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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界分享“中国速度”与与世世界分享界分享““中国速度中国速度””

要理解如今高铁之于中国的意
义，就不得不说说历史。

1876 年，英国商人未经清政府
同意，强行修筑了一条从吴淞到上
海、全长14.5公里的吴淞铁路，这是
出现在中国的第一条营运铁路。第二
年，清政府以 28万两白银将其赎回
拆除。1897 年，清政府按照吴淞铁
路原线路再建淞沪铁路，次年通车。

一条铁路，花钱赎回，赎回后
拆除，拆除后又重修，而且重修的线
路与拆除的一模一样，清政府为何要
这样做？“铁路修到哪里，列强侵略
中国的魔爪就伸到哪里。”当时的情
境下，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对列强来
说，控制了中国铁路，就掌握了运输
命脉，也就掌控了沿线城市和周边资
源。可见，当时把铁路运营权握在自
己手里有多重要。正因为如此，詹天
佑才会因自主设计并建造了中国第一
条铁路而被历史铭记。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经济
发展，铁路网越布越密，技术也越来
越先进。1958 年第一条电气化铁路
宝成铁路建成，1983 年第一条双线
电气化铁路京秦铁路开通，1992 年
第一条实现微机化集中调度、采用全
线光纤通信系统、科技含量达到国际
水平的重载列车线路大秦铁路通车，
1996 年跨越全国 98 个市县、全长
2553 公 里 的 京 九 铁 路 全 线 贯 通 ，
2006 年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
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提前一年建成通
车……这些成就，一步步改写着中
国在铁路建设上的历史。

然而，对地广人多的中国来
说，铁路不仅需要数量多，更重要的
是速度快。目前，从北京、上海这样
的中心大城市到边远西部的昆明、乌
鲁木齐等省会城市，最快的火车也需
要30或40小时以上，更不用说偏远
的小城镇了。即使这样，中国每年的
人口流动依然惊人，特别是一年一度
的春运。2016 年中国春运，超过 29
亿人次进行了“大迁徙”。可以说，
高速铁路对中国来说是刚需。

2008 年，中国第一条拥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
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铁路开通，时速最
高超过每小时 350 公里。高铁的出
现，为人和物的流通缩短了空间距离，节约了时间成本，这
对现代社会来说意义非凡。众所周知，交通的便利程度直接
影响当地经济发展，对偏远地区来说尤其如此，所以中国流
行一句俗话叫“要想富，先修路”。过去，当我们在强调交
通的便利时，我们想到的更多是商品交换和人的出行。但在
今天，交通便利更大的意义在于改变一个地区的人口结构。

套用《天下无贼》中的一句台词，“21世纪什么最贵？
人才。”偏远地区之所以落后、难以良性循环发展，主要是
因为后继无人才。而人才难引，一个重要因素是当地交通不
便、与外界沟通难。试想，如果全国每个城市到达北上广深
都只需要两小时，恐怕不少在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更愿意
去小城市生活。如今，高铁正在让物理上的时空缩短，同时
也缩短了远方在人们心中的距离。依托高铁，人们可以选择
短暂出行，到各地走一走、看一看；也可以选择长久移居，
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工作、生活。中国的人口流动和各地人口
结构的改变，将随着高铁网的不断完善而更频繁地发生。

高铁对中国的意义仍然不止于此。今天，中国高铁在行
驶速度上位列全球之首，创下里程最长、时速最高、运量最
大的世界记录，但其成本造价却比欧洲等发达国家的低。在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高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出
海，版图已扩展到五大洲数十个国家。2013年以来，中国高
铁作为国家领导人出访的外交新名片，不仅获得了世界认
可，也成了“中国制造”走出去的代表，是打造“中国制
造2.0”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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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车四方的高速动车组生产现场。
▲ CRH2G 型高寒动车组在哈大高铁进行

线路考核。 （新华社发）

在中车长客高速动车组制造中心，工人使用气垫船搬运一辆高速动车。 新华社记者 张楠摄

本报记者 卢泽华

从重庆北站发出的成渝高铁。新华社记者 刘潺摄 一辆CRH380A动车组经过福州。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由天津始发的G6279次列车。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

近年来，如果问“中国制造”在海外最闪亮的“名
片”是什么？国人大多会想到高铁。中国高铁起步并不
算早，然而，在短短10余年间，中国高铁不仅获得国人
点赞，也赢得世界惊叹。如今，“中国高铁”技术已经在
世界首屈一指，而高铁所代表的“中国速度”也被誉为
中国发展的奇迹。

蝶变 从“追赶者”到“领跑者”

山东省济南铁路局的火车司机薛军今年 47 岁，
拥有“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动车
组”4种车型驾照的他见证了中国从蒸汽机车到高铁
的发展历程。

“30年间，中国的火车速度提升了6倍。”当上高
铁司机的薛军用“体面”一词来形容自己如今的工
作。“现在咱中国的高铁技术全球领先，体面！我们
司机的工作也越来越体面，人也越来有精气神了。”
薛军笑着说。

薛军的“体面”来自于中国高铁科研、建设队伍
的不懈奋斗。

2004年，国家确立“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
产、打造中国品牌”的基本方针。我国引进了时速
200公里动车组，从此开启了对动车技术的引进消化
吸收再创新之路。

“外方不教你设计方法，只教你读图。也就是只
告诉你是什么，但不会告诉你为什么。”中国中车四
方股份公司总工程师梁建英说。当时，外方曾预言中
国消化该技术至少需要16年。

