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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高铁经济发展路径及对策研究
——基于产业结构优化视角

王宗美   

摘  要 ：高铁的建设给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出行方式带来深刻变革。高铁对经济发展会产生双面的

效应，既有正面的乘数效应、同城效应以及集聚和扩散效应，也会产生负面的虹吸效应和过道效应。赤

峰市高铁的开通对赤峰市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本文基于产业结构优化的视角展

开分析，并提出借力高铁提升赤峰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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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铁对区域经济发

展的影响机理及效应  

高速铁 路 的建 设 和运营，

使地区运输能力和质量得到极大

的提高，加强沿线各地区、城市

间的联系，推动交通地理区位的

改变，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中各项活

动的良性运行。从新经济地理学

和运输经济理论中可以梳理出高

铁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及

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高铁对区域经济发展

的影响机理

1. 提高交通可达性，加速人

口流动

时间和空间距离是阻碍生产

要素转移流动的主要因素，因此

提高交通可达性，压缩时间空间

距离可以较快地提高要素的流通

效率和使用效率。高铁通过影响

两个区域间劳动力转移的时间和

经济成本，从而改变两个区域间

的劳动力市场格局。

2. 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

交流

高铁的建成有助于降低运输

成本、交流成本，促进商品与信

息更为便捷地流动与转移。高铁

的发展打破了时空距离，提高谈

判效率，促进执行监督运行，缩

减交易成本。

3. 压缩时空距离，加强商业

往来

时空压缩是指两地间的人与

事由于空间的存在而被分离开，

空间越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

越淡漠。但是空间对人和对事的

隔离作用，会随着交通、运输、

通信的发展而减小。人际交往和

商业往来的频率随着交通运输发

展进步而逐步提高，地区间的经

济交流和沟通不断增加。时空压

缩理论主要观点就在于高铁作为

现代高科技交通信息技术对人们

的生活和人际交往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高铁对区域经济发展

的正面效应

高铁 开 通会对经济社会发

展产生巨大的影响毋庸置疑。国

内外关于高铁 对区域经济的影

响研究尚未得出一致结论，但是

大部分学者都认为，高铁的发展

改变了运输方式、影响了区域内

的产业布局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

调整，也就是高铁发展对经济社

会的发展具有较为显著的正面效

应。高铁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正面

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高铁的“乘数效应”

高铁作为一个具有高扩散性

的产业，对周边的产业发展和社

会进步具有显著辐射效应。高铁

的“乘数效应”不仅体现在对相

关产业的引领和带动，还体现在

影响更广泛的社会、经济领域，

产生一系列的“高铁 +”现象。

2. 高铁的“同城效应”

高铁的“同城效应”主要体

现在相邻城市之间，打破行政区

划的限制，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

生产生活和工作。同时也促进了

高科技产业、生产性服务业、休

闲旅游业等在不同区域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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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拘泥于城市的行政隶属关系。

3. 高铁的“集聚、扩散效应”

集聚效应是一种经济效果

也是一种向心力。尤其是在产业

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其经济环境

和产业基础对相关的产业产生一

种吸引的力量。扩散效应是相对

于集聚效应而言的，在产业发展

中，扩散效应类似于产业转移和

产业外迁。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

是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两种力量。

（三）高铁对区域经济发展

的负面效应

1. 高铁的“虹吸效应”

虹吸效应本来指的是在物理

学中由于存在引力和位差导致液

体受压力影响流动的现象。运用

在经济学领域，虹吸效应则指的

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由于其自

身具有的区位和资源优势对周边

地区的资源要素产生吸引，向自

身聚集，从而对其他小城市的发

展产生不利影响。

2. 高铁的“过道效应”

