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2004 年中国铁道部作出引进国外

高速列车的重要决定，到 2008 年京津城际

铁路的开通，短短 5 年的时间，中国铁路走

完了国外同行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而

2010 年 12 月 3 日，“ 和 谐 号”380A 跑 出 的

486.1 公里更是让世界为之惊叹。短短几

年内，中国高铁从“引进、消化、吸收”的起

步阶段迈向了“输出”阶段，更是走出了令

全世界惊叹、艳羡的“中国模式”。

不过，中国高铁在极速发展的同时也

面临巨额债务、配套轴承需要国产化等问

题，如何调和矛盾，实现产业升级，我们还

有很多工作要做。

超越“不歇脚”如何

高速铁路技术的原创者是日本、德国

和法国。日本的代表作是新干线，它的运

营时速是 300 公里；法国的代表作是地中

海线，它的运营时速是 320 公里；而德国高

铁的运营时速是 300 公里。据了解，在这 3

个国家中，日本除了道岔区以外都采用的

是无砟轨道，法国采用的是有砟轨道，德国

新线部分也采用了无砟轨道。

据中国铁道部总工程师何华武介绍，

如今，中国新建的几条高铁线运营时速均

已经达到 350 公里，并且全线采用无砟轨

道。同时，中国的高铁和既有线跨线运行，

保持了一张完整的客运铁路网，机动灵活

的同时也能够取得最大的效益。可以说，

中国高铁的技术比国外，比日、德、法复杂，

水平也更高。

2010 年，中国高铁取得了突飞猛进的

发展，成为铁路行业最大的亮点之一。无

论在运营里程、在建规模，还是运行速度

上，都实现了跨越性的突破，中国真正进入

了高铁时代。外媒称，中国正在成为铁路

超级大国。中国铁路部门也在 2010 年底

举办的第七届世界高速铁路大会上表示，

中国是全世界高铁运营里程最长、在建规

模最大的国家。

同时，中国高铁在“走出去”的道路上

也成绩斐然。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裁、总经济师扈振衣对记者表示，中国高速

铁路的发展将为世界经济起到推动作用。

高铁“跑”出去

从世界交通运输发展趋势看，铁路正

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一些国

际铁路通道如中亚通道、东北亚通道、南亚

通道、泛亚通道等也提上议事日程。这些

重大工程必将对铁路工程技术提出新的、

更高的要求。今后，中国高铁技术将实施

“走出去”的整体战略部署，大力挺进国际

市场，打造“中华”牌的铁路技术与标准。

扈振衣指出，中国高速铁路飞速发展，

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在此前结束

的第七届世界高速铁路大会上，中国高速

铁路的发展得到了业界的认同。特别是京

沪高速实验段实验速度达到了 486.1 公里，

更是震惊了全世界。到 2012 年，中国的铁

路运营里程将达到 12 万公里，高速铁路将

达到 1.6 万公里。可以说，中国在高速铁路

工程的建造技术、高速铁路的控制技术、系

统调试技术，包括运营的维护技术，均居于

世界的领先地位。

现在，很多国家，比如美国、巴西、伊

朗、土耳其等，都在策划或者修建高速铁

路。中国高速铁路的技术、材料、设备、车

辆 等 等 ，就 成 为 这 些 国 家 眼 中 的“ 香 饽

饽”。扈振衣指出，未来 5 年内，中国铁建

将利用这个机遇积极“走出去”，乘势而上，

取得更大的发展。 据透露，今年，中国铁

路部门将继续抓好与境外铁路的合作项

目，积极落实与阿联酋、巴西、美国、俄罗

斯、白俄罗斯、波兰、伊朗、泰国、柬埔寨、保

加利亚等国家的铁路建设合作意向。

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表示，2011 年，要加

强境外在建项目管理，推进委内瑞拉迪纳

科-阿纳科高速铁路、土耳其安卡拉-伊斯

坦布尔高速铁路二期工程项目，搞好沙特

麦加朝觐轻轨项目剩余工程和运营维护工

作，确保工程质量和进度。加快推进老挝、

缅甸、土耳其铁路项目前期工作，力争尽早

开工建设。

“辛”路斩“荆棘”

