，高铁建设带动沿线崛起一条条新型城

镇带、产业聚集带、经济繁荣带。2021 年 9 月开工

建设的成渝中线高铁就是典型代表。它东连重庆

科学城、西接成都东部新区，都是城市发展的“未

来区域”，进一步加速了产业、人口及各类生产要

素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间合理流动、高效集聚。

追赶到领跑的关键一步

回望中国高铁发展进程，中国标准动车组的

研制成功是一座重要里程碑。

2012 年，中国标准动车组研发工作启动。铁

路部门强化创新主体和领军作用，充分利用巨大

的市场优势，产学研用相结合、全面攻关，创新开

展了大量科研试验工作，实现了关键技术和部件

的重要突破，完成了总体技术条件制定及方案设

计评审。样车正式下线后，又经过了 60 万公里不

同条件下的运行考核。

2016 年夏天，在郑徐高铁民权特大桥上，两

列中国标准动车组试验车分别以时速 420 公里相

向而行，交会时间不到 2 秒。

2017 年 6 月 26 日，两列复兴号动车组率先从

京沪高铁两端的北京南站和上海虹桥站双向首

发，宣告我国铁路技术装备水平进入一个崭新时

代；9 月 21 日，复兴号动车组在京沪高铁实现时速

350 公里商业运营，中国为世界高速铁路商业运

营树立了新标杆。

值得一提的是，复兴号采用正向设计，在采

用的 254 项重要标准中，中国标准占 84%，其中

整体设计和关键技术全部自主研发，具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此外，复兴号整车寿命、牵引功

率、运行阻力等主要性能指标显著提升，关键部

件和核心软件实现自主突破，并实现对 31 个省

（区、市） 的全覆盖。在京沪高铁、京津城际铁

路、京张高铁等线路，均已实现世界最高时速

350 公里商业运营。

350 公里、250 公里、160 公里不同速度等级，

8 辆短编、16辆长编、17辆超长编不同编组形式，动

力集中和动力分散不同动力牵引模式——如今，

复兴号家族不断壮大，已形成系列化产品，能够适

应高原、高寒、湿热、风沙等多种运行环境需求。

目前，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重点工程

之一的 CR450 科技创新工程全面展开。今年 4 月

21 日，我国自主研发的世界领先新型复兴号高速

综合检测列车创造了明线相对交会时速 870 公里

的世界纪录。“中国铁路将集中力量破解 CR450

科技创新工程涉及的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难题，

巩固扩大我国高铁领跑优势。”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智能+”提升服务品质

2019 年 12 月 30 日，智能京张高铁开通运营，

自主设计修建实现了从零的突破到世界最先进水

平。世界上首次实现时速 350 公里自动驾驶功

能、首次采用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保驾护航⋯⋯百年京张，见证中国综合国力的

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智能铁路技术取得重

大突破。铁路部门依托京张高铁、京雄城际铁路

等重点工程，大力推进智能建造、智能装备、智能

运营技术创新，初步构建了智能铁路成套技术体

系、数据体系和标准体系。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

演进，数字化、智能化成为引领变革的主导力量。

《新时代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规划纲要》明确提出，

到 2035 年，我国要率先建成智能高铁、加快实现

智慧铁路。

从突破 BIM+GIS 关键技术，成功构建基于

BIM 的铁路工程协同设计体系，到突破高铁 ATO

关键技术，在世界上首次实现时速 350 公里自动

驾驶；从智能型复兴号动车组，到智能牵引变电

所、智能综合调度系统⋯⋯中国铁路让“最聪明”

