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9月，甬台温铁路通车运营，台州
正式进入高铁时代。

但随着我市经济的高速增长，铁路客运
量日益上升，仅有的甬台温铁路难以满足我
市经济发展和群众出行的需求。

为进一步改善台州区位条件和发展环
境，加快融入“全省1小时交通圈”，提升群众
的出行体验，台州市委、市政府高瞻远瞩，提
出打造一条南北走向、取直通达杭州的铁路
客运专线，并解决台州境内“天台无铁县”的
问题。

杭台高铁的开通运营，将改变目前杭台
两地铁路通行需绕道宁波的现状，拉直台州
与杭州的高铁通道，极大缩短两地的时空距
离。

据了解，项目通车初期将开行 35 对列
车，从杭州东站到台州站最快只需1小时零3
分，实现台州至杭州的“1 小时交通圈”。

“杭台高铁是我市综合交通运输发展‘十
四五’规划中西北大通道的骨干线路，是我市

‘十四五’台州交通十大标志性工程中的联杭
一小时标志性工程。”市交通运输局规划建设
处处长梁巍说，它的通车，标志着我市“1123”
交通圈基本实现，至上海铁路出行缩短至 2
小时，至杭州铁路出行缩短至1小时，提前完
成浙江省综合交通运输发展“十四五”规划中
省域、市域、城区“3个1小时交通”。

杭台高铁主线线路走向为北起杭州枢纽
杭州东站，利用既有杭甬高速铁路至绍兴北
站，之后新建正线由绍兴北站东端至台州市
温岭站，途经杭州江干、萧山，绍兴柯桥、越
城、上虞、嵊州、新昌和台州天台、临海、椒江、
路桥、温岭等县（市、区）。

连接杭州、绍兴、台州三地的专供旅客列
车行驶的杭台高铁是一条城际铁路，它是浙
江省内沟通杭州都市区与温台沿海城市群的

一条快捷通道。从三地来看，受惠最大的应该
是台州市——

城市能级跃升迎来新机遇。目前，围绕杭
台高铁台州站布局的高铁新区，作为我市的
未来之城，基本处于椒黄路三区范围的几何
中心。在杭台高铁带来高密度的人流“加持”
下，主城区人口有望向“未来之城”集聚，从而
推动商贸服务的集聚辐射能力不断增强，推
动中心城市的向心力和首位度不断提升，进
而加速二次城市化进程，带动能级提档升级，
形成台州真正的“中央活力区”。

“杭台铁路台州站是我市综合交通的核
心枢纽，是市域铁路S1线和S2线的重要交汇
点，将有效实现城市内外交通的无缝衔接、便
捷换乘，几乎可以说是实现了与杭州‘同
城’。”梁巍说。

从台州市域来看，天台则是这条铁路开
通后的最大赢家——

天台将告别“无铁县”历史，铁路通车后，
从天台到杭州约40分钟，极大拉近了与省会
城市的距离，必将促进天台旅游业的发展，使
天台真正变成长三角地区的“后花园”。

同时，杭台高铁二期线路走向为北起温
岭站，向南延伸至玉环站，沿途经过温岭市温
峤镇，跨漩门湾，止于玉环市芦蒲镇。若台州
线温岭至玉环段项目建成，南端可进一步南
延至温州形成沿海通道的组成部分，形成一
条长三角核心区辐射西南地区的骨干轨道交
通线，不仅填补了玉环市铁路空白。

“受益于旅程用时的大幅缩短，台州、杭
州两地群众可以更便利地开展公务、商业、生
活等各方面的交流，进一步增强台州与省会
杭州的紧密联系。杭台高铁必将推动台州与
沿线地区的交往交流，促进区域间社会资源
的共享、生产要素的流动，有利于区域协同发
展。”市发改委主任颜士平说。