引进动车组后，中车四方技术人员用 600多页试
验记录、数百兆电子数据记录，和长达6万公里的线
路运行试验，成功攻破外国技术，打造出了第一列国
产时速200－250公里动车组。

随后，中车四方又于2010年全面自主创新研制出
世界最快、设计时速380公里的CRH380A动车组。

现在，CRH380A 高速动车组已经在京广、沪昆
等高铁大动脉担当主力，同时也是我国出口的主力高
速动车组型号。

名片 中国高铁获世界“点赞”

2015 年 11 月 25 日，第四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
导人会晤 （16＋1） 在苏州圆满完成系列活动后，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与参会的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一起，乘
坐高铁前往上海。

11时，从苏州北站出发，5分钟后，列车的时速
就提到了 301公里，不知不觉中，列车已经平稳停抵
目的地——上海虹桥。“乘客”们此时看了看表，惊
奇地发现，91 公里的路程，中国高铁却只花了 22 分

钟。
尽管只体验片刻，但这些只坐在普通商务座的领

导人们显然被舒适平稳的中国高铁所“征服”，不少
领导人和随行官员饶有兴致地看看这儿，摸摸那儿。
有波罗的海地区的国家领导人当时就表示，希望与中
国积极合作，推进波罗的海三国的高铁项目建设。

为中国高铁点赞的还不止这些外国政要们。2015
年 10 月 14 日，前来中国参加比赛的西班牙球星纳达
尔心情不错，虽然刚在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中输

给了对手，但在赶来上海参加大师赛的途中，他做了
一件一直想做的事情——乘坐中国的高铁。

“尝试一下中国的高铁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事
情，去年我就想这么干，今年我终于如愿了，中国的
高铁坐着很舒服，也很愉快，如果明年我还去打中
网，我可能还会坐高铁来上海。”纳达尔在接受采访
时说道。

从今年 2 月 28 日起，俄罗斯第一频道推出了一
部名为 《发现中国》 的系列纪录片。4 月 3 日，该纪
录片播出的是主持人叶甫盖尼·科列索夫乘坐中国高
铁的“故事”。“我 1994 年第一次来到中国时，火车

时速还是 50 公里，而现在，平均时速达到了 300 公
里！”镜头前，主持人一脸惊叹地说道。站在广州火
车站前的他带有些许兴奋地介绍着中国拥有的“全
世界最快的高铁”，这在俄罗斯观众之间产生了热烈反
响。

中国为何能获得世界点赞？一组数据足以说明问
题，2015年底，中国高铁运营里程达到1.9万公里，居世
界第一，占世界高铁总里程的 60％以上。同时，时速为
350公里的中国标准动车组也成功下线运用考核，可以
说，中国高铁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子啊世界首屈一指的
制造品牌。

出海 国际市场屡获大单

2016年被称为中国高铁“走出去”元年，深耕海
外市场多年，中国高铁的版图已经扩展到了亚、欧、
非、美等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并与日本等老牌高铁强
国分庭抗礼，甚至技高一筹。

如今，中国高铁已经在国际市场上交出了一份漂

亮的“成绩单”。目前，在建的重大项目包括印尼雅
万高铁、中泰铁路、中老铁路、匈塞铁路、巴基斯
坦拉合尔橙线轻轨等。此外，今年重点推进的项目
包括俄罗斯莫斯科-喀山高铁、美国西部快线、马来
西亚-新加坡高铁等。

外国为何选择中国来设计建造本国高铁？在高
铁进口国家看来，中国的高铁车辆设计时速高，设
备、人力、建设等较发达国家拥有很大的成本优
势，同时，建设工期短，质量高也是中国高铁的强
大竞争力所在。

同时，中国高铁在标的国家建成后，往往能
够对当地的交通和经济发展产生明显的促进作
用。比如雅万高铁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著名的

“万隆会议”举办地、印尼第四大城市万隆。高铁
建成后，雅万双城通行时间将由目前的 3 个小时缩
短到 40 分钟以内。而根据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
的计划，高铁建成后从莫斯科到喀山的铁路通行
时间将从现在的 14 小时缩减至 3.5 小时。

可以说，高铁合作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合作的新
亮点。它不仅有利于当地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
济发展，也有助于提高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
装备的国际声誉，从而推动中国高铁的国际化进程。

愿景 “一带一路”引领者

中国高铁的发展，离不开“一带一路”战略的
提出。

事实上，高铁出海，中国已经部署多年。早在
2009年，中国就正式提出了高铁“走出去”战略，并
确定了3条高铁的规划——中亚高铁、欧亚高铁和泛亚
高铁。2010年，当时的铁道部 （现中国铁路总公司）
针对不同国家成立了16个境外铁路项目协调组，比如
在美洲，就设置了中美、中巴、中委项目组，在亚洲
则有中印、中伊、中东、中巴、中吉乌等组，这些项
目组致力于以各种形式参与高铁项目的海外竞标。

而自“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后，中国高铁
开始作为“中国速度”、“中国制造”的一张名片加
速走向世界。据统计显示，已经跟中国签署合作协
议或有合作意向的高铁计划累计达 3.47 万公里，其
中，涉及“一带一路”高铁建设的规模达到 2.63 万
公里，占中国有望参与海外高铁总里程的76%。

由此可见，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
为全球经济、尤其是亚欧大陆经济谋划美好前景的
同时也为中国高铁出口提供了难得契机。

如今，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高铁走
出去”步伐的推进，高铁这个“品牌”代表着中国
在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不竭动力，也是
中国综合国力的具体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