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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轨上的中国
打造世界一流铁路设施网络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上
高铁运营里程最长、在建规模最大、高速列车
运行数量最多、商业运营速度最高、高铁技术
体系最全、运营场景和管理经验最丰富的国
家，成为名副其实的铁路大国。”中国铁路经济
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规划所副所长梁栋说。

数据显示，我国铁路网对20万以上人口
城市的覆盖由2012年的94%扩大到2019年
的98%，高铁网对50万人口以上城市的覆盖
由2012年的28%扩大到2019年的86%；香港
进入全国高铁网；除拉萨外的所有省会城市
均已通高铁；京津冀、长三角等城市群内两小
时畅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间实现1000公
里4小时通达、2000公里8小时通达。

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
14.14万公里，规模居世界第二，其中高铁里程
3.6万公里，居世界第一。《规划纲要》提出，到
2035年，我国现代化铁路网将率先建成，实
现铁路网国内国外互联互通、区际多路畅通、
省会高效连通、地市快速通达、县域基本覆
盖、枢纽衔接顺畅，网络设施智慧升级，有效
供给能力充沛。

“到2035年，全国铁路网达20万公里左
右，其中高铁7万公里左右，20万人口以上城
市实现铁路覆盖，50万人口以上城市高铁通
达。到2050年，将建成更加发达完善的现代
化铁路网。”国铁集团发展和改革部副主任丁
亮说。

据介绍，国铁集团将以“3张网+现代枢纽
体系”为重点，打造世界一流的铁路设施网络：

一是构建现代高效的高速铁路网，实现
省会城市和50万人口以上城市高铁通达，相
邻区域省会间基本实现3小时高铁圈，同时
发展更高时速标准的高速铁路。

二是形成覆盖广泛的普速铁路网。建设
以普铁干线为骨架、区域性普铁衔接集散的
普铁网，连接20万人口以上城市、资源富集
区、货物主要集散地、主要港口及口岸，基本

覆盖县级以上行政区。重点是强化中西部地
区对外通道，提升沿长江、西部陆海新通道及
煤运通道等能力，推进周边铁路互联互通，结
合区域发展需要建设地区开发性铁路，实施
既有线改造升级，加强多式联运“前后一公
里”专用线建设。

三是发展快捷融合的城际市域（郊）铁路
网。在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城镇化地区统
筹规划建设城际和市域（郊）铁路。“主要城区
市域（郊）1小时通达：如京津冀区域北京到天
津、雄安间，长三角区域上海到苏锡常间，粤
港澳大湾区广深、广珠间，成渝双城经济圈成
都到重庆间形成市域和通勤客流圈；二是城
市群内主要城市间2小时通达：如京津冀区
域北京到石家庄间，长三角区域上海到南京、
杭州间，粤港澳大湾区广深港澳与珠三角周
边城市间，成渝双城经济圈成渝与周边城市
间形成城市群快速通道；三是相邻城市群及
省会城市间3小时通达。”国铁集团客运部客
运营销处主管强丽霞说。

四是构筑一体衔接的现代综合枢纽。按
照“零距离”换乘要求，打造一批以铁路客站
为中心的综合客运枢纽，推动干线、城际、市
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四网融合和机场
高效衔接。

更快、更环保、更智能
时速400公里高铁列车正在论证

中国高铁运营10年来，动车组技术从早
期技术引进到消化吸收再创新，再到复兴号
动车组全面拥有核心技术，实现自主知识产
权，中国高铁迈出了从追赶到领跑的关键一
步，逐步形成以时速350公里、时速250公里
为主的动车组系列化产品，覆盖低温、高海
拔、风沙、高温等不同运营环境。

“目前，我国动车组保有量已达3600多
组，其中复兴号动车组约690组，占世界高速
列车总保有量的一半以上，比其他国家的总
数还要多。”国铁集团机辆部副主任吴国栋
说，但“更高运行速度、更加节能环保、更舒适
的乘坐体验、更智能的设备设施、更低的全寿

