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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交通枢纽新优势
——“新世纪·郑州十年”系列报道之二

本报记者 武建玲

市民张女士准备回东北老家探亲，来到启用
两个多月的火车站西出站口，车站大气的鼎型主
楼给她留下深刻印象，进去后发现乘客还可通过
自动售票机买车票，她连呼“方便”。其实，今

后，市民还可在此享受“零距离”换乘地铁、公交、
出租等交通工具。

市民感受到的方便，与新世纪以来郑州在塑造
交通枢纽新优势方面的努力不无关系。

作为我国重要的铁路、公路、航空、电信、管道
传输枢纽，新世纪以来，郑州利用区位优势转化升
级而成的交通优势和立体辐射优势快速发展，同时
也在解答着全国交通大发展提出的新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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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2001 年 9 月 16 日，我市自

筹资金建设的第一条高速公路
——郑少高速正式开建。

2002年8月8日，全省最大
一家快客公路运输公司在郑成
立。

2002年11月15日，我市提
前实现村村通柏油路目标。

2003年12月28日，郑少高
速公路建成通车。

2003年12月29日，郑州新
郑国际机场实行属地化管理，
正式移交河南省人民政府，组
建河南省郑州新郑国际机场管
理有限公司，成为河南省直管
国有大型企业。

2004年8月1日，省市公路
重点工程——全长39.6公里的
国道 107 新建工程建成通车，
工程仅用时8个月。

2005 年 8 月 12 日，郑州西
南绕城高速公路、少洛高速公
路同时建成通车。

2005年11月29日，交通部
和河南省人民政府正式签署

《关于加快河南交通发展的会
谈纪要》。

2006 年 11 月 9 日，经过近
一年的建设，全长39.11公里的
郑开大道建成通车。19日，郑
汴城际公交开通。

2006年12月21日，郑州国
家干线公路物流港开建，总投
资45亿元。

2006年12月22日，石武客
专郑州黄河公铁两用大桥、郑
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郑州火
车站西出口改造等三个重大铁
路项目正式启动。

2007年11月21日，省政府
印发《郑州国际航空枢纽暨港
区建设规划纲要》。

2007年12月21日，郑石高
速建成通车。

2007年12月29日，郑州新郑
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竣工启用。

2008 年 7 月 29 日，深航控
股 51%的国内支线航空公司
——鲲鹏航空公司将总部选在
郑州，这是首家“落户”郑州的
航空公司。

2008年9月4日，铁道部和
河南省人民政府加快河南铁路
建设战略合作协议签字仪式在
京举行。

2008年10月15日，石家庄
至武汉铁路客运专线全线开建。

同年，郑州新郑国际机场被
国家民航局确定为全国八大区
域性枢纽。

2009 年 6 月 1 日 ，省政府
与南航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009年6月6日，郑州轨道
交通1号线一期工程开工。

2009 年 6 月 29 日，客专郑
州新站工程正式启动。

2009年6月30日，省政府和
中国民用航空局促进河南民航发
展会谈纪要签字仪式在郑举行。

2009年12月14日，郑州新
郑国际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
700万人次。

2009年12月29日，郑州至
焦作、郑州至开封、郑州至新郑
机场城际铁路工程开建。

铁路助推郑州崛起
“火车拉来的城市”，这是人们对郑州崛起发

展的概括。
的确，近现代以来，郑州的崛起繁荣源自百年

前远东地区两条干线铁路的建设。
历史上虽贵为商都，但历经 3000 多年的变

迁，20世纪初的郑州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
19 世纪末，在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建议

下，清政府决定修建从卢沟桥到汉口的卢汉铁
路。由于郑州最适宜修建黄河铁路大桥，卢汉铁
路最终选择取道郑州。郑州的命运因此而改变。
1906 年，卢汉铁路通车，成为我国中部南北交通
的唯一铁路干线。郑州火车站一带迅速成为商贸
业最红火的地段，并辐射四周。

卢汉铁路修到郑州不久，我国东西“大动脉”
陇海铁路的前身汴洛铁路开始从郑州火车站向东
边的开封和西边的洛阳修建，并于1909年12月建
成。两条铁路的通车，构筑了中国铁路史上第一
个“黄金十字架”，郑州成为我国铁路第一大枢纽。

