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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站与城市空间一体化方面，北京、南京、杭州

等地都进行了有益尝试，高铁、地铁、公交垂直换乘，

力争较短时间内实现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换乘。

高铁站还促进了城市经济结构的优化。比如说南京

南站，建设的时候契合了南京市“南京向南”战略，定

位为金融商务中心、区域总部集聚地，南京众多的高校

和科研机构，为这个战略提供了丰富的人才，周边完善

的配套设施，也为人才提供了舒适的生活条件，加上优

越的区位优势，连接着京沪、沪汉蓉、宁杭等 8 条高等

级高铁线路，也是 3 条地铁的交汇点，1 小时可达长三角

主要城市，经过十几年发展，周边已形成了 700 余家高

新企业集群。

正在建设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站，在城站融合方面

比较有特色，主要体现在对立体空间的运用。地面建筑

为写字楼等商业设施，地下分为三层，B1 层为进站厅，

B2 层为候车厅与出站大厅，B3 层为站台与轨道层，另设

有 B0.5 层东西公交车场站和 B1.5 层社会车辆停车场，车

站没有在地表上与城市抢面积，地下独有乾坤，车站和

城市完全融合于无形。与杭州西站一样，该站运用新型

科技透光材料，将大自然光线引入地下 30 多米的站台。

可以说，高铁站的功能已从“交通节点”向“城市引擎”

发展，通过功能复合、技术创新与区域协同，不断重塑

城市空间与经济格局。

铁路改变生活

近年来，高铁发展突飞猛进，成为越来越多人们选

择的交通工具，在新闻中的曝光率也更高了。高铁单位

能耗分别只有公路的八分之一，航空的十六分之一，电

气化铁路通过接触网取电运行，是一种绿色运输方式，

尤其进入高铁时代，这种先进高效的运输方式大规模运

用，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截至 2024 年底，中国铁路

营业里程已达到 16.2 万公里，其中高铁运营里程达到 4.8

万公里，铁路电气化率已达 75%。孙中山当年提出的中

国建一个总里程为 10 万英里（约合 16 万公里）铁路网

的理想早已变成现实。

高铁站更多的是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实质性的变化，

北京南站、南京南站、杭州东站，都是客流量排在全国

前列的高铁车站，每天发送、到达五六十万旅客。350 公

里的时速，体现出强大的时空压缩能力，足以重构经济

和文化，改变历史。

高铁网络促进了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技

术流的加速流动。高铁速度提升、班次加密、公交化开行，

扮演了通勤车的角色，人们在一座城市居住，在另一座

城市工作，上演一幕幕“双城记”。

高铁极速到达的特性，还改变了人们旅游休闲的方

式，“快旅漫游”成为新时尚。

高铁迅猛发展，还极大地释放了既有铁路线的运输

能力，使这部分腾出的运力，可以用来跑货运，其大运量、

高速度、长距离的特点，缩短了时空距离，极大提升物

流效率，为全国统一大市场注入强劲动能。

近年来，中国实行一系列免签政策后，国外博主纷

至沓来，其中许多博主以在中国乘坐高铁的体验为题材，

记录他们在中国的旅行经历，高铁站、动车组，仿佛成

了引领时代风尚的标志，高铁成为“中国名片”，更是

成为国家科技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象征。（刘建春，

上海铁道报记者，《火车老站地图》一书作者）

南京南站旁的铁路高架桥，高铁列车在行驶。

北京城市副中心站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