命周期成本，仍是中国铁路追求的目标”。
近年来，我国铁路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

入、创新人才培养力度，加快关键技术产品研
发和创新成果推广应用，科技创新引领作用
日益凸显。“目前，我国已成功研制具备工作
状态自感知、运行故障自诊断、导向安全自决
策功能的智能型复兴号动车组，并成功应用
于京张高铁，实现了时速350公里自动驾驶
功能，而其他国家在智能客车方面仍处在试
验阶段。”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所副所长贾光智说。

目前，京张高铁智能动车组已经在京张
高铁上小批量投入使用，京雄城际智能动车
组计划在今年年底开通的京雄城际投入使
用。“到2035年，中国智能高铁将率先建成。
中国铁路将实现时速350公里自动驾驶功
能，高铁将会实现智能调度集中，列车运行可
以智能实时优化调整。”国铁集团科技和信息
化部网信安全总监张伯驹说。

“《规划纲要》提出自主研发新型智能列

控系统。新型智能列控系统将利用北斗卫星
导航技术、5G通信技术等构成空天地一体化
的列控系统。”国铁集团工电部通信信号处主
管莫志松说。

据了解，新型列控系统将把列车追踪间
隔由目前的最短3分钟缩短到2分钟左右，提
高线路运输能力30%以上。“新型列控系统会
是面向未来的列控系统，将可以实现一批车
出站加速、另一批车到站减速时的电能内部
循环利用，理论上人均百公里能耗可降低
30%左右。以京沪高铁为例，如果采用新型
列控系统，动车组往返运行一次可节电9000
度左右。”莫志松说。

记者注意到，《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
“自主创新建立时速400公里及以上高速铁
路技术标准、更快捷货运列车、更先进重载铁
路等成套关键技术体系”，对此，吴国栋表示：

“400公里的高铁列车正在论证中，目前还没
定速度等级，但肯定会兼顾环保和经济性等
综合因素来最终确定。” （中新网）

2035年全国铁路网将达20万公里

未来超过50万人口城市都要通高铁

批量转换后利率如何定？
根据央行去年年底发布的公告，存量浮

动利率个人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工作2020年3
月1日起正式启动，原则上于2020年8月31
日前完成。

央行对存量房贷客户给出了两个选择，
一个是转为“LPR+加点”浮动利率，即将原合
同约定的利率定价方式转换为以LPR为定价
基准加点形成（加点可为负值），加点数值在
合同剩余期限内固定不变；二是转换为固定
利率。而且，定价基准只能转换一次，转换之
后不能再次转换。

根据五大行 12 日的公告，此次批量转
换，是将原合同约定的利率定价方式统一转
换为LPR加点形成方式，加点值等于原合同
最近的执行利率水平与2019年 12月发布的
相应期限LPR的差值，加点值可为负值，且在
合同剩余期限内固定不变。

从转换时点至此后的第一个利率调整
日（重定价日），房贷利率保持不变。在每个
利率调整日，贷款利率水平将取最近一次发
布的相应期限LPR与加点数值之和重新计
算确定。

哪些贷款不参与批量转换？
各家银行在公告中也明确了此次批量转

换的范围。参与此次批量转换的是，2020年

1月1日前已发放的和已签订合同但未发放，
同时在批量转换日之前还没有进行主动转换
的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各银行也列出了不参
与此次转换的贷款类型，主要是公积金个人
住房贷款和公积金贴息贷款。

其中，工行详细列出了六类不参与批量
转换的贷款：（一）剩余贷款期限不足一个重
定价周期的贷款，即原合同约定的贷款到期
日早于下一次重定价日期的贷款；（二）固定
利率贷款；（三）公积金个人贷款；（四）经与公
积金中心协商不转换的个人住房公转商贴息
贷款；（五）已参考LPR定价的个人住房贷款；
（六）当前逾期贷款。