高速铁路可以提升交通运输

能力，促进区域间经济合作，形

成以高铁网为脉络的经济走廊。

但在这一过程中，并不是所有城

市都可以从中同等 获 益。高铁

经济带中的中心城市影响不断扩

大，而非中心城市被进一步边缘

化，从而成为人口、资源和资本等

要素流动的过道，并没有为当地

的经济发展带来任何促进作用。

二、赤峰市三次产业发展

存在的问题

根据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

赤峰市第一产业的比重在逐年下

降，第三产业已经成为拉动经济

增长的最主要力量。近年来赤峰

的经济发展较快，但是与内蒙古

其他盟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三次产业发展不同程度存在着一

些短板和问题。

（一）一产大而不强

赤峰市是内蒙古自治区农牧

大市，全市农村牧区人口有 211.74 

万， 约占总 人口的 48.89% 。 从 

2012 年开始，粮食总产始终稳定

在 100 亿斤以上，连续 7 年被

农业部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单

位。但种植结构不够合理，农产

品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

存，缺乏竞争优势。

（二）二产低端初级

赤峰市的第二产业 发展存

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传统工业占

比过高，主要以冶金和能源行业

为主。二是新兴战略产业力量薄

弱，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战略

新兴产业占比不足 15%，大项目

少、产业层次低。三是创新活动

核心要素的支撑能力严重不足。

对于技术创新的投入不够，创新

基础薄弱，自主培育新兴产业能

力较差。四是周边产业趋同化严

重，难以借力发达城市发展经济。

（三）三产发展不足

近年来，赤峰市第三产业虽

然有了一定的发展，经济总量逐

年增长，但与发达地区相比，还

存在较大差距。总体看，传统服

务业占比大现代服务业占比小 ；

生活性服务业占比大，生产性服

务业占比小 ；商贸餐饮物质消费

占比大，文化旅游精神消费占比

小，科技化专业化服务模式少之

又少。

三、高铁对赤峰市产业

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

（一）改善传统产业发展环

境，加速转型升级步伐

对于赤峰市的第一产业而

言，赤峰高铁开通，从此进入北

京、沈阳 2 小时经济圈，可以更

有利地促进京蒙对口帮扶的深入

推进，吸引更多的农牧业龙头企

业来赤峰投资建厂，延长产业链

条，增强深加工能力。对于赤峰

市的第二产业而言，高铁开通增

强了赤峰与京津冀、辽中南地区

的沟通，沿线城市中不乏有能源

富集地区，能源、化工和冶金等

相似产业。高铁如同一根轴线，

可以有力促进轴线上趋同产业进

行资源的整合，优化产业分工格

局和转型升级。对于赤峰市第三

产业而言，对沿线旅游资源可以

实现整合发展，带动物流、旅游

和会展产业的发展，提高产业结

构中第三产业的比重。

（二）推动新兴产业发展，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赤峰市的新兴产业发展比较

缓慢，引进企业困难，与发达城

市距离较远，交通基础设施不够

健全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航

班与地面交通设施还不能实现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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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衔接，高铁的开通则有力地弥

