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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横贯中国东西部的高铁“大动脉”又有新

动作。

新建合肥至武汉高铁（以下简称“合武高铁”）初

步设计日前已获批复，计划于 12 月底正式开工建设。

合武高铁是沪渝蓉高速铁路（以下简称“沪渝蓉高

铁”）承东启西的关键区段，其动工标志着沪渝蓉高铁

进入全面加速建设期。

沪渝蓉高铁起自上海，途经江苏、安徽、湖北、重

庆，止于四川成都站，贯穿 4 省 2 市，线路总长约 2100

公里，预计 2030 年前全面建成。

建成后的沪渝蓉高铁将取代原有沪汉蓉快速客

运通道，作为我国贯穿东西的沿江大通道，串联起长

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的 11 个省（市），成为长江流域综

合立体交通体系主骨干、全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主动

脉之一。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长江经济带研究专委会主任、

四川省区域科学学会会长周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

到，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国的经济重心之一，具有交通

便捷、城市密集、产业基础雄厚、资源优势突出等特

点，承载着国家重要的战略任务。

同时，周江指出，尽管长江经济带发展迅速，但也

面临着资源分布不均、环境污染、城乡发展不平衡等

问题，沪渝蓉高铁的建设可以提升区域内的交通便利

性和效率，促进流域经济增长、实现区域均衡发展。

沪渝蓉高铁建成后，上海至成都、上海至重庆的

运营里程预计将分别缩短为 1875 千米、1594 千米，旅

行时间将分别由现在的 12.2 小时、10.7 小时缩减至 6.7

小时、5.3 小时。

与黄金水道形成互补优势

长江经济带横跨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覆盖上

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

南、贵州等 11 个省（市），面积约 205.23 万平方公里，约

占全国面积的 21.4%。

周江告诉记者，2022 年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

为 559766 亿元，增长 3.0%，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

国的 40%。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横贯长江经济带的“高铁”通

道似乎早已有一条。

已经通车数年的沪汉蓉快速客运通道，起于上

海，途经南京、合肥、武汉、重庆等城市，止于成都，的

确是一条沿江而行、贯穿东西的铁路“大动脉”。

不过，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交通分院院长

赵一新表示，原有的沪汉蓉快速客运通道由于不同

路段技术标准不一，难以充分发挥铁路的技术经济

优势和通道整体能力，对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的支撑不足，在沿江综合交通体系中短板明显。

