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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出行圈和快货物流圈
将缩小城市圈

“铁路在交通强国建设中
具备先行的现实基础。”谈到铁
路在交通强国建设中处于何种
地位时，国铁集团发展和改革
部副主任丁亮这样说。

由于我国地大物博，且人
民群众依然以铁路为主要出行
交通工具，所以在交通强国建
设中，国铁集团要担当铁路先
行的历史使命。

从革命战争年代到社会主
义建设，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
铁路始终保持以“开路先锋”和

“先行官”为己任的光荣传统，在
各关键领域取得瞩目成绩，并成
为国外同行眼中的“定标者”。

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铁
路营运里程已达14.14万公里，
居世界第二；高铁里程3.6万公
里，居世界第一；2004版、2008
版《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提出的

“四纵四横”高铁网提前建成，
2016版《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提出的“八纵八横”高铁网加快
推进；铁路复线率、电气化率分
别达到59.0%、71.2%，分别居
世界第二和第一。

此外，铁路部门在过去十
余年内先后建成了700多座高
铁客站、126个一、二级铁路物
流基地，形成了以铁路客站为中
心的综合客运枢纽和以铁路物
流基地为中心的综合货运枢纽。

由此可见，国铁集团在铁
路网规模和质量、技术装备和

创新能力、服务国家战略和经
济社会发展等方面，都处于世
界领先地位。“这都为《规划纲
要》编制奠定了基础。”丁亮说。

回顾《规划纲要》起草初
始，丁亮不无感概，他告诉记
者：“早在 2019 年 9 月，党中
央、国务院就印发了《交通强国
建设纲要》。在此基础上，国铁
集团结合铁路实际，成立了《规
划纲要》研究起草组，在深入开
展专题研究、广泛听取有关方
面意见的基础上编制形成了
《规划纲要》，报经国家同意后
印发实施。”

《规划纲要》在全国铁路网
建设、铁路自主创新、运输服务
质量、运输安全稳定、应急管理
能力和中欧班列运输等环节提
出新的要求和部署。

届时，除了铁路运输安全
和服务质量大幅度提升外，全国
铁路网还将拓展到20万公里左
右，其中高铁7万公里左右。

“此外，在铁路自主创新能
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全面提
升方面，智能高铁率先建成，智
慧铁路加快实现。”丁亮介绍
称，全国1、2、3小时高铁出行
圈和全国1、2、3天快货物流圈
也将缩小城市圈。

北斗、5G技术
促高铁更智能、更安全

确保高铁运输安全与服务
质量离不开良好的硬件基础。
中国高铁运营十年来，动车组
从早期技术引进到消化吸收再
创新，再到复兴号动车组全面

拥有核心技术，实现自主知识
产权，中国高铁迈出了从追赶
到领跑的关键一步，逐步形成
了以时速350公里、时速250
公里为主的动车组系列化产
品，覆盖低温、高海拔、风沙、高
温等不同运营环境。

截至目前，我国动车组保
有量已达3600多组，其中复兴
号动车组约690组，占世界高
速列车总保有量的一半以上，
比其他国家的总数还要多。

展望铁路动车组技术发展
趋势，更高运行速度、更加节能
环保、更舒适的乘坐体验、更智
能的设备设施、更低的全寿命
周期成本，是各国铁路运营商
和制造商的共同目标。

国铁集团机辆部副主任吴
国栋告诉记者，铁路部门紧盯
国外技术发展趋势，根据国内
高铁技术发展需求，在确保高
铁和旅客列车安全万无一失的
前提下，坚持需求牵引、目标导
向、正向设计，规划未来动车组
的研究方向。“未来，铁路部门
在加强新型载运工具研发应用
方面，将会重点研发更高速度
等级动车组、智能动车组、复兴
号城际动车组和高铁快运动车
组。”他说。

