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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先行
推动基础建设

4 月 21 日，一列满载着 1007 吨粮食的
列车自吉布提车站发出，驶过吉布提—埃
塞俄比亚边境，直达埃塞粮食存储基地。
列车之下，是由中国铁建中土集团建设的
非洲首条电气化铁路——亚吉铁路。

“这条铁路的建设开创了以铁路全产业
链走出去的‘亚吉模式’。”吕晶向记者介
绍，这是中国在海外建设的第一条集技术
标准、设备采购、融资、施工、监理、运
营和管理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中国标准”
电气化铁路。“从铁路前期规划到后期发
展，我们都做好整体方案，当地政府非常
欢迎。”亚吉铁路也因此成为中国技术走向
国际的典型示范。

其实早在 10年前，中土集团就为埃塞
俄比亚做了全国铁路网的规划，并获得对
方的认可。吕晶拿出了一本约5厘米厚的非
洲铁路网规划集，这本厚厚的规划，不仅
为每个国家设计了纵横交织的铁路干线，

还对其后期的沿线发展做出了具有前瞻性
的方案。

“ 综 合 各 国 经 济 发 展 诉 求 、 政 治 考
量、资金情况和与其他国家的互联互通
情况，我们会做出一套切合当地实际的
发展方案。”在吕晶看来，规划先行，可
以更好地推动当地基础建设，促进长远
发展。

不仅仅是非洲，在“一带一路”沿线
的亚欧国家，中国铁路技术“走出去”同
样取得了实质成果。

安伊高铁是中国在海外建成的首条高
速铁路，但安伊高铁在投标文件中对设计
有明确要求：全部设计采用国际铁路联盟
和欧洲等国际标准。

对此，负责项目电气化工程设计的中
铁第五勘察设计院 （以下简称铁五院） 做
好精心准备。铁五院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
绍，面对全英文的各类国际标准书籍，项
目总体组硬是在最短时间内“啃”了下
来，用 45天就交出无可挑剔的投标报价文
件并一举中标。

铁五院董事长、党委书记汤友富对中

国高铁技术“走出去”充满信心：“安伊高
铁在土耳其的成功实践，说明中国技术正
在被世界同行认可。随着‘一带一路’建
设的持续推进，我们要进一步坚持融合、
吸收、消化、再创新，中国技术能走得更
稳、更好、更远。”

◆ 融入当地
共享建设成果

“从投标、初步设计到施工配合、建成
通车，整整 6 年时间。我们付出了巨大努
力，也收获了诸多成果。”谈到安伊高铁，
汤友富对本报记者说，作为首个由中国企
业在海外建成的高速铁路项目，中国技术
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也积累了许
多宝贵经验。“其中最宝贵经验就是，中国
技术要‘走出去’，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
既要‘钻进去’，更要‘融进去’。”

欧洲标准注重过程控制，中国标准注
重结果运用。设计理念、工作习惯、审核
流程的不同，曾让设计工作一波三折。铁
五院相关负责人回忆说：“158 公里的高铁

线路，有 90 多公里的反复修改设计。一
次，业主对一个变电站位置的变更，我们
的设计人员修改设计前后有10余次。”

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设计人员坚持
“感情融进去带动技术融进去”的工作理
念，有意识地把中国高铁设计实践中的好
经验、好做法与当地分享，用事实展示中
国技术的先进性和适用性。随着一个又一
个技术问题的解决，土方越来越多地开始
接受中国的设计理念，认同中国的技术实
力，他们对铁五院设计师表示，“原来我们
推崇德国的技术，现在觉得中国人很棒。”

在融入当地生活的同时，中国企业更
加注重承担社会责任，让中国技术为当地
百姓带去实实在在的好处。

亚吉铁路连接着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
两国首都，被当地百姓称为友谊之路、民
生之路、繁荣之路。吕晶向记者讲了一个
有趣的小故事：“埃塞俄比亚有一个小伙
子，因为家里穷，女朋友家一直不同意他
们结婚。后来，小伙子经过培训，到亚吉
铁路来工作，女方家竟然很愉快地同意了
他们的婚事。”

据吕晶介绍，亚吉铁路大量雇佣当地
员工，提升当地就业水平。项目上场中方
员工累计1000余人，埃塞当地员工1.5万多
人，吉布提当地员工 3000多人。同时，公
司还组织当地员工到中国进行 3-5 个月的
技能培训。“这些员工回国后都成了骨
干。”吕晶说。

◆ 标准对接
促进互联互通

“一带一路”在连接传统基础设施建设
的同时，还通过数据的联通、信息的联
通、技术的联通实现相关国家的标准对
接，用“软联通”促使“硬联通”的高效

运转，让各国都能分享经济发展的红利。
老挝、斯里兰卡、吉尔吉斯斯坦、古

巴，这些国家都在使用中国的地面数字电
视标准，中国的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标
准 （AVS） 正逐步走向海外市场。

