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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速350公里！
“复兴号”开跑！

21日9时整，G1次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驶出北京南站，

瞬间提速。历经4小时28分的飞驰，抵达上海虹桥站。

其疾如风！一路上，“复兴号”最高时速达到355公里。

G1次列车准时驶出北京南站后，

车厢显示屏上的时速数字一路爬升。

15 分钟后，激动人心的数字出现：350

公里！

车内响起一阵欢呼声。不少人纷

纷拿出手机和相机，记录下这一“翻开

中 国 高 铁 发 展 新 篇 章 ”的 数 字 。

“G1”——在这趟车次名称就让人感觉

有特殊寓意的列车上，既有普通乘客，

也有专门前来体验的高铁“发烧友”，还

有交通领域的专家和铁路部门的工作

人员。

“相当平稳、相当舒适、相当满意。”

在上海社科院工作的李谦用“三个相

当”来概括乘车体验。为了体验350公

里时速下的高铁，李谦特意把本是昨天

的票改买到了今天，他还拿了一个矿泉

水瓶进行倒立试验，即使在350公里的

时速之下，瓶身也“屹立不倒”。

记者在一等座车厢看到，座椅间距

统一加大到 1160 毫米，旅客“舒展身

体”毫无问题。即使在二等座车厢，座

位也相当宽敞舒适，不仅座椅加长了

20毫米，其间距也统一加大到1020毫

米。

移动网络时代，没有充电设备和移

动网络信号怎么行？“复兴号”为此可是

下了一番“苦功”：列车不仅在每排二等

座前后都设置220V不间断插座，还专

门增添了 USB 接口，保证每个座位充

电都能“一一对应”。此外，乘客还可使

用 CRNet－WiFi 免费无线上网，再也

不用担心旅途单调无聊。

还有不少细节显示了“复兴号”为

了提升乘车体验的用心。在席位上

方，席位号显示屏增加了新功能：席位

号旁边的三个小点是红色时，显示席

位已占用；黄色代表已经预售，下个区

间将会有乘客；绿色代表车票还未售

出，席位没有占用。为了让置放的东

西更平稳，窗台采用了增加摩擦力的

防滑材料。

快速舒适，
可充电可免费上网 时速350公里安不安全？这么快的时

速其环保、经济性如何？对于时速如此快

的“子弹头”，安全、环保等是最受人关注

的“头等大事”。

“京沪高铁是目前世界上设计建设标

准最高的高速铁路，‘复兴号’是按照时速

350 公里运营研发制造的中国标准动车

组。‘复兴号’在京沪高铁按时速350公里

运营，从技术安全性、可靠性、舒适性上讲

是没有问题的。”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经理

陆东福告诉记者。

在2011年高铁降速之前，中国曾有包

括京津、郑西、武广、沪杭在内的4条高铁

按照时速350公里运营。

近几年来，高铁提速重新进入大众话

题。随着高铁的发展，关于350公里这个

速度，人们对于技术和安全方面的担心越

来越少。

目前，中国高速动车组保有量达到

2700余组，每天开行4500多列，居世界首

位，累计发送旅客60多亿人次。以京沪高

铁为例，运营 6 年来累计安全运送旅客

6.72亿人次。

中铁总科技管理部副主任齐延辉表

示，今年7月，“复兴号”在京沪高铁开展了

时速350公里实车、实重和实速检验检测、

可行性研究和运营安全评估，组织专家进

行了评审咨询。“通过全面系统的科学论

证和综合评估，表明京沪高铁满足按设计

时速350公里的运营要求。”

为了提高安全性，技术人员在“复兴

号”上建立了全方位安全监测系统。全车

有 2500 余个传感器，比以前动车组多出

500余个。“这些传感器就像眼睛一样，时

时刻刻对列车的运行状态、轴承温度、冷

却系统温度、制动系统状态、客室环境进

行监测。”铁科院研究员张波说。

跑得更快，能耗却更低。张波说，京

沪高铁实测结果显示，在350公里时速下

“复兴号”与“和谐号380”相比，总能耗下

降了10%，意味着京沪高铁往返一趟能省

5000多度电。

安全环保，科技含量“满满的”

