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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中国铁路“走出去”过程中建设标准存在的问题出发，通过标准体系架构及标准专业条款两个层面对中外铁路

建设标准的差异进行了分析，剖析其中不利于中国铁路“走出去”的因素，研究提出了消除或减少不利因素的建设标准总体

战略目标、分步实施计划及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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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many issues arose from the construction standards encountered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China Railway’s “Go Glob-
al” strateg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ifferences among construction standards, and analyzes the superiority-inferiority between China 
Railway’s construction standards and those abroad, both from an architecture and discipline perspective. The overall strategic goal and 
necessary steps to eliminate or mitigate the disadvantages that may hinder implementation of China Railway’s “Go Global” strategy 
with regard to construction standards are presented. 
Keywords: China Railway’s “Go Global” strategy; construction standards; strategic research

中国铁路“走出去”包含铁路工程建设在内的

全链条输出，铁路工程建设标准是“走出去”过程

中的关键因素之一。工程建设标准不仅对设计技术

方案有着源头性的限制作用，而且还对后续的施工、

产品甚至运营、维护都会产生长远影响。因此，研

究中国铁路建设标准适应中国铁路“走出去”的需

求具有重要性及紧迫性。

一、中国铁路建设标准在“走出去”中存在

的问题

中国铁路建设标准原主要为国内铁路建设市场

服务，已经过铁路建设市场与长期实践经验的检验，

符合中国国情及工程项目建设管理模式。在中国铁

路“走出去”过程中，面对政治、法律、文化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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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条件等不同情况，铁路建设模式、运营管

理及维护模式等差异，我们遇到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1）项目前期，业主要求采用国际标准或欧

洲标准；

（2）项目初期，中国标准与项目所在国现有标

准体系及其国情磨合困难；

（3）投标过程中，关键参数选取会影响技术方

案和投资；

（4）项目实施过程中，基于中国标准的设计理

论、设计流程、计算方式、参数选取、环保措施等

不能顺利获得国际咨询工程师的认可；

（5）项目后期，中国标准与当地运营维护体系

不匹配等。

上述问题，不利于中国铁路顺利“走出去”。

究其原因，首先是中国铁路建设标准自成体系，对

项目所在国多种标准体系并存的环境适应性差；其

次是标准层级不够清晰，不便灵活使用；最后是在

理论基础、设计理念及对新技术的应用上与国际铁

路建设市场的需求存在差异。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

上阻碍了中国铁路顺利“走出去”。

二、中外铁路建设标准对比分析

（一）标准体系架构差异

本文采用多维度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对铁路

建设标准的不同维度（层级属性、约束力属性及对

象属性）中的主要属性进行分析研究。

1. 层级属性

铁路建设标准按照层级可分为国际标准、区域

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团体标准

以及企业标准等。以上各层次标准之间有一定的依

从和内在联系。层级越高，其标准越宽泛、要求相

对宏观，层级越低，标准越具体。

我国铁路建设标准可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及企业标准。通过中外标准对比，发现国际通用标

准体系由国际标准、区域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和地方标准组成，其层级清晰，不同层级在不同

