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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规划
均衡创新双驱动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是中
国唐代诗人李白曾经的感慨。12 月 6
日，随着西安至成都的高铁顺利通
车，“天堑变通途”。西成高铁穿过横亘
在四川与陕西两省之间的秦岭，2012
年开工建设，历时5年。

西成高铁作为国家中长期铁路网
规划中“八纵八横”的重要组成部
分，将成为连接华北、西北和西南地
区的新通道。西成高铁的通车在推动
区域均衡发展、缩小东西部铁路基础
设施差距上意义重大。

12 月 10 日，上海洋山港四期自
动化码头正式开港试运行。这是一项

“超级工程”，是全球最大的智能集装
箱码头，一共有7个大型深水泊位，远期
年吞吐能力可达630万标准箱。洋山港
四期的建设代表着中国从海运大国向
海运强国转变的信心与能力。

随着北京新机场的建设不断推
进，打造世界级机场群成为中国空中
交通建设的远景目标。状如海星的北
京新机场主体工程，有超过 70 个机
位。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2020
年北京新机场将建成投入使用，到
2030 年，北京将打造形成分工合作、
优势互补、空铁联运、协同发展的世界
级机场群。

西成高铁、洋山港四期、北京新机
场都是近些年来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的缩影，它们的建成使用将会带来
中国交通在基础设施和装备服务上的

提升，不仅能够平衡区域之间交通建
设的差异，还能够促进解决不同运输
方式之间发展不均衡、不协调的问题，
完善中国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在 不 断 推 进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之
外，中国还不断通过创新来推动交
通的发展。

如今，共享单车遍布大小城市，网
约车规模不断扩大，互联网催生的新
业态展示出中国科技创新的强大活
力。此外，C919 大型客机、振华港机、
新能源汽车等一大批自主研制的交
通运输装备成为“中国制造”的新名片。

管理创新是中国推进交通强国
建设新的推进器。中国综合交通运
输管理体制机制逐步完善，综合交
通运输法规、政策、规划及标准体系
基本形成。2016 年 7 月，交通运输部
联合公安部等七部门公布《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这成为全球首个关于网约车的法规。
8月，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0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鼓励和规范
互 联 网 租 赁 自 行 车 发 展 的 指 导 意
见》，这是全球首部关于共享单车管
理的全国性管理规定。中国交通管理
正在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惠及全球
工程神话中国造

12月16日，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郊
区，天气晴好，由中企承建的内罗毕集
装箱内陆港正式移交并启动运营，人
们载歌载舞地庆祝，肯尼亚总统肯雅
塔对中国的坚定支持表示感谢。

这个内陆港是肯尼亚蒙内铁路
（蒙巴萨—内罗毕标轨铁路） 和东非
铁路网的配套工程。同样由中企承建
的蒙内铁路早在今年5月就已建成通
车。据中国路桥肯尼亚蒙内铁路运营
公司总经理黄金灿介绍，蒙内铁路运
营半年来，已累计发送旅客 63 万人
次。“我现在可以经常带我的家人一
起坐火车去蒙巴萨旅游了。”内罗毕
的一名司机罗伯特说。

蒙内铁路将内罗毕到蒙巴萨的运
输时间由原来的 10小时缩短到 4至 5
小时，货运成本将下降79%，商务成本
将下降 40%。这只是中国在非洲承建
的众多“工程神话”中的一个项目。中国
在非洲近年的交通大发展中功不可没。

其实，不只是非洲，翻开一张世界
地图，在众多的国家和地区，都能看到
中国交通建设者的身影。

中国在欧洲承建的首个大桥工程
——泽蒙大桥联通了多瑙河两岸，被
誉为“中国桥”；科伦坡港南集装箱
码头吞吐量突破200万标箱，成为整
个南亚区域港口行列的新亮点。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
为中国交通建设惠及全球提供了重要
的舞台。陆路上，开往欧洲、中亚的
列车穿梭不停，中国承建的海外铁路
项目也帮助着“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经济联动、共同发展。海路上，中国
参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多项港口
项目，从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到斯里兰
卡汉班托塔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
都留下了中国建造的印记。

除了桥梁、港口、铁路这样的大型
工程，中国共享单车也在为全球用户
解决出行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截至
目前，ofo 小黄车已入驻全球 20 个国

家超过50座城市，摩拜单车也正为全
球超2亿的用户提供着700多万辆智能
共享单车和每天3000多万次的骑行。

相关工程的建设还推动中国标
准加速走向海外。蒙内铁路就是全
线采用中国标准建造而成。今后，世
界上越来越多的港口、桥梁、航道、公
路、铁路、隧道等基础设施，不仅是

“中国制造”，还将打上“中国智造”的
标记。

伊斯兰堡战略研究所所长、巴基
斯坦前驻中国大使马苏德·汗曾撰文
夸赞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在海外创下的
工程神话，他认为，中国所承建的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真正惠及当地民
生，助力当地经济发展”。

