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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作为一种高效、快捷的交通运输方式，缩短了城市间的交通距离，带动了相

关产业的发展，进而改变了城市间的空间结构。在沿线的城市中，高铁站周边地区成

为城市发展中极具活力的地区。借助高铁在区内的东南西北连接，广西东倚广东老大

哥，西入贵州、云南腹地，不单为各地市民提供了出行的便利，也连通了东西一带的

城市群。这对于长期处于运力不足、交通不畅的广西，对于各个城市的发展有较大的

促进作用。全面进入高铁时代的广西，对于各地市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打造西南

中南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纵深推进西部大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加快沿线城市的城镇化
首先，广西高铁开通能够助推各城市经济发展，加快沿线城市城镇化进程，有助

于实现中心城市与卫星城市的合理布局，发挥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如南宁与横县、宾阳等城市的联系会更加紧密，引导人力、技术和资金等生产要素在

以南宁为主的周边沿线城市间合理流动。

其次，广西全面进入高铁时代后，加强了与其他省会中心的联系，建立起跨区域

的城市圈。这主要体现在将主要城市串联起来，并加强了西北和中部地区更好地与东

部发达地区之间的交流。

此外，高铁开通后还能引导广西与其他地区间的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升级，推

动广西各地协调发展。高铁缩短了城市间的通行时间，消除了物流阻碍，中西部地区

与沿海省份的联系更加紧密，促进制造业等向劳动力成本、土地价格较低的内陆地区

扩张。随着制造业向内陆转移，沿海省份可集中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及服务。高铁大大

缩短区域间和城乡间的时空距离，促进区域间、城乡间劳动力、信息等要素的快速流

动。

当然高铁开通也带动了沿线城市的旅游、餐饮、购物等相关服务业和住房需求的

快速增长。新的消费中心、楼市购买、同城效应（一线城市工作、二三线城市生活）

成为城市的高铁沿线主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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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城效应与过道效应引发产
业转移

高速铁路的建设有利于建设跨区域的城市圈，引导地区间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升级，推

动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

高铁开通所带来的流动便利，不仅将加速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也带来产业的梯度转

移。对于高铁沿线有两点不可忽视，一是打通交通瓶颈，改变心理距离；二是推动产业转

移，促进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如广州或者深圳，总部经济、会展经济、楼宇经济等高端产

业，向这些发达城市聚集。而生产加工型的低端产业，更多地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较

低的城市转移。

但高铁开通也是一把双刃剑：会产生“同城效应”和“过道效应”。“同城效应”，

集聚人才和资源；“过道效应”，经济要素向大城市抽离。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

流。高铁建成几十年后，很多国家中小城市逐步“边缘化”，人口更多地涌向大城市。比如

日本、法国就是很好的例子。我国的北京、上海、广州、苏州、杭州一带均是“吸人吸金”

效应的城市。

处在高铁时代的广西，同要受此效应影响。如南宁、桂林、柳州、钦州、防城港、北海

等较为主力的城市均是吸人才、引投资，产生“聚焦式效应”的城市，同时也促进这些主力

城市的集中性经济井喷式发展，甚至形成围绕高铁站的高科技经济产业区。相对而言，县级

市以及发展条件较为滞后的城市就因高铁的开通出现“过道式效应”，原来聚集的中小型企

业、人才、奖金等则应高铁的便利进行转移到有广阔发展空间的主力城市。

“同城效应”和“过道效应”并非是绝对的，因外部条件的改变，也会相互转化。如何

承接产业转移，吸引和留住资源，关键在于发挥区位和资源优势。以日本新干线为例，东京

到大阪新干线全程4个小时左右，串联了沿线城市，形成新的产业链。比如，福岛、广岛县

受益于新干线，增加了工业收入和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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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连接英法两国的欧洲之星高铁。

我国过去铁路运力不足，“保大站、舍小站”是无奈之举。如今京沪高铁、武广高

铁以及南广高铁，把便捷、舒适的高速铁路延伸到小站，更多的沿线旅客享受出行便捷的

同时，让更多的生产要素向铁路沿线集中，将有效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区域经济平衡     

发展。 

高铁的“同城效应”给沿线中小城市带来了客流、物流、信息流，催生一批“高铁新

城”。广西中小城市若要留住经济资源，也同样需要借助高铁的便利条件，挖掘自身的资

源优势，提高服务水平，形成独特的经济环境，争取成为广西高铁新城。

面对高铁带来的“同城效应”和“通道效应”，有专家建议：

（1）高铁站地区应成为新的城市重点发展地区。写字楼、酒店、餐饮、娱乐、购物

中心等与高铁车站配套，降低隐形成本开支。

（2）交通便利性只是影响产业、消费（包括旅游）转移的一个影响因素，经济规划

要加强各地科技资源、劳动力素质、政策环境、货运物流等方面的发展，消除“通道效

应”隐患。

（3）地方政府要找准自己的资源、区位和政策优势，特色发展。特别是高铁沿线经

济实力不强的中小城市，要根据自身特点进行战略定位，建设消费中心、高科技研发中心

或卫星城等。尽快改造传统优势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产业集群，有目的地进

行招商引资、产业承接平台及交通警察设施等服务业配套建设，提升效率。

（4）各地的经济政策差异会阻碍资源的流动，在城市圈扩大的同时要注意区域内、

区域间经济政策的协调一致。如产权交易、教育、医疗等。良好的投资环境令客商和科

技、管理人才能留得下，留得住。

迎面而来的高铁时代，广西有部分企业主已经开始着手抢收高铁经济成果了。尤其是

处于南广高铁沿线城市，特别是西江沿线的企业，已经开始对开通高铁的中小城市展开考

察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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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高铁站周边区域的复兴
高铁对于城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完善城市功能、丰富城市景观和高铁自身价值。

