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末，中國鐵路營業里程
13.2萬公里，其中高速鐵路3萬公里
，分別居世界第二位和世界第一位
。原鐵道部常務副部長、中國鐵道
學會理事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孫永
福接受大公報專訪時指出，歷經70
年矢志發展，中國鐵路總體技術水
平進入世界先進行列，部分技術處
於世界領先水平，已從此前的 「落
後者」 、 「追趕者」 變身為率先世
界的 「領跑者」 ，成為世界上高速
鐵路系統技術最全、集成能力最強
、運營里程最長、運行速度最高、
在建規模最大的國家。

大公報記者

王 珏

◀孫永福長期從事鐵路建設技術和管
理工作，見證了中國高鐵從追趕者變
成世界領跑者的發展歷程。圖為孫永
福（右二）在一線視察調研 受訪者供圖

孫永福見證中國鐵路領跑世界
營業里程最長 運行速度最高 在建規模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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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永福簡歷
1941年2月出生，陝西省長安人，

鐵路工程專家，教授級高級工程師，

曾任鐵道部常務副部長、中國鐵道學會

理事長，2005年被增選為中國工程院院

士。孫永福長期從事鐵路建設技術和管

理工作，先後主持建成大秦、京九、南

昆、寶中鐵路以及衡廣、蘭新複線、青

藏鐵路等重點工程項目。著有《鐵路建

設管理論集》，並發表了《青藏鐵路建

設管理創新與實踐》、《青藏鐵路

多年凍土工程的研究與實

踐》、《高速鐵路：

成功與挑戰》等

多篇文章。

新中國鐵路
發展大事記

1952

•中國最新設計建造的高
鐵車組 「復興號」 在京
津城際高鐵首次投入使
用，標準時速350公里
，全車WIFI覆蓋。

•成渝鐵路建成通
車，這是新中國
成立後建成的第
一條鐵路。

1979
•中國首條開往香港的直
通旅客列車廣九鐵路通

車典禮在廣州舉行。

1994
•中國第一條準高速鐵路廣深
鐵路建成，並於1996年在

香港和紐約上市，中國鐵路
從此進入高速化，資本化。

1996
•京九鐵路通車，跨越9省98
個縣，全長2553公里，是

當時中國最長的鐵路線。

2006
•世界屋脊青藏高
原迎來了首列列
車，中國鐵路建
設的水平開始領
跑全球。

2008
•京津城際鐵路開通，
這是第一條中國擁有完
全自主知識產權，時速
350公里的高速鐵路。

2009
•武廣高鐵新幹線全線投入
運營，標誌中國從機車製
造，到鐵路設計、施工

建設以及列車運
行控制等全面
掌握高速鐵路
技術。

2017

原鐵道部常務副部長

、中國工程院院士孫永福對

大公報指出，在不久的將來，

香港可借道深圳接入全國高鐵網

絡，實現與粵東、粵西高鐵互通，

實現粵港澳大灣區高鐵全覆蓋。他

透露，目前，廣州、深圳有關方面正

在探討建設一百多公里長度的廣深高

速磁懸浮線路的可能性，時速可達

600多公里。

今年2月，中共中央、國

務院印發了《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建設

富有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一

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孫

永福表示，鐵路向來是國家

不可分割的重要連接，也是

加快推進區域一體化的重要

紐帶。廣深港高鐵的開通，

使得粵港城市間 「內循環」
大大加速，為深港兩地居民

的生活、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交通出行

便利，他們每周甚至每日往返深港，

節省了時間，密切了往來。

實現廣深港半小時生活圈
孫永福指出，最近國家已明確提

出支持深圳建設先行示範區，深圳打

造大灣區國際綜合交通樞紐。廣深港

高鐵通車後，伴隨深圳與內地20餘省

（市）連通高鐵以及深茂高鐵、贛深

高鐵建設，在不久的將來，香港可借

道深圳與粵東、粵西的高鐵互通，實

現粵港澳大灣區高鐵全覆蓋，並與全

國高鐵網絡連為一體。此外，廣州、

深圳有關方面也在探討，建設更高速

軌道交通的可行性，比如建設一百多

公里長度的廣深高速磁懸浮線路，時

速可達600多公里，從而實現廣深港

半小時生活圈，以及香港和其他大灣

區城市的一小時生活圈。

他說，大灣區高鐵網絡

建設，將帶來明顯的同城效

應、聚集效應。不僅大大縮

短內地與香港的時空距離，

而且將增強內地與香港的經

濟協作，強勁提振地區經濟

融合發展，助推粵港澳大灣

區經濟發展。

回顧70年鐵路建設輝煌成就，孫永福

說，1949年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鐵路營

業里程僅2.18萬公里，截至2018年底，中

國鐵路營業里程數字已達13.2萬公里，早

已超過英、法、德、印度及俄羅斯，實現

電氣化率70%，複線率58%。目前中國20

萬人口以上的城市96%通鐵路，百萬人口

城市高鐵覆蓋率65%，這個數字仍在不斷

