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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2 月 26 日，上海经苏州至湖州高铁（以下简称沪苏湖高铁）开通运营。这是首条横贯沪苏浙两省一市的高铁线，串起中

国经济第一城上海、中国最强地级市苏州，以及“两山”理念诞生地湖州。

沪苏湖高铁开通运营，谁是赢家？ ◎ 任俊锰◎ 任俊锰

▶

▲湖州长三角人才服务中心（上海）

“上海多了一条‘金腰带’。”这一点

让多年来亲身参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工作的阮青尤为激动，他曾任上海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长三角区域合

作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沪苏湖这条高铁线宛如一条游龙，

搅动着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活水——在

阮青看来，沪苏湖开通，不仅将打破此

前湖州“偏居太湖西南”的尴尬，从更大

范围来看，还将打通上海西向拓展的大

通道，借助湖州“承前启后”的枢纽作

用，这条上海以西的经济带还可一路向

安徽延伸，全新塑造一条区域发展的

“金腰带”。

阮青曾做过一项全球城市群的比

较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群新能源汽车

产业约占全球产量的 8%。如今，有了

这条“金腰带”，区域发展前景更值得期

待。

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正是湖

州培育的八大新兴产业之一，这里拥有

包括整车厂在内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300 多家，营收近千亿元。湖州也正在

继续放大该产业链。“新高铁覆盖了屹

丰汽车的供货半径，跟几大汽车基地距

离更近了。”叶华彪兴奋地说，屹丰汽车

的客户包括吉利、奇瑞、上汽大众等，沪

苏湖高铁接上商合杭高铁，向东去上

海、向西去芜湖都更方便了。

有了这条“金腰带”，城市间的合作

将如毛细血管般蔓延开去，实现“多向

联 动 ”，形 成 区 域 协 同 的 多 赢 局 面 。

2024 年前三季度，芜湖吸纳沪苏浙高校

院 所 技 术 合 同 成 交 额 同 比 增 长

245.8%。芜湖与长三角城市联动的范

围广泛、形式多样、潜力巨大。

对于长三角，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应

用经济学系教授芮明杰曾解读，它形似

一把蓄势待发的弓弩，中间的长江则是

箭，上海是最前端的箭头，环太湖区域

就是发射弓弩的扳机，负责为上海提供

腹地和向前的动力。

多年来，环太湖区域呈现明显的

“北强南弱”格局，无疑减弱了弓弩之

力。如今，湖州需要思考：如何才能充

分释放沪苏湖高铁的潜力。

如此，湖州就不能只向东看，同样

应该望向西面。“以沪苏湖高铁通车为

契机，依托商合杭和沪苏湖高铁，将沪

苏湖绿色产业廊道拓展为沪苏湖合绿

色发展廊道，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湖

州市发改委副主任沈培明举例说，安徽

合肥、芜湖在新能源汽车和低空经济领

域布局早、基础好，湖州应当结合自身

所需进行产业协作和创新协同。

这一思路的底层逻辑在于，长三角

城市发展各具特色，各有拿手好戏，同

时产业链互相嵌套、互为补充，没有哪

座长三角城市可以缺席一体化进程，同

时也将共享一体化成果。

（文稿源自解放日报）

沪苏湖高铁沿线区域自然受益较

多。站在上海角度看，这条在沪苏浙“横

着走”的高铁，对于上海辐射苏浙皖乃至

中西部广大地区尤为重要。此外，在这

条高铁延伸线上的安徽省的城市，也将

收获红利。最近，宣城、芜湖市委主要领

导均表示，当地已为沪苏湖高铁开通提

前谋划，期盼沪苏湖高铁早日开通。

沪苏湖高铁于 2020 年 6 月在湖州

开工，是长三角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代

表性项目，沪苏湖高铁规划、建设，因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而提速。反过来，随着

开通运营，这条高铁也将成为长三角新

的发展轴线。

一条沪苏湖高铁，将如何改变重塑

长三角？这无疑是当下值得深入思考

的问题，更有待沿线城市用实践去探索

其可能性。

与沪同城与沪同城

湖州是长三角地区为数不多高铁不

直达上海的城市。此前湖州站开往上海

虹桥站一天仅有 3 班高铁，列车需经杭

州绕行才能前往上海，用时约两个小时，

且由于列车行驶方向调转，还需调转座

椅方向，乘客若是睡着了，会在杭州站被

乘务员拍醒：“醒一醒，转一转。”

