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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
机，这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在中共十九大报
告中被一一“点名”，作为中国创新型国家
建设的丰硕成果，这些创新科技给中国人带
来自豪的同时，也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得益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大力实施和
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逐步形成，一个个闪耀着
中国智慧的创新成果展示在世人面前，在世
界范围内引领风尚。

作为外国留学生都想带回国的中国“新
四大发明”之首，高铁成为中国对外经济技
术合作的“抢手货”，中国高铁技术和方案
为世界带去发展红利；作为中国核电走出去
的旗舰产品，“华龙一号”成熟而优秀的技
术水平受到了全球关注，并已与英国、阿根
廷、埃及、巴西等近20个国家达成了合作意

向；中国互联网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互联
网发展的中国模式正在被许多国家复制；中
国航天发布声试验算法，用“中国好声音”
填补了声试验领域国际标准的空白……

随着产品和技术的输出，中国标准也跨
过了“欧标”、“日标”门槛，在许多领域掌
握国际标准话语权，向全球彰显中国自信。
然而，中国标准走向海外并非一帆风顺，如
何让中国标准变为世界标准，是不断增强中

国经济竞争力的重要议题。
从中国标准到世界标准，离不开科学标

准规划。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标准化建设尚
不完善，在许多产业领域标准模糊。这就需要
加快国家标准体系建设，建立政府主导制定
的标准与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协同发展、协
调配套的新型标准体系，树立一批企业标准
领跑者，带动全行业产品和服务质量水平整
体提升。

从中国标准到世界标准，离不开持续科
技研发。中国标准化目前处于转型期，现在
的趋势就是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转变，加快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
提高关键领域核心竞争力。中共十九大报告
指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就是要瞄准世
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
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

从中国标准到世界标准，离不开深化对

外开放。中国制造在出口的过程中常常面临
与国际通行标准不一致的难题，实际上，标准
也是一座实现国际贸易的桥梁。中国开放的
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在对外开放过
程中，随着中国技术、中国产品、中国装备走
向世界，既要接受和适用“走出去”所在国的
规则，也要积极参与制定国际通行规则，力争
使中国的标准与有关国家实现互认，把中国
基于先进技术制定的标准与国际标准对接，
推动中国标准更多地向国际标准转化。

从中国标准到世界标准
王 萌

中国高铁中国高铁，，新时代跑出新速度新时代跑出新速度
史永竞史永竞

时速 350 公里、发送旅客
59.2 万 人 次 、 平 均 客 座 率
95%……10月21日，中国“复兴
号”动车组迎来运营“满月”。
这组数据，是过去一个月来，

“复兴号”交出的成绩单。
近年来，安全快捷、平稳舒

适的中国高铁，为世界高速铁路
商业运营树立了新的标杆。随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作为“中国名片”的高速铁路也
将踏上自己的新征程，跑出发展
新速度。

▼▼ 7月9日，宝兰高铁开通后的首趟西安北至兰州西D2651次动
车组列车，从“古丝绸之路第一桥”遗址开出。

王曙天摄 （人民视觉）

▲ 8月3日，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开往呼和浩特
东站的列车上，乘务员在整理行李架。

新华社记者 连 振摄

▲▲ 88月月33日日，，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开往呼和浩特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开往呼和浩特
东站的列车上东站的列车上，，乘务员在整理行李架乘务员在整理行李架。。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连连 振振摄摄

▶▶ 77 月月 1818 日日，，西安铁路局西安动车西安铁路局西安动车
段段，，动车组检修师一丝不苟地查看入库动动车组检修师一丝不苟地查看入库动
车组车轮状态车组车轮状态。。 王曙天王曙天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 11 月月 77 日 上 午日 上 午 ，， 昆 明 南 至 深 圳 北昆 明 南 至 深 圳 北
GG29242924//11次—次—““曲靖号曲靖号””高铁文化旅游列车高铁文化旅游列车
在昆明南站首发在昆明南站首发，，车厢内一片热闹景象车厢内一片热闹景象。。

毛毛 虹虹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 66月月2525日日，，中国标准动车组命名在北京举行中国标准动车组命名在北京举行。。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组织研制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组织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世界先进水达到世界先进水
平的中国标准动车组被命名为平的中国标准动车组被命名为““复兴号复兴号”。”。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史家民史家民摄摄

建成世界最大高铁网

今年以来，国际上流行一种名叫“硬币
挑战”活动。就是把硬币立在世界各个国家
和地区的高铁上，看在哪国硬币“站立”的
时间最长。最终，中国高铁排名第一，引发
全球网友热议。