责编/版式：何赛 电话:88516033 88516032 邮箱:tzrb@china.com

2022年1月8日 星期六6

台
州
台
州
：：
与
杭
州
同
城

与
杭
州
同
城
和
上
海
共
兴

和
上
海
共
兴

补
齐
台
州
多
年
来
发
展
中
的
一
个
短
板

补
齐
台
州
多
年
来
发
展
中
的
一
个
短
板——

——

自
身
中
心
城
市
能
级
不
高

自
身
中
心
城
市
能
级
不
高
，，又
离
世
界
级

又
离
世
界
级
、、国
家
级
中
心
城
市
太
远

国
家
级
中
心
城
市
太
远

与杭州“同城”——
台州融入省会杭州“1小时交通圈”

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经验充分证明，互联互通
是让地区经济规模扩张的必由之路，而基础设施
则是社会流动性和经济韧性的基石。

“杭台高铁的通车，对台州完善铁路网布局，
加快全域融入全省、全国高速铁路网有重要意义，
为打造长三角南翼重要交通枢纽城市，在地缘上
带来了区位条件的极大提升。”颜士平说。

据介绍，杭台高铁的开通，实现了台州至杭州
的“1小时交通圈”；通过沪杭、杭甬、杭宁、杭黄等
铁路通道，可形成台州至上海、南京等长三角城市
的快速通道；通过连接商合杭铁路，能缩短台州至

“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合肥的旅行耗时，改善
台州与皖江经济带、长江经济带的快速联系，这些
都显著提升了台州的区位条件。

区位条件的提升，将给“制造之都”台州的发
展带来多重效应——

其一，接通了全国、全球主要消费市场。杭台
高铁加强了台州与长三角、长江经济带、“一带一
路”重要城市的联系，促进台州加快融入区域的协
同发展，更好承接区域核心城市的产业转移，分享
核心城市的优质社会资源辐射，并与区域其他城
市的产业互动发展，实现资源优势互补。这些地方
都是台州制造重要的销售地，更加有利于台州开
拓国内、国际市场。

其二，文旅资源开发迎来新机遇。杭台高铁途
经浙东唐诗之路，首次用高铁的速度将鲁迅故里、
天姥山景区、天台山景区、台州府城等沿线重要风
景名胜串联了起来。依托高铁“走廊效应”，我市与
沿线城市的文旅项目合作将增加更多可能性，可
以联动不久后建成的杭温高铁，进一步助推我市

“天台山—神仙居—台州府城”一体化创建世界级
旅游景区。

“杭台高铁途经杭州、绍兴、台州三市，沿线人
口分布密集，旅游资源丰富，它将有效串联三市
旅游资源，构建美丽经济走廊，大幅提升旅游资
源的通达性与整体竞争力，对区域旅游市场的
拓展和旅游业的发展壮大意义重大。”颜士平
说。

其三，产业提升将迎来新机遇。高速铁路是
继高速公路之后，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
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在知识经济和创新经济时代，
四通八达的高速铁路网络着各类创新人才在区域
间快速流动，同时带来其他创新要素的高效连接，
极大提升了区域协同的创新效率。

作为“制造之都”，台州已经形了汽车制造、医
药健康、缝制设备、塑料模具等21个产值超百亿元
的产业集群，68个国家级产业基地，299个产品细
分市场占有率国内外第一，是全国制造业38大类、
287个小类中体系最健全的城市。

杭台高铁的开通，为台州制造业融入全球供
应链创造了更好地条件——

台州制造可以更好地强链与补链。未来，针对
长三角乃至全国的产业链薄弱环节、技术产品空
白领域，台州可积极布局，或者通过与中心城市合
作等方式，攻占一批细分市场领域，培育一批专精
特新企业。

台州可推进跨区域产业创新合作。未来，长三
角城市之间的产业园区异地共建可能会成为一种
趋势，台州更有机会围绕完善产业链和提升产业
竞争力目标，来布局跨区域产业创新合作模式。

