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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敏

第五届“中国制造日”全国主会场活动

的现场，中国人民大学欧盟“让·莫内讲席

教授”王义桅展示了一张图片，图片里是夜

晚世界灯光的分布。在图中，灯光集中于北

美、日本、西欧的沿海地区，而其他地方只

有零星的灯光或漆黑一片。

“全球还有十几亿人没有用上电，有近

一半的人没有用上互联网。怎样让世界的

灯光亮起来，让更多人享受全球化、工业化

和信息化带来的红利，这是我们面临的主

要话题。”王义桅说，“中国制造让中国人站

起来，还要让世界亮起来。”

2013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经过

7年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和地区

深得人心，大量基础设施项目不断落地，中资

企业在当地的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

今年11月，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

表示，截至11月，我国已经与138个国家、31
个国际组织签署201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文件，各方面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 中 国 制 造 要 走 出 去 ，而
且要走得好”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振华重工”）副总裁张健至今还记得

振华重工第一次参与国际竞标的场景。1992
年，刚成立不久的振华重工作为新手参加加

拿大的投标项目。当时他所进入的那个市

场，基本上是日本、德国和韩国企业的天下，

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振华重工凭借价格优

势和认真廉洁的态度中标其中一个项目。

“我们始终秉承着世界上只要有集装箱

港口的地方，就要有振华生产的起重机作业

这个使命，在出海之路上不断追求。”张健说，

振华重工多年来始终在探索一件事，那就是

中国制造不仅要走出去，而且要走得好，“一

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带

来了更大的一个机遇，必须牢牢依靠科技创

新，“只有好的产品和服务、一体化的解决方

案，才是走向全球的一个通行证。”

这是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共识，要想

在世界市场走得好，一定要有新技术、新创

新；好品质和好服务。

工程机械专家李晓钢所在的中铁科工

集团有限公司，目前正在参与印度尼西亚

的雅万高铁建设。该高铁项目是中国高铁

全系统、全要素、全生产链走出国门的“第

一单”，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志性工程

和印尼国家战略项目。高铁建成后，将使雅

加达至万隆的时间由 3 个多小时缩短至 40
分钟。这一项目对印尼经济社会发展，深化

中国与印尼两国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12 月 15 日，雅万高铁 1 号隧道顺利贯

通，这是整个雅万高铁建设的“咽喉”工程，

是雅万高铁全线的重点工程、控制工程、示

范工程，是集中展示中国高铁技术标准、勘

察设计、工程施工、装备制造、物资供应、项

目管理的平台。

李 晓 钢 说 ，1 号 隧 道 掘 进 采 用 刀 盘 直

径达 13.23 米的国产盾构机，是目前东南亚

最大直径的泥水加压平衡盾构设备。在整

个雅万高铁建设中，我国企业带出去的中

国制造高铁“神器”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逢山开道，遇水架桥”。雅万高铁的建

设离不开架设桥梁的特种装备。中铁科工集

团提供了雅万沿线预制箱梁所需的搬提运

架全套施工装备。中铁科工集团不忘初心，

始终将研制高端特种施工装备作为企业责

任，不断创新，推出新技术、新装备，做到行业

领先。旗下的中铁工程机械研究设计院，更

是中国架桥机这一产品的单项冠军，在高铁

建设中立下赫赫战功。

李晓钢说，在雅万高铁建设中的架桥

机、运梁车、搬运机比京沪、京广高铁的更

先进了一步，是架桥机等装备的“升级版”。

关键技术都有新的突破。在施工现场使用

的最新的 900 吨架桥机，是我国第三代架

桥机的代表。

近年来研制的 1000 吨架桥机的技术，

不仅能在平原地区运行施工，也能在山岭

地区的隧道内运行、隧道口架梁，适应施工

环境的能力更强，为雅万高铁安全、高效施

工提供了保障。目前中国中铁承担施工的

万隆段正从万隆朝雅加达方向，以每天架

设 3 孔箱梁的速度延伸。随着时间的推移，

施工速度还将进一步提升，中国中铁的卓

越施工能力将得到彰显。

李晓钢多年来参与了多个海外项目，

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轻轨建设

等项目中都采用了中铁科工集团的施工装

备。李晓钢说，他看到走出国门的中国制造

越来越先进、越来越高端，“现在我们不仅

有先进的驱动技术，还有先进的安全监控

技术、无人驾驶技术、施工信息管理技术，

将施工的进程管理得更加科学、智能。”

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在世界各地崭露

头角。李晓钢介绍，由中铁科工集团有限公

司研发的架桥机、铺轨机、提梁机、搬运机、运

梁车、盾构机等一系列高端产品，已经投入

到埃塞俄比亚、沙特、印度、土耳其、泰国、新

加坡、缅甸、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几个国家

工程建设中，确保了工程建设质量和速度。

这样先进的技术是我国专业技术人员

不断开发、探索取得的成绩。中铁十一局集

团汉江重工有限公司桥梁施工装备设计所

所长唐坤元介绍，2004 年我国大面积开始

进行桥梁施工时，大部分技术被国外垄断，

购买一个国外的设备需要资金好几千万，而

现在随着我国自主研发架桥机的使用，大大

节省了财力和人力，90%以上的工作量都可以

通过遥控或驾驶室里的按纽操作，基本不需

要人员体力劳作，“我们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

我们的技术在国际上是领先的。”

