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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
科技创新之路科技创新之路、、交通强国之路交通强国之路、、民族复兴之路民族复兴之路

通讯员通讯员 曾曾 勇勇

编者按 党的十九大在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作出部署的同时，明确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新目标。新时代要求交通运输业在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努力建设交通强国。根据规划，

到 2020 年，我国将基本建成布局合理、覆盖广泛、高效

便捷、功能完善、世界上最现代化的铁路网和高铁网，

并与其他交通方式实现有机衔接和深度融合。全国铁

路营业里程达到 15 万公里左右，基本覆盖 20 万人口以

上城市，其中高铁 3 万公里左右，覆盖 80%以上的大城

市；力争到 2025 年，铁路网规模达到 17.5 万公里左右，

其中高铁 3.8万公里左右；到 2035年，率先建成以“八纵

八横”为骨架的发达完善的现代化铁路网，持续引领世

界潮流。日益发达的我国铁路，走一条科技创新之路，

在交通强国、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当好“先行”，必将

创造无愧于新时代的新业绩。

翻开世界铁路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

全长近 1100 公里的美国太平洋铁路西段

95%的工作是中国劳工完成的。勤劳勇敢

的中国劳工还参建过 9298 公里的天寒地

冻的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几乎世界上主要

的艰险铁路，都能看到中国人的身影。由

于当时国家贫穷、经济落后，我们的先辈们

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力！

今年 1 月，美国媒体疾呼：中国高铁

“高歌猛进”，加州高铁为什么落后这么

远 ？ 加 利 福 尼 亚 州 选 民 批 准 该 项 目 的

2008 年，正是我国首条高铁——京津城际

开通的那一年。这 10年我国高铁“四纵四

横”100 多条线路（区段）相继建成，而美国

一条 800英里的加州高铁尚未建成。

从前的时间，过得很慢，一条 1000 多

公里的粤汉铁路，从 1896 年开始修建，修

了整整 40年才通车。

如今的时间，过得很快，中国最近 10

年披荆斩棘，闯过了前一百多年想都不敢

想的路。自京津城际高铁开通到去年年

底石济高铁通车，短短 10 年间，我国高铁

建成通车里程突破 2.5 万公里，稳居世界

第一。

纵观我国高铁发展的历程，事实上是

一个后发先至、厚积薄发的过程。在确定

发展高铁产业之初，就确立了正确的技术

路线，走科技创新的道路。当时，世界上已

经有日本、法国、德国等国家建成高铁，掌

握了先进的技术，相比之下，我国高铁发展

起步较晚。

为了更好更快地赶超，我国并不是简

单地“以市场换技术”，而是着重“引进、消

化、吸收和再创新”，不仅要掌握关键技术、

而且要着眼提高创新能力、培育自主品

牌。高铁如今的发展成就，甚至超越了当

年规划设计时的初衷和构想。

经过多年的发展，高铁成为我国民众

出行最为便捷的交通工具之一，成为中国

为数不多整体领先世界的产业。

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涵盖工程建设、

高速动车组、列车控制、牵引供电、运营管

理、风险防控六大领域的高铁技术体系。

中国高铁先进的技术体系，引来世界

上许多国家跟风和效仿，也让一些传统铁

路强国放下了傲慢的身段。

在中国高铁发展最开始的几年，引来

一些自诩高铁技术一流的国家妒忌。这些

国家千方百计诋毁中国高铁，和中国激烈

抢夺海外高铁市场。但随着我国高铁科技

