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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高速公路，一次运输转型

关于“加速度”的绝佳证明

“飘啊飘，月亮照我去广州；摇啊摇，一路摇到大
沙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深圳到广州需要经
过两个渡口，旅客往往要早上出发，晚上抵达，“百里
广州一日还”。

1997年，广深高速公路正式通车运营，跨越珠江口
两岸，串联起广州、东莞、深圳三地，打通南粤大地的

“交通末梢”。依托广深高速，形成了广州、东莞、深圳
经济走廊。畅通的高速公路不仅为地方经济发展带去了
机遇，还为企业经营降低了成本，拓展了空间。

东莞市中港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均球至今
还记得，广深高速刚刚开通时，能够开车走一趟广深高
速，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广深高速一度成为反
映当地经济发展机遇的标志。一条广深高速，在不同的
场景下引申出不同的涵义——

地方官引进外资时说：“我们有广深高速，交通便
利呀！”

工业园招商时说：“我们临近广深高速，有天时地
利呀！”

企业家洽谈订单时则说：“我们走广深高速，路通
财通呀！”

……
20年间，广深高速的日车流量已由最初的7.11万车

次增至 2017 年的 55.06万车次，促进了广州、东莞、深
圳及香港四地的经济贸易往来及社会繁荣发展，见证了
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崛起。

高速通，事事通。这样的故事不仅仅发生在广东，
也发生在中华大地的每一个组成部分。

辽东半岛南端，大连港港阔水深，万吨货轮畅通无
阻，是东北地区最重要的综合性外贸口岸。大连港通船
务有限公司创始于1992年，以钢材产品运输为主，主要
服务沈阳宝钢、东风日产等客户。发展初期，公司主要
以铁路运输为主，占运输总量95%以上。

据公司业务经理闵莉介绍，虽然铁路运输费用比公
路运输低30%左右，但是铁路的运输时间长、车辆周转

慢、货物分转倒运常常造成货物损害，难以满足客户对
物流灵活性和可靠性的要求。从2003年开始，公司开始
改变运输方式，由铁路运输为主转为公路运输为主。依
托沈大高速公路，公司装货后车辆几分钟就能上高速，
基本实现了1天时间对东北地区的物流全覆盖。

从闭塞小镇到枢纽城市，从拥堵小路到立体交通，
40年来，中国在交通基础设施规模、运输服务质量等方
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如今，顺畅的交通打通了城
市发展的动脉，高速公路见证着中国的发展速度。

一本暂行规定，一种融资模式

关于开放与创新的生动样本

“什么叫高速公路？”
上世纪80年代，这个问题让辽宁省交通规划设计院

的工程师们犯了愁。1984 年，沈大高速公路开工建设，
揭开了中国高速公路从无到有的序幕。当时，对于高速
公路，中国尚无建设标准。公路修多宽？几个车道？设
计时速多少？坡度多大？荷载标准是多少？沈大高速的
设计者们注定要为这些问题拟出答案。

今年75岁的王锡岩，是参与沈大高速公路建设的工
程师。在他记忆中，“拿钢尺测距，手绘等高线，中午
嚼饼干，夜住大车店，每次出去测量都要好几个月。”
全无高速公路建设经验的筑路人，只能“摸着石头过
河”。为了解答这些问题，辽宁设计院特意到日本考
察，同时参考日本、欧美高速公路设计标准，并根据辽
宁本地自然地理状况，制定出了10多万字的《沈大高速
公路标准暂行规定》。

“我国第一个含有高速公路内容的设计规范出现在
1994年，这其中很多标准都来自沈大高速公路。沈大高
速公路竣工通车后，国内几乎所有省、自治区、市都先
后组团来沈大高速参观考察。”王锡岩回忆说。

1990年 8月 20日，经过 6年多的努力，沈大高速公
路全线建成并开放试通车，被人们誉为“神州第一
路”。第二天出版的 《人民日报》 刊文称，它的建设成
功表明：中国有能力建设一流的高速公路，中国的公路
建设已跨入高速公路时代。

