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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古丝绸之路(以下简称古丝路)是以中国长安(今西

安)为起点，连接中亚河中地区、波斯湾及地中海各国

的陆上通道，是历史上中国与中亚、西亚、南欧、北非

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的动脉。域内勤劳勇敢的人民共

同谱写了促合作、图共赢的千古传诵的友好篇章。经过

岁月变迁，贸易、投资、合作及交流在古丝路上再度活

跃。为让古丝路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中国政府发布了推

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1]，其中明确：畅

通中国到中亚、西亚、波斯湾、地中海的通道，是发展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点之一；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

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

同打造中国—中亚—西亚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是重大战

略布局之一；抓住交通基础设施的关键通道、关键节点

和重点工程，优先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配套

完善道路安全防护设施和交通管理设施设备，提升道路

通达水平；推进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制，促进国

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有机衔接，逐步形成兼容规范

的运输规划，实现国际运输便利化。“一带一路”战略

规划已获得国际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中国已积极行

动，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

铁路是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和大众化的交通工具。

铁路具有运力大、能耗小、污染少、成本低等技术经济

比较优势，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

连接古丝路各国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经济增长、惠及民

生的重要条件。构建以铁路为骨干的古丝路大能力通

道，是支撑和带动共同打造中国—中亚—西亚国际经济

合作走廊的需要。

目前，古丝路铁路现状是东部“通而不畅”，西部“路

段缺失”。虽然几经研究、多轮商谈，畅通解决方案也

未能取得明显进展；因此，深入研究古丝路铁路畅通解

决方案非常必要，且十分迫切。

2．古丝路铁路畅通存在的关键问题

古丝路铁路通道途径多个国家，由于技术标准不统

一、管理体制不同，而且还受到不同国家经济、政治及

其铁路发展的影响，现存两方面主要问题：一是“通而

不畅”，中国铁路与中亚铁路、中亚铁路与伊朗铁路，

因轨距标准不同，“通而不畅”，运输能力、服务质量均

不能满足现代物流、人流要求；二是“路段缺失”，西

亚部分国家铁路不仅是尽端路，而且还存在大片无铁路

的空白区，铁路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远未解决，网络

未根本形成，铁路促进、带动作用及在运输市场中的竞

争优势未得到体现和发挥。

2.1.“通而不畅”难题的关键是轨距标准不统一

2.1.1. 轨距标准不统一既限制运能又增加运营成本

(1) 换轨站限制了铁路运能

目前中国、伊朗铁路与中亚铁路互联处均有换轨

站。中国有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个口岸换轨站。中

亚五国均采用1520 mm宽轨标准，中国、伊朗均采用

1435 mm标准轨距。口岸接轨轨距不统一，无法直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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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机车车辆过轨，必须在口岸站进行转向架更换或货物

换装，导致口岸站成为铁路通道能力的“瓶颈”。以运

能较大的阿拉山口—多斯德克口岸站为例：2014年完成

运量不到1.7×107 t，口岸站换轨能力已趋于饱和状态，

过境货物在口岸站滞留情况时有发生。即使采用多种措

施，受自身技术装备“短板”限制，也难与两端线路能

力协调匹配，更难构建形成畅通的大能力通道。

(2) 换轨作业大幅延长了运达时间

换轨作业需要对车辆更换转向架(含轮对)，或者进

行货物换装；或使用价格昂贵的带有可变距轮对的车

辆，或者旅客换乘。这种作业既增加运输时间，又增加

运营成本。尤其是口岸站换装作业，需根据不同车型、

货种处理，加上报关报检、请关、装卸的时间，货物在

口岸站滞留的时间，有时长达10余天，这就大幅延长

了运达时间。以时间要求敏感的中欧班列为例：2014年
11月18日，从义乌西站至马德里站的“义新欧”班列

(82TEU)，全程约13 052 km，需经8个国家3次换轨作业，

在抓紧作业的情况下还历时21天，导致铁路运输优势、

竞争力大幅削弱。

2.1.2. 差异化轨距国际铁路的解决方案

国际铁路联盟(UIC)定义：宽轨轨距为1520 mm及

以上，标准轨距为1435 mm，窄轨轨距为1067 mm及以

下。轨距不统一导致效率低下、运营成本居高等大量弊

端，国际铁路采取分类解决方案。

(1) 普速铁路网轨距维持现状，高速铁路等新线采

用标准轨距

日本普速铁路网维持了1067 mm轨距。1964年10月
开通的东海道新干线，修建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标准轨

