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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迎来了由交通大国向交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十年来，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

路网、高速公路网、世界级港口群，中国高铁、中国路、中国桥、中国港成为靓丽的中国名片。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

有力促进了国内国际循环畅通，人民群众获得感明显增强。

庆祝党的二十大特刊
民生为要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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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未来科技城 CBD 核心区以北 5 公里处，

是新开通不久的杭州西站。

从杭州西站出发通过机场轨道快线，经杭州东

站至萧山机场用时不到 50分钟。

“公司有 50多名员工是新杭州人，这样的综合

立体交通枢纽，让他们以后回老家探亲更方便了，

工作、生活的幸福感也更强了！”杭州未来科技城创

客、杭州非白三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茹方军说。

这只是我国交通运输业快速发展的一个缩

影。十年来，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加速成型，综合

交通运输网络的总里程超过 600 万公里。2012 年

到 2021年底，铁路、公路增加里程约 110万公里，相

当于绕行地球赤道 27圈半，高速铁路（以下简称高

铁）、高速公路对 20万以上人口城市的覆盖率均超

过 95%。

我国已成为世界上运输最繁忙的国家之一。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表示，我国交通运输业基

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作用充分发挥，为国家战略实

施提供了坚强保障。

高速铁路：运营网络通达
水平世界最高

2021 年年底，京港高铁安庆至九江段通车，从

合肥至九江，最快只需 2小时 22分钟。

“去庐山方便多了。”旅客张红岩说，以前和同

伴去庐山旅游，乘火车需要 7 个小时，晚上从合肥

乘火车要次日早上才能到九江。

到 2021 年 年 底 ，我 国 高 铁 营 业 里 程 突 破 4

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里程的 2/3 以上；商业运

营速度世界最快，近 3200 公里的线路上，复兴号

常 态 化 按 时 速 350 公 里 运 营 ；运 营 网 络 通 达 水

平世界最高，94.9%的 50 万人口以上城市实现高

铁覆盖。

中国高铁“八纵八横”网络正在完善。

9 月 30 日，在建渝昆高铁云贵段传来最新消

息，由中铁十八局集团负责施工的全线重难点控制

性工程大坪隧道，正式进入主洞施工。渝昆高铁是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之一京昆通道的重要

组成部分，线路起自重庆西站，接入昆明南站，全长

699公里，设计时速 350公里。

截至今年 8月底，我国在建高铁项目已建成投

产 3.44 万公里，占比 76.6%；开工在建的则有 0.53

万公里，占比 11.7%。京沪通道、京哈—京港澳通

道、青银通道、陆桥通道、沪昆通道、广昆通道已实

现贯通。根据 2016版《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

八横”高铁主通道总规模约 4.5万公里。

中国高铁科技水平也在不断提升。

2012 年，中国标准动车组研发工作启动。在

254 项重要标准中，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

国标准占到 84%。十年来，复兴号“家族”不断壮

大，已形成不同速度等级系列化产品，能够适应

多种运行环境需求，并实现对 31 个省（区、市）的

全覆盖。

目前，被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重点工程

的 CR450科技创新工程全面展开。“中国铁路将集

中力量破解 CR450科技创新工程涉及的一系列关

键核心技术难题，巩固扩大我国高铁领跑优势。”中

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中国高铁还在向智能化方向不断迈进。

2019 年 12 月 30 日，中国首条建成投用的智能

高铁——京张高铁开通运营，其在世界上首次实现

时速 350 公里自动驾驶并采用了我国自主研发的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依托京张高铁、京雄城际铁路

