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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京沪高铁自 2011 年 6 月 30 日开
通运营以来，不断刷新速度、创造奇迹、打破纪录，
快捷高效的高铁网络产生了巨大的“人气”和“汇
聚效应”，给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
带来了深刻变化。

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作为国家战略性重大交通工程和“八纵八横”

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京沪高铁连通“京津冀
鲁皖苏沪”四省三市，沿线人口超过全国人口总
数的 26.7%，是中国最具发展活力的区域。

数据显示，京沪高铁是我国客流量最大、最
繁忙的高铁线路，开通运营 10 年来，全线累计开
行列车近120万列，累计安全运送旅客13.5亿人次，
累计行程超过 15.8 亿公里。

“京沪高铁将京津冀和长三角两大世界级城
市群紧紧联系在一起，让沿线地区共享人才流、
技术流、资金流、信息流快速有序流动带来的繁
荣富足，构建起支撑东部率先发展的高铁经济走
廊，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京
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严佐魁 22 日在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新闻发
布会上说。

京沪高铁在过去 10 年间加速了技术、产业、
资本等生产要素从京津沪等大城市向沿线地区的
转移扩散，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沿线
许多城市以高铁为依托，建设“高铁经济带”“高
铁新城”“高铁新区”，重构了“城市版图”，
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在支撑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方面，京沪高铁服
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力促进了北京非首都功能
向沿线的天津、廊坊等地疏解；服务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助力上海、南京等中心城市引领能力不
断提升，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A股上市为中国铁路推进资本运营树立标杆
2020 年 1 月 16 日，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

司成功登陆 A 股市场，这是实现中国铁路资产资
本化、证券化、股权化的重要突破，是国铁集团
利用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直接体现。

“京沪高铁上市充分证明了铁路运输资产以
干线通道方式实现资产证券化是可行的，为中国
铁路进一步推进资本运营树立了标杆。”严佐魁说。

数据显示，京沪高铁上市募集资金总额
306.74 亿元，是当时 A 股市场第九大 IPO 项目，
也是当时 A 股市场近 10 年来最大的非金融企业

IPO 项目。
京沪高铁市场需求强劲，经营效益持续稳步

增长。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赵
非介绍说，2014-2019 年京沪高铁净利润年均增幅
高达 39.4%，2019 年净利润达 119.37 亿元、净资
产收益率增长至 8%。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对
全球交通运输行业造成严重冲击下，京沪高铁的
运营保持韧性，实现盈利 45.86 亿元。

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将扩大开行范围，进一步擦
亮中国高铁品牌

作为中国高铁标准示范线，京沪高铁在运营
维护方面敢为人先，成为中国高铁运维体制创新
的“探路者”和技术创新的“试验田”。

据介绍，自主研制了中国标准智能钢轨快速
打磨车原型试验车，创新研发了一体化智能运维
管理系统，自主研发了无人机巡检、大跨度桥梁
PHM2.0 监测系统（预测和健康管理系统）等多种

高新技术，为中国高铁安全管理工作提供新思路、
制定新标准。

6 月 25 日，伴随全国铁路第三季度列车运行
图的实施，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将扩大至京沪、京广、
京哈、徐兰及成渝高铁开行，辐射京津冀、长三角、
粤港澳大湾区及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地区。

与标准版复兴号动车组相比，优化后的复兴
号智能动车组将采用“瑞龙智行”“龙凤呈祥”
外观方案，全面升级了座椅设计、旅客信息及娱
乐系统等多项服务功能，同时采用以太网控车、
车载安全监测等 9 项智能运维和监控系统，智能
运维水平将进一步提升。

严佐魁表示，展望未来，相信京沪高铁的高
质量发展将进一步擦亮中国高铁品牌，更好服务
人民群众，更有力地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的实施，为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京沪高铁成为沿线经济发展
“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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