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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地产·聚焦 B11

高铁发展分化了传统
铁路的高端需求

随着高铁的发展成熟，传统
铁路的高端需求被迅速分化，成
为传统批发商业及小商品批发
等中低端商业的集散地，或者转
化为旅游观光景。

由于高铁通车，加快了人
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生产
要素的快速流通，沿线一些“资
源枯竭型”城市再次获得高速交
通优势，重新受到国内外投资商
的青睐，纷纷前来考察项目，准
备投资办厂。

它也将促进相关产业的转
移，武广高铁通车后，湖南省已
承接1600余项产业转移项目，其
中138个项目投资1000万美元以
上。湖南省已为此推行涉及税
收、工商、财政、人力等多个部门
的34条优惠新政。

高铁沿线将成为经济
发展最活跃的区域

大量数据证明，高铁沿线已
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和
最具潜力的地区。高铁站周边
区域的物业也成为城市和市民
投资财富的增长极。从日本大
阪的新干线难波城到京都火车
站购物中心，日本不仅形成了轨
道交通综合体开发成熟体系，而
且非常善于利用高速铁路带动
周边城市规划和经济发展。

几年前，在考察了日本新干
线高速铁路站点商用物业后，中
国商业地产联盟专家委员杨宝
民表示，“我们也应该充分利用
好高铁站点周边8公里土地的商
业价值，办公，商业物业和公寓
式住宅等都是适合站点发展的
物业类型。”

郑东新区的郑州综合交通枢纽已经开始修建
写字楼、五星级酒店、餐饮娱乐、购物中心开始向此靠拢

时下，“高时下，“高铁商务区”很铁商务区”很
今年2月6日，我国中西部地区第一条时速350公

里的郑西高速铁路开通运营。这预示着一个新的时
代正在到来，高铁的运行，打通了省级城市交通圈，加
速人才、技术、物流、旅游资源等经济要素的流动，传
统的经济版图都面临着重新洗牌。

瞄准这一机遇的诸多企业伺机将总部迁至高铁
站附近，此举或将催生高铁商务区，助涨区域内的商
务和商业氛围，提升物业价值。 晚报记者 王亚平

郑州跑步进入高铁时代

高铁全然改变了人们对时空距离
的定义，而多条过境河南的铁路项目和
河南境内多条城际铁路已获得铁道部
支持

据 7 月 29 日中国之声的《新闻纵横》报
道，在 28日的铁道部新闻发布会上，从高铁
的上座率到中国的高铁专利，从中国的高铁
投入到高铁的全球互联互通，都是国外媒体
关注的热点问题。

面对高铁上座率的质疑，铁道部运输局
综合部主任李军用一串数字给出回答：沪宁
线上座率是 124%。武广高铁七月份以来的
上座率是 101%，甬台温、沪昆、合宁、合武的
上座率都是比较高的，上座率在160%~180%
之间。

铁道部总工程师何华武表示，中国高速
铁路网这几年发展非常快，我们走的是引进
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引
进了国外200公里级的高速铁路技术。在这
个基础上技术实质性的创新，提高到了 350
公里。350 公里并没有完，还会再创新到京
沪高速铁路380公里。

除了技术的不断创新，在今年初的两会
期间，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还透露：我国 2013
年将建成世界最大高铁网，东南西北以武汉
为圆心形成4小时经济圈，届时乘武汉高铁4
小时内可以分别直达北京、上海、成都和广
州。

具体到郑州，有资料显示，多条过境河南
的铁路项目和河南境内多条城际铁路获得铁
道部支持。

这些项目中，除了郑西客专已于今年 2
月开通运营外，石武客专、山西中南部铁路通
道、郑州至焦作城际、郑州至开封城际、郑州
至新郑机场城际、宁西铁路增建二线等在建
项目也进展顺利，郑徐客专、新月四线、运三
铁路、孟宝增二线等项目正抓紧开展前期工
作。

铁道部和河南省将进一步通力合作，全
面加快推进河南境内铁路规划建设，尽快构
建发达完善的铁路网，为河南省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可靠运力支持。

而为了迎接高铁和城际轨道交通灯各种
交通要素的“大跃进”，位于郑东新区的郑州
综合交通枢纽已经开始修建，其中包括新郑
州火车站、新郑州站城际轨道站、新郑州站公
路客运站、新郑州站市政配套设施、新郑州站
公交和出租场站等项目。