高速公路建设，既要技术标准，更离不开财政资

金。沈大高速为中国高速公路标准画下了第一笔，广深
高速则为中国高速公路投资模式拓展出了新路径。

上世纪70年代末，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公
路建设完全依赖国家财政拨款，每年只有 600万元，还
不够修建半公里的高速公路。1979年7月15日，中央正
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
策、灵活措施”，迈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脚步。

1981 年，广东率先提出了“贷款修路、收费还贷”
的设想，并在此思路下引进外资投入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当年，广东还与香港合和集团签订了第一个中外合
作项目——广深高速公路的合作意向，这是国内第一条
引进外资兴建的高速公路，总投资额达129.42亿元人民
币，主要来源于香港及国际融资集团，其投资金额之
大、资金来源之复杂，在当时尚属首例。广深高速在全
国创出利用外资修桥建路的先例，拉开了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多渠道筹集资金的序幕。

“总结广东高速公路建设经验，最重要的是敢为人
先的创新精神。不同于其他地方，广东的高速公路建
设，充分利用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的众多关系引进外
资。在与港商的合作中，我们学习了先进的管理理念和
运营经验。广东多渠道集资的建设模式，也成为改革开
放过程中的重要经验。”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促进会常
务副会长邓崇正说。

一套监控系统，一个考核机制

关于管理与服务的不懈探索

如果一条车道发生事故，3 分钟之内就会发生拥堵
——广深高速连接着广州、深圳两个超过千万人口的一
线城市，中间串联着“世界工厂”东莞，从皇岗站出高
速经口岸则直达香港，每年服务 2亿车次，被誉为“中
国最繁忙高速公路”。广深高速运营管理水平直接影响
到这条珠三角东岸的“黄金走廊”。

2016年11月，广深高速全线监控系统建成。在广深
高速公路监控中心，一块10多米长的显示屏上可以清晰
地看到广深高速各个路段的实时画面。据广深珠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增贤介绍，高速全线有 200
多个摄像头，基本做到全覆盖，整条路况、收费状况、

车辆状况都能直观监测。
为了提高运营效率，广深高速每年投入1000多万元，

建成了自己的援救队，有救援队员70多名，路面救援车辆
12台。为了更好地进行应急处理，路政部门在全线设置 8
个驻点，如遇交通事故等突发情况，要求救援处置人员15
分钟到位处理，快于广东省的30分钟标准。在各方协同努
力下，广深高速通行速度在每小时83公里左右。

高效的运营能力保障了高速出行的安全顺畅，良好
的服务水平则让高速出行更为便捷舒适。

沈大高速公路大连方向约 35 公里处，是井泉服务
区。许多过路司机都喜欢在此停留。这是中国大陆第一
家高速公路服务区，被誉为“中国第一服务区”。辽宁
省高速公路实业公司副总经理文武还记得，1988年服务
区刚刚投入运营时，是“开车颠屁股，白天一脸土，环
境脏乱差，群众不满意。”

如何提升服务区管理和服务水平？通过不断的摸
索，1995年，实业公司出台了“千分”考核机制，对日
常工作进行划分，对服务区日常工作提出量化要求，同
时以此为蓝本，不断完善，制定了包含质量、卫生等 9
大类、42分项、624条细则，共计1000分的 《服务区质
量管理标准》，有效控制关键环节服务质量，提高标准
的可操作性。

“高速公路服务区是为人和车服务的，车要加油，
人要吃饭，服务区要把不同的业态管理好。”文武说。
如今，井泉服务区已经完成升级改造，建成了集餐饮、
购物、汽车加油、汽车修理、旅途休息为一体的开放式
综合服务体，咖啡厅、特色餐厅、淋浴间、休息室、母
婴室、无障碍卫生间应有尽有，环境漂亮了，服务细致
了，功能齐全了。

一路走过沈大高速和广深高速，我们可以看到沿线
城市的崛起，感受到中国发展的速度。在中国，高速路
网越来越密集，为各地带去更多机遇，提供发展动力。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高速公路从无到有，成为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助力脱贫攻坚的加速器。未来，一条
条高速公路将继续延伸，中国发展之路将更加畅通。

高速公路是国家重要的基础性、
先导性、战略性、服务性基础设施，
是交通运输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美国
人称之为“影响到每个人的生命线”，
日本人称之为“关系国家兴亡的道
路”，比利时人称之为“国家经济大动
脉”。历经30多年，中国高速公路发展
闯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成功道路，
而这都与改革开放密不可分。