含量不断提高、建设管理成本优势日益凸

显，那些国家逐渐明白自身差距，变得羡慕

起来。

以动车组为例，我国高铁不仅拥有全

球最高运营速度和最大网络规模，而且拥

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动车组列车。从“和谐

号”Ⅰ型发展到Ⅱ、Ⅲ、Ⅴ型等系列，到 380

系列，再到“复兴号”——我国拥有了完全

知识产权的中国标准动车组，仅仅花了不

到 5年功夫。

如果说“和谐号”Ⅰ型与Ⅱ型和日本新

干线动车组是一个等级的话，那么“和谐

号”380 系列技术性能对其已大大超越，

“复兴号”则不可同日而语，其技术先进性

和“科技范”在全球首屈一指。

通过自主创新，我国高铁掌握了大量

核心的先进科学技术，例如网络控制系统

技术和 IGBT 芯片技术。网络控制系统是

“高铁之脑”，指挥着列车的一举一动，是高

铁列车的另外一个最核心部件；IGBT 芯

片就是高铁列车的核心动力心脏，类似于

手机里的 CPU 芯片。此两项技术曾受制

于人，如今实现百分之百国产化。

“作为一个日本青年，我曾为日本新

干线感到自豪，因为世界上第一条高铁诞

生于日本，但是因为骄傲自满和固步自

封，很快被中国超越，包括法国、德国等高

铁国家也甘拜下风。”一位日本留学生如

是说。

“当你比别人强一点点时，别人嫉妒

你；当你比别人强一大截时，别人仰望你。”

用这句话来形容中国高铁也恰如其分。中

国高铁快速发展将奠定中国乃至全世界未

来百年的交通运输格局。

当前，中国以世界高铁发展技术集大

成者的身份，催生了世界铁路新一轮复兴，

许多国家希望中国参与其高铁建设。世界

传统的铁路强国英国、俄罗斯等国家已与

中国达成合作建设意愿，一些项目取得重

要进展。

数据显示，到去年年底，中国铁路相关

企业在境外承揽的铁路项目遍及世界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铁路技术装备已出口全

球各大洲 80多个国家。

科技创新之路：行业领先 影响全球
“ 人 类 把 最 大 的 距 离 抛 在 后 面 ，从 而 以 最 小 的 距 离 把 一 切 都 带 到 自 己 面

前。”——海德格尔

交通强国看铁路。在我国整体迈

进“强起来”的新时代，交通强国的号角

已经吹响，铁路及交通行业需要适度超

前、加快发展。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

推动均衡和充分发展、统筹城乡和区域

发展、推进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对

铁路骨干运输有较大需求，对铁路运输

产品供给有较高要求，这些迫切需要铁

路率先“强起来”，做好经济社会发展的

骨干支撑。

站在新时代，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

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常态

下，我国铁路确定了三个“世界领先”目

标——到 2020 年，铁路网规模和质量

达到世界领先；铁路技术装备和创新能

力达到世界领先；铁路运输安全和经营

管理水平达到世界领先。

围绕三大目标，我国铁路企业体制

机制改革创新水平进一步提升；铁路在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进

一步提升；铁路服务国家战略和对经济

社会发展的贡献进一步提升。

在此基础上，力争到 2025 年，铁

路网规模达到 17.5 万公里左右，其中

高铁 3.8 万公里左右；到 2035 年，率先

建成发达完善的现代化铁路网，为国

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大

运输保障。

我国铁路特别是高铁之所以能取

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关键在于——有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社会主义制