等重点工程，我国大力推进智能建造、智能装备、智

能运营的技术创新，初步构建了智能铁路成套技术

体系、数据体系和标准体系。

高速公路：路网规模全球
最大

沪昆高速（G60）起于上海市松江区，全程约

2700 多公里，经由浙江、江苏、安徽等省，直至云

南昆明。依托这条高速公路的交通优势，长三

角与云贵高原的距离被拉近，沿线企业也被串

联起来。

2016年，上海市松江区考虑到本区近 95%的先

进制造业、科创要素都集聚于这条高速公路两侧，

提出了沿沪昆高速公路构建科创走廊的构想，嘉

兴、杭州等 9 座沿途城市由路联结，在沿线发展出

一个 GDP总量达万亿元的城市经济带。截至今年

5 月，这 9 座城市所拥有的科创板上市企业数量已

达 66家。

“目前，高速公路网络已覆盖 98.8%的城区人

口 20 万以上城市及地级行政中心，连接了全国约

88%的县级行政区。”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副局长王

太表示。

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快速发展的时

代，高速公路智慧升级成为一种趋势。

2021 年 6 月底，我国第一条“面向未来的新一

代智能高速”——江苏五峰山长江大桥南北公路接

线建成通车。五峰山长江大桥南北公路接线一共

落地了 20多个智慧绿色应用场景。

在大雾天，车道两侧的激光测距车检器能够

感知到车辆所在车道；在雨雪天，传感系统会对

路面积雪与结冰状况进行智能判断，一旦发现路

面积雪或结冰，系统会自动喷洒融雪剂；在发生

交通事故时，智慧管控平台会第一时间接收到相

关信息，自动启动车道管控……“有些功能为国

内道路首次使用。”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局长

蒋振雄说。

过去十年，我国高速公路网越织越密。截至

2021 年底，我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达 11.7 万公

里，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高速公路网。

这张高速公路网仍在扩大。

9月 28日，全国中西部高速公路建设又有了新

进展。

由中铁二十二局等承建的国家重点工程——

呼北高速公路山西朔神段完工。当天，由中铁一

局承建的四川九绵（九寨沟至绵阳）高速公路关

键控制工程、全长 13013 米的白马隧道掘进突破

10000 米。

根据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我

国新开工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道项目近 170个，

里程达 4800公里。

民用航空：新增航线3000
余条

天上的飞机也会“堵车”，下雨天“堵车”的几率

更高。尤其是繁忙的京广大通道，其拥堵程度位居

全国前列。

这条通道位于我国航路网的中轴线上，纵贯南

北、承接东西，涉及机场众多，全年保持高位运行，

繁忙节点多，高峰流量大，日均超过 1200 架次，高

峰小时超过 70架次。

今年 5月 19日零时，京广大通道空域结构调整

方案正式启用。调整后，京广大通道空域形成了

“两上两下、单向循环”的运行模式，可有效解决京

广航路以及华北空域的拥堵状况。

“两上两下、单向循环”运行模式中，“两上”是

指两条航线用于北上，就是从南往北飞；“两下”是

指两条航线用于南下，从北往南飞；单向循环就是

取消相对飞行，把航线变成了单行线。“这样能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安全裕度，提升航路运行效率。”华北

空管局空管中心相关人员介绍。

“我们建设京广大通道的努力见效了！”中南

空管局管制中心安全业务室主任黄平说，以往航

班“绕圈圈”的轨迹现在已经被一条条“大直线”

取代了。

如今，京广大通道让原先“单上单下”的双车

道变为“双上双下”的四车道，新增航线里程 2313

公里。

十年来，民航新建、迁建运输机场共 82 个，新

增航线 3000余条。2019年（即新冠肺炎疫情前）民

航运输的总周转量、旅客运输量都超过了 2012 年

的两倍，货邮运输量为 2012 年的 1.3 倍，航班正常

率较 2012 年提升了 13.17 个百分点，航空服务网络

覆盖全国 92%的地级行政单元、88%的人口、93%的

经济总量。

以机场为核心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也陆续

建成。2019 年 9 月 25 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

通航；2021 年 6 月 27 日，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正式

通航。

十年砥砺前行，十载春华秋实。

一幅江海联动、海铁联运、水陆并进、空港衔接

“四位一体”的现代立体交通画卷，正在中华大地徐

徐展开。

穿山越壑，综合立体交通加速成型
9月 25日，随着国产首台16米

级盾构机“京华号”精准出洞，北京
东六环改造工程西线隧道顺利完成
中间风井接收，标志着我国最长盾
构高速公路隧道首段顺利贯通。

在过去的16个月里，“京华号”盾
构机穿越京哈铁路、北京城市副中心
站综合交通枢纽等30余处风险点，并
创造了单月进尺542米的掘进纪录。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科技专
家、中铁十四局大盾构公司总经理陈
鹏，于当日见证了“京华号”盾构机的
精准出洞。这样的贯通时刻，陈鹏已
经历了许多次。在中国大盾构隧道
井喷式增长的十余年里，他和他的团
队参建了全国超30%的大盾构隧道。