小硬币折射大进步。过去 5 年，是中国
高铁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 5年。面对世界
经济复苏乏力，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
一系列深刻变化，中国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
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迎难而
上，开拓进取，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截至 2016 年底，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2.4万公里，其中通车高铁里程超过 2.2万公
里。中国累计投入运行的高铁动车组达到
2595组，超过全球总量的60%。同时，中国已建
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运营速度最快、具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的高速铁路网络。驰骋在神州大地
上的高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改变
着国人的生活，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根据2016年新修编的《中长期铁路网规
划》，到 2020 年，中国国内高铁规模达到 3
万公里，覆盖 80%以上的大城市。到 2025
年，高速铁路达到 3.8 万公里左右，网络覆
盖进一步扩大，路网结构更加优化，更好发
挥铁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作用。展望到
2030年，基本实现内外互联互通、区际多路
畅通、省会高铁连通、地市快速通达、县域
基本覆盖。在“四纵四横”高速铁路的基础
上，形成以“八纵八横”主通道为骨架、区

域连接线衔接、城际铁路补充的高速铁路
网，实现省会城市高速铁路通达、区际之间
高效便捷相连。

变身高铁技术引领者

“5年来，作为动车、高铁‘大脑’的内
控系统经历3次升级换代，3代系统都是中国
自主研发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
提到高铁发展，我特别骄傲。”说到中国高
铁技术的进步，十九大代表、南昌铁路局福
州机务段动车组首席技师陈承仪感受深刻。

近年来，中国高铁异军突起，打破了历
来为欧美日等跨国公司所垄断的全球高铁市
场。中国工程院院士丁荣军说，中国几乎拥

有所有世界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的核心技术，
且修建高铁的平均成本大约只有外国企业的
一半，施工效率却是其一倍以上。

并非起源于中国的高铁，为何却在这片
热土上跑成全球第一？

事实上，中国高铁的发展也是一路克服
困难，爬坡过坎，才实现“弯道超车”的。
从历史看，中国高铁经历了整车进口、合作
生产、零部件国产化、系统集成取得整车知
识产权 4个阶段的发展，才形成了今天的高
铁技术体系。

高铁肇始于日本、发展于欧洲、格局大
变于中国。而实现自主知识产权、贯通中国
只是第一步，中国目标是要通过铁路，联通
世界，把世界连接成为一个紧密的整体。

比如，由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和中国机

械进出口 （集团） 有限公司牵头组成的合包
集团，成功中标土耳其安伊高铁 （连接土耳
其首都安卡拉和土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高
速铁路） 二期主要路段。这是中国企业在境
外组织承揽实施的第一个电气化高速铁路项
目，对推动中国高铁“走出去”具有重要战
略意义。再如，通过俄罗斯进入欧洲的欧亚
高铁；从乌鲁木齐出发，经过中亚最终到达
德国的中亚线；还有从昆明出发，连接东南
亚国家、一直抵达新加坡的泛亚铁路网，这
些都是中国高铁“走出去”的里程碑工程。

2014年6月24日，中国与欧洲国家马其
顿签署了出售 6列高速列车的协议，这是中
国高速列车首次出口到欧洲。同年 7 月 25
日，土耳其安伊高铁二期工程通车，这是中
国在海外参与修建的首条高铁线路。

如今，中国高铁终于实现由“追赶者”
到“引领者”的角色转换，成为了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加速器”，中国新的“外交名
片”和“形象代表”。

开辟创新开放新格局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高
铁也加快了迈出国门的脚步。如今安伊高铁
建成通车，印尼雅万高铁、中老铁路建设进
展顺利，吉隆坡至新加坡高铁、莫斯科至喀
山高铁等多个项目正在积极推进。在国际上
积极实施高铁走出去，推进中国与周边互联
互通，完善口岸配套设施，强化沿海港口后
方通道。

中国也一直致力于向东南亚国家推销中
国标准的高铁。一方面方便民生、互联互通，
给东南亚人民带来福利。另一方面也希望通
过建设东、中、西 3条东南亚走廊，连通老挝、
泰国、马来西亚，直至新加坡，以及缅甸和越
南等国，打通通往印度洋的陆路交通。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开放带来进步，
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
只会越开越大。进入新时代，开启新征
程。随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
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中国高铁走
出去也迎来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从国内到
国际，由点线到跨洲越洋，共享中国改革
发展的红利，搭乘中国列车的便利，已经
或者正在成为众多国家的选项和抉择。而
中国高铁发展也将以“一带一路”建设为
重点，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
开放合作。

客观地说，在新的出海征程上，中国高
铁还面临不少困难。比如，在国际高铁市场
上，隐蔽性或技术性的国际贸易壁垒一直存
在。以欧洲为例，中国高铁在进入欧洲市场时
必须采用欧洲标准，中国高铁所有的产品设
备都要经过欧洲认证，不仅要交纳不菲的认
证费用，而且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同时，
中国高铁“走出去”，有时还面临知识产权方
面的阻碍和经验不足的问题。

“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
造业”，“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
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中共十九大报告的一系列表述，预示着中国
高铁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进入新时代，
跑出新速度，中国高铁将攻坚克难，一路前
行，将自己这张“中国名片”越擦越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