据了解，既有的沪汉蓉铁路的设计时速，仅上海

至南京段、重庆至成都段为时速 350 公里，南京－合

肥－武汉－宜昌，以及利川－重庆时速均为 200～250

公里，宜昌－利川时速仅 160 公里。

目前，从成都到上海，全程旅行时间为 12.2 小

时。沪渝蓉高铁建成后，从成都到上海的时间将被缩

短至 6.7 小时。因此，在不少受访者看来，这是真正意

义上的中国东西铁路“大动脉”。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综合研

究室主任贾若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长江经济带

的发展需要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而沪渝蓉高

铁作为其中关键支撑，显得尤为重要。

他说，长江经济带涉及省份多，区域面积大，上中

下游间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平衡。下游长三角地区经

济发达，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上游地区，存在一定区

域发展梯度差。

贾若祥认为，缩短长江经济带各区域之间交通的

时间距离，将增强下游地区对中上游地区的辐射和带

动能力，同时促进长三角地区的创新链与中西部地区

的产业链更加紧密联系，从而推动长江经济带内相关

城市群的协同发展。他举例称，一些在长三角地区发

展较为成熟的产业，如纺织服装、食品加工和电子信

息组装等相关产业，可以随着高铁快速通道的不断完

善实现区域间的梯度转移，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的完

善和升级，溯江而上促进高质量发展。

周江表示，通过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可以促

使资源更加均衡地分配于长江经济带的不同地区，减

少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此外，还可以推动长江中

上游地区的成渝双城经济圈与经济较为发达的长江

三角洲地区进行有效对接，快速融入双循环大格局。

湖北省统计局原副局长叶青表示，一条高铁线意

味着一条黄金经济带。高铁线路沿途的每个站点都

可以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沪汉蓉高铁串起的

几十座城市将辐射带动铁路沿线的中小城市、小城镇

发展，从而有力促进三大城市群协同发展，促进长江

经济带加速一体化发展。

沪渝蓉高铁的建设不但可以促进区域内经济发

展，还可以提升区域内客运和货运的效率。

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教授杨浩告诉记者，

过去生产要素的流通以南北方向为主，对于西部地区

来说，客运和货运需求并不高。沪汉蓉快速客运通道

曾预留了货运条件，但由于技术条件存在差异，难于

客货兼容，只能客运专用。

杨浩认为，随着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当下沿江东

西向交通运输通道难以满足长江经济带发展需求，因

此必须重新规划铁路网络功能布局，通过技术改造恢

复旧线货运功能，并修建沪渝蓉高铁以满足未来的客

运需求。

2022 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35.9 亿

吨，同比增长 1.7%。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牛凤瑞

谈到，长江沿岸南北宽度较大，除黄金水道外，还需

要东西向的其他运输方式来补充和优化。他认为，

沪渝蓉高铁的建设对于长江经济带和整个中国高铁

网络的加密优化至关重要，可以与长江黄金水道形

成优势互补。

对于不少网民曾质疑为何不在原有铁路基础上

进行提速，而需要重新修建一条新铁路，赵一新解释

称，现有铁路设计时速不一，有些地方为 160 公里/小

时，有些为 250 公里/小时，受制于地形条件和技术，

不是所有路段都能提升到 350 公里/小时。不过，他

也提到，并非所有路段都为重新修建，“能保留的都

尽量保留了，只是所占比例较小，大部分还是需要重

新修建”。

实现错位发展

对于在上海从事艺术品收藏工作的重庆姑娘张

瑞来说，沪渝蓉高铁的建设改变了她对事业的布局。

由于工作需求，她经常需要将客户从重庆带到上海参

加活动，她一直犹豫是否有必要在上海置办办公地

点，但沪渝蓉高铁一旦开通，从重庆到上海仅需 5.3 小

时，她认为这将有助于她更好开拓事业，因此，她决定

将部分工作重心转移到上海。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持乐观态度。在湖北天门市

从事小商品贸易刘凯对记者表示，由于他们城市的经

济体量并不大，他担心沪渝蓉高铁会让越来越多家乡

的年轻人选择外出打拼。

沪渝蓉高铁连接上海、苏州、南京、合肥、武汉、重

庆、成都等 19 个城市。周江介绍称，在这些城市中，

2022 年 GDP 超过 1 万亿元的城市达到了 8 个，如上海

为 4.47 万亿元，苏州为 2.4 万亿元，重庆是 2.9 万亿元，

成都突破 2.1 万亿元，同样，也有 GDP 低于 1000 亿元

的城市，如四川的资阳市为 948.2 亿元，湖北的天门市

只有 730.05 亿元。

周江认为，沪渝蓉高铁对上海、苏州、重庆、成都、

南通、南京、合肥和武汉等城市而言，意味着更多的经

济交流和发展机遇。而对于六安市、天门市、恩施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和资阳市等经济规模相对较小的城

市而言，在进一步便利资源要素的流通和人才的流动

同时，也可能会加剧一些城市的“虹吸效应”，即此类

城市的资源和人才可能加速流向更大的城市，加剧区

域内的不平衡发展。

对于那些体量较小的城市，周江认为，此类城市

可以立足于自身特点，通过培育特色产业来实现错位

发展，避免直接与大城市竞争。还可以通过与大城市

形成产业协同效应，共同开发区域市场，实现资源共

享。此外，他认为，注重绿色建设和环保，提高城市的

宜居性，也是中小城市可行的发展路径。

由于高铁建设涉及一些新站的建设，赵一新认

为，在新建的线路中，城市内站点的设置要更加注重

与城市融合在一起，“不应再像过去那样将站点设置

远离城市中心，这对城市和高铁之间的互动关系并

不利”。

据《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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