掌握超大直径
盾构隧道掘进技术

2004年，陈鹏与盾构机结缘，参
建了江苏南京第一条过江隧道——
南京长江隧道。这条隧道开挖直径
14.93米，当时排名世界第二，被称
为“万里长江第一隧”。

“在隧道建设时，我们要花高价
请外国工程师调试设备，安装、维修
零部件。外国专家对我们实行技术
封锁，不许中方人员靠近，更不用说
学习参数计算方法、设备管理理念
了。”陈鹏回忆道。

凭着不服输的劲头，陈鹏和团
队成员开展了近60项课题研究，掌
握了超大直径盾构隧道的掘进和建
造技术，并培养了大批盾构施工技
术和管理人才。

南京长江隧道开启了中国水下
工程施工新纪元。在这条隧道安全
通车运营一年后，南京地铁10号线过江隧道开始施工建设，陈鹏和
团队成员参与其中。其间，他们在刀具更换和改进、泥浆再利用、复
杂地层穿越技术等方面产出了30余项技术成果。

此后，扬州瘦西湖隧道、武汉地铁8号线过江隧道等工程相继启
动，陈鹏和团队成员驾驶着盾构机穿行在黏性岩土地层、江底长距离
土岩复合地层，取得了多项技术创新成果，为盾构施工行业快速发展
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把每项工程都打造为百年工程

2016年之后，中国大盾构隧道建设进入井喷式发展时期，穿越
“江河湖海城”的大盾构隧道在全国多点开花。

这一时期，位于北京的望京隧道项目和清华园隧道项目相继启
动。陈鹏和团队成员利用高铁大直径城市盾构隧道掘进技术及绿色
施工技术，打通了高铁进城的“最后一公里”，为城市治理和解决交通
难题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凭借丰富的大盾构施工经验和技术储备，陈鹏和团队成员一起
驾驶“地下蛟龙”——盾构机，穿越长江、黄河、大海和城市核心区，参
与建设铁路公路隧道、输气输电隧道。

如今，随着中国盾构施工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大型盾构机在越来
越多的交通建设中大显身手。而陈鹏和团队成员也在不断优化盾构
施工技术，力争把每项工程都打造为平安、绿色的百年工程。

“应用于北京东六环项目的创新技术——超大直径泥水盾构隧
道同步双液注浆技术，使盾构机在下穿重要风险源时，地表沉降深度
可控制在3毫米以内，基本实现无扰动穿越。”陈鹏表示，这一关键技
术经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钱七虎等组成的专家组研讨认定，被评价为

“实践效果显著，科技含量高”。除此之外，超大直径泥水盾构隧道同
步双液注浆技术还在其他地下隧道建设中得到应用。

在参与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建设时，陈鹏和团队成员给盾构机配
备了反清洗功能，降低了注浆管堵塞的可能性。

如今，陈鹏及其团队成员正致力于开展更多的技术创新，让越来
越多的不可能成为可能。“未来，我们要用盾构机打通更多的地下交
通大动脉，铺就百姓美好出行路。”陈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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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2017年12月

ARJ21 国产飞机正

式执飞首条国内支线

航线。

2017年5月

我国首款具备国际主流

水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干

线客机C919首飞成功。

2018年9月

广深港高铁全线开

通运营，香港正式接入国

家高铁网络。

2019年12月

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

全球首条时速 350公里的智

能高铁京张高铁开通运营。

2021年6月

西藏首条电气化铁

路——川藏铁路拉萨至

林芝段开通运营。

2019年9月

世界级航空枢纽——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

通航。

2021年5月

京雄高速公路（河北

段）、荣乌高速公路新线、

京德高速公路一期通车。

2021年6月

横跨北京、河北、山

西等省份的京新高速公

路全线建成通车。

20222022年年11月月2222日日，，采用采用““瑞雪迎春瑞雪迎春””涂装的北京冬奥智能动车组飞驰在京张高铁上涂装的北京冬奥智能动车组飞驰在京张高铁上。。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2022年4月

由我国自主研发、世界

领先新型复兴号高速综合

检测列车上线运行。

““京华号京华号””盾构机下线仪式现场盾构机下线仪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戚晓毅戚晓毅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