中 国 高 速 公 路 是 改 革 开 放 的 产
物。高速公路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改革开放初期，对“中国要不要
建设高速公路”这样一个今天看来十
分正确的命题，争论却相当激烈。应
当说，当时还是有很大思想包袱的，
以致于把“高速公路”的名称变通改
为“汽车专用公路”后，才得到了有
关方面的理解和认可。最早建成的济
青、京石等一批实质上的“高速公
路”，都是用“汽车专用公路”的名义
上马的，通车后才陆续改称为高速公
路。可以讲，正是有了中国的改革开
放和思想大解放，高速公路才应运而
生。

高速公路带动了交通事业改革开
放。高速公路发展也为交通事业改革
开放掀开了新篇章。我国第一条改扩建
的高速公路——沈大高速公路，迈出了
在高速公路使用“贷款修路、收费还贷”
政策的第一步；我国第一条利用世界银

行贷款修建的高速公路——京津唐高
速公路，首次在公路建设中使用国际
通用的“菲迪克条款”，建立了具有中
国特色的工程监理模式和项目法人制
度；我国第一条中外合资建设的高速
公路——广深高速公路，开创了公路
使用外资建设的先河，等等。这些都
是现代交通事业发展的制度基石，也
是重要的里程碑。

高速公路加快了我国改革开放发
展进程。有人讲，如果把经济社会发
展比作一架飞机，那么高速公路就是
让飞机腾飞的跑道，高速公路对经济
社会发展的“提速”作用可见一斑。
拿手机通信打个比方，如果说普通公
路 是 “2G” 的 话 ， 高 速 公 路 就 是

“4G”。很难想象，如果现在没有高速
公路，经济社会运行将会有多“卡”。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为高速公路建设提
供了强劲动力，高速公路快速发展也
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高速公
路建设投资不仅直接拉动了经济增长
和关联产业发展，也显著改善了生产
力布局和产业结构，对改善投资环
境、加速市场化进程、提高经济供给
效率、加快城市群形成等发挥了显著
作用。高速公路沿线也逐步演变为产
业带，重要节点通常成为产业园区和
商品集散地。位于京沪高速公路中间
的临沂市就是因路兴城的典例，已从

过去的贫困小城跃升为全国排名第三
的商品批发市场群落和重要的物流中
心。

高速公路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的
缩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速公路
从无到有，规模从零到世界第一，实
现了跨越式发展。发达国家往往需要
半个世纪才能建成高速公路网络，而
我国在远低于发达国家的起点上起
程，却用不到 30 年完成了超越。其发
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大、范围之广，
在世界交通发展史上堪称奇迹。这一
切，得益于改革开放，得益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
势。可以说，中国高速公路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范
例，是“中国速度”的一个符号，也
是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站在改革
开放 40周年暨高速公路发展 30周年的
历史新起点上，回首过去，我们依靠
改革开放建成了世界最大的高速公路
网络；面向未来，我们依然要靠改革
开放推动高速公路高质量发展，为建
设交通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通车里程全球第通车里程全球第一一 路网密度突飞猛进路网密度突飞猛进

高速通高速通 事事通事事通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王 萌萌

“要致富，先修路”——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
行官。伴随着公路拓展，中国的城市群开始崛起，经济
圈逐步扩大，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公路建设突飞猛进。1978
年，全国公路通车总里程89万公里，公路密度9.27
公里/百平方公里。2017年底，全国高速公路里程已
达13.6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全国公路网密度达
49.72公里/百平方公里。据交通运输部介绍，今年中
国将新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5000公里，预计到“十
三五”末，国家高速公路主线将基本贯通。

近日，记者走访了沈大（沈阳-大连）高速、广
深（广州-深圳）高速沿途各地，乘车体验几条著名
高速公路，深刻感受到了高速公路为各地发展带来
的活力。

 























高速公路助推中国改革发展
王 岩

高速公路助推中国改革发展
王 岩

▲ 1990年建成的沈大高速公路

▲ 如今的沈大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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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广深高速航拍广深高速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畅行高速公路 共话改革发展畅行高速公路 共话改革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