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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古话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
货物贸易和投资合作，是促进企业全球化发展的必由之
路，也是实现国家互联互通的重要形式。数据显示，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888亿美元，同比上涨30%。

海外市场，充满了机会和诱惑，却也困难重重。在出
口过程中，许多优质的中国产品遭遇到反倾销、标准体
系不同等问题，频频受阻。不少中国企业表示，项目谈判
并不难，难在技术谈判，原因就在于国际市场缺乏对中
国标准的认可。这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经常遇到的困难，甚
至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最大障碍。

据报道，现阶段中国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仅占1%，
在一些重大领域、重大战略中，标准化手段运用不够，国
际标准人才缺乏。这些问题，成为中国更好与世界互联
互通的“拦路虎”。

从整体上来看，中国尚未建成与国际接轨的标准体
系，加之部分企业标准化意识薄弱，导致在出口过程中
遭遇贸易壁垒。打好“标准牌”，全面推动技术标准和服
务标准“走出去”，打造中国标准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
不仅需要技术、质量等硬实力保障，还需要转变出口模
式、完善配套服务、发挥产业协同等“组合拳”。

现阶段，中国企业出海已从一般贸易，逐步转向技

术、装备、资金的集成化出口路径上来。在这一转变过程
中，中国标准体系也取得了迅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工程
建设标准，在许多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在中国企业不断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还要提高企
业海外配套服务能力。企业不仅仅是市场的投资者和产
品的提供者，更要提供解决方案和后续配套服务。比如，
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肯尼亚蒙内铁路，从投融资、技术
标准到运营管理维护，全部采用中国标准，不仅为企业
赢得了国际市场，还以此带动了中国铁路装备与技术标
准“走出去”。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在企业出海过程中，还要
发挥产业协同效应。其实，中国标准总体水平并不低，甚
至有超过70%的指标严于欧盟、美国相关标准或与其一
致。因此，中国企业要树立自信，与国内同行一起推动产
业标准建设，以产业集群的方式走出去，进而提升产业
整体的国际竞争力，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

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未来中企的国际市场将更
加广阔。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目标
已从获取生产要素升级为完善全球产业布局，而更高层
次的目标是技术、服务，特别是标准的“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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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履行责任民心相通

巴基斯坦人阿依木在中巴一个公路建设
项目部开车，后来做起了劳务分包，3年间，
他买了一台越野车和一台小卡车，还买了一
块地准备盖房子。如今的他生活富足，但没
人能想到，3年前，他一家八口人挤在一座小
院子里，收入主要依靠地里的几颗杏树，只
够维持温饱。

“当地没有就业渠道，土地产出有限，许
多家庭经济收入很低，徘徊在贫困的边缘。
自打来到项目部打工后，我的生活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跟随我干活的村民也受了
益。”阿依木说。

阿依木生活的改变是“一带一路”建设
给沿线国家民众带来实惠的缩影。在“一带
一路”建设中，中国建造不仅使用钢筋水泥
修路架桥、筑港通航，搭建基础设施的“硬
联通”，更注重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实现民心
交融的“软联通”。

坚持属地化经营管理，造福当地民众，
一直是中国建造秉承的重要原则。在巴基斯
坦，中国交建雇用的当地员工约占员工总数
的 80%。在非洲，蒙内铁路项目从初期就把
当地雇员管理作为重点，目前项目在职当地
雇员超过 2 万人，并以直接雇用或间接雇用
的方式为肯尼亚当地创造了超 4 万个工作岗
位。

每年肯尼亚雨季来临的时候，东非草原
就开始焕发绿意，美不胜收。然而，肯尼亚
女孩巴塔却讨厌雨季。她在肯尼亚夸莱郡的
玛格拉尼小学读书，每年一到雨季，雨滴便
穿过教室破旧的屋顶，打在她的头发与书桌
上。

中国蒙内铁路项目部的到来让巴塔的雨
季不再那么“讨厌”，在了解相关情况后，项
目组从铁路前线抽调施工人员，用两个月时
间完成了校舍建设。相对于蒙内铁路这样的
大项目，援建一所小学只是一项“小工程”，
但正是这些发生在“一带一路”上的小细
节，让当地民众对中国建造的好感度大大提
升。

谈到中国建造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之间的民心相通时，参与泽蒙-博尔察大
桥建设的中国路桥塞尔维亚办事处总经理张
晓元有自己的体会：“其实，一个人一生修不
了几座桥。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们认为桥就
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慢慢地，就会理解桥的
多重属性。比如泽蒙-博尔察大桥，它可能
是连接中国和塞尔维亚人民之间的一座桥，
是一种纽带。”张晓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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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工程筑起民心之桥
本报记者 卢泽华