然而，在不断迎来赞叹之声的同时，中

国的高铁建设也面临着人们的广泛质疑。

质疑的焦点主要是在高铁的大规模建设与

巨额负债之间的矛盾上。

据一份由审计署国外贷援款项目审

计服务中心出具的《审计报告》显示，2009

年 年 末，铁 道 部 负 债 总 额 已 达 到 惊 人 的

13033.86 亿元。而民生银行的一份报告也

显示，快速增长的债务融资规模使得铁道

部 门 在 2009 年 支 付 的 利 息 已 达 到 400 亿

元以上，未来有可能超过 1000 亿元。如何

有效化解扩大铁路运力与偿还巨额债务

之间的矛盾，对铁路部门来说，将是严峻

的考验。

同时，相比于中国已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高速动车组技术的现实，配套轴承的国

产化应用仍是空白。据了解，在整个高速

铁路总投资中，高铁配套轴承的容量并不

算太大，专家估计，市场超过 20 亿元。但

中国国内产品的空白，为外资巨头提供了

广阔的市场空间。

据不完全统计，全球近 80%的铁路配

套轴承是由 8 家跨国公司生产的，分布于

美国、日本和欧洲，而中国注册的轴承企业

约 6000 家，排名前十位的轴承企业销售额

合计仅占全行业近 40％的份额，行业集中

度较低。中国轴承工业协会秘书长王全清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十二五”期间，

自主创新、攻关核心技术是国内轴承行业

的关键词，以实现产业升级，替代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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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春运虽然尚未开始，但是春运

期间的各种飞机票、火车票、长途汽车票等

已经开始发售，各地购票者冒着严寒排队

购票的紧张局面也开始出现。

中国人有着浓重的家本位思想，不论

身在何处都一定会在过年的时候回家看

看。随着打工者的流动性越来越大，每年

对春运的考验也在逐渐增大。

回家路难行 高铁伸援手

虽然铁道部每年都强调多开车次、列

车提速、重视服务，但是，回家过年的路仍

然不好走。

“买飞机票吧，太贵，而且行李托运麻

烦。买火车票吧，行李好带，但是耗时太

长，再加上卧铺比较难买，所以每

年过年都十分发愁。”在外

打工的小王对记者如是说，“每年过

年回家，就像打仗一样，总是忐忑不安。”小

王告诉记者，自己的家乡还没有开通高铁，

他很羡慕那些可以坐着高铁回家的外出打

工者，如果自己的家乡可以开通高铁，他会

选 择 坐 高 铁

回家。

据 了 解 ，现 在 不

仅 是 商 务 人 士，不 少 打 工

者 也 开 始 选 择 乘 坐 高 铁 回

家。去年春运，乘坐高铁回家已成

为一种新时尚，既为打工者提供了更多

的 选 择，也 对 春 运 压 力 的 缓 解 起 到 了 一

定的作用。

而对于高铁带来的方便，记者也深有

感触。记者经常乘坐京津城际列车往返于

北京和天津，真真实实地感受到了高铁带

来 的 种 种 便 利 。

在 高 铁 还 未 开 通 之

前，记者乘坐的“ 和谐号”

列车返往京津两地单程需要一

个多小时，而现在仅仅需要半个小

时，大大节省了出行的时间。在北京工

作的刘先生和记者也有同样的感受。他告

诉记者：“京津城际列车开通之前，平常都

要住在北京，只有到周末的时候才回去和

家人团聚一下。现在，基本上可以天天回

家了，花费的时间和住在北京的同事是一

样的，有时甚至比他们还少。”