便利的交通吸引了不少商人来郑办厂、经
商。古老的郑州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到上世
纪二三十年代，大同路、德化街上已经是商铺林
立、车水马龙，郑州逐渐成为中原腹地物资集散和
交流的重要商埠。

新中国成立初期，历经战乱的郑州尚未恢复
元气。1952年10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时任铁道
部部长滕代远的陪同下视察郑州。看到郑州火车
站竟然用席棚作售票室、候车室，他长叹一声：“我
们欠债很多唉。”并当即指示：要把郑州车站建成
远东最大、最完善的客运大站。自此，郑州铁路建
设和城市发展进入快速发展期。

如果说铁路枢纽地位的形成和强化是近代郑
州由县城发展为省会都市的一个转折点，那么省
会迁郑则让郑州迎来了命运的第二次转机。

1954年，河南省省会由开封迁至郑州。地理
位置适中、交通方便是省会迁郑的主要原因。自
此，郑州发展全面提速。

省会迁郑后，郑州大规模城市建设帷幕拉开，
一大批工厂随即兴建，铁路、纺织、烟草、建筑工人
成群结队涌进了郑州。数十所大中专院校及一批
科研院所由汴迁郑，为郑州发展提供了人才、科技
支持。

郑州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定为新兴工业城市，“一
五”计划的实施，使郑州工业迅猛发展。立足于郑州
丰富的农产品、矿产资源及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一
批纺织、电缆、砂轮、铝业企业迁郑，一同迁来的还有
一大批来自五湖四海的产业技术工人骨干。

工业振兴、人才聚集、文化杂糅，带动了商贸
服务业的发展，也为郑州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积攒了深厚的底气。

从省会迁郑开始，郑州铁路事业的发展和郑
州站的扩张，更是一发不可收。1956 年，国家拨
专款113万元，对郑州车站客运站进行改造，一座
当时全国一流的候车大厅拔地而起，旧中国留给
郑州火车站的破旧面貌一扫而光。此后数十年
间，无论国家遇到经济困难还是压缩基建规模，郑
州火车站均未受到影响，改建工程持续不断。

1989年，郑州北站成为我国铁路首个综合自
动化编组站，也是亚洲最大的铁路编组站；1999
年，总投资4亿元、历时12年的郑州火车站改建工
程完工，该站成为我国第二大铁路客运站；2002
年，郑州铁路东站成为全国最大的零担货物中转
站和亚欧大陆桥最大的集装箱集散地，也是全国
最大的内陆一类口岸。郑州作为全国重要铁路枢
纽的地位空前强化。

郑州的公路事业改革开放后也步入快车道。
具有标志意义的是：1992 年，全国首家内陆公路
口岸——郑州公路港建成；2002 年，郑州实现村
村通柏油路；2003年，郑少高速公路通车，郑州所
辖六县（市）实现高速公路全覆盖；2004 年，京珠
高速河南段全线贯通，我国“五纵七横”国道主干
线河南境建设任务全面完成。坐拥连霍、京珠两
条高速公路主干线交会的优势，依托河南相对发
达的公路网，郑州作为全国公路枢纽的地位日益
突出。

利用“九州腹地、十省通衢”的“中”、“通”优
势，郑州的加工制造业、商贸业等产业得到大力发
展。上世纪90年代，郑州零售业领跑国内同行并
掀起了闻名全国的“商战”，郑州还建起辐射周边
省份的 20 多个国家级批发市场、120 多个区域性
批发市场，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流淌成了滚滚人
气与财富。