完善城市功能主要体现在缩短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交通时间，吸引更多的商务活动在广西各

城市之间进行，特别能吸引外省的商家来广西。

丰富城市景观主要体现在广西各地的城市建筑形式上，高铁站建筑和先进快速的铁路系统将

成为各高铁城市发展的标志。另外，高铁也代表了一种先进的科技，对城市相关的高技术产业起

到渗透作用，甚至成为广西各高铁城市宣传自己城市形象，吸引更多的高科技公司进驻的一张城

市名片。

自身价值主要指高铁减少了旅行时间，提高了工作和生产效率，增强了吸引商业、企业进

驻的信心。有高铁站的城市也将会引发一场复兴或是新兴的发展革命。以南宁市为例，南宁的高

铁站即南宁东站建在凤岭北，主体已经投放使用，其余部分还在建设当中。目前凤岭北围绕着高

铁站已经建立起各区级单位的办公楼，成为南宁市新兴行政区域。一批高性价比的楼盘也拔地而

起，新的商圈也围绕着南宁东站崛起。其实让一些商家更看重的是东站周边的写字楼，不少商家

都把公司迁到凤岭南、北片区，也和靠近南宁东站有很大关系。

_南宁凤岭北商圈。

_目前凤岭北围绕着高铁站已经建立起各区级单位的办公楼，成为南宁市新兴行政区域。

高铁于楼市，是添彩还是减色？
进入高铁时代，广西高铁沿线城市也借机推广，把开通高铁当成是掂量房价的砝码。但是

广西楼市是否能迎来新机遇？

高铁对于楼市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是高铁站的建设引发周边楼盘的人流、物流的爆发；二

是作为高铁沿线城市的一部分，产生“同城效应”的城市自然会增加人才、物资、资金等资源

的大量涌入，不但增加了运营的资金量，也给楼市带来了人气。有资料显示，在这两年登陆南

宁的全国百强企业都表示，看好南宁作为北部湾经济圈核心的战略地位，而高铁的开通绝对是

他们进驻南宁一个具有“加分”意义的考量因素。

高铁站附近也成了广西各地城市新兴的黄金地段。在南宁高铁站附近的楼盘均价也在每平

方米9000元至10000元。南宁火车东站附近的楼盘，都把高铁当作重要配套在楼盘推广说辞中

重点强调。实际上，被高铁改变的，不仅仅是房地产市场格局，更有人们的置业观。

钦州北站作为南钦高铁的越行站，也给钦州的经济及房地产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据了

解，以南宁凤岭片区为中心，凤岭到江南区、西乡塘区的时间需要一个小时，而高铁开通后，

南宁凤岭到钦州的时间只需要半个小时。相比南宁，钦州相对没那么堵车、拥挤、嘈杂，这让

不少注重生活品质的城市白领的购房意图开始向南宁以外的周边城市倾斜。目前钦州的楼盘售

价不高，大多数项目的价格在每平方米3000元至4000元之间，极少达每平方米5000元，商铺售

价从每平方米1.5万元至5万元不等。高铁的开通不仅拉近了钦城和邕城的距离，钦州作为北部

湾中心城市之一，也借高铁提振了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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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高铁开通后，特别是城际动车以及跨省高铁的无缝衔接给全国各地的“候鸟族”带

来了极大的便利，冬季到北海过冬的“候鸟族”越来越多，这也为北海的房地产市场带来了

极大的转机，多个宜居楼盘被“候鸟族”看好。     

高铁对楼市的影响并非全是利好。在2015年5月，南宁房产领袖精英们专门以“高铁经

济时代把脉广西商业地产崛起之路”为主题，对广西商业地产行业的发展做深度交流与有效

探讨。探讨中就谈到关于高铁对南宁商业地产影响是双刃剑，并非是“高铁来了，南宁的商

业地产就好了”。高铁的开通等于是打破距离的局限，沿线城市均应在整个区域里面重新进

行定位，如何做好自己的特色，增加城市的吸引力。只有发挥自己的优势，才能够真正发挥

高铁的优势。比如在商业地产方面，如果南宁的商业和广州雷同，在高铁运行下，市民可能

就不用在南宁消费，而是到广州消费。这个时候南宁则应利用环境优势，打造特色的商业，

真正利用好高铁商机，在整个区域发展平衡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把产业、区域发展和城市

发展结合起来，才会有更好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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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建设待解“人才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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