随着高铁网络的不断延伸，以前人们

常常问“高铁何时到我家”。如今，随着

“复兴号”在京沪高铁上书写“350公里”时

速，不少网友开始问“350公里的时速啥时

到我家”。

那么，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线，会

否全面恢复350公里时速呢？中铁总总经

理特别技术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华武

告诉记者，高铁全面提速需要一个过程，

管理上要面对新的挑战，也要综合考虑经

济和社会效益。

“中国要形成高铁系列产品，从250、

300到350公里的速度等级，350公里是其

中等级最高的，但不代表全部。要根据不

同的出行需求、不同地区的经济条件综合

考虑，确定开行什么样的时速是比较合适

的。”何华武说。

在“350 公里时速”开行初期，从 9 月

21日起，将有7对“复兴号”动车组在京沪

高铁按时速 350 公里运行，分别是 G1／

G2、G3／G4、G5／G6、G7／G8、G9／

G10、G13／G14、G17／G18次。

“这些车次特别受欢迎，7对车车票已

经全部售罄。”中铁总运输局营运部副主

任黄欣告诉记者，对于客流需求旺盛的京

沪高铁来说，提速有利于缓解“一票难求”

的局面。据统计，京沪高铁开通运营6周

年累计发送旅客突破6.3亿人次，平均一

年超过1亿人次。

何华武表示，目前京沪高铁日均运行

400 多列车。在时速提高到 350 公里后，

随着“复兴号”下线数量和出行需求增加，

提速的列车数量也会逐步增加。他表示，

中国已建成运营的2.2万公里高铁，约有

三分之一是按350公里时速设计建造的，

今后将根据各线路的达标条件逐渐提高

时速。

尽管全面推行“350”仍有待时日，但

提速的高铁“暂不提价”。“提速初期，考虑

到社会也需要一个适应期，目前不会调整

票价，以后会按情况逐步进行调整。”何华

武说。 （新华社）

7对“复兴号”动车组推行“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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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普遍关注
京津冀协同发展

蓝皮书指出，公众对“京津冀协同发展”

政策影响对环境、交通方面的评价较高。

调查研究发现，公众对“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知晓度明显提升，对交通、医疗等举措

更加关注。公众普遍反映政府对“京津冀协

同发展”政策的信息公开、意见反馈渠道的

建设较为完善。总体来看，居民对“京津冀

协同发展”政策的影响持积极态度，整体行

为选择比较缓和，对依法行政和规范执法的

期待较高。

就城市层面的影响而言，总体评价仍以

积极影响为主。具体来看，公众认为在实际

政策实施中对北京已经产生的积极影响主

要包括空气质量变好、环境污染改善、交通

拥堵改善、城市综合地位上升，同时其他有

益影响还包括人口压力减少、社会治安变好

等方面。

调查还显示，居民对北京市社会治理评

价总体良好，满意度明显提升，73.6%的被调

查者对社会治理表示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

比2012年提高6.8个百分点。

流动人口家庭化
趋势明显

蓝皮书指出，21世纪以来，北京市流动

人口发生了重大结构性变化，因北京和周边

省份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势差，大量外

来流动人口流入北京谋生，而且劳动力年龄

人口占80%左右。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明

显，以核心家庭为主，在家庭类型中所占比

例达到80%左右。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在京流动人口收入

逐年增加，消费结构逐渐优化。但是，受相

关政策影响，在京流动人口收入总体水平并

不高，而且随着房价、物价上涨，消费支出中

用于居住的支出占家庭总支出比重将不断

增加。

2017年北京人口
将出现负增长

北京市统计局数据显示，自 2000 年以

来，北京市外来常住人口连年增加。值得注

意的是，常住外来人口在2016 年首次出现

较大幅下降。实际上，自2010年以来，北京

市常住人口增量和增速逐年递减。尤其是

2015 年和 2016 年，人口增速进一步下探。

2016 年，新增人口仅有 2.4 万人，增速近乎

停滞。

报告称，这表明，过去几年非首都功能

疏解工作的人口调控效果逐渐显现。报告

表示，可以预测2017 年北京市有可能首次

出现人口减少的转折点，人口增长势头将彻

底扭转。

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教授戴建中

认为，外来常住人口减少说明北京市人口调

控政策取得了成效。

本报讯（记者陈晓红）昨天在京发

布的《社会建设蓝皮书：2017年北京社

会建设分析报告》指出，2016年北京常

住外来人口开始由增转减，比 2015 年

末减少15.1万人。报告预测，今年北京

市有可能首次出现人口减少的转折点。

社会建设蓝皮书由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及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共同发布。蓝皮书透露，2016 年

北京市常住人口2172.9万人，比上年末

增加 2.4 万人。其中，全市户籍人口

1362.9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17.7 万人；

常住外来人口807.5万人，占常住人口

的37.2%，比上年末减少15.1万人。

社会建设蓝皮书预测

北京人口有望
20年来首次减少

1

2

3

99月月2121日日，，一列一列““复兴号复兴号””列车驶出北京南站列车驶出北京南站。。

99月月2121日日，，在北京南站在北京南站，，““复兴号复兴号””列车员帮助乘客上车列车员帮助乘客上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