度的政治优势，有中国铁路网完整和

集中统一指挥的管理体制优势，有一

支高素质、爱人民、特别能战斗的铁路

职工队伍。

铁路事关国计民生，是党执政的

重要物质基础；铁路行业 200 多万人

的产业大军，是党执政最坚实可靠的

阶级基础。这支在急、难、险、重时刻

总是冲锋在前、奋力拼搏的铁路职工

队伍，是铁路率先“强起来”的力量源

泉和坚强保障。

2009年 6月，广铁集团广州大机段

受命到武广高铁进行打磨作业。当时

该段使用主要设备——“96”型打磨车

技术装备水平在全世界属于最先进的，

但效率不高、精准度低。为攻克这个技

术难关，填补此项国内技术空白，该段

成立了一支党员技术攻关小组。

当时正值酷暑，最高轨温达 70℃，

为掌握第一手数据，大家每天在线路上

勘测实验近 10 个小时，水刚喝进去汗

立马就流出来，看上去全身都涂着一层

盐，皮肤的颜色由白变黄、变黑，褪皮脱

落，又变回白色……到了攻关最艰苦阶

段，大伙几乎没有时间睡觉，经常连续

3 天只休息四五个钟头，困了就在打磨

车里打个盹。副队长韩刚 3 天之内连

续中暑 3 次，几乎都虚脱了，带队领导

劝他休息，他婉言谢绝，仍然坚持在线

路上……车间副主任吴燕星等一批同

事白天打点滴，晚上接着干，没有一位

同事打退堂鼓……还有的同事因为长

时间弯腰作业，最后腰和背累成了虾米

形状，很长时间都没复原过来。

经过半年的艰辛努力，党员攻关

小组利用强大数据库，为线路维修打

磨作业提供准确参数，推出了“高铁精

准打磨法”，节省一半的作业时间，为

我国高铁线路打磨作业提高效率提供

了样板。

全球唯一的环岛高铁——海南环

岛高铁，大量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

艺，克服了热带海岛高温、高湿、强腐蚀

等建设运营技术难题，为全球热带海洋

气候建设运营高铁提供了范本。

针对环岛高铁途经地区河道、海滩

纵横交错的情况，我国高铁建设工程技

术人员开展了高温高湿海洋腐蚀环境

桥梁结构提升技术措施研究，创新了多

种防腐技术举措，提升了桥梁混凝土结

构耐久性，确保桥梁在使用年限内安全

服役。

在水下严重腐蚀环境下，为确保灌

注桩水下高标号混凝土顺利施工，我国

高铁建设工程技术人员从混凝土原材

料、混凝土制备、施工工艺等多方面进

行了加强控制，为在全国乃至于全球铁

路推广应用奠定了基础。

海南地区气温高而且空气十分潮

湿，对动车检修是巨大考验。三亚动

车运用所党总支书记郭金龙带领技术

人员，钻研出“人、机、料、法、环”检修

实施方案，同时针对高铁动车组进岛

必须解体重装的情况，率先钻研出“高

铁分解组装法”，为高铁“出海”提供了

技术支持。

针对海南台风多发的特殊地理环

境，我国高铁建设工程技术人员对供电

接触网采用防台风手段。同时对全线

进行了加强防雷击技术处理，对海口地

区的建筑物、构筑物按地震烈度 8度进

行了设计，为我国高铁“走出去”积累了

宝贵经验。

交通强国之路：铁路先行 骨干支撑
“优等的心，不必华丽，但必须坚固！”——毕淑敏

曾经有这样一个让人痛心的故事。

1841年 10月，鸦片战争激战正酣，清政府

紧急调四川 2000 名精兵，赶往浙江宁波

参战。但由于路途遥远，行军缓慢，直到

1842 年 2 月部队才赶到前线，而此时，英

军的旗帜在宁波上空已经趾高气扬地飘

扬了三个多月……

现如今，我国不仅有了强大的国防武

力作后盾，而且还有了世界上陆地交通最

快的工具——高铁，大大增强了军队的机

动能力，再也不怕外国列强欺凌我们、压

迫我们、侵略我们了。

短短十几年时间，中国高铁穿越时

空隧道，以世界最高速、世界最密网傲

视 群 雄 ，创 造 了 从“ 追 赶 者 ”一 跃 成 为

“引领者”的奇迹，成为世界铁路发展的

新标杆。这是一条中国铁路后发先至、

纵横捭阖，迅速占领世界铁路制高点的

道路，进一步佐证了中华民族正走向伟

大复兴。

作为全世界第一条一次性建成的高

铁干线，武广高铁开通 8 年多来，途经的

粤湘鄂沿线地区“隆”起了一条产业经济

带。据统计，粤北、湘南、长株潭和武汉

城市群等沿线区域，共承接产业转移项

目 2 万多个 1 万亿多元，其中来自粤港澳

大湾区的转移项目占到了 7 成。武广高

铁不仅带动区域间人员、信息、经济要素

高速流转，还推动沿线区域经济均衡、快

速发展。

高铁列车在拉来了产业园的同时，

也拉回了许多原本要背井离乡谋生的农

民工。“两湖”（湖南和湖北）是传统的农

民工输出地，现在许多农民工在薪酬相

差不是特别明显的情况下，选择在家门

口就业。

武广高铁这一公交化、快速化、大能

力的“黄金通道”，使武汉都市圈、长株潭

城市和珠三角城市群有机连为一体，进入

了跨区域间的“同城化”时代。粤湘鄂三

省 16 个高铁沿线城市 GDP，较无高铁前