的层面起作用，上层是下层的指导和约束，下层是

上层的细化和支撑。而我国铁路建设标准中上层标

准对行业的约束性不强。

2. 约束力属性

按约束力分，中国铁路建设标准可分为强制性

标准、推荐性标准和指导性技术文件三种。我国铁

路建设的强制性标准涉及的范围较大，除了安全、

环保等外，众多行业标准也是强制性标准 [1]。国际

上铁路建设的标准分为技术法规和自愿性标准。其

中，互联互通、安全健康、环保、工程监督管理规定、

征地拆迁等方面通过法令的方式发布，并赋予相关

标准为强制执行的技术法规，其他技术标准均为自

愿性标准。自愿性标准可以通过合同或法令使其具

有强制性执行的约束力。

3. 对象属性

我国铁路标准根据工程建设的不同角色对象、

不同专业对象、不同线路等级分别编制标准。如，

根据中国铁路建设中的不同角色（勘察、设计、施

工、验收、运营维护等）在体系中进行了划分；铁

路分为不同的速度等级（高速铁路、普速铁路、城

际铁路等）；标准体系中还分别为重载、高寒地区

铁路编制标准子体系。除此之外，中国铁路标准覆

盖铁路涉及的绝大部分专业。

国际上铁路建设标准的分类就很简单。以德国

为例，德国标准体系中未明确按不同角色分别制定

标准，而是强调设计规范，并以设计为主线，结合

具体结构对施工、验收、养护进行统一规定。德国

标准体系中没有独立的高速铁路、普速铁路等子系

统，而是直接以专业为对象划分。但在标准条文里

对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有区别的部分做出不同的规

定。德国标准里对于土木结构专业采用通用标准，

没有为铁路专门编制全套的专业标准。

中国铁路按阶段划分的标准体系利于管理实

施，但由于各阶段标准的管理部门不同，统筹不足

可能造成标准差异。例如，设计标准与维护标准存

在不协调之处。中国铁路建设标准在对象属性上，

充分反映了中国铁路工程建设特点，便于工程实施，

易于使用。

（二）标准专业条款差异

我国铁路建设标准中涵盖铁路的大部分专业，

通过对中外标准专业具体条款的对比，主要差异有

以下几个方面。

1. 理论基础差异

中国铁路路基、桥梁、隧道等结构物多采用容

许应力法，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如德国、日本、

欧盟等）基本采用极限状态法 [2]。这一差异，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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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中国结构计算难以顺利获得国际咨询工程师的认

可，有可能会影响工程的实施。

 2. 设计理念差异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系统性及总体

性。我国铁路建设标准非常注重系统性和总体性，

强调全国一盘棋。而国外的铁路建设主要考虑建设

项目自身的需要，更着眼于某个具体项目的经济效

益。二是舒适性导致主要技术参数的差异。中国舒

适度要求高 , 在中国和德国的线路专业标准对比中

摘取几个典型的参数，对比如表 1 所示 [2]。高舒

适度必然会大幅增加项目的投资，对于以经济为重

要考量因素的海外项目，这显然是不利的。如与日

本标准相比，中国路基、桥梁、隧道的标准及规模

远远高出日本的相关标准，导致我国与日本在国际

市场中的竞争处于不利位置。三是对职业健康、安

全、环境（HSE）的具体要求及执行力度的差异。

海外工程对 HSE 尤为重视。我国也制定了相关的

国家标准（GB/T24001，GB/T28001），在标准架构

上逐渐与国际标准趋同。但由于对 HSE 的认识较

欧洲国家还存在一些差距，国外在 HSE 的具体要

求上标准更高，并要求对从设计到实施的整个过程

进行控制且严格执行。四是功能需求与技术手段错

位。中国铁路建设标准中功能需求定义不甚清晰，

但对于所采用技术手段的要求却很详细。德国标准

中对于功能需求是强制性的，对于实现的技术手段

大多是推荐性的。高速铁路发达的国家多导入了性

能设计理念，我国目前仍然停留在指标规定阶段。

( 三 ) 应用差异

 我国铁路的工程设计采用大量的技术标准图

集，这促进了工程设计、施工及维护的标准化和

模块化，有效地缩短了工期。在国际工程中却常

常受到质疑：一是标准图适用的条件、编制的基

础以及对具体工程的适应性等需要详细说明；二

是采用标准图可能会由于没有“量体裁衣”而造

成浪费。

使用标准图并非我国铁路建设专有，很多国际

公司也使用标准图。但标准图编制时应强调标准图

的适用性，对标准图的使用条件、计算原理、必要

的推算过程、适用范围等做出详尽的说明。

三、中国铁路建设标准发展策略及建议

（一）总体目标

中国铁路建设标准总体战略目标是将中国铁路

建设标准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国铁路地位

相匹配的国际性标准。

（二）分步实施阶段

中国现有铁路建设标准一直面向国内铁路建设

市场，它符合中国国情、路情，符合我国铁路勘察

设计的管理模式及工程项目建设管理模式。当中国

铁路建设标准从面向国内转变为面向世界铁路市场

时，必然需要经历一个从适应到引领的过程。这个

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1. 起步阶段

起步阶段主要解决在中国铁路“走出去”过程

中，铁路建设标准的不适应问题。根据轻重缓急程

度，分步实施（见表 2）。
2. 适应阶段

适应阶段是面向国际市场（或国际局部市场）

的铁路建设，按照国际标准高度重新审视、制定或

修订我国现有铁路标准。

（1）搭建中国铁路建设新标准框架

新的标准体系面向国际铁路市场，具有层级清

晰、重点突出（安全、环保、互联互通，功能需求）、

表 1  中德线路关键参数对比表

关键参数 中国标准 德国标准 评价

线间距 /m 4.8 (v=300 km/h) 4.5 (v=300 km/h) 德国线间距较小

平面曲线半径 /m 一般最小 5 000，个别最小 4 500 
(v=200~300 km/h)

