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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接受本次短期培训，我对我国高速铁路发展现状有了

进一步的深入了解，对国家主导的高铁输出战略充满期待与希

望；对高铁、城铁、地铁、轻轨等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的重要性

认识更加深刻；对越来越被普及的 TBM 及盾构施工技术更加

感兴趣；对近年来随着高铁建设而快速发展的大型桥梁结构及

施工新技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路基工程稳定性与灾变控制

技术有了更广泛的认识；第一次对轨道交通振动的环境问题与

应对技术有了系统的理解。 

一段时间以来，轨道交通在我国发展迅速。各大城市竞相

争取国家发改委审批建设城市地铁及轻轨；与此同时，中国高

铁的建设速度、运行速度及运行的安全性、稳定性、舒适性等

均举世瞩目。中国政府积极致力于我国高铁尽快走出国门，带

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关于这一议题，本人认为相关问题应予以

考虑，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对涉及到的专利进行评估，保护好自有的知识产权，

规避专利侵权索赔风险。 

在近年高铁建设发展过程中，我国有关主管单位对高铁建



设、设备制造等关键技术积极借鉴、引进、消化，结合我国实

际，逐渐发展形成功能体系较为完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经

过实践检验、世界领先的高铁技术。但是，这些我们声称的自

主知识产权是否获得国际专利？离开中国的土地是否受到保

护？部分机车、车辆制造核心关键技术及轨道板、系统控制等

引进的专利技术是否获准应用于中国国土以外的其他国家或

地区？是否可能陷入侵权索赔？这些问题应该尽早解决，避免

盲目乐观，影响国家的宏图伟略。 

二、完善我国高铁的相关规范、标准体系。 

我国高铁一旦走出国门，毋庸置疑将以我国的设计、施工、

检验验收规范等相关标准作为主导，但是按照惯例这些标准应

服从于当地的有关安全、规划、材料等规范，并且项目建设期

间需接受当地业主的监督、管理，建成后要移交给业主。以分

离式隧道两线之间的横通道布置为例，以色列标准要求为每

250 米设一处，而我国标准有很大差异；国内设计理念中相对

应的适用于中国本土的元素也应考虑是否适用于国外，特别是

较为发达地区及劳动力相对缺乏的地区，比如在国内被广泛采

用的软岩隧道分部平行流水作业方法未必被接受（欧洲人更倾

向于采用加固掌子面、全断面施工方法）；再比如钢筋混凝土

所需要的带肋钢筋，在以色列的国家标准只允许使用 S500 的，

而我国的标准为 S400。此外，我国本土生产的超大型铺架设

备如运梁机、架桥机或 TBM 等其它设备是否符合当地的安全



标准、是否准入等也值得考虑。 

三、对整套中国高铁采用的标准、规范等技术资料进行翻

译，为国际化做准备。 

中国高铁要走出国门、走向海外，就必须得让国际上认可

我们的标准、规范，而这些内容又涉及很广、涉及到很多专业

术语及概念，有关部门应早做准备。 

四、抓紧进行商务、技术人才的培训 

随着我国高铁输出战略变为现实的时间逐步临近，相关单

位应做好相应的人才储备，尤其是商务人才及熟练使用外语的

技术人才。为了保护就业，绝大多数国家对外籍劳务的输入都

有限制，因此大规模的中国劳务输出也是不现实的。那么随着

我国高铁产业输出的将以管理团队，也就是商务人员及技术管

理人员为主。因此应积极培训商务、技术管理人员，提前为我

国高铁输出作好人员准备。 

五、相关单位应从管理模式上做好准备 

我国的高铁建设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管理、技术人员，庞大

的建设规模也促进了各相关单位经营规模的扩张，但管理水平

的精细化与走出国门、做国际化的企业有相当大的差距。比如

有的施工单位没有自己的设备，仍然采用“大包”模式、以包

代管，管理粗放、效益不佳甚至亏损；有的单位管理团队臃肿、

责任不清、人浮于事、效率不高；有的单位安全、质量事故时

有发生等等。 



 

总之，随着中国政府主导的输出高铁战略的进行，我们相

关各单位应当积极准备、行动起来，不应只是停留在口头上、

讲话稿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