距，并作为后来新干线的标准。两种轨距铁路功能定位

明确，旅客在站换乘设施处置合理，运营效果好。

中国台湾地区普速铁路维持了窄轨轨距。台北至高

雄高速铁路，以及台北、桃园、高雄捷运系统修建时，

均采用了标准轨距。

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普速铁路均为窄轨

轨距，曼谷、吉隆坡机场快线建造时，采用了标准轨

距。这三个国家拟建的高速铁路等，均一致选用了标准

轨距。

(2) 铁路网统一轨距，便于互联畅通

西班牙、葡萄牙、立陶宛、拉脱维亚及爱沙尼亚普

速铁路为宽轨轨距，正在或拟进行改标准轨距工程，以

实现与欧盟铁路互联畅通，列车跨线运行，降低运营成

本。西班牙曾开发自动变轨距的列车，列车以15 km·h–1

的速度通过时实现换轨距运行，但技术复杂、车辆造价

高，运营不经济。西班牙在修建高速铁路时，选用了标

准轨距，目前高铁运营里程已位居世界第二。

历史上加拿大、美国、墨西哥铁路的轨距颇为凌乱，

无法实现铁路直通联运。美国1886年2月公布《美国铁

路采用统一轨距公约》，将轨距统一为标准轨距，超过

20 000 km的轨道重铺。北美铁路统一轨距后，在直通

联运、货运效率效益、货主满意度方面取得了不凡成效。

过去中国大陆的铁路有标准轨距，宽轨、窄轨轨距。

金达先生在唐胥铁路修建时，詹天佑先生在京张铁路修

建时，均坚持选用标准轨距铁路。目前铁路网已是统一

的标准轨距。

(3) 高速铁路等新线轨距同既有铁路

俄罗斯及独联体多国，铁路轨距为1520 mm。这一

轨距标准已形成横跨欧亚的庞大的铁路网，路网规模位

居全球第二。为了充分利用既有的资源，除个别特殊功

能线路外，新建线路轨距同既有铁路。俄罗斯拟建的莫

斯科—喀山的高速铁路也采用1520 mm轨距。

轨距差异化国际铁路分类解决方案启示：轨距是各

国铁路历史、文化的传承，差异化轨距将会长期存在；

旧线老标准、新线新标准是依据各国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技术经济综合比选而定。

2.2.“路段缺失”问题的关键是需求共识

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

繁荣和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

界和平发展，是一项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古

丝路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在尊

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沿线国家宜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

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

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广泛认同

这些愿景，且已在行动。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
合会)，拟建一个连接6个成员国的铁路网，预计全长将

超过2000 km ；土耳其、伊朗、伊拉克等国加快实施国

家铁路网规划，并积极与邻国铁路对接，打通缺失路段

的先期成果逐步呈现。

因此，古丝路铁路畅通最关键的问题是畅通中亚

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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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畅通中亚段铁路有价值的方案

由于受天山、昆仑山脉等地理条件限制，通过对中

国—中亚—伊朗铁路自然特征、交通特征、经济特征等

方面的研究，以及从多边关系和有关国利益关切等方面

分析，目前有经霍尔果斯、吐尔尕特、伊尔克什坦扩建

或新建铁路三大有价值的方案。

3.1. 经霍尔果斯方案

为缓解阿拉山口的运输压力，修建的精河至霍尔果

斯铁路已经与哈萨克斯坦铁路互联互通，在促进中国与

中亚各国间区域经济合作及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已日益呈

现。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开通运营时间不长，但发展趋

势利好，未来将形成集客货运输、仓储和电子商务等功

能于一体的国际物流中心，对丝路经济带建设将发挥重

要作用。但是，如果要构建形成跨线运行、畅通的铁路

大能力通道，能力“瓶颈”限制在霍尔果斯口岸换轨站。

3.2. 经吐尔尕特方案

即中吉乌铁路，喀什—吐尔尕特—安集延，全长超

过500 km。修建中吉乌铁路，可实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

坦、乌兹别克斯坦的铁路互联互通，既增加了一条铁路

国际通道，提供新的选择，又使中亚、西亚与中国南疆

及以远经铁路的物流、人流少绕行、更便捷；还可改变

吉尔吉斯斯坦南部交通格局。由于轨距标准不同，需在

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之间设置口岸换轨站。如果要构建

形成跨线运行、畅通的铁路大能力通道，能力“瓶颈”