崭新蓝图
四个着力促发展

经济社会发展，交通运输先行。
近年来，中国交通运输事业发展

取得了重大成就，许多指标走在了世
界前列。站在交通大国的新起点上，
中国正奋力向建设交通强国迈进。

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杨传堂表
示，对交通强国的认识有两个角度。
一是“自身强”，即交通应当在基础设
施、运输服务、装备技术等硬实力方
面位居世界前列，同时拥有与之相匹
配的软实力，全面建成现代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二是“强国家”，即交通运
输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很强的适应
度和引领性，能有效支撑国家重大战
略实施，能充分发挥交通运输的先导
性、基础性、战略性、服务性作用。

就目前看来，中国基础设施规模
有待扩大，综合运输水平有待提升，
物流成本有待降低，出行品质有待改
善。为此，中国提出建设交通强国的
四个着力点：推动基础设施联网优
化、推动运输服务提质升级、发挥科
技创新引领作用、提升行业现代治理
能力。

例如，《“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发展规划》提出，加快现代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不同交通运
输方式融合发展。“各种运输方式融合
发展、转型升级，其组合效率将大幅提
高，为提高交通供给质量和效率提供
支撑。”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说。

12 月 12 日，郑州市首单“多式
联运”进口肉类食品到达河南省进口
肉类指定口岸。这批冷冻猪肉自加拿
大装船、青岛港中转后直接运抵郑州
铁路中心站，经海、铁、公联运方
式到达消费者手中。

管理创新形成新的合力。这种跨
境生鲜从国外到国内高效衔接，打破
了不同交通方式间的障碍和壁垒，大
大提升了运输服务的品质。中国铁路
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姜松英说，“多式
联运的优势在于通过使用标准化运载
单元，实现跨运输方式的无缝衔接和
快速转运。”

交通运输是兴国之器、强国之
基。交通强国的美好蓝图已经绘就，
中国正发力实现之。

压题图片：12月4日，西成高铁
首发乘务班组在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
有限公司成都动车段亮相。

新华社记者 薛玉斌摄

高速铁路里程突破2.2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高速公路里程突
破13万公里，跃居世界首位。内河航道通航里程达12.71万公里，
规模以上港口万吨级泊位达2317个，位居世界第一。颁证民航运输
机场达218个，通用机场300余个。一系列数字证明，中国已经成为
名副其实的交通大国。

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打通交通大动脉至关重要。十九大报告中
提出要建设交通强国，为未来一段时间的交通建设奠定了总的基调，
中国正站在交通大国这个新的起跑线上，不断“脉动”，迈向交通强国。

国家要强盛，交通须先行。如今，中
国已成名副其实的交通大国——截至 2016
年底，高速铁路里程突破2.2万公里，占世
界高铁总里程的 65%左右；高速公路里程
突破13万公里，跃居世界首位……

中国已经拥有了迈向交通强国的底
气。那么，交通强国该是什么样呢？

一个交通强国，无论是交通体系规
划、基础设施规模、运输服务能力还是交
通保障能力都应相当完善。比如德国物流
运输发达，各个货运中心内都建成了多式
联运中转站，充分集约利用资源、提高运
输效率；再比如新加坡城市交通高效，地
铁站往往结合商业、商务开发，并通过地
下通道增强与周边其他建筑的联系，形成
了丰富多样的地下商业网络。

这都是可供中国学习的建设样本。建

设交通强国，既要追求路网广度和交通速
度，又要追求出行安全便捷和道路利用效
率。只有具备了齐全的线路网络、高速的
交通工具、安全舒适的交通体验、组织高
效的信息处理，才可称之为交通强国。

那么，中国交通要靠什么称“强”？
一是补齐短板，着力提升综合治理能

力。尽管近年来中国交通基建速度较快，
但高品质的设施仍然不够，综合治理仍是

中国交通事业发展的短板，交通规划不合
理、运输效率不高、出行体验亟待提升。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合理规划，综合
整治。在中国许多城市中，一个常见的现
象是，公交站牌设置在十字路口，公交车
进站时常常导致后方拥堵。这只是城市交
通规划问题的一个缩影。要实现科学合理
的交通规划、精准的交通资源配置、精细
的交通管理规则，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是积累优势，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
近年来，中国在交通领域取得一系列科技创
新成果。C919大型客机、新能源汽车等一大
批自主研制的交通装备成为中国新名片；港
珠澳大桥、洋山深水港等一批超级工程震撼
世界。同时，结合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和导航系统的应用，中国在交通领域
不断创新，大力发展智慧交通，不断满足人们
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和差异化出行需求。

移动互联网技术和汽车技术革命，为中
国建设交通强国带来了宝贵的发展机遇；全
球最大的市场空间和应用场景，为中国交通
企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产业融合，为交通
行业发展开辟了新路径；信息技术手段，为
现代交通提供了数字化和智能化运营方案。

如今，在交通行业新兴技术领域，中
国已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某些领
域甚至处于领先地位，这依靠的是创新。
今后，要实现强项更强，关键还得靠创新。

补齐短板 做大强项
王 萌

补齐短板 做大强项
王 萌

7月30日，在肯尼亚拉穆港，工作人员在中国交建“粤工桩11号”施
工船上工作。 新华社记者 陈 诚摄

11月25日，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缘的喀什-和田对开火
车“和田玉龙号”上，旅客们正在休息。 新华社记者 赵 戈摄

大交通时代大交通时代的的““中国脉动中国脉动””
本报记者 张一琪 叶 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