记者从北京南站的工作人员处了解

到，一列高铁的承接量大概为 1000 多人，

运输能力很大，而且安全便捷，再加上受天

气影响较小，高铁已经成为不少人热衷的

出行方式之一。

让回家之路越来越顺畅

铁路运输作为一种较为安全的出行模

式，是 中 国 各 种 运 输 方 式 中 的 主 力 。 而

在“十二五”开局之年，今年，铁路安排基

本 建 设 投 资 7000 亿 元，中 国 高 速 铁 路 将

初 步 成 网 。 日 前，铁 道 部 部 长 刘 志 军 在

全 国 铁 路 工 作 会 议 上 也 表 示，今 年 中 国

高速铁路运营总里程将突破 1.3 万公里，

初 步 形 成 覆 盖 面 更 广、效 应 更 大 的 高 铁

网络。

从中国第一条商业营运铁路吴淞铁

路，到中国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唐山至

胥各庄铁路；从中国人自己勘测、设计、施

工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到新中国成立

后建成的第一条干线铁路成渝铁路，一个

多世纪以来，中国的铁路之梦从蹒跚学步

开始，顽强地实现着一个又一个“第一”，

艰难走过了 130 多年的历程。然而，直到

21 世纪初，中国铁路还处于低水平发展阶

段，客车装备整体水平以及制造工艺落后

于发达国家近半个世纪。在综合交通运输

中扮演老大角色的中国铁路，曾经面临人

均铁路不足一根香烟长度的尴尬局面，铁

路平均运行时速仅有 55 公里。

可 喜 的 是，2010 年 12 月 3 日 11 时 28

分，这一切已经被改写。在京沪高铁枣庄

至蚌埠间的先导段联调联试和综合试验

中，中国“和谐号”380A 新一代高速列车

跑出了 486.1 公里的最高运营时速，这意

味 着 短 短 的 一 秒 钟，乘 客 就 瞬 间 移 动 了

120 余米。这不仅是中国铁路史上的列车

时速极值，也是世界高铁历史上的新速度

高点。也是在 2010 年，中国高速铁路的运

营里程达到 8358 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里程

超过 30%，中国成为全世界高铁运营里程

最 长、在 建 规 模 最 大、速 度 最 快 的 国 家。

中国的高铁走出了令全世界惊叹、艳羡的

“中国模式”。

不断延展的铁轨，是一个民族科技水

平 的 体 现，更 肩 负 着 百 姓 平 安 回 家 的 希

望。随着高铁的覆盖面越来越广，我们的

回家之路将越来越顺畅。

编者按：大包小包、长途奔波，曾经使不少外出打工者叫苦连连，感觉每次过年回家都如同打仗

一般。如今，坐高铁回家成了一种新时尚，既为打工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也对春运压力的缓解起到

了一定的作用。随着高铁网络覆盖越来越广，人们的回家之路越来越顺畅。

“和谐号”380A 跑出 486.1 公里为中国在高铁发展史上留下了惊艳的一笔，从 2004 年引入到如今进

入输出阶段，中国的高铁发展一直极速前进。当然，这里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不能盲目乐观，如何有效

化解扩大铁路运力与偿还巨额债务之间的矛盾，弥补配套轴承国产化的空白，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坐着高铁回家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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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铁的发展历程
时间

2004 年 1 月

2004 年至 2005 年

2007 年 4 月 18 日

2008 年 2 月 26 日

2008 年 8 月 1 日

2009 年 12 月 26 日

2010 年 2 月 6 日

2010 年 5 月 6 日

2010 年 7 月 1 日

2010 年 9 月 28 日

2010 年 12 月 3 日

内容

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历史上第一个《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以大气魄绘就了超过 1.2 万公里“四纵四横”快速客运专线网。同年，

中国在广深铁路首次开行时速达 160 公里的国产快速旅客列车。广深铁路被誉为中国高速铁路成长、成熟的“试验田”。

中国南车、青岛四方、中国北车长客股份和唐车公司先后从加拿大庞巴迪、日本川崎重工、法国阿尔斯通和德国西门子引进技术，联合设计

生产高速动车组。

全国铁路实施第六次大提速和新的列车运行图。繁忙干线提速区段达到时速 200 公里至 250 公里。这是世界铁路既有线提速最高值。同

时，“和谐号”动车组从此驶入了百姓的生活中。

铁道部和科技部签署计划，共同研发运营时速 380 公里的新一代高速列车。

中国第一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世界一流水平的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铁路通车运营。

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类型最复杂的武广高速铁路开通运营。

世界首条修建在湿陷性黄土地区，时速 350 公里的郑西高速铁路开通运营。

成灌快铁正式运行进入倒计时。在都江堰车站，和谐号列车进行试运行。众多都江堰市民提前体验快铁带来的全新感受。

沪宁城际高速铁路开通运营。

沪杭高速铁路从杭州到上海虹桥试运行途中，最高时速达到 416.6 公里，再次刷新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度。

在京沪高速铁路枣庄至蚌埠间的先导段联调联试和综合试验中，由中国南车集团研制的“和谐号”380A 新一代高速动车组在上午 11 时 28

分，跑出了 486.1 公里的最高运营时速，继 9 月 28 日沪杭高铁试运行创下时速 416.6 公里之后，中国高铁再次刷新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

链 接

中国高铁：极速引进 高效输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