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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迈 向 高 铁 时 代 的 中 国 经 济  

铁路运输历来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铁路与经济的发展密不可

分。 2004 年 1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的国家《中长期铁路

网规划》对我国高速铁路发展作出了具体规划：到 2020 年，全国铁

路营业里程达到 10 万千米，主要繁忙干线实现客货分线，规划“四

纵四横”铁路快速客运通道以及 3 个城际快速客运系统，建设客运

专线 1 .2 万千米以上。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提出以“四纵四横”

为重点的高速铁路建设框架后，我国高铁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期。经

过三年多的紧张施工建设，到 2008 年，随着“京津”“京沪”“京广”

“武广”“郑西”“沪杭”等几大高速铁路专线的贯通运营，中国高铁

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有经济学家预言： 21 世纪初期的中国经济发展

将步入“高铁经济时代”。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中国高速铁路

的运营里程已经达到 8  358 千米，全国铁路每天运营动车组高速列车

1  200 多列，中国成为世界上高铁运营里程最长的国家。由高铁带动

的“高铁经济”这一新兴产业经济快速发展的现象，很快引起了人

们的关注。  

所谓“高铁经济”，主要是指依托高速铁路的综合优势，使资本、

技术、人力、物力资源等生产要素，与消费群体、消费资料等消费要

素，在高速铁路沿线与城市群间实现优化配置和利用，从而形成和发

展起来的一种新型产业经济形式。高铁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非

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一条铁

路通常能够带动一片区域和沿线整个城市群的经济发展，使区域经济

发展产生同城共振效应，这是被经济发展史所证明了的客观事实。由

此可见，高铁与经济发展之间自然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关系，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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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经济”。  

1.2  高 铁 建 设 对 我 国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作 用  

我国高铁经济的发展存在一些投资和经营管理的问题与漏洞，以

至于有人对高铁经济的发展提出质疑。站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

高度来考量，我国大力发展高铁和高铁经济具有必然性，它拉动了沿

线城市群区域经济的发展，加快了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提高

了人民的生活质量，使城乡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共振效

应”。从国家战略的总体层面上看，它在拉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推

进经济社会全面进步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对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和战略意义。  

1.  发 展 高铁 经 济 是基 于 中 国地 理 经 济基 础 条 件的 必 然 选择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大陆性国家，国土面积大，幅员辽阔，南北跨

度达 5 200 千米、东西跨度达 5 500 千米，各大中型城市区域间、各

省会城市区域间的平均距离基本是 300～ 1 000 千米，这种地理条件非

常适宜发展运速快的轨道交通。从中国的实际国情来看，我国是世界

第一人口大国，客运方面，区域间城乡人口流动量大；货运方面，关

系到国计民生的能源诸如煤炭、矿产、农副业产品以及各种原材料等，

需要长距离、大跨度地调度运输。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 4 倍多，光是

每年春运的人数就超过美国、欧洲和非洲的人口总和，所以，“汽车 +

高速公路”可以解决美国的交通问题，但解决不了中国这个人口大国

的交通问题。同时，我国当前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时期，

2009 年，我国城镇化率为 46.6%，城镇人口为 6.22 亿人；到 2020 年，

城镇化率预计达到 60%左右，城镇人口将超过 8.63 亿人。城市化的发

展，必将引起铁路客运需求的大幅度增长。发达国家城镇化的进程表

明，发展铁路交通是提高城镇化率的重要动力。由此可见，中国选择

以铁路为主干、以公路水运和航空为支撑的交通建设发展模式，把铁

路交通建设摆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前位，大力发展高铁经济，是一

种适应中国地理经济基础条件的合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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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 展 高 铁 经 济 是 我 国 经 济 发 展 方 式 转 型 的 需 要  

如何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何更好地解决经济发展与资

源配置和利用之间的关系，是当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亟待解决

的问题。抓住能够承载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龙头项 目

—— 高铁建设，以此来发挥高铁经济对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带

动作用与补充作用，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重要途径。正如

瑞典欧盟研究所研究员艾莲娜 ·卡尔森在《环球时报》上撰文所指出的：

“中国发展高铁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将在找到新的经济支撑点的同时，

占据未来新能源利用制高点，政治制高点，中国发展高铁，不是选择

了一个交通方式，而是在谋划未来。”  