补了这一缺陷，对壮大旅游业、

商贸、文化教育等现代服务业的

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高铁开通

后，拉近了赤峰与周边发达城市

的距离，可以有力地吸引其生产

性服务业和科技性服务业到赤峰

开设分部，促进赤峰的新兴产业

发展。

（三）压缩时空范围，促进

地方特色旅游业发展

过去，北京、沈阳、哈尔滨

三地至赤峰的火车通行最短时间

分别为 8 小时 36 分、9 小时 16 分、

13 小时 18 分，且大多数火车只

能次日到达。在这种情况下，只

有天津、廊坊和河北省的一些城

市属于北京“2 小时旅游圈”的

范围。但是高铁改变了这一现实

情况，高铁快捷舒适的特性促使

北京、沈阳、哈尔滨等地及周边

地区游客，尤其是京津两地的高

消费人群，可以充分利用小长假

和双休日到赤峰市旅游。

（四）开辟新发展空间，提

升物流产业发展格局

高铁的开通，有助于铁路运

输进一步发挥低成本、大运量的

运输优势，促进物流资源的合理

配置，实现多种运输方式的协调

运作，对于赤峰市商贸物流业的

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五）有助于构建协同创新

跨域共同体，提升创新能力

目前赤峰市三次 产业 发展

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短板，其中很

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创新能力不

足，缺乏支撑创新的人才。赤峰

市只有一所普通高校赤峰学院，

4 所职业技术学院。吸引外地高

端人才的难度也比较大，高考到

名校的学生回乡发展的比较少。

因此，提升创新能力就必须走协

同创新之路。赤峰高铁开通后，

沟通了赤峰与北京、沈阳以及链

接城市的紧密联系，增加两地

之间的客流量，为各地间加强协

同创新提供了便利。“高铁效应”

加速了人才、智力的流动，为赤

峰市融入协同创新平台提供了有

利条件，也将为赤峰市的产业结

构优化调整和转型升级带来高端

专业技术人才、产业前沿科学技

术和企业先进管理理念。

四、借力高铁提升赤峰经

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合理评估站点等级，

规划产业发展类型

目前赤峰高铁在赤峰境内

设立的站点为赤峰西、平庄西和

宁城。赤峰西站点在新城区内，

客运量较大，周围正在建设的楼

盘有碧桂园、恒基等。因此，赤

峰西站点周边应规划相对较高水

平的产业。比如具有民族特色的

主题民宿，满足游客日常休闲娱

乐的综合性商场以及满足现代人

运动健身诉求的运动场馆等。而

宁城和平庄西站本身就在非城区

内，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较低，

产业规划只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满

足基本需求即可。但是随着城市

的发展扩大，产业发展也会动态

调整，对于有发展潜力的站点，

前期可以配套性服务设施的开发

为主，并预留足够用地，为后期

持续开发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做好高铁站场交通设

施的衔接

在高铁站内设置标识指引到

准确地点进行换乘。在高铁站点

附属广场及周边步行距离范围之

内（距离出站口不宜超过 500 米

或者 步行不超 过 6 分 钟） 应设

置旅游大巴停靠点、自驾车租赁

点、出租车停靠点。同时要加强

对出租车的管理，提升出租车司

机的素质，严格管理出租车停靠

次序，禁止闲散人员揽客，避免

给游客造成不良印象。

（三）充分挖掘高铁站场商

业空间

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候车空

间。在焦急的候车时间里，读书

能使人内心沉淀下来。在很多城

市的机场、车站都会设有书吧，

旅客可以购买也可以阅读，打发

了无聊的候车时间还能为站场提

供一份书香之气。当前的白领和

商务人士都喜欢喝咖啡，开放式

的咖啡厅也是不错的选择。在站

场购物也是当前很流行的一种候

车消遣方式，把赤峰的特色产品

进行陈列和展览，在对赤峰特色

产品宣传的同时还能满足旅客的

购物需求。此外就是完善周围餐

饮和住宿的配套设施，为旅客创

造一个舒适安全的休息环境，提

升站场周围第三产业的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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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区域合作，建设

高铁经济带

积极承接绿色产业转移，拒

绝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吸引新兴

产业，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优势

产业合作，加强与周边城市在旅

游产业方面的合作，共建旅游路

线，共享旅游产品，共建大旅游

新格局。

（五）转变发展观念，避免

过道效应

提升品牌影响力，创新旅游

产品。从观赏型向体验型转变，

满足游客“快旅慢游”的需求。

充分利用高铁“同城效应”，树

立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大局观，与

高铁沿线城市共建旅游路线，既

丰富了旅游产品的多样性，又可

以避免过道效应。

（ 六） 优化经 济发展软 环

境，避免虹吸效应

根据相关研究显示，高铁的

集聚效应大于其扩散效应，使更

多的资源要素流向了中心城市，

抑制了中小城市的发展。推进高

速铁路经济带建设与沿线城市的

协调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在

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

协调发展的同时，还需要建立良

好的、与经济发展目标相适应的

制度与政策，通过提供财政、税

收、人才、教育、医疗等政策的

引导，为高铁经济带建设与发展

打造良好的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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