擴大。中國高鐵營業里程達到3萬公里，超

過世界高鐵總里程2/3，已經成為世界上高

速鐵路系統技術最全、集成能力最強、運

營里程最長、運行速度最高、在建規模最

大的國家。

年發送旅客33億人次
他指出，中國鐵路運輸能力大幅度提

升。1949年解放初期，客運旅客發送量只

有1億人次，貨物發送量只有5500多萬噸

。2018年底鐵路旅客發送量33億人次，貨

物發送量達到32億噸，總的周轉量40004

億噸公里。中國鐵路旅客周轉量、貨物發

送量、總的換算周轉量以及運輸密度等運

輸經濟指標居世界第一。

孫永福說，中國鐵路科技創新後來居

上，成果豐碩。特別是進入本世紀後，在

國家改革開放大背景下，創新能力不斷增

強，以高速鐵路、高寒高原鐵路、重載鐵

路為代表，形成了一個覆蓋全面、以我為

主，兼容並收，具有中國特色的鐵路的技

術體系，總體上技術已進入世界先進行列

，部分技術處於世界領先水平。像大秦鐵

路年運量達4.51億噸，青藏鐵路攻克了多

項世界難題，這些都是世界公認的成就。

孫永福指出，中國鐵路由小到大、由

弱變強的跨越式發展，可謂70年輝煌成就

的具體縮影，國際影響力與日俱增。如京

津高鐵，自2008年開通後，已經有百餘位

外國元首搭乘，很多人都是慕名而來。

全產業鏈「走出去」步伐加快
隨着 「一帶一路」 建設不斷深入，中

國鐵路 「走出去」 步伐加快。印尼雅加達

至萬隆高速鐵路、老撾磨憨至萬象鐵路、

泰國曼谷至廊開鐵路、匈牙利布達佩斯至

塞爾維亞貝爾格萊德鐵路升級工程等，正

在有序推進，一批鐵路項目新簽合同。鐵

路裝備出口也是由低端到高端，從出口發

展中國家到出口發達國家，受到越來越多

國家的歡迎，成為中國國家形象的靚麗名

片。在國家金融保險機構配合下，中國鐵

路推進從設計諮詢、施工、裝備到運營的

全產業鏈 「走出去」 。

他認為，一系列數字證明，中國已經

成為名副其實的交通大國。中央強調 「交
通強國，鐵路先行」 ，在推動國家經濟發

展、貿易往來、社會穩定、貨物運輸以

及百姓出行等方面肩負着無可替代的

作用，未來鐵路仍大有可為。下一

步，中國鐵路深化應在體制改革

、完善人才機制、加強基礎研

究、技術創新和管理效率等方

面繼續發力，推動鐵路高質

量發展，以綠色智能鐵路

為標誌，實現由鐵路大

國邁向鐵路強國的歷

史性跨越。

舉世矚目的青藏鐵路2006年7月

1日建成通車，結束了西藏不通鐵路

的歷史。原鐵道部常務副部長、中國

工程院院士孫永福對大公報表示，青

藏開通運營13年來，一直保持安全暢

通，穩定可靠的水平，這在世界鐵路

史是很罕見的。作為典型公益性基建

項目，青藏鐵路產生了大量外溢效益

，運營前十年合計產生的社會效益、

環境效益超過334.8億元（人民幣，

下同）。

孫永福曾擔任青藏鐵路建設領導

小組副組長，本世紀初他受命作為 「
總指揮」 親身領導了這條高原 「天路

」 的建設全程。2006年7月1日，經

過13萬名建設者5年艱苦卓絕的奮戰

，在克服了高寒缺氧、多年凍土、環

境保護世界性的 「三大難題」 後，舉

世矚目的青藏鐵路全線通車運營。

2016年，在青藏鐵路運營10周

年之際，孫永福親自率領有關人員現

場調研，主持 「青藏鐵路對經濟社會

發展重大作用研究」 。

研究結果顯示，青藏鐵路在取得

明顯的直接經濟效益同時，還產生了

大量的外溢效益。青藏鐵路運營十年

，旅客時間節約效益累計約30.98億

元，年均3.1億元，節約能源達81萬

噸航油，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達251萬

噸，合計產生的間接效益至少為

334.8億元，已超過了項目建設總投

資。

研建廣深高速磁懸浮線

◀去年9月廣深港高鐵香港
段投入運營，乘客在西九龍
站列車前留影 資料圖片

指揮修建青藏鐵路 攻克世界難題

▲孫永福在世界第一長隧道─羊
八井一號隧道看望工人 受訪者供圖

（大公報整理）

效益顯著 世行點讚中國經驗
▲去年12月，多款 「復興號」 新型動車組亮相鐵路科技創新成就展 資料圖片

▲

孫永福

今年7月，世界銀行發布一份名為《中國的

高速鐵路發展》的報告認為，各國可以學習中國

在建設高速鐵路網絡方面的經驗。報告指出，目

前中國的高鐵網絡比世界其他各國加起來的總和

還要龐大，其影響遠遠超出了鐵路部門，還包括

改變城市發展模式、增加旅遊和促進地區經濟增

長。世界銀行還對中國高鐵服務的經濟效益進行

了研究，估算出中國高鐵網絡的回報率為8%，

遠高於其他多數國家長期大型基礎設施投資項目

的資本機會成本。

對此，原鐵道部常務副部長、中國工程院院

士孫永福對大公報指出，中國高速鐵路不僅經濟

效益顯著，而且社會效益、環境效益十分突出，

對促進沿線產業發展、改善民眾出行條件發揮了

重要作用。中國高鐵的成功基於中國巨大而迫切

的市場需求，實施開放創新、協同創新，依託重

大工程項目，發揮制度優勢，加強行業統籌，從

而實現快速追趕、技術超越。例如，2004年國

務院審議通過《中長期鐵路網規劃》，確定建設

「四縱四橫」 為中國高鐵網主骨架。2016年，

新的《中長期鐵路網規劃》公布，提出規劃建設

「八縱八橫」 高鐵網絡。 「必須要指出的是，發

揮 『集中力量辦大事』 的制度優勢，是中國高鐵

成功的重要經驗。」 孫永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