随着沪苏湖高铁开通，这样的尴尬

将成过去式。未来，每天将有超 100 对

列车往返于沪湖两地，湖州到上海间最

快仅需 30 多分钟，“沪湖同城”成为现

实。沪苏湖高铁改变两地间的时空距

离，更改变了人们的心理距离，如今“沪

湖同城”有了更多可观可感的真实场景，

如出差、教育、医疗、旅游乃至通勤等。

宁杭高铁开通前，湖州人到北京出

差最便捷的交通方式便是到上海虹桥机

场乘飞机。有了沪苏湖高铁，湖州人就

可以直达虹桥机场。还有一个好消息：

近日，串起虹桥2号航站楼站和浦东1号

2 号航站楼站的上海轨道交通市域线机

场联络线开通初期运营，最高时速 160
公里，在站站停的情况下，虹桥机场到浦

东机场全程仅 40 分钟，这让湖州人有了

更多出行选择。

高铁开通，两地将越走越亲，红利自

然不止于此。一组数据显示，湖州每年

接待上海游客近 1000 万人次，占省外游

客总数约一半。多年来，来自上海的林

家峰夫妇一有时间就喜欢到湖州的乡

村，但他们并不愿坐大巴或自驾，沪苏湖

高铁无疑成了他们的“最优解”。

新的文旅生意正悄然出现。湖州市

文广旅局相关负责人吴军最近关注到一

个新现象：随着中国对韩试行免签政策，

出现“周五下班去中国”热潮，大量韩国

年轻人涌入上海。尤其叠加不久前我国

出台的 240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接下来将

有更多外国人到中国旅游，上海自然是重

要的出入境口岸。吴军表示，上海正打造

中国入境游第一站，湖州可以作为承接上

海入境游客外延深度游的首选地。

湖州文旅部门早早做好了准备：比

如自高铁开通之日起到 2025 年 12 月 31
日，乘坐沪苏湖高铁到达湖州各站的旅

客，凭高铁纸质票或电子票，可在 72 小

时内免费进入指定旅游景区景点。此

外，湖州下辖区县也纷纷拿出举措：2024
年12月20日，南浔发布“全域住宿、全景

免费”文旅优惠政策，在南浔入住限额以

上酒店及等级民宿的游客，有机会免费

游览南浔古镇景区内6个收费小景点。

一条高铁线，自然不只是端对端的

连通，沿线城镇都是赢家。一个个深藏

江南的文化名镇、经济强镇，一下子被推

到台前。

吴江是苏州经济重镇，之前却“地无

寸铁”，不通铁路。随着沪苏湖高铁开

通，“沪苏同城”的辐射效应预计将在吴

江释放。从位于吴江的苏州南站出发，

前往上海虹桥站，最快仅需约 20 分钟，

未来通苏嘉甬高铁开通后，苏州南站将

成为示范区内新的枢纽站，沪苏湖横贯

东西，通苏嘉甬直通南北。

互相吸引

“沪苏湖高铁开通后，会不会存在

虹吸效应，机会到底在哪头？”这些问题

困惑着上海市湖州商会执行会长、上海

欧本钢结构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明，也是

不少湖州人最近在思考的问题。

近年来，长三角城市无不从高铁开

通运营中收获红利。比如位于长江以

北、曾经“向南不通”的南通，早已用发

展成绩给出答案。2020 年 7 月 1 日，沪

苏通铁路开通运营，南通“好通”了，当

年南通成为江苏第四座“万亿之城”。

数据显示，2024 年前三季度，南通GDP
达9414亿元，同比增长6.3%，增速高居全

国26个万亿城市第2位。同时，南通在产

业、创新等方面与上海已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近几年，湖州主动配套上

海产业链重点项目近 400 个，累计引进

上海3亿元以上产业项目350多个。

一方面，湖州积极承接上海产业、

资本和创新资源溢出。落地南浔的屹

丰新能源汽车轻量化研发生产基地便

是其中一个案例。屹丰汽车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华彪说，当初项目落

户南浔，就是看中沪苏湖高铁带来的区

位变化，公司离湖州南浔站就两三个红

绿灯，骑自行车只要 5 分钟。另一方

面，湖州也在助力企业走进上海。2023
年，考察长三角多地后，乔舰在湖州注

册成立湖州观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同

时，公司在距离上海虹桥站仅 15 分钟

路程、由湖州人才集团打造的人才飞

地，设立上海办公室。

上海同样看重湖州这个近邻。2022
年9月，沪苏浙联合印发的《上海大都市

圈空间协同规划》正式发布，这是全国

首个跨区域、协商性的国土空间规划，

其中湖州全域被纳入上海大都市圈。

如今，沪湖两地正“强强联合”，打

造高能级产业平台，实现上海管理经验

的输出、发展空间的拓展，进而探索沪

湖两地利益共享机制。比如，南太湖新

区与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共同规划打

造的半导体产业园，距高铁站仅 5 分钟

车程，已累计签约优质项目 33 个。再

比如，南浔区不仅设立湖州接轨上海创

新合作区，同时正与上海临港集团合作

打造产业园区。

谋求多赢

▲沪苏湖高铁线路走向示意图

▲位于示范区内的苏州南站

▲长三角（宣城）产业合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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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