一般最小 4 500，个别最小 3 600
(v=300 km/h)

德国最小曲线 
半径较小

欠超高 /mm 40~90 (高速铁路) 德国标准按照不同速度段落，给出 4 个不 
同的计算，其欠超高最大允许值为 70~150

德国标准均低于 
中国标准

过超高 /mm 40~90 (高速铁路) 过超高最大允许值为 70~150
欠超高时变率 /(mm/s) 25~31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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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性强等特点。

新编中国铁路建设标准由国际标准、中国国家

标准、中国铁路行业标准、企业标准四个层次组成。

其中，在基础性规定方面（术语、符号、基本计算

规定、测试试验规定等）采用国际标准；在安全、

环境保护、电磁兼容等方面采用国家标准；在通用

性规定、功能需求、性能指标、安全及互联互通等

方面采用行业标准；在设计、施工、运营、维护等

方面具备可操作性的准则、指南或手册采用企业（或

协会）标准。

（2）编制铁路技术标准工作大纲

铁路技术工作大纲对铁路的总体基本要求、铁

路体系划分、子系统基本要求等进行明确规定；具

备法律效力，直接指导标准编制；包含总体基本要

求：安全性、可靠性及可用性、人员健康保护、环

境保护和技术兼容等。

（3）编制中国铁路建设标准体系表

中国铁路建设标准体系表通过图表的形式反映

标准间相互连接、相互制约的内在关系，同时也表

示与其他行业的配合关系以及需要与其他行业配合

制定的标准。标准体系表反映了体系内标准的分类、

层次安排和门类划分。标准体系划分同时需要定义

各标准子系统的基本要求。

（4）编制功能需求规范

我们借鉴欧洲以功能需求为引导的标准体系，

对具体技术解决方案保持开放和包容。对国际市场

功能需求的研究分析是重点及难点。

（5）行业技术标准编制

行业技术标准编制是以标准框架为基础、遵循

铁路工作大纲要求、按照铁路标准体系的结构安排、

以满足功能需求规范为目的来编制的行业标准。

行业技术标准应充分利用社团、协会的力量编

制。行业标准应包含必选内容、可选内容、试验验

证等。考虑到标准面向国际市场，因此，行业标准

由协会或社团编制更方便推广和使用。

（6）企业标准

企业（或协会）标准主要针对设计、施工、运营、

维护等方面的具备可操作性的准则、指南或手册等。

（7）编制国际标准

中国应能在国际标准化活动中占据更多的关键

岗位，参与国际标准的编制，并通过国际标准机构

的平台推介中国标准。积极参加有关国际组织及活

动，增加国际话语权，通过参与制定（或修订）国

际标准，把中国标准带进国际标准。

3. 引领阶段

引领阶段的目标是在中国铁路建设标准中体现

表 2  起步阶段行动策略

　 行动 具体内容

第一步 编制现有标准海外 
应用指南

解释结论性条款 , 补充原理性说明，增加试验数据支撑

对强制条款及推荐条款进行说明，鼓励新技术和自主创新

功能需求及性能需求等作为强制性条款，推荐具体的技术手段及做法

积极采用极限状态法 编制极限状态法的计算模板，验证后推广使用

标准分层级编制 整理、区分行业标准及企业标准的内容

对涉及安全、环境保护等重大问题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发布指令

建立层级清晰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标准体系

标准翻译 分步翻译标准，首选对急需的基础类标准进行翻译

提高标准应用能力 对一些关键性标准编制应用指南或解释性文件

企业联合高校开展专题培训课程，对关键计算岗位实行结业后执证上岗

第二步 制定满足多种运输 
需求的标准

针对不同的运输需求，如非标准铁轨、时速 400 km 线路、单线高速铁路等标准进行研究

对具体的关键参数进行研究，如小断面隧道、小线间距等

研究互联互通标准 互联互通标准编制，包括基础设施、电力供应、列控、机车车辆、运营调度、信息等

标准国际化 制定国际化规划，建立规则、培养专家、搭建信息平台、加强不同层面的合作

第三步 东道国准入门槛研究 从技术标准的角度研究准入门槛、识别风险、制定策略

完善低等级铁路标准 完善较低等级铁路标准；保留现已废弃的标准，作为参考使用