被高铁改变的经济版图

有了高铁，在郑州几乎可以与任何一个城市共享资源，在这个通勤圈里任何一个城市
都可能成为工作和生存的地点

对于来往于豫陕两省市的商务人士来说，乘坐郑西高铁已经成为常事。自今年2月6正式开通运
营至今，郑西高铁的上座率一直很高，有网友发帖提示大家：有出行计划还是提前订票为好。

作为中西部地区的第一条高速铁路，郑西高铁加速了两地旅游、商贸的互通发展。假若放眼中国
乃至全球，不难发现，这并非个例，高铁全然改变了人们对时空距离的定义。

与自驾相比，乘坐高铁较为舒服；与飞机相比，在距离稍短的旅程中，它省去了郊区机场登机的麻
烦，省时且班次较为频密，总载客量亦远高于民航。

以世界上高铁发展较快的国家为例，日本、法国及美国的高铁都是首先连接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日
本的东京到京都，法国的巴黎到里昂，美国的波士顿到纽约、华盛顿。

而据调查，其顾客对象则多为商务旅客，旅游旅客为第二主要客户。中国高铁目前的发展状况也
与此相似，乘坐武广高铁、郑西高铁的大都是商务精英和城市白领。

“以前公司派我去西安分公司做部门负责人，嫌距离远，无法照顾家庭，我就没答应。今年3月，我
反而主动申请去了西安，如今每周末只要不加班我就会回郑州。”从事建筑工作的陈学鹏称高铁改变了
大家对距离的概念，也改变了传统的经济版图。

若不单局限于眼前，未来郑州的城际高铁会越来越多，在速度、频次和便捷消费等层面的优越性，
将使中原城市群之间以及各城市群之间的社会、经济、产业、生活大融合愈走愈近。

而随着规划的“四纵四横”铁路快速客运通道以及四个城际快速客运系统的形成，地处中原的郑州
几乎可以与任何一个城市共享资源，在这个通勤圈里任何一个城市都可能成为工作和生存的地点。

河南省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所长郑泰森曾公开表示，中国高铁的问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将重塑
中国区域经济格局。

有了高铁，各地间人才流动、商务交往、科技合作、信息交流等都会频繁互动，成为日常行为。

总部迁移，催生高铁商务区

在高铁时代到来后，各地政府纷纷着手打造高铁商务区，这是对传统火车站商圈经济的
颠覆。

郑州素有大交通枢纽之称，也被誉为“火车拉来的城市”，铁路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中原人再熟悉不过。
不同于传统火车站商圈的批发、零售商居多，郑西高铁开通后，由于切身感受到了便捷，诸多企业

纷纷表示若有合适的办公场所，将把公司总部搬到高铁站附近。
记者也发现，在高铁时代到来后，各地政府纷纷着手打造高铁商务区，这是对传统火车站商圈经济

的颠覆。
沪宁高铁推动了苏州园区站内写字楼项目的增值，当地专家认为这将催生高铁商务区的形成；京

沪高铁尚未开通，无锡已经开始大力打造高铁商务区；因为高铁，石家庄也对发展总部经济和楼宇经济
信心百倍。

眼下，郑西高铁还停靠在老郑州火车站，但由于火车站商圈已经不具备发展高端商务的空间和潜
能，人们对位于郑东新区的新火车站充满憧憬。

自从去年底开建，郑州市综合交通枢纽的首个配套工程的绿地之窗项目就吸引了各行业精英人士的
关注。作为综合交通枢纽中的“巨无霸”工程，郑州高铁客运站位于商鼎路北、107辅道西、东风东路东。

按照规划，车站除了一座多层的车站主体建筑外，其东、西侧各有一个站前广场，均规划有多座商业项
目。其中，绿地之窗是以商业为核心，集写字楼、五星级酒店、餐饮娱乐、购物中心为一体的城市综合体。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8月底，该项目开盘销售现场异常火热，创造了郑州商务综合体的销售奇迹。
这似乎也印证了人们对未来高铁经济的认同和期待。它为企业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当企业总部在一个
地区集聚后，通过自身的管理、业务活动，将不断对当地的经济产生各种效应、形成许多影响。

如今，有人说郑东新区项目价格的上涨，有一部分原因也得益于搭上了高铁的快车。在业内专家
看来，财富往往跟着规划走，郑东新区的交通枢纽今天是交通中心，明天就是经济中心。目前，各项设
施正在依据该规划有序进行，随着郑汴新区的发展完善，也必将会有多种经营品类的公司聚集于此，高
铁站周边的物业价值或许也会逐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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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域沸点 之 新枢纽 新商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