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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沪杭高速铁路》对工程建设管理、勘察设计、施工技术、科研成果应用等方面进行了、全面阐
述，系统总结了沪杭高速铁路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成功经验，是沪杭高速铁路全体建设者智慧的结晶。
这部技术专著，以坚实的工程为背景，形成了沪杭高速铁路建设成套管理技术，将为我国乃至世界高
速铁路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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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建设程序与决策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总量规模最大、最具
发展潜力的经济板块，经济联动效应明显，人员流动频繁，商务、旅游、探亲人数逐年递增。
而长三角地区现有的铁路、公路运输能力已趋于饱和，运输能力已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特别是既有沪杭铁路，目前开行的都是客车，货运列车已经基本无法安排，不能满足沿线企业的货物
运输需求，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在沪杭间建设一条快速客运通道。
沪杭高铁是《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的重点项目。
建设这条铁路，能够在上海市、浙江省之间形成一条更加快捷的铁路运输通道，从根本上缓解沪杭交
通走廊运输紧张状况。
2008年11月3日，铁道部与浙江省、上海市人民政府、宝钢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有关铁路建设会谈纪要，
铁道部、浙江省、上海市人民政府作为出资人，分别授权上海铁路局、浙江省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申铁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其出资人代表，与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沪杭铁路客运专线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作为项目法人对沪杭高铁项目的资金筹措、工程建设、生产
经营、还本付息及资产保值增值全过程负责。
　　一、项目进程　　2002~2005年先后两次编制项目预可研、可研，2005年4月，完成定测。
　　2007年7月编制完成《沪杭甬客运专线沪杭段预可行性研究（修编稿）》；2007年12月，铁道部、
浙江省、上海市向国家发改委联合上报《关于报送新建沪杭甬铁路客运专线上海至杭州段项目建议书
的函》，2008年3月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对预可行性研究文件进行了审查。
　　2008年3月编制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送审稿）。
6月，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组织运量专题评审。
7月，铁道部、浙江省、上海市对可行性研究（送审稿）进行了审查。
根据审查意见，分别于7月下旬及8月上旬完成补充材料及101专用线改建方案报铁道部。
　　2008年11月底，铁道部、浙江省有关领导现场调研，就本项目与沪杭磁悬浮、高速公路的线位关
系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了研讨。
认为高铁、磁悬浮两线并行，在施工、运营等方面具有诸多不确定因素，要求磁悬浮调整至高速公路
南侧。
　　2008年11月，国家发改委批复本项目的项目建议书。
　　2008年12月，铁道部、浙江省、上海市向国家发改委联合上报《关于报送新建沪杭甬铁路客运专
线上海至杭州段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函》。
　　2009年1月，国家环境保护部、国土资源部先后完成本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及土地预审。
　　2009年2月，完成本项目初步设计。
　　2009年2月17日至19日，铁道部、浙江省、上海市联合组织审查了沪杭高铁初步设计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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