年增幅均不低于 5个百分点，城市间发展

差距日益缩小。

珠三角 9 市的 GDP 占到广东全省的

7 成以上，而粤东粤西粤北 12 市仅占 3

成。1998 年，广（州）梅（州）汕（头）铁路

开通初期，沿线龙川、五华、兴宁、丰顺等

县均是“国家级贫困县”，到 2016 年，这几

县全部走出了“国家级贫困县”序列。目

前，随着广梅汕高铁、广州至梅州至汕头

铁路提速扩能、惠梅汕高铁等铁路建设逐

步铺开，沿线将再次迎来发展良机。

“以前，铁路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脱

贫致富的支撑梁，而如今，高铁成为一个

地区城镇发展、招商引资的风向标。”湖南

科技大学教授曾兴博士认为。

我国高铁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整个铁

路客、货运发展。高铁的诞生，不仅提升

了铁路客运能力，而且大大释放了既有普

速铁路的整体运力，为铁路货运发展和骨

干作用发挥奠定了坚实基础。

广东大部分电力由湖南供应。历年

夏冬两季，湖南饱受高温和冰冻双重考

验，工业、农业用电压力空前。湖南境内

9 家主要电厂每年迎峰度夏过冬储煤总

量须达 515 万吨，而由于铁路保煤运输措

施得力，每年夏季电厂储煤总量达 600 万

吨，有力地保证了湘粤两省工业、农业生

产以及人们生活用电需求。

事实上，长期以来，铁路以大宗“黑

货”（铁路称煤炭、钢铁、矿石、石油等为

“黑货”）作为主要货源。为保障事关国计

民生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黑货”运输，助推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铁路部门总是倾尽全

力予以运力保障。

据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介绍，

近年来，广东 70%左右的煤炭和钢铁主要

依靠铁路运输。特别是开通国际货运班

列之后，全省通过铁路发送货物实现的产

值占全省 GDP的 30%以上，全省 4成左右

的工业产值通过铁路运输得以实现，铁路

为广东地方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

强有力的运力支持。

近年来，我国铁路货运还积极探索

国际货物班列运输模式，提速国际物流，

造福沿线各国。在提高我国对外经贸总

量的同时，努力让欧亚各国民众用上我

国优质的工业产品，分享到中国发展带

来的红利。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全

国各经济发达地区先后开行了密集的

中 欧 班 列（包 括 中 国 至 中 亚 、南 亚 班

列），开 拓 海 外 市 场 ，提 速 世 界 经 济 发

展。在深圳，通过中欧班列，首次实现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有效连通，提高了我国对外贸易

效率和总量。

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以高铁为代表的

中国铁路不断崛起，不仅标志着中华民族

沿着伟大复兴的道路又前进了一大步，而

且标志着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作出了难

以磨灭的巨大贡献，深刻改变了世界交通

运输格局，大大促进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

和民生改善。

民族复兴之路：推动经济 促进民生
“沿着你的道路，鲜花将不断开放！”——泰戈尔

广州南动车组整装完毕广州南动车组整装完毕，，蓄势待发蓄势待发。。 何坚强何坚强 王永彬王永彬 蔡晓文蔡晓文摄摄 广州动车段动车组机械师在进行检修工作广州动车段动车组机械师在进行检修工作。。 何坚强何坚强 王永彬王永彬 蔡晓文蔡晓文摄摄

百多年前，被誉为“我国铁路之父”的詹天佑抱着“中国正在觉醒，已感到

需要铁路”的信念，在长城脚下修建了第一条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京张铁

路，成就了中国铁路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今天，我国高铁动车组正穿越万里长城，依然行进在这条民族自强、民族

复兴的铁路上。

广铁电务和工务作业人员在京广高铁郴州西站联合开展道岔辊轮调整检修，确
保运输安全。 谭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