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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亿产值轨道交通产业如何打造
速度、密度、重载三者平衡至关重要 智能化发展，正在升级无人驾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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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

世界最大的电力机车总装厂
房， 坐落在中国中车的株洲电力
机车有限公司中。 记者参观时看
到， 这里陈列了许多先进的电力
机车， 展示着株洲多年来机车的
“进化”历程。

厂房的文化宣传栏里， 贴着
一张黑白而且已经泛黄的60年前
的老照片， 让所有来参观的人回
溯到1936年的历史。就是这一年，
粤汉铁路株洲至韶关段通车，株
洲建起了修理进口蒸汽机车头的
厂子，这就是株机的前身，也才有
了株洲现在尖端的轨道交通技
术。

但仅有技术是不够的。11月
26日-27日在株洲召开的2016轨
道交通产业国际峰会上，傅志寰、
刘友梅、丁荣军、钱清泉等4位中
国工程院院士，来自中国中车、西
门子、 阿尔斯通等全球轨道装备
制造巨头的高层代表，以及“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代表、国内50多
个城市代表齐聚株洲通过开幕论
坛、院士论坛、巅峰对话、合作论
坛、创新论坛等多种方式，从“政、
产、学、研、用”多个维度，为我省
打造2000亿元产值的轨道交通
产业集群建言献策。

打造成富有竞争力的
产业之都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中车
株洲电力机车公司专家委主任
刘友梅提出， 要把长株潭打造
成为“全球轨道交通博物馆”，
以株洲田心为核心， 建设全球
轨道梦工厂， 将株洲轨道交通
产业打造成为全球“烫金名
片”。 “在我们轨道交通高速重
载的技术突破的条件下， 要将
轨道交通的技术引向绿色加智
能。”刘友梅院士介绍 ，借助这
些历史机遇， 希望株洲的交通
轨道产业集群能够成为2000亿
产业集群， 并分享全球轨道交
通装备1900亿欧元的市场。

在原铁道部部长、 中国工程
院院士傅志寰看来， 株洲是他一
生最难忘的地方，从1991年参加
工作，他在这里度过了23个春秋，
见证了中国电力机车牵引发展全
过程。傅志寰认为，我国乃至全球
轨道交通建设方兴未艾， 株洲应
该应势而为，乘势而上，加快发展
轨道交通产业， 加快建设轨道交
通城，打造成富有竞争力、影响力
的世界电力牵引中心或世界轨道
交通产业之都。

据介绍， 株洲目前集聚了中
车集团旗下中车株机、 中车株洲
所、中车电机、中车投资控股等四
家子公司， 以及轨道交通装备制
造配套企业300多家，形成集产品
研发—生产制造—售后服务—物
流配套于一体的完整成熟的产业
链条，本地配套率达70%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在高速动车、
电力机车、城轨车辆、铁路货车等
领域， 以株洲为代表的湖南一批

轨道交通装备企业掌握了国内领
先的核心技术，拥有相关专利722
项， 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比重达
到了74%。

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
委员会委员朱森第建议， 在未来
的发展过程中， 轨道交通装备产
业应注重融合、创新发展。从工程
应用、产品的谱系化、低消耗、高
性能、可靠性上升级、创新，同时
实现轨道交通和能源领域的融
合，成为绿色、服务、人文的先进
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

三个因素间的平衡
影响高铁发展

从目前来看， 中国高铁线路
不但列车数量多， 而且运行里程
长，未来的发展趋势引人关注。

在一片对现有成绩的“肯定”
声中， 铁道科学研究院原首席专
家钱立新提出了不同意见。 钱立
新表示，速度、密度、重载这三个
因素之间的平衡对运输行业至关
重要， 而速度则是高速铁路发展
的关键。

钱立新介绍， 截至2015年年
底 ， 中国高速铁路总里程为
19109公里， 占世界高速铁路里
程约55%。目前，我国列车追踪
间隔时间（指同一方向追踪运行
的两列车间的最小间隔时间）为
3分钟的情况下， 最高运营时速
为300公里， 与法国320公里、德
国310公里相比， 还是有一定差
距。而将高速铁路速度提高到最
高运营时速350至400公里，具有
紧迫性。

钱立新坦言， 这是应对能源
危机的要求， 是与航空竞争取得
优势的要求， 是满足旅客舒适乘
车的要求。同时，他也表明制动能
力、牵引能力、电相段分布、列控
系统响应等限制， 需要相关领域
专家学者持续发力、逐步克服。