“ 硬 件 + 软 件 ”同 时 出 海
创造更多价值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践行，中资企业

走了出去，国外也更了解中国制造的内涵。越

来越多的“软服务”也走出国门，在国际舞台

中发挥中国智慧。如今，沿线国家的合作交

流愈发频繁，这条打通沿线国家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

桥梁，正在发挥着作用，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赵晔就职于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以

下简称“铁一院”）海外事业部，她一直忘不

了今年 2 月 23 日斯里兰卡南部高速公路延

长线全线通车的场景。

斯里兰卡南部高速公路延长线是利用

中国政府贷款在斯里兰卡建设的最大工程

项目。当天，在斯里兰卡总统、总理和中国

驻斯里兰卡大使的共同见证下，公路全线

通车。更让赵晔骄傲的是，这条公路由铁一

院 承 担 全 线 的 咨 询 监 理 ，伴 随 着 这 项 自

2015 年 7 月 开 始 实 施 的 海 外 工 程 顺 利 竣

工，中国企业打破了欧美国家在工程咨询

领域长达百年的垄断。

赵晔介绍，国际咨询服务属于海外工

程界公认的高端项目，对于咨询服务商的

经验、能力和综合素质要求极高。由于不同

国家的行业规则有所不同，大部分国家愿

意聘请欧美公司承担监理工作，这次由中

国公司承担监理工作，对于国际咨询服务

行业来说，有重要意义。

项目中，铁一院负责全线4个标段的全

部咨询和监理业务，承担从人员派遣、设计

审核管理、采购管理、招投标和风险管理直

至施工组织及实施的全周期、全过程服务。

为做好这一项目，铁一院组织全院的

精兵强将并面向全球展开招聘，聚集了来

自中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马来西

亚的 78 名国际工程师和 180 名斯里兰卡当

地工程师，以中国人特有的真诚与坚韧，将

不同语言、不同规范、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

化团队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以最好地完

成各阶段任务。

赵晔说，铁一院的咨询和监理工作，帮

助项目高效率完工，减少了不同规范之间的

矛盾，使得全长 94 公里的项目得以 4 年完

成，而“当地一条20多公里的路修了10年”。

铁 一 院 的 服 务 最 终 受 到 斯 里 兰 卡 政

府、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和业主的一致

赞扬。赵晔说：“这是‘中国咨询’走向国际

舞台的第一步，对打破欧美公司长期以来

在项目管理市场的垄断地位，把中国工程

的管理模式、成功经验推向国际，使中国咨

询 企 业 能 够 真 正 在 高 端 市 场 占 有 一 席 之

地，具有深远的影响。”

授之以鱼并授之以渔

“中国制造”走出去，给当地带来了什

么？这是李晓钢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当他到

达雅加达时，他立刻就找到了答案。

“当地人非常淳朴，看到我们施工人员

都非常热情。从他们的眼里我看到了对高

铁的渴望。”李晓钢说，由于要贮存施工材

料，需要征用当地土地，当地人都毫无怨言

地无偿提供了自己的耕地，“他们知道，虽

然暂时没了收入，但高铁修好后，对他们生

活的改变是巨大的。”

国家电网中国电力装备公司第三事业

部 副 总 经 理 汪 波 也 有 同 样 的 感 受 。 今 年

11 月，他结束了巴基斯坦的工作回到了

国内。在当地，该公司建设了一条长度近

900 公里的默蒂亚里-拉合尔±660kV 直流

输电项目，并于今年 10 月 25 号项目机械

竣工。

汪波说，项目完成后，将使当地居民

生活发生巨大变化，“项目每年输电量为

350 亿千瓦，可以解决巴基斯坦 940 万户

家庭的用电需求。由于项目输送的电力都

是 巴 基 斯 坦 南 部 清 洁 的 风 电 和 太 阳 能 发

电，电价很便宜，可以大幅改善当地民生

问题”。

“我们的项目还为当地提供了 6800 个

就业岗位。”汪波说，项目将来的运营还需

要当地人员管理，会长期招聘办公室人员、

工程师，并为工程师提供培训，让他们掌握

直流输电技术。

中建五局土木公司副总经理魏乐荣几

年前参与了刚果(布)国家一号公路项目，

他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企业“走出去”

的步伐正越来越大，也为当地人提供了更

多工作机会，“企业走出去后进行属地化管

理，必须聘用并培训当地人。中国装备走出

去后也必须培训当地工人使用。一个项目

的落地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让当地的经济得

到了循环和发展。”

伴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制

造如今越来越成为一张亮眼的名片。常有

国外朋友问赵晔：“中国取得的成就到底有

什么秘诀？”赵晔很认真地想了这个问题，

她说：“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

也是一种幸福，勇敢地奋斗、勇敢地去融入

时代的发展，这是我们中国青年人的理念。

每个人都在为这个全球化‘一带一路’倡议

贡献自己的力量，将来我们一定会收获属

于自己的惊喜和成就。”

中国制造扬帆远航 助力世界“亮”起来

·广告·

12 月 26 日，第五届“中国制造日”全国主
会场活动“扬帆远航”板块上，中国人民大学欧
盟“让·莫内讲席教授”王义桅作主旨演讲。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12 月 26 日，第五届“中国制造日”全国主会场活动上，“扬帆远航”板块圆桌访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