审时度势调整思路
百年来，郑州作为全国重要交通枢纽的地位

毋庸置疑，而其中国铁路“心脏”的美誉也一直让
河南人、郑州人引以自豪。但进入新世纪以来，河
南人、郑州人逐渐产生了一种危机感。

2004年4月18日凌晨1时18分，由武昌开往北
京西方向的Z38次列车从郑州呼啸而过，结束了郑
州火车站建站百年来逢车进站必停的历史。

2005 年 3 月，郑州铁路局被拆分组建新的郑
州铁路局和西安铁路局、武汉铁路局，新成立的郑
州铁路局的管辖线路营业里程缩短了近2/3。

2006 年 7 月，北京西—拉萨的 T27 次列车开
通，作为首列进藏火车，这趟列车沿途在石家庄、
西安、兰州等6个站办理客运业务，但唯独不再停
靠郑州。

仅仅两年后，河南人敏感的神经被再次触动
——2008年 9月 2日，有媒体报道，北京、上海、广

州、武汉、成都、西安将被建成全国六大枢纽客运
中心，郑州意外落选。

这一系列事件引发了人们对郑州交通枢纽地
位的思考。

有专家这样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铁路运
输已经逐步连线成网，铁路网络各支点转运能力
提高，京广、陇海两大铁路干线地位和作用相对下
降，郑州作为全国陆路运输中心的地位受到影
响。加上改革开放前以香港为出海口的南北为主
的陆路运输方向被以上海为出海口的东西运输方
向取代，武汉由于其位置和上海的强大引力，作为
我国中部东西运输节点的概念日益强化。

而武汉交通建设的力度之大也的确让人不可
小瞧——利用位于京广客专和沪汉蓉客专“十字”
交叉口这一优势，武汉市2006年就提出，5年内投
资1000亿元，建设交通重点项目218个，努力打造
集“铁、水、公、空”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交通枢纽。

几乎就在同时，郑州周边其他省会城市也抓
住国家交通大发展的机遇，高起点、大气魄地建设
交通枢纽——陕西举全省之力，加快西安全国铁
路枢纽城市建设步伐；安徽省计划投资近千亿元，
建设2850多公里铁路，把合肥打造成为国家干线
铁路枢纽。

交通枢纽建设何以如此火热？
区域经济学专家朱国传分析，交通运输业是

经济区域的网络和命脉。在实现劳动地域分工和
经济区域形成发展过程中，交通运输业是实现部
门分工和地域分工的保证和进行经济联系的桥
梁。在一个经济区域内，把国民经济各部门联结
成为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统一整体，主要依靠交
通运输业；而把各个经济区域区别开来并实现各
自的专门化，进而又把各个经济区域紧密联系起
来，更要靠交通运输业。可以说，交通运输业对区
域经济发展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先导性、基础性、服
务性作用。

新一轮城市之间的竞争，某种程度上是在交
通枢纽建设这个层面上进行的，谁反应快、出手
准、干得好，谁就会在未来一定时期内牢牢掌握发
展的主动权。在这场失败不起的竞争中，郑州决
不能掉以轻心，决不能无所事事。否则，现实的优
势可能丧失殆尽，郑州将错失发展良机，我们将成
为历史的罪人。

郑州的决策层意识到了巩固、强化郑州枢纽
地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在 2007 年 2 月召开的全市领导干部会上，省
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文超说：“不久前，市委常委会
对今后一个时期郑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思路作
了进一步完善和调整……经济发展思路是‘强化
枢纽地位、优化工业结构、建设商贸都市、发展现
代农业’。”

“强化枢纽地位”首次在我市经济发展思路
中提了出来，而且放在了最前面，显示了市委、
市政府对交通在郑州经济社会发展中战略性、
基础性作用的高度重视，这是市委在认真分析
形势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对以往经济发展思路
的创新和完善。

成为省会以后，郑州几次编制和修编城市
规划，国务院的批复文本中，关于郑州发展方向
的表述在调整，如轻纺工业城市、商贸城市等，
但始终没有变化的是：郑州是全国重要的交通
枢纽。交通区位优势是郑州最大的优势，这在
近现代郑州的崛起发展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
用。这一优势在郑州今后的发展中只能强化，
不能削弱。郑州未来的辉煌，仍然要寄希望于
这个优势的发挥。

其实，在此前的 2006 年，“强化枢纽地位”虽
然没有在工作思路中提出，但市委、市政府在工作
安排中已体现出对交通枢纽建设的重视。当年启
动实施的跨越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八项重点工程
就包含了交通枢纽和物流工程，其中交通枢纽项
目24个、商贸物流项目9个，总投资约600亿元。

对于强化枢纽地位，省、市的认识是一致的。
“河南什么都可以输，但交通枢纽的地位绝对输不
起。”主管交通的副省长张大卫曾在多个场合强调

枢纽建设对于河南的重要意义。
河南的交通优势主要体现在省会郑州的交通

优势上。如果郑州失去交通优势，河南的交通优
势将无从谈起。强化郑州交通优势成为省市共同
的努力方向。

以强化枢纽地位为目标，河南、郑州只争朝
夕，不敢懈怠。

拉长“短腿”巩固优势
如何巩固、强化枢纽地位？
郑州必须客观分析自己在国家交通“大盘”中

的位置，结合自身实际，打造颇具竞争力的综合交
通枢纽新优势。

国家层面对于郑州的枢纽定位十分清晰。《综
合交通网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郑州是国家规划
的“五纵五横”综合运输大通道的重要节点；《促进
中部地区崛起规划》提出，要把郑州建设成全国性
交通枢纽城市和物流节点城市，进一步提升郑州
机场在全国的地位。