长江三角洲是长江入海之前的冲积平
原，是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经济中心、亚太地
区重要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
地、中国率先跻身世界级城市群的地区，已是
国际公认的六大世界级城市群之一。

根据国家《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
规划纲要》，长三角地区要发挥上海龙头带动
作用，加强跨区域协调互动，提升都市圈一体
化水平，构建区域联动协作、城乡融合发展、
优势充分发挥的协调发展新格局。

杭台高铁是长三角地区城际轨道交通网
络和国家沿海铁路快速客运通道的重要组成
部分。杭台高铁建成前，甬台温铁路与金丽温
铁路之间约 150 公里的跨度范围内没有上

海、杭州方向的铁路通道，杭州、绍兴、台州区
域缺乏直接连通的铁路干线。

“杭台高铁的建成有效填补了长三角和
浙江省高铁网布局的空白，为构建综合立体
交通网络，提高路网覆盖广度、深度及交通
一体化、网络化水平，全面提升交通运输服
务品质，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打造轨道上的
长三角提供了有力支撑。”梁巍说。

依托杭台高铁，作为长三角龙头的上海
与台州形成了 2小时交通圈，将进一步缩短
台州与上海之间的距离，城市间的往来时间
也将缩短，加快区域间的创新要素流动。

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在沪台州人超过
30万，台州人创办的企业有3万多家，生产总

和上海共兴——
台州与长三角城市群联动发展

接通全国市场
——台州制造融入全球供应链

值超4000亿元，税收100多亿元。
“台州与上海早就建立了亲如一家人的关

系。有了杭台高铁，台州到上海的旅程压缩为 2个
半小时，台州与上海将空前接近，两地的经济、社
会、人文交流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台州也能借
此更好地承接上海和长三角其他城市的资源辐
射，为台州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实现和长三
角城市群的联动发展带来难得的机遇。”颜士平
说，我们将把握良机，在区域联动发展中，进一步
发挥台州民营经济的活力和灵性，着力打造长三
角南翼的新增长极。

据介绍，杭台高铁连接了沪杭、杭宁、杭甬、
杭黄等铁路通道，是沟通长三角城市群的重要基
础设施，实现了台州与上海、杭州都市圈、南京都
市圈等长三角重要核心区域的快速联系，有利于
促进台州与长三角其他城市人流、物流、资金流的高
效流通，对于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优化资源配置，提

高资源利用率，带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优化都有重
要意义。

“区域开放创新迎来新机遇。杭台铁路和即将
建设的沿海高铁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到杭州，不到
两个半小时就能到上海，使台州这座城市变成了
创业创新的好地方。它既可以随时享受到上海、杭
州的城市功能，又没有大城市的城市病。”最近，市
政协围绕杭台高铁开通，作了一个“关于应对杭台
高铁开通的机遇和挑战”的调研报告，报告中如此
描述道，近年来，上海、杭州的落户难度、竞争压力
都越来越大，而台州又充裕着创业创新的活跃因
子，台州的民营企业家、资本拥有者一直是全中国
最具风险意识、冒险精神的投资人和创业者。

“台州缺的是创新人才，富有的是创新文化和
创新理念，这使得优秀人才的外溢与台州城市的
发展具有很强的适配性,让上海、杭州等地成为台
州的‘人才后花园’变成了可能。”张锐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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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龙头——上海，距离更近了。

“地理决定命运。”这曾是形容这个世

界的最著名的格言之一。

2009年，甬台温铁路通车，解决了台州以及沿途

三门、临海、温岭等县、市没有铁路的历史。

2021年，金台铁路建成，通过金华这个铁路枢纽，台州

跟祖国的中西部地区连通了。

间上让台州跟世界上发展最强劲的长三角城市群

迎来一个新时代！

“杭台高铁开通，将补齐台州多年来发展的一个短

板，就是离国家级、世界级中心城市太远。”作为杭台高

铁项目谋划的亲历者，市政协副主席张锐敏说，它从空

一条铁路将为台州开启一个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