中国标准的宣传推广 做好标准宣传策划，借助铁路论坛、国际铁路展及宣传展等平台开展

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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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建设特色，展示中国铁路建设优势，积极

涉足前沿科技，引领国际铁路标准，并成为重要的

国际化标准之一。最终目的是让各国的铁路企业及

业主接受并愿意使用中国标准。在本阶段需要着力

于中国标准的先进性，可以考虑通过如下途径，使

中国铁路技术标准保持领先地位：①加大科研投

入，保持科技领先；②研究前沿技术保持标准的先

进性；③研究前沿技术并通过专利和标准化；④拥

有较多高水平的专业人才，他们具备高水平的专业

技术或管理能力，有较强的外语读写和沟通能力并

熟悉国际标准化规则等；⑤具有优于国际或其他国

家标准的铁路样板工程，从而在国际上树立经济、

合理的建设标准样板。

（三）策略及建议

1. 采用灵活的标准使用策略

综合考虑市场、政治、技术等多方面因素，

灵活处理并采取“分区域对待、分步骤推进”的

策略。

（1）对于经济发达、铁路发达的国家，需要认

真研究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工作的重点为适应当

地标准。

（2）经济发达、铁路欠发达的国家，除了法律

法规外，还需要充分研究我国高速铁路建设标准与

这些地区国家中关于健康、安全、环境、互联互通

等标准以及与功能需求等方面的衔接。

（3）经济欠发达、铁路欠发达的国家，需要结

合项目情况及当地技术标准灵活采用我国铁路建设

标准或分步骤推进我国铁路标准的使用。

（4）经济欠发达、铁路落后的国家，可积极采

用中国铁路建设标准，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优化、

完善中国铁路建设标准。可协助编制这些国家的标

准，为后续工程创造有利条件。

2. 加强科研对标准的支撑

从目前对比看，中国高速铁路的技术标准，

普遍比世界同行标准高，尤其是站前专业，无论

是线路平、纵面参数，还是路基、桥梁标准，措

施强、工程量大、投资高，在国际上竞争力不强。

随着中国铁路的发展，中国铁路在“走出去”过

程中，需要拿出优于国际或其他国家的标准，在

国际市场上才能有竞争力，但这些标准的制定往

往需要大量的实验、科研做支撑。另外，中国对

全寿命周期内的铁路寿命和可靠性、减少维修、

降低成本等方面的标准化研究较少，这些也需要

通过基础研究来开展。因此加强中国的基础研究，

是保证中国铁路建设标准有竞争力的长久之计。

3. 支持试验及样板工程建设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高铁建设最多、运营里程

最长的国家，无论是建设经验还是运营经验都是最

丰富的。为了提高中国铁路的技术水平，增强中国

高速铁路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国相关部门应

在不断总结、优化高速铁路建设标准的基础上，建

立样板工程，并拿出优于国际或其他国家的标准，

从而在国际上树立经济、合理的建设标准样板。可

以考虑在国内选取有针对性的项目进行试验，也可

以在国外采用援助的方式建设样板工程。

铁路建设标准对整体技术方案具有源头性控制

作用，影响着设计、施工、产品制造、运营维护等

全生命周期内的各个环节。目前，中国铁路建设标

准基本满足国内铁路发展的需要，但中国铁路建设

标准体系架构及标准专业内容与国际标准存在一定

差异，特别是在标准制定理念方面差异较大。因此，

从中国铁路“走出去”的角度出发，中国铁路技术

标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同时需要政策的相关支持。

只有适应海外市场的铁路建设标准，才能成为破除

西方国家技术垄断、促进中国铁路“走出去”的排

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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