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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铁集团）
披露的2022年三季度财务决
算引发关注。该份财务决算显
示，前三季度，国铁集团实现营
业总收入7823亿元，净利润亏
损947亿元。

具体分解看，在运输经营
方面，国铁集团深入开展货运
攻坚战大会战，单日装车数量
屡创历史新高，前三季度，国家
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9.21亿吨，
同比增长6.3%；其中发送电煤

11亿吨，同比增长17%。中欧
班列累计开行1.2万列、发送货
物118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
7%、8%；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
联运集装箱累计发送货物55.5
万标箱，同比增长22%。

在铁路建设方面，国铁集
团充分发挥铁路基础建设有效
投资对稳住经济大盘的拉动作
用，稳步推进川藏铁路等重点
工程建设，前三季度全国铁路
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4750
亿元，其中在老少边及脱贫地
区完成投资2381.3亿元；投产
新 线 2381 公 里 ，其 中 高 铁

1198公里。推动纳入规划、条
件成熟的项目应开工、尽开工、
早开工，京雄商高铁雄安新区
至商丘段、南昌至九江高铁等5
个项目已开工建设，年内还将
推动成都至重庆中线高铁、天
津至潍坊高铁等20个项目陆
续开工，年内新开工项目累计
建设新线总里程达5387公里，
投资总规模达11981亿元。

在铁路客运方面，国家铁
路发送旅客13.3亿人次，同比
下降33.3%。国铁集团财务部
负责人指出，今年多点散发疫
情给铁路客运和多元经营带

来了超预期影响，前三季度，
国铁集团客运收入同比减少
633 亿元、下降 26.4%。为了
克服疫情影响，国铁集团灵活
制定旅客列车开行方案，全国
铁路旅客周转量占全社会客
运周转量份额同比提高3.1个
百分点，市场份额逐步提升。

面对严峻复杂的经营形
势，国铁集团发挥铁路基础建设
有效投资拉动作用，保障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畅通，优质高效服务
各类市场主体和民生需求;牢固
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严格落实
全面预算管理，千方百计增收节

支创效，营业收入连续两个季度
实现环比增长，三季度当季净利
润亏损环比收窄200亿元。

国铁集团财务部负责人表
示，三季度末，国铁集团负债率为
66.69%，较去年底增长0.36个百
分点，主要原因是前三季度铁路
固定资产投资保持高位运行，负
债总额有所增加。铁路负债主要
是铁路基础建设有效投资负债，
与维持简单再生产的经营性负债
有着本质不同，其对应的是优质
资产。铁路客货运输、多元经营
现金流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
力，债务风险稳定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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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蓝图到现实从蓝图到现实，，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基本成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基本成型型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
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
工作汇报时，就高瞻远瞩地指
出，要着力构建现代化交通网
络系统，把交通一体化作为先
行领域。

8年来，北京交通行业积极
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牢牢
抓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

“牛鼻子”，把握交通基础设施发
展、服务水平提升和协同发展机
制完善的关键机遇，着力打造与
世界级城市群相适应的综合交
通网络，推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
发展从蓝图到现实，实现京津冀
交通领域率先突破，京津冀核心
区1小时交通圈、相邻城市间
1.5小时交通圈基本形成。

加强基础建设
促进资源流通

随着 2019 年 9月底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的正式投运和首
都国际机场航线网络结构与综
合交通体系的持续完善，北京
地区“双枢纽”格局初步形成，
年旅客吞吐量超过1亿人次。

在“轨道上的京津冀”建设
方面，京张高铁、京沈客专（京
哈高铁京承段）、京雄城际铁路
建成通车，城际铁路联络线一
期、京港台高铁、京唐城际、京
滨城际铁路建设全面提速，以
北京、天津为核心枢纽，贯通连
接河北各地市的全国性铁路网
已基本形成；京张高铁配套清
河火车站、北京朝阳站、丰台站
改造等铁路枢纽工程完工，交
通枢纽正在建设和完善；北京
城市副中心站建设加速，有力
支撑“轨道上的京津冀”多层级
铁路网络衔接、融合。

此外，高速公路路网结构
得到明显优化。京昆高速、京
台高速、京礼高速、京开高速拓
宽、京秦高速、首都地区环线通
州大兴段、大兴机场高速、大兴
机场北线高速等建成通车，北

京市域内国家高速公路网实现
“断头路”全部清零。北京市高
速公路里程从 2014年的 982
公里增至1176.5公里，增幅达
到19.8%，以北京为核心的京
津冀“单中心、放射状”路网结
构得到有效优化。

一条条高速公路的通车，
显著完善京津冀道路路网结
构，改善居民出行条件，带动相
关旅游、产业发展以及区域经
济增长。

在京杭大运河京冀段，自
2021年6月大运河廊坊段与北
京段同步旅游通航后，北京市
第一次出现航道、航运，大运河
成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
要桥梁纽带，京津冀交通互联
互通内涵进一步丰富。