3.  发 展 高 铁 经 济 是 经 济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的 客 观 要 求  

调整经济产业结构是当前我国促进经济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

中国应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驱动力，以现代化服务业和现代化制造业为

两翼，来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高铁经济的发展，能为实现这一

发展目标提供有力保障。例如，自“武广高铁”于 2009 年 12 月 26

日正式通车运营后，大批海内外客商看准了高铁商机，由此催生了沿

线的投资热潮。位于高铁两端的武汉与广州研究制定了促进产业转移

的相关政策措施，“在轨道交通、现代服务业、制造业和纺织业等 12

个领域展开合作，首批项目 24 个总投资达 117.6 亿元”。武广高铁改

变的不仅是人流和物流的流动速度，而且由于其强大的经济辐射作用，

直接带动了交通业、房地产业、旅游业、物流业和诸多相关产业的发

展，优化了社会经济结构的整合，拉动了多种产业经济的有机协调发

展，促进了沿线城市发展“同城效应”的实现。  

4.  发 展 高 铁 经 济 能 够 拉 动 区 域 经 济 、 推 进 国 民 经 济 发 展  

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已进入规模城市化阶段，城镇规模的扩张、

城乡一体化建设都需要高速度、快节奏的交通体系与之相适应。发展

高铁经济，不仅能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由量变到质变的

升级，而且能催生沿线经济增长带，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中国“京

津冀经济圈”（北京、天津、唐山、石家庄）、“长三角经济圈”（上海、

江苏、浙江）、“珠三角经济圈”（由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区域的 9 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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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以及正在形成的“环首都经济圈”（由北京周边的十多个区县

建设以新兴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圈）、“中原经济圈”（“中原经济区”已

进入“十二五”规划国家战略），等等，它们的建设和发展，都离不开

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如果铁路发展滞后，运输能力严重不足，就将

制约其经济发展。经济圈内高铁与经济圈之间高铁的建成，能很快破

除其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引导城市向集约化方向发展，迅速提升经

济圈的区域经济发展实力，进而推进国民经济整体发展。  

1.3  高 铁 建 设 对 我 国 西 部 大 开 发 的 意 义  

1. 高 速 铁 路 建 设 可 以 提 升 西 部 经 济 的 国 家 战 略 地 位  

有个完善的高速铁路网络后，从中国的任何地方出发都可以在 48

小时内到达中国最西部边疆地区，强大的运输保障力可以完全在国防

实力上对边塞地区形成有力震慑。铁路体系强大的运输实力可使军事

力量在任何天气状况下快速抵达预定区域，且可以大量抵达。在高速

铁路的帮助下人员的装备效率可以成几何层级倍增。  

2.  高 速 铁 路 可 以 有 效 地 配 置 运 输 资 源 ， 为 西 部 区 域 经 济
当 好 主 动 脉  

高速铁路最大的特点就是快速和运输效能高。西部地区富饶的物

产，再加上近来西部地区大量的煤炭、天然气、石油资源，都需要借

助铁路这个运输工具来进行运输。高速铁路可以使这些资源更好地到

达外地，把西部的能源、粮食、工业制品源源不断地送往需要它们的

地方。而且，建设西部地区经济带的铁路还有为未来中亚地区的天然

气和石油资源输入中国创造便利条件。  

3.  高 速 铁 路 可 以 充 当 区 域 经 济 联 动 的 导 管  

高速铁路可以连接中西部地区的发达和欠发达地区，连接东部港

口和西部内陆，衔接中亚地区甚至一直连接到欧洲地区，形成新的“丝

绸之路”。目前已经具有了陇海铁路通道，连接西北和中南、华东三

大经济区的重要省会城市和经济据点—— 兰州、宝鸡、西安、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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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连云港，其西与兰新、乌阿线连接，构成东起连云港西至阿拉

山口、与哈萨克斯坦国铁路接轨的亚欧大陆桥的东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