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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高铁连成圈
长三角超级大环线串起了什么?

2024年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迈入第二个五年的开
局之年。6月5日至6日，2024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
在浙江温州召开。

就在此次会议前夕，长三角超级环线高铁官宣。6月15日零
时起，长三角铁路将首次新增一条上海站至上海虹桥站的超级环
线高铁，将上海、南京、合肥、杭州等4座长三角中心、副中心城市
串成一个圈，单向行驶里程超过1200公里。超级大环线形成的
流动圆环，让长三角一体化有了更为具象的图景。这条横空出世
的超级大环线串起了什么？对沿线地区将带来哪些影响？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杜雪迎 综合

21座车站串联沪苏浙皖
2024年 4月26日，长三角地区

铁路新线——池黄高铁开通运营。
得益于此，长三角铁路首次尝试开
行上海—上海虹桥G8388/9/8次大
环形高铁列车1列。串联三省一市
21座车站，单向行驶里程超过1200
公里，这条超级大环线将长三角连
成一个“圈”。

现 代 快 报 记 者 登 录“ 铁 路
12306”客户端查询发现，这趟列车
10点 27分从上海站出发，10点 34
分停靠上海西站，之后出上海进入
江苏省。在江苏第一站停靠的是苏
州站，之后依次停靠无锡新区站、惠
山站、常州站和镇江站，于12点 38
分到达南京南站。列车驶出江苏省
进入安徽省后，于13点33分到达合

肥南站，随后依次停靠庐江西站、安
庆站、池州站、九华山站、黄山西站
和黄山北站。接着，列车驶出安徽
省进入浙江省，于16点30分到达千
岛湖站，后依次停靠杭州东站、海宁
西站、嘉兴南站。最后，再次回到上
海市，停靠金山北站后，于18点 36
分到达上海虹桥站。

全程历时8小时9分钟，这趟列
车的二等座全程票价为 591元，一
等座全程票价为 949元。6月 6日
14时 33分，现代快报记者打开“铁
路12306”客户端搜索发现，当天14
时 30 分 刚 开 售 的 6 月 20 日 的
G8388 次列车，上海到上海虹桥的
车票已经售罄，6月15日到19日的
车票也已全部售罄。对于“一票难
求”的现象，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
研究院院长曾刚认为，这里面有部

分人群“尝鲜”的因素，但最重要的
还是区域间通勤、商务、旅游等需求
很大。

“环+放射”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

作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
之一，这条长三角超级大环线的开
通备受关注。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的角度来看，开通环线高铁是实现
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

苏州大学商学院教授、东吴智
库研究员张斌认为，这条环线高铁
的开通，将进一步实现长三角区域
内的高效交通网络，有助于促进区
域内的人员和货物流通，推动经济
一体化发展。一方面，将进一步完
善长三角高铁网络布局，形成“环+
放射”的高铁网络结构，显著提升网
络的通达性和便捷性，更好地服务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另一方面，将
促进长三角区域要素高效流动和经
济社会一体化发展，进一步缩短长
三角核心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加
快人员、货物、资金等要素在长三角
区域内的自由流动，促进区域经济
社会一体化发展。

“交通的便利通达，将有利于沿
线地区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促进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打
造沿线产业带和经济走廊。”张斌表
示，环线高铁的开通不仅有助于实
现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还将为全

国其他地区的区域协同发展提供宝
贵经验。

在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城
市发展与管理系主任石敏俊看来，
环线高铁的意义，在于沿途城市间
的直达直通，加快人口流动、增加
经济互动、增强辐射带动，有利于
产业在沿途小城市落地，带动城市
旅游、工业、服务业等多业态发展，
从而激活整个区域的内循环。互
联互通的轨道交通网络，能够快速
将各种创新要素输送到各个区域，
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看能够增强中
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把一些较
为偏远的城市与中心城市连接起
来，让小城市与大城市间的联系更
便捷、更紧密。

比如，在长三角地区，皖南地区
发展相对滞后，环线高铁的开通，将
特别有利于激发皖南地区的活力，
推动皖南地区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

加密高铁网络，缓解交
通压力

长三角是我国人口最稠密的区
域之一。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
略以来，长三角地区的常住人口总
量每年保持增长，到去年底达2.38
亿人，约占全国人口比重的16.9%，
全国每6个人中就有1个生活在长
三角。

城市间通行需求的增长，是长

三角超级环线高铁开通最直接的原
因。2023年，长三角铁路年旅客发
送量突破8亿人次，铁路运力紧张，
热门路线经常一票难求。这条新的
超级环线高铁的开通，将缓解城市
间的出行压力。

其实，6月 15日即将开通的上
海站至上海虹桥站的环线高铁，并
非长三角的首条高铁环线。此前，
安徽就已开通运营了长三角地区首
条省内环形高铁，列车始发站与终
点站都在合肥南站，串起肥西、舒
城、庐江、桐城、安庆、池州、铜陵、无
为、巢湖等地，形成了一个省内流动
的“小圈”，沿线城市间往来，不需要
中途换车即可一车直达，出行更加
方便快捷。

近年来，长三角高铁网络不断
加密，“轨道上的长三角”正飞驰而
来。截至2023年底，长三角地区已
拥有25条高铁，动车组开行范围覆
盖除浙江舟山以外的所有地市，成
为全国高铁网络最发达完善的区域
之一，高铁里程超7100公里。

6月5日至6日，2024年度长三
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浙江温州
召开。会上，2024年度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实事项目清单发布，其中就
包括“建设轨道上的长三角”。2024
年，长三角地区将新增建成铁路里
程660公里，杭温铁路、池黄高铁等
建成通车，沪苏湖铁路力争通车，加
快通苏嘉甬铁路、沪苏嘉城际、滁宁
城际等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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