中行的批量转换范围是：在2020年8月
24日(含)前尚未办理完成定价基准转换的参
考贷款基准利率定价的浮动利率个人住房贷
款（不包含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军人公积金
贷款、公积金贴息贷款）。

农行规定，2020年1月1日前已发放或已
签订合同未发放，且截至2020年 8月24日
（含），尚未办理定价基准转换的存量浮动利
率个人住房贷款（含个人商用房贷款，不含公
积金贷款和公积金贴息贷款）。

交行的范围是，2020年1月1日前已发放
的和已签订合同但未发放，且在8月21日前
尚未转换的参考贷款基准利率定价的浮动利
率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不包括公积金贷款
和公积金贴息贷款）。

邮储银行规定的范围是：截至2020年8
月25日（不含）尚未在该行办理定价基准转
换的存量浮动利率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不
含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对批量转换结果有异议怎么办？
现在离批量转换的统一日期还有一段时

间，如果不想转为LPR加点定价方式的客户
可以在批量转换前通过手机银行、智能柜员
机、贷款经办行等渠道进行自主转换，选择固
定利率方式。需要提醒的是，贷款定价基准
只能转换一次，转换之后不能再次转换。

根据各家银行公告，如果客户参与的是
批量转换，之后又对转换结果有异议，可于
2020年12月31日（含）前通过手机银行自助
转回或与贷款经办行协商处理。

农行公告称，如客户希望撤销批量转换，
保持原合同的定价方式，可通过相关渠道申
请办理，但是撤销操作仅能办理一次。

根据六大行的公告，对批量转换有异议
的客户应可以转为原来的定价方式，并不是
必须选择固定利率。

此前有银行人士表示，对于未能在2020
年8月31日前办理定价基准转换的，届时银
行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要求执行。不
过，对于既不同意转为LPR定价，也不选择固
定利率的存量房贷，央行目前并没有相关细
则出台。

2035年，全国铁路网将达20万公里左右，其中高铁约7万公里；20万人口以上城市实现铁路覆盖，50万人口以上城市高铁通
达；全国1、2、3小时高铁出行圈全面形成；智能高铁率先建成……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近日出台《新时代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为中国铁路2035年、2050
年规划出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描绘了15年乃至更长时间的铁路发展蓝图。

工行、建行、农行、中行和邮储五家国有大行同时发布公告

8月25日起对个人房贷统一转为LPR定价
8月12日，工行、建行、农行、中行和邮储五家国有大行同时发布公告，将于8月25日起对批量转换范围内的个人住房贷款，按

照相关规则统一调整为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定价方式。公告同时明确，批量转换完成后，若对转换结果有异议，可于2020年
12月31日（含）前通过相关渠道自助转回或与贷款经办行协商处理。

7月20日，交行率先发布公告，于8月21日对尚未转换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或固定利率的存量浮动利率房贷，统一调整
为LPR浮动利率加减点方式。对于已批量转换有异议的交行客户，也可于2020年12月31日前与贷款经办行协商处理。

记者仔细研读六大行的公告，发现他
们对于利率调整日的规定并不完全一致。
此前，我国大部分存量房贷的重定价周期
都是一年，重定价日为每年1月1日或者贷
款发放日的对应日。

根据各大行的公告，建行、交行和邮储
都规定利率调整周期、利率调整日与原合
同保持不变。中行的重定价周期统一转换
为 12 个月，重定价日也与原合同保持不
变。农行的重定价周期和重定价日均保持
原合同约定不变；对于重定价周期短于1年
的贷款，重定价周期调整为1年。

只有工行的重定价日调整为贷款发放
日对应日，自第一个重定价日起，在每个重
定价日，利率水平由最近一个月相应期限
LPR与上述加点值重新计算确定。

对于重定价日是在今年9月批量转换
完成之后的客户，今年之内就会执行最新
的房贷利率；而重定价日为每年1月1日或
是在此次集中调整之前的批量转换客户，将
在明年规定时间进行调整。 （中青报）

【提示】

利率调整日
各大行规定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