“中国的科技企业和科研工作者一定要
积极参与一些国际会议和国际标准的制
订。只有这样，中国的产品才能更好融入
海外市场。”上海大学通信与信息学院王国
中教授从 2002年起参与 AVS标准研发，他
认为，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春
风，AVS 这样的中国自主标准也将迎来更
好的前景，未来，他们将进一步把 AVS 标
准推向全球。

“其实，各国工程建设标准背后的基本
原理都是一样的。”吕晶向记者介绍，以铁
路技术为例，中国和欧洲对铁路设计有不
同的技术标准，但随着工作的深入，技术
人员们发现，无论是中国标准还是欧洲标
准，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中国标准丝毫
不比欧洲标准低，而且我国铁路建设得
多，实践经验丰富，标准的实用性、适用
性更强。”

中国的技术标准也在实践中不断得到
印证。“很多情况下，我们都会把中国标准
与当地情况进行结合。”吕晶向记者讲述了
一个生动的案例：在修建阿卡铁路时，最
初谈判结果是要“采用中国标准 （不低于
国际通用标准） ”。在实际执行中，来自意
大利的监理公司发现，采用中国标准实际
测算与国际标准结果一样，从这之后，合
同才改为“采用中国标准”。

“通过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的对接，技
术的输出门槛会降低很多，才能更好地实
现设施联通和互联互通。”吕晶说，“中国
技术的海外应用为中国标准敲开了国际化
的大门，而标准对接为中国技术走出去增
添了一双翅膀。”

中国标准“花开”世界
本报记者 王 萌

中国标准“花开”世界
本报记者 王 萌

“在尼日利亚，公司有3名员工被授予酋长头衔。”谈到海外建设，中国铁建中土集团副
总经理吕晶告诉本报记者，尼日利亚阿布贾—卡杜纳铁路（阿卡铁路）是第一条按照中国
技术标准设计施工的海外铁路，中国技术、中国工人获得了当地的充分认可。

2016年7月，阿卡铁路通车运营，标志着中国铁路技术“走出去”迈出关键一步。就
在3个月后，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铁路（亚吉铁路）开通运营，成为中国在海外首次采用
全套中国技术标准修建的跨国电气化铁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技术正在融入沿
线国家，为当地民众带去便利，获得世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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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4 月 29 日，在塞尔维亚雷
斯尼克，中土集团员工与塞方工作人
员商讨铁路施工方案。

新华社记者 王慧娟摄
图②：2016年10月1日，在埃塞俄

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拉布车站，中方
列车司机刘继（右）对埃塞俄比亚司机
进行指导。

新华社记者 孙瑞博摄
图③：5月3日，在印度新德里城

郊，吴晖使用Paytm客户端扫码付款。
新华社记者 毕晓洋摄

“输出过剩产能论”不攻自破
卢泽华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如火
如荼地进行，中国不仅通过为沿线国家修
路搭桥、投资建厂来助力当地发展，更有
一批中国技术、标准在海外落地生根，造
福当地经济社会。曾有西方媒体指出，“一
带一路”只是中国过剩产能的输出。如今
看来，这种论调已不攻自破。

“一带一路”建设，其动力源于沿线
国家在装备、技术、资金等方面优势互补
和需求对接，没有需求为前提，就无法出

现当下“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的繁荣局
面。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通过自
身供给能力和他国发展需求的有效对接，
为沿线国家注入优势产能，并用技术和标
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带来动力。

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对基
础设施建设具有迫切需求，而中国则拥有
世界一流的基建技术和产业体系。雅万高
铁、中老铁路、亚吉铁路、瓜达尔港等一
大批重大工程，不仅给当地带来日新月异
的变化，更让这些国家建立起更加完整的
产业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授人以
鱼”，更做到了“授人以渔”。通过积极搭
建对接平台，推进技术、服务和标准落
地，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翻开了国

家发展的新篇章。以“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相对匮乏的铁路建设为例，中国拥有世
界上最完整的铁路技术体系，中老铁路、
中泰铁路等项目不仅有效对接了当地需
求，更在铁路技术提升、人才培养等方面
助力当地登上新台阶。

另一方面，随着创新驱动成为中国经
济发展新动能，国内大数据、互联网、人
工智能等新兴产业也为“一带一路”带来
巨大机遇。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
面向东盟、南亚、中亚、阿拉伯、中东欧
等地区和国家建设了一批区域和双边技术
转移中心及创新合作中心，初步形成一张
区域技术转移协作网络，并以此催生出一
条由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人工智
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先进科学技

术连接成的“21世纪数字丝绸之路”。
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为沿线国家培

养了上万名科学技术和管理人才，中国也
启动了“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开展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
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 4项行动。中国将
在5年内安排2500人次青年科学家来华从
事短期科研工作，培训5000人次科学技术
和管理人员，投入运行50家联合实验室。

事实证明，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
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的当
下，中国正走在世界变革创新的最前沿。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秉持开放合作的
精神，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技术和
标准合作，共享优势产能，为“一带一
路”乃至全世界带来了新机遇、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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