打造交通枢纽，郑州优势明显：河南人口多，
经济总量和增速在中部地区领先，交通需求巨大；
河南铁路、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良好，郑州交通运
输优势明显；中原城市群综合竞争力中部地区领

先，对郑州交通枢纽建设有带动作用。
但枢纽建设的制约因素同样不能忽视——
航空运输发展滞后。2006年，郑州机场的客

货吞吐量在中部地区仅排第 3 位、在全国排第 22
位，与河南经济大省、人口大省的地位不相称，制
约着郑州枢纽地位的发展。

城市辐射带动力不强。作为中原城市群的核
心和龙头城市，郑州首位度不高，在人口规模、经
济总量等方面带动力、辐射力较弱，不利于枢纽地
位的提升。

于是，拉长“短腿”、巩固优势，实现各种交通
方式协调发展,成为郑州构建综合交通枢纽的着
力点。

枢纽建设，民航优先。航空港是郑州参与国
际竞争、融入全球化市场的重要战略资源，是未来
决定其枢纽地位的核心要素。从郑州机场出发两
小时航程内覆盖了我国 95%的经济总量和 98%的
进出口总额，而且交通便利的郑州机场与北京机
场距离很近，可以分担北京机场的货运压力。郑
州发展航空物流条件得天独厚。

省委、省政府给郑州机场的定位是：以客
带货、以货促客、客货并举的全国大型枢纽机
场和国际货运枢纽。发展目标为：2035 年，机
场旅客吞吐量达 700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200
万吨以上。

围绕这一目标定位，一系列措施开始实施：
引进深航郑州分公司、鲲鹏航空公司等航空公
司“安家”郑州；投资 14 亿改扩建郑州机场新航
站楼，使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由原来的 380 万人
次增加到 120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由原来的 3
万吨增加到 35 万吨；实施项目带动战略，积极
发展临空经济；与南航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争取
开辟新航线、加密航线网络，拓宽河南连接全
国、走向世界的空中桥梁。

铁路优势，巩固强化。除了拥有京广、陇海两
条铁路“大动脉”十字交点的既有优势，在方兴未
艾的高速铁路发展大潮中，郑州又坐在了京广、兰
徐两条客运主干线的十字交叉口，幸运地成为拥
有两个铁路“黄金十字架”的城市。把握难得机
遇，郑州全力服务郑西高铁、石武高铁建设，大力
推进客专郑州新站、石武高铁郑州黄河公铁两用
大桥、郑州火车站西出站口等重大项目的建设。
同时积极推进郑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等项目建
设，以提高郑州铁路货运能力。

作为省会和中原城市群的核心城市，郑州是
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而其对周边地
区的辐射、带动主要是通过铁路、公路等媒介来实
现。为促进中原城市群经济一体化，增强郑州作
为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力、带动力、影响力，河南
首先推动交通一体化，大力发展城际铁路。郑州
至焦作、郑州至开封、郑州至新郑机场城际铁路等

项目去年年底已开建。
公路网络，完善提升。河南高速公路四通八

达，作为公路枢纽，郑州需要做的主要是完善、提
升工作。除了已经形成的高速公路网，郑州注重
加强与周边城市，特别是与周边卫星城市的通道
联络，着力建设一级公路或者二级以上公路，打造
半小时辐射圈、一小时辐射圈、两小时辐射圈。郑
开大道、中原西路（至荥阳）已建成通车，郑汴物流
通道、郑州至新郑快速通道正在建设，郑州至新密
快速通道、郑州至上街快速通道今年 10 月将开
建。投资45亿元、占地4000多亩的郑州国家干线
公路物流港等重点工程正在紧张施工。同时，郑
州还对干线公路进行了大规模升级改造，着力提
高干线路网通行能力。

在枢纽建设过程中，郑州打出“组合拳”——
注重各种运输方式的有效衔接，真正做到各种运
输方式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协调发展，使旅客实
现“零距离换乘”、货物实现“无缝衔接”。客专郑
州新站、郑州机场都将成为集多种交通方式于一
体的大型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

