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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时代之
变革篇

问题：
通行需求与交通容量的“矛盾”

专家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

发展，我国在全国范围内修建高铁以

应对居民日益提高的出行需求。高铁

客运站作为高铁的一个重要基础设

施，对高铁的运营以及高铁与城市交

通的衔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规模也

不断扩大，人们出行频率、出行距离、

出行次数也越来越高，城市交通需求

量不断增大，城市用地开发与道路交

通设施容量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专

家介绍，目前，我国大、中城市已经开

始出现一系列交通问题，如交通混乱、

道路拥堵、交通事故时有发生、汽车尾

气污染和噪声污染加重等。

促进：
高铁站大大带动周边经济发展

专家介绍，从各国发展高速铁路

的经验来看，以日本的新干线较具代

表性，资料显示，新干线明显的提高了

沿线城市的可达性，时空压缩效应显

著。新干线沿线的站点促进了其周边

区域的城市更新，以北陆新干线的佐

久平站周边的开发来说，通车2年后，

在车站周边新设立的公司和商店、商

场的数量迅速增加。

“一般一个城市的高铁站建立后，

都会很快围绕高铁站形成‘核心圈’，

高铁站建在哪，周边的经济往往就能

随之发展，很快，就会形成一个新型的

城市中心。而随着高铁路网的确立，

不仅仅能对一个城市带来改变，甚至

能辐射周边多个城市，形成共同繁荣，

这种带动作用是无法比拟的。”专家介

绍。

改变：
高铁改变人的生活

高铁时代不仅仅能改变一个城市

的经济，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以武汉为例，随着武汉站的建成，

武汉的高铁枢纽地位正式确立，“才饮

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午览橘子洲、

晚游黄鹤楼”成为沿线居民新的生活

方式。

时空距离的拉近，促进了武汉至

广州、北京、上海等沿线城市的同城

化，原本遥不可及的武汉城市与全国

许多城市圈连成了一体，高铁时代让

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工作方式发生

了显著变化。

高铁时代不仅仅改变了武汉经

济，也成为人们出行更加方便的交通

工具。由于高铁运行速度快了，中途

运行时间缩短了，发送的列车

次数增加了许多，随到火车站

随时就可以乘坐高铁离开

当地车站。无论从武汉火

车站出发也好，还是

广州、北京、上海等火

车站出发也好，乘坐

高铁出行，火车站候

车室就不存在有众多乘客滞留、扎堆

现象。人们不用在为武汉的高价房、

买不起房而发愁，可以随意地在周边

城市“跑通勤”了，随意旅游、探亲、办

事不是一句空话。乘坐高铁千里半日

还，摆脱了时间的羁绊、速度的约束，

高铁时代就是给人们改变工作、生活

更多的想像力。

早上从合肥出发，上午到武汉看看黄鹤楼，下午到上海逛逛街，晚上还能回
到合肥吃一顿“小龙虾”。随着高铁时代的到来，这样的场景不再只能通过飞机
来实现了，选择更加便宜方便的高铁，一样能做到。

一个高铁站的建立，能为一个城市带来怎样的改变？专家认为，高铁综合
交通枢纽具有交通功能和城市功能两个基本属性，对周边区域产生节点效应和
场所效应，能为一个城市的发展提供契机，甚至能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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