工业4.0成为新一代工业发
展的方向与标准。 中国城市轨道
交通协会装备制造专家委员会副
主任、铁道部科技司副司长、铁路
部信息技术中心主任李中浩表
示，随着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
日益成熟， 轨道交通装备与轨道
交通系统将越来越智能化， 不仅
能使轨道交通的可靠性和可维护
性进一步提高， 还能为城市管理
提供决策依据。 从轨道交通装备
角度来讲， 全自动运行系统就是
一种智能化的升级， 国外的地铁
70%以上的新线是采用全自动驾
驶， 我们国家全自动系统驾驶还
在升级中，北京、南京、深圳都在
思考要不要上。

现场还展示了新一代的城轨
技术，比如，新研发的城轨无人驾
驶信号系统、新一阶段的eLTE无
线通信系统等。 华为技术公司企
业业务中国区交通系统部部长路
海空介绍，eLTE技术作为最先进
的4G技术， 在承载信号系统上，
它会更加的安全、可靠、稳定。

株洲规划“两千亿”
产业集群

“面向‘十三五’，株
洲市已经出台行动计划，
确立了‘建设一座城、打
造三中心、 实现两千亿’
的战略目标。” 株洲市委
副书记、 市长阳卫国介
绍，该计划即建设“株洲
轨道交通城”， 打造世界
一流的轨道交通装备研
发中心、世界一流的轨道
交通装备制造中心、全国
最大的轨道交通产业服
务中心，力争到2020年，
实现产值2000亿元以上
目标。

据介绍，未来几年株
洲将按照“产业高端化、
产品系列化、 配套本土
化、市场全球化、产城一
体化”的原则，充分发挥
轨道交通装备产业技术、
人才、品牌优势，通过推
进“科技创新、企业培育、
产业延伸、 城市提质、金
融服务” 等主要行动措
施，全力实现上述战略目
标。

“按照产城融合的建
设思路，坚持宜居、宜业
的标准和理念，突出轨道
交通装备工业文明和产
业特色， 计划用5年左右
的时间，通过完善基础设
施、实施土地开发、建设
标准厂房、开展招商引资
等措施。” 株洲市国有资
产投资公司董事长杨尚
荣透露。

■记者 李琪

以丹麦哥本哈根这个城市为例，城镇的快速发展中，会出现空
气污染、碳排放、交通堵塞的问题，导致人们出行时逐渐由私家车
转向公共交通。因此，例如轻轨、地铁以及高铁动车等轨道交通的
建设，需要与当地的规划整合起来。有很多案例说明，以轨道交通
为导向的发展，会拉动后续相应的基础设施的投资，进一步影响到
整个区域的资金活力。

经验之谈

一些铁路的运营商在购买产品的时候， 只要求产品的功能和
效果，却很少注重产品的安全性。例如在中国的内陆地区，不同的
铁路网络和不同城市铁路的网络未进行连接，这就是存在的漏洞。
还有的铁路网络虽然是设定的安全驾驶，但并不存在安全防范，所
有系统像敞开大门，黑客只需要稍微做一些研究，了解整个铁路运
营的系统是怎样运作的，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

不仅仅要追求速度，未来高速列车发展重点还需要关注舒
适性、经济性及对环境的保护等。此外，数字革命也需要高度重
视，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铁路所面临的矛盾，为旅客提供
个性化服务。

日本地铁发展的一个好的经验， 是利用地铁将当地的文化、
旅游结合起来，例如在特定的路线上提供特定的内饰装饰，给乘
客提供当地美食、文化的体验。中国大城市的一些地铁站可以设
置一些购物场所， 在乘客消费的同时起到分散人流的作用。此
外，日本轨道交通的技术创新依旧很快，例如3D技术应用、物联
网的联通等。

我们在海外“一带一路”讲的是五通，最重要的是设施连通，
最后都要流通，基础设施、交通高铁是一个最重要的领域。中国可
以在全方位的系统整合上提供服务。中国在“一带一路”的沿线国
家，目前做得比较多的是中土建、中交，还有港口码头建设。现在
最重要的是在非洲，非洲很有空间为中国品牌的产业链植入创造
空间。中国的装备制造业，特别是有品牌的装备制造业，应该成为
中国走向全世界“一带一路”的主角，而不仅仅是给人家卖一些低
端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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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27日， 2016轨道交通产业国际峰会在动力之都株洲召开。 包括4位院士在内的500多位国内外
专家、学者和嘉宾，把脉中国轨道交通产业发展成果，共商轨道产业生态未来。 李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