强化枢纽继续发力
打造综合交通枢纽，河南、郑州不遗余力。
随着一系列措施的有效实施、一部分项目的

建成投用，郑州枢纽建设的成效也初步显现。
航空港建设方面，2008 年，郑州机场被确

定为全国八大区域性枢纽机场。2009 年，郑
州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 734 万人次、货邮吞吐
量 7 万吨，分别比上年增长 24.7%和 9.1%。目
前，共有 17 家航空公司在郑州机场运营，开
通航线 78 条，通航 55 个城市和地区，每周航
班 1400 多个。

铁路建设方面，郑州火车站西出口建成投
用，郑西客运专线今年 2 月 6 日开通运营，郑州
至西安列车直达最短时间由 6 个多小时缩短至
2 小时以内。高铁带动旅游等相关产业发展，

“高铁经济”显现。郑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去年
也已建成。

公路建设方面，全省高速公路路网更加完善，
已基本形成以郑州为中心的1个半小时中原城市
群交通圈。随着郑开大道的通车以及郑汴、郑新、
郑许、郑焦城际公交的开通，郑州与中原城市群其
他城市的联系更加密切。

便利的交通也助推郑州工业、旅游、商贸、物
流、会展等产业风生水起、精彩纷呈。2009年，全
市共举办展会84场，累计办展面积124万平方米，
成为中国会展城市“百万俱乐部”成员；全市接待
境内外游客近 4167.7 万人次，比 2004 年的 1387.4
万人次增长了两倍。

打造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是一项复杂、长期
但影响深远的系统工程，尤其是在 2008年 7 月市
委提出建设“现代化、国际化、信息化和生态型、创
新型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城市新定位后，枢纽
建设显得更为重要。

强化枢纽优势，任重道远。
建设航空枢纽是郑州建设国际化城市的重

要途径。围绕全国大型枢纽机场和国际货运枢
纽的目标定位，郑州机场第二航空楼和第二跑
道拟于今年开建，以满足客货运需求。机场还
面临着大力开拓国际、国内航线，发展客运、货
运业务等问题。除了年内即将动工的新郑机场
至许昌、新郑机场至洛阳城际铁路，机场与中原
城市群其他城市的轨道联络也应进一步加强，
以增强机场辐射力。

铁路方面，郑徐客专今年将开建，郑州主要是
搞好协调配合。随着 2012年京广客运专线、2013
年徐州至宝鸡客运专线贯通，我省境内主要铁路
干线将初步实现客货分线运输，郑州到北京、武
汉、长沙、上海等城市将3小时左右到达。我省还
将争取开建郑州至重庆、太原、济南、杭州等城市
的铁路客运专线。此外，随着郑州铁路集装箱中
心站的投用，郑州的铁路货运能力至少提高一倍
以上。郑州作为全国铁路枢纽和物流中心的地位
将更加稳固。

中原城市群城际铁路建成通车后，以郑州为
中心，覆盖中原城市群的“半小时交通圈”、覆盖全
省的“1 小时交通圈”将会形成，郑州与周边城市
的联系会更紧密，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中原城市
群竞争力将进一步增强。

公路建设上，我省已决定打通省内断头
高速公路，对接省外高速，同时加快高速连接
线建设，使高速公路网作用充分发挥。其中，
今年上半年将开工 11 个高速项目，2012 年全
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突破 6000 公里，高速
路网也将更完善。郑州干线公路物流港正紧
张施工，郑州综合交通枢纽公路客运站等 4
个公路客运站在建或即将开建。相信这些项
目投用后，郑州作为全国公路枢纽和物流节
点的地位将得到强化。

内外畅通，枢纽优势才能充分发挥。在市
内交通上，郑州将着力建设“六横六纵”快速路
网体系和以城市轨道交通为骨干、BRT 为骨干
补充、常规公共汽车为主体的城市公共交通系
统，仅今年打造“畅通郑州”的投资就达 195 亿
元。

我们相信，不远的将来，在中原大地上，一
个民航、铁路、公路协调发展的综合交通枢纽将
再次吸引人们关注的目光，一个现代化、国际
化、信息化和生态型、创新型国家区域性中心城
市将成为郑州人的骄傲。

郑少高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