的高铁闪烁出最耀眼的时代光芒。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

经济，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和国家大数据战略。铁

路部门全面提升信息化建设水平，积极推进数字

技术与铁路业务融合发展。如今，战略决策、运输

生产、经营开发、资源管理、建设管理、综合协同六

大业务领域应用系统基本建成，实现对铁路主要

业务场景的全覆盖；一体化的信息集成平台助力

铁路信息化迈入云计算和大数据时代，铁路数据

通信实现双栈部署；12306 功能持续优化、95306

系统改版升级，双网融合加速推进。

我国还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12306 铁路

互联网售票系统，单日售票能力达 2000 万张以

上，目前互联网售票比例达 85.3%，单日最高达

90.1%。依托 12306 平台，我国成功推动高铁网与

互联网“双网融合”，推出电子客票、移动支付、在

线选座、刷脸进站、互联网订餐等服务举措，同时

保留纸质车票、车站窗口等传统服务渠道，保证老

年人和脱网人群出行便利，显著提升了铁路服务

品质。

金秋九月，正是收获的季节。在中国

中铁装备集团有限公司郑州、上海等生产

基地，8 台隧道掘进机全部完成整机组装

工作，蓄势待发。其中，由我国自主研制

的国内首台大倾角斜井硬岩掘进机“永宁

号”，已完成工厂验收，标志着我国大直径

大倾角 TBM 设计制造能力达到世界领先

水平。

隧道掘进机是穿山越海的施工利器，能

在地下或是山洞里水平向前掘进。“十几年

前，我国施工用的隧道掘进机大部分依赖进

口。如今，国产隧道掘进机在国内新增市场

占有率达到 95%以上，并占据全球三分之二

的市场份额。”中铁装备副总经理、首席专家

王杜娟难掩激动。

快速发展的背后是强大科技创新能力

与关键核心技术的支撑。中国首台 15 米级

超大直径泥水盾构机、世界最大直径矩形盾

构机、世界最大直径硬岩掘进机、世界首台

马蹄形盾构机⋯⋯中铁装备始终

行走在创新研发第一线。“我们

先后攻克了超大直径、超小直

径 、极 限 工 况 下 的 装 备 设

计、制造关键技术，形成

16 项国际领先技术。”王杜娟说。

“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上高铁运营里

程 最 长 、 在 建 规 模 最 大 、 运 营 动 车 组 最

多、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我们也有

幸参与了众多铁路建设工程。”王杜娟说，比

如，他们研制的“彩云号”大直径硬岩掘进

机，应用于亚洲第一长铁路山岭隧道——大

瑞铁路高黎贡山隧道，该设备填补了国内

9 米以上大直径硬岩掘进机领域的空白，

同时也是国产 TBM 首次应用于铁路隧道建

设；自主研制的直径 10.9 米“共青团号”

盾构机，用于国内城市核心区域最长的高

铁盾构隧道——京沈客专望京隧道；等等。

“从事隧道掘进机研发工作以来，我跟

随国产盾构机的脚步走遍祖国大江南北，

亲身感受到祖国的日益强大与繁荣昌盛。

过去 10 年，我们出厂了 1400 多台隧道掘进

机，其中不乏世界第一、国内首台的先进

装备。它们投入到无数艰苦卓绝的隧道任

务中，让天堑变通途，将越来越多闭塞之

地连入织密的交通网络。对此，我感到非

常自豪也更加坚毅。我们未来仍会不断跨

越 高 铁 技 术 的 重 重 障 碍 ， 成 为 划 时 代 的

‘超越者’。”王杜娟说。

施工利器勇拔头筹
本报记者 齐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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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8 月底，我国首条跨海高

铁——新建福（州）厦（门）铁路铺轨

施工全线贯通。铁路建成通车后，福

州、厦门两地将实现“一小时生活圈”，

厦门、泉州、漳州闽南“金三角”将形成

半小时交通圈。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图图②② 贵南高铁贵州段已进入全

线铺轨阶段。贵南高铁是我国“八纵

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包头至海口通

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时速 350 公

里。 新华社记者 刘 续摄

图图③③ 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站顶

分布式光伏电站自 2020 年 12 月正式

并网发电以来，已累计发电超过 1000

万千瓦时。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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