限制仍然在口岸换轨站。

3.3. 经伊尔克什坦方案

即2014年12月在杜尚别举行的铁路会议倡议的中

吉塔阿伊5国(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

汗、伊朗)铁路。初步研究的路径是喀什—伊尔克什坦—

卡拉梅克—杜尚别—马扎尔谢里夫—梅马内—赫拉特—

泰耶巴特，尔后在合适节点分南线直达波斯湾，西线通

往土耳其、中东地区等。中吉塔阿伊铁路全长2300多千

米，有困难山区、复杂地质，工程艰巨。伊朗在地缘上

看到项目的重要性，看到未来发展的潜力，主动积极推

进；对吉、塔、阿三国而言，可搭建域内商品国际交流

铁路运输平台，并通过源源不断地过境运输来繁荣域内

经济，是一个好的发展方式；对中国而言，可增加一条

国际铁路通道，直达运输更便捷。这个项目几乎填补了

域内铁路的空白，如果按期望的标准轨距修建，有可能

构建形成跨线运行、畅通的大能力通道。

从中国铁路与邻国铁路互联互通和以铁路为导向的

国土开发方面考虑，中吉乌铁路、中吉塔阿伊铁路并非

替代关系，都有修建的必要性。从较复杂的地理环境、

自然特征、市场需求、经济特征、安全因素、利益关切、

政治局势方面分析，项目实施的可能性、可行性以及紧

迫性尚存变数。面对重大难题和关键问题，遵循“一带

一路”愿景与行动共建原则和合作重点，通过分析、初

步研究，提出古丝路中亚段修建高速铁路(简称丝路高

铁)，并兼顾集装箱班列解决方案，合作进行可行性

研究。研究中开展多层次、多渠道的沟通磋商，以

期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

公约数。

4．丝路高铁方案构想

4.1. 方案构想基础

基于：

1) 与中亚现状1520 mm轨距体系铁路运输市场区

分，功能互补、各展其长；

2) 中亚现状铁路骨干线路多呈西北—东南走向，

补充东北—西南走向铁路，完善铁路网；

3) 高铁可吸引中亚五国6000多万人口的大多数，

以及诱增国际游客，有一定的客运量支撑；

4) 古丝路集装箱货源增量及海运箱的转移运量，

有一定数量的集装箱国际班列支撑；

5) 促进构建新型、高效综合交通体系，体现先

进性；

6) 以站招商、以商建城、以城富民、综合开发，

形成高铁串珠式的经济带。

4.2. 线路走向方案

建议的线路为乌鲁木齐—伊宁—阿拉木图—比什凯

克—塔什干—撒马尔罕(—杜尚别)—阿什哈巴德—德黑

兰。这一路径既涵盖了中亚域内的主要城市，又有别于

既有铁路走向和域内规划的北南铁路走向，还避绕了艰

险山区和复杂地质。

4.3. 功能定位

现状1520 mm轨距体系铁路，承担了大量客、货运

输任务，是中亚国家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支持更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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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丝路高铁是中亚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建成后将是对现有普速铁路运输、汽车运输、航

空运输的有效补充，不仅可大幅提高旅客出行效率，而

且增加了旅客选择出行方式的余地。丝路高铁客运列

车、集装箱国际班列共线运行，在铁路运输市场上有别

于普速铁路，功能是互补的，可充分发挥各自长处，促

进并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让人民群众生活更美好。

4.4. 技术经济条件研究重点

除现行的高速铁路可行性研究内容外，丝路高铁还

应抓住以下重点：

1) 丝路高铁标准轨距与现有交通系统客运便捷换

乘，集装箱运输无缝衔接；

2) 动车组列车最高运行速度为250 km·h–1或300 km·h–1 ；

3) 集装箱国际班列最高运行速度为120 km·h–1或合

理值；

4) 集装箱车辆装载方式为单层或双层；

5) 卧铺列车的选型、开行方案；

6) TOD (transport-oriented development)开发模式及

方案；

7) 项目推进实施，有价值商业模式的比选。

5．结语

丝路高铁是构建古丝路中亚段铁路大能力通道、畅

通中国—中亚—西亚国际铁路运输的主要对策措施。以

丝路高铁为“轴”，以经由城市站区组团为“点”，“点

轴理论”将推进中亚域内形成共同繁荣的经济带，符合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未来发展趋势的要求。只要坚持

共建原则，以“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抓手，持之以恒，美好的愿景

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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