1、工程神话广受赞誉

第一个大型深水码头、第一个油码头、
第一个粮食化肥专用码头、第一个液化石油
气码头……这些都是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交建） 在巴基斯坦创造
的建设纪录。作为一家特大型基础设施综合
服务商，中国交建已经在巴基斯坦经营超过
半个世纪。2013年，中巴两国政府提出共同
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希望以此来加强两国交
通、能源、海洋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并将
其打造成为“一带一路”上的旗舰项目。

喀喇昆仑公路起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
堡以北的曼赫色拉，终至中国西部千年古城
新疆喀什，全长1224公里，是巴基斯坦北部
与中国唯一的陆路通道，被称为“中巴友谊
公路”。1966 至 1978 年，喀喇昆仑公路由中
巴两国共同修建而成，但由于道路年久失
修，中国承诺帮助巴基斯坦改扩建，由中国
交建承担建设任务，并于2015年完成了一期
工程。目前全长 118 公里的二期工程 （赫韦
利扬—塔科特） 正在建设之中，也是中巴经
济走廊最早的项目之一。

“项目地处喜马拉雅山、兴都库什山和喀
喇昆仑山交汇的崇山峻岭之中，该地区气候
恶劣，遍布地质断层，频发地震，给项目建
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中国交建海外事
业部副总经理彭大鹏对本报记者表示。

同样是中巴经济走廊上的大型基建项
目，瓜达尔港项目位于巴基斯坦西南大片荒
漠地带的海边，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十分恶
劣，在一个人烟稀少的小村落里，平地建起
一座现代化大型港口，除了码头选址、设计
与施工之外，还要解决海水淡化、发电供
电、给排水与污水处理等一系列问题，其难
度可想而知。2014 年 2 月，瓜达尔港被列为
促进中巴“一带一路”合作的旗舰项目。随
着瓜达尔港建设日渐完善，过去的小渔村，
正逐步成为备受瞩目的国际化港口。目前，
巴基斯坦瓜达尔港自贸区一期25公顷已正式
开工建设。

“‘中国路桥再创工程神话’赞誉的获
得，不仅仅缘于项目本身的难度，更在于中
国路桥所承建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真正惠
及当地民生，助力当地经济发展。”伊斯兰堡
战略研究所所长、巴基斯坦前驻中国大使马
苏德·汗曾撰文指出。

从蜿蜒在巴基斯坦北部群山之
中的喀喇昆仑公路，到横跨塞尔维
亚多瑙河的泽蒙-博尔察大桥;从飞
架在广袤的非洲大草原、任由成千
上万野生动物穿梭的蒙内铁路，到
静立在霍尔木兹海峡湾口、眺望万
千船只的瓜达尔港，“中国建造”不
仅打造了一个个令世界惊叹的超级
工程，创造了蜚声海外的国家品
牌，更是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民心相通的有力见证，筑
起了坚不可摧的友谊桥梁。

2、互联互通造福当地

“等这条铁路建成后，这里的经济发展将
大不一样，可以想象我这里的客流量也将大幅
增长！”说这话时，肯尼亚人尼阿布正忙着翻
修他在沃伊镇经营的酒店。他所说的铁路是中
国在肯尼亚建设的蒙内铁路。这几年，尼阿布
的酒店生意一直不温不火。可如今，蒙内铁路
的修建让他对沃伊镇与酒店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从内罗毕到蒙巴萨的运输时间将由原来的
10小时缩短到 4至 5小时、东非货运成本将下
降 79%，商务成本将下降 40%……这是肯尼亚
政府对蒙内铁路通行后的经济效益算的一笔
账。蒙内铁路全长 480公里，连接东非第一大
港蒙巴萨港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是中国建造
的第一条完全采用中国标准的境外铁路。

“蒙内铁路将于今年 5 月 31 日正式开通运
营。除了满足当地客货运，这条铁路还将成为
新兴的旅游观光线路。”中国交建海外事业部
执行总经理孙立强对本报记者表示。

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市，多瑙河有
50多公里河段流经这里。然而，沟通河流南北
两岸的纽带只有一座修建于二战时期的潘切沃
大桥。交通不便长期困扰着当地居民，住在两
岸年轻的情侣们，甚至需要穿过大半个城市，
堵上几个小时之后才得以相会。这种局面一直
等到中国建造的泽蒙-博尔察大桥投入使用才
得以改变。大桥通车后，该市泽蒙区到博尔察
区之间的通行距离与时间均缩短了70 %。

正因如此，塞前交通部长安蒂奇将泽蒙-
博尔察大桥形容为“塞尔维亚近几十年来最好
的基础设施项目”。而当地人更是将泽蒙-博尔
察大桥亲切地称为“中国桥”。

肯尼亚蒙内铁路。

由中国承建的牙买加南北高速公路上的当
地工作人员

中方员工在蒙内铁路建设现场培训当地员工中方员工在蒙内铁路建设现场培训当地员工

泽蒙泽蒙--博尔察大桥全景博尔察大桥全景

(本版图片均来自中国交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