记者注意到，通过互联网、
人工智能与高铁的深度融合，推
动智能行车、智能运维、智能服
务等智能技术应用，正成为铁路
部门技术研发的方向之一。

实际上，早几年，国铁集团
就开始积极推动京张、京雄智能
动车组研发及使用工作，京张高
铁智能动车组已经在京张高铁

上小批量投入使用，而京雄城际
智能动车组计划在今年年底开
通的京雄城际投入使用。

吴国栋认为，随着新型城
镇化的发展和区域性城市群的
形成，城际铁路客流呈现快速
增长的趋势，城际动车组将是
未来新的发展需求。

智能化动车组其安全等级
是否也相应提升？对于此类问
题，国铁集团工电部通信信号
处主管莫志松表示，高铁运行
安全系数正不断提升。“新一代
自主研发的智能列控系统将利
用北斗卫星导航技术、5G通信
技术等构成空天地一体化的列
控系统。”他说。

作为高铁运行的大脑和神
经——列车控制系统可谓高铁
运行的保护神。“与传统列控技
术相比，新技术将实现轨旁电
子设备从多到少、从有到无的
转变，是列控技术领域里程碑
式的技术创新。”莫志松表示。

推动全国1、2、3小时
高铁出行圈全面形成

铁路网的进一步发展，对
城市群综合交通网络提升与完
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对
城市群空间结构和经济文化交
流产生深远影响。

根据铁路方面提供的数据
显示，过去，铁路网对20万以
上人口城市的覆盖由2012年
的94%扩大到2019年的98%；
高铁网对50万人口以上城市
的覆盖由2012年的28%扩大
到2019年的86%。香港进入

了全国高铁网，除拉萨外的所
有省会城市均已通高铁。

在此基础上，京津冀、长三
角等城市群内2小时畅行；北
京、上海等大城市间实现1000
公里4小时通达、2000公里8
小时通达。我国已成为世界上
高铁运营里程最长、在建规模
最大、高速列车运行数量最多、
商业运营速度最高、高铁技术
体系最全、运营场景和管理经
验最丰富的国家。

为进一步提升高铁特别是
城际铁路在城市群文化经济发
展中的促进作用，《规划纲要》
提出将推动全国1、2、3小时高
铁出行圈全面形成。

“国铁集团紧密对接京津
冀协同发展、长江三角洲区域
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
家重大战略，依托内外互联互
通、区际多路畅通、省会高效连
通、地市快速通达、县域基本覆
盖、枢纽衔接顺畅的现代化铁
路网，进一步提高客运服务供
给品质，形成全国1、2、3小时
通达的高铁出行圈，充分发挥
铁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保
障作用。”国铁集团客运部客运
营销处主管强丽霞告诉记者。

这意味着，未来主要城区
市域（郊）1小时通达、城市群内
主要城市间2小时通达、相邻城
市群及省会城市间3小时通达。

“如京津冀区域北京到天
津、雄安间，长三角区域上海到
苏锡常间，粤港澳大湾区广深、
广珠间，成渝双城经济圈成都
到重庆间将形成市域和通勤客
流圈。”强丽霞说，“而粤港澳大
湾区广深港澳与珠三角周边城
市间，成渝双城经济圈成渝与
周边城市间也将形成城市群快
速通道。”

根据国铁集团规划，新的
高铁出行圈对打造城市群综
合交通网主骨干，强化繁忙高
铁主通道能力有着显著促进
作用。

“此外，铁路部门还将根据
不同群体出行需求，提供多种
类型车票产品，依托人工智能、
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实现线
上线下服务全面协同。”强丽霞
表示，“届时，旅客体验感知将
全面提升，铁路出行会更加顺
畅便利。”

8 月 18 日，随着最后一根长

19.9米、重14.9吨的次桁架吊装完

毕，北京丰台站一期北区主体结构

成功封顶，为既有京广线、京沪线普

速铁路专线及二期工程的开工建设

奠定了坚实基础。

北京丰台站是国内首例普速、

高速双层车场站型布置的大型现代

化铁路站房，建成后将成为北京规

模最大的铁路综合交通枢纽。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新时代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规划纲要》发布

中国铁路还将发生哪些中国铁路还将发生哪些变化变化
近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新时代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并被称为“这是一张建设新时代现代化铁路的新蓝图，它将开启交通强国铁路先行的新篇章。”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建设交通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明确要求加强铁路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规划纲要》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编制的。

《规划纲要》提出，到2035年，我国将率先建成服务安全优质、保障坚强有力、实力国际领先的现代化铁路

强国；到205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更高水平的现代化铁路强国，全面服务和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北京未来最大铁路综合交通枢纽：

丰台站一期北区封顶丰台站一期北区封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