京津冀区域交通基础设施
的建设有效推动了三地间人流、
物流、信息流等要素加速流通和
周转，提升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
率，促进了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优
化。据统计，8 年间，京津冀
GDP总量增加了44.9%，北京
市第三产业占比由78%提升到
了82%。同时，基础设施建设
的加快极大支撑了北京非首都
功能的疏解，城市副中心配套
设施逐步完善，行政办公区第
二批搬迁稳步推进，超1.6万家
企业入驻运河商务区。

提升运输能力
便利群众出行

随着京津冀三地经济不断
发展，人员往来越来越紧密，对
出行的需求不断增加。8 年
来，北京市不断提升区域运输
组织和服务质量，探索多种运
输方式服务三地人员出行。

针对环京地区通勤人员进
出京交通不便、出行时间长等
难题，今年7月，北京市率先开
通河北廊坊北三县（三河市、大
厂回族自治县以及香河县）至
国贸的定制快巴，并持续对北
三县进京快巴线路进行动态优
化，燕郊至国贸通勤时间由2
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北京38条公交线路实现
跨省常态化运营，服务河北省
廊坊市、保定市、张家口市、承
德市等17个县市及地区，日均
客运量约27万人次，有力支撑
了环京地区居民日常和通勤
出行。京津冀三省市联合制
定《京津冀省际毗邻地区主要
通道客运班线公交化改造实
施方案》，合力完成平谷至遵
化、宝坻、蓟州等6条客运班线
的公交化改造，沿途40余个村
庄、8万余人受益，对扩大省级
道路客运服务覆盖、推动城乡
客运一体化发展起到极大的促
进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加速推
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建设过程
中，“一卡通”发挥了突出作
用。资料显示，2015年起，京
津冀三省市联合发行“交通联
合”互通卡，在京津冀区域内
可享受同城优惠政策。到
2017年底已基本实现京津冀
区域主要城市、各种公共交通
方式“一卡全覆盖”。三省市
不断扩大互联互通城市数量，
推广交通一卡通移动支付便
民应用，居民出行更加便捷。
推进城市交通一卡通全国互
联互通，实现与全国357个城
市公共交通乘车刷卡互通，一
卡走遍京津冀乃至全国的出行

模式基本形成。

创新体制机制
加快协同发展

在改革创新不断健全和完
善协同发展机制的支持下，京
津冀区域正加速实现“规划同
图、建设同步、运输一体、管理
协同”，有效保障交通一体化的
高质量发展。

从2015年开始，北京市交
通委员会与津冀的交通主管部
门联合成立了京津冀三省市区
域交通一体化统筹协调小组，
下设专项推进组，专门负责协
调推进跨区域规划、建设、运
输、法规、信息化等有关具体工
作。三地交通主管部门每年还
定期召开区域交通一体化统筹
协调小组联席会议，对接研究
重点项目推进情况，不断完善
对接协调机制，有效解决项目
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年
京津冀三省市区域交通一体化
统筹协调小组第6次联席会议
上新增了京津冀市区（县）对接
协同工作机制，就推进跨省道路
运输便利化和信息共享等达成
了新共识；在今年的第7次联席
会议上新增“推进区域交通一体
化联合工作专班”机制，有针对

性地对区域重点基础设施推进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开展集中调
度、协调，充分发挥属地政府职
能。2021年底开通的厂通路正
是利用这种工作专班机制，快速
完成了前期工作，实现了开工。

下一步如何干？据悉，“十
四五”时期，北京交通行业将按
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要求，以

“四纵四横一环”的综合运输大
通道为基本骨架，加快推进区
域交通网络化布局、一体化服
务、智慧化管理、绿色化发展、
法制化保障、市场化经营。

各类举措中，主要包含“持
续完善综合交通网络化布局、加
快打造世界级综合交通枢纽、持
续提升运输服务一体化水平、推
动交通绿色智能安全发展、推
动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等要素。

预计到“十四五”末期，京
津冀“四纵四横一环”的综合运
输大通道基本建成，多节点、网
络状、全覆盖的综合交通网络
形成，城际铁路主骨架基本建
成，公路网路基本完善，重点区
域交通便捷可达，港口群、机场
群运营服务和管理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枢纽功能优化提升，运
输服务一体便捷，协同发展机
制健全完备，安全、便捷、高效、
绿色、经济的区域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基本建立。

“毛泽东号”机车组
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

司丰台机务段党委组织党的

二十大代表王振强、“毛泽

东号”机车组全体人员、先

进党员和职工代表在全国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毛

泽东号”机车展室召开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暨

庆祝“毛泽东号”机车命名76

周年座谈会。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
通讯员 孙立君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