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国高速铁路建设急需科技创新

当前，我国正在兴建多条客运专线，同时，酝酿已久的

设计时速为350km ／ h的京沪高速铁路业已开工建设。 我国

作为铁路大国，完全有条件建设世界一流的高速铁路。

高速铁路在国外已经有40多年的发展历史，但许多关

键技术对我国实行了封锁，而我国的高速铁路建设才刚刚

起步，急需针对建造过程中遇到的许多关键技术难题开展

研究，特别是高速铁路线路设计规范、轨道结构和高速道

岔结构主要参数优化、 无砟轨道设计理论和建造技术、高

速铁路轨道不平顺养护维修标准、路基结构设计理论与特

殊土路基处理新技术、 高速铁路桥梁与隧道建造成套技

术、新型铁路材料及其制备技术、高速铁路建设与运营安

全管理评价指标体系及方法和高速铁路施工新技术等诸

多重大关键科学技术问题亟待深入研究，迫切需要工程建

设单位、高校和科研院所密切合作、协同攻关 ［1］。

2 国内外产学研合作现状

加强产学研合作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增强自主创新能

力的必然要求。 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

区纷纷把产学研合作纳入国家创新战略和政府工作计划

中，促进了科技、教育的空前发展和经济的迅速崛起。以美

国硅谷和128号公路地区、英国剑桥科技园、日本筑波科学

城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模式，把产学研合作带入

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并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 我国就开始探索产学研结合。

以1992年实施“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为标志，我国产学研

结合进入政府推动发展的重要阶段。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

明确指出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

的技术创新体系，把自主创新提到了实现科学发展、推动

民族振兴的战略地位。我国产学研合作初步形成了以市场

为导向，并向全方位、多元化、多层次方向发展的局面，产

学研结合取得了巨大成效，推动了我国企业快速跃上技术

创新的主体地位，促进了经济领域的改革和调整。 尽管如

此，我国的产学研合作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以企业为主体、
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仍待完善 ［2］。

随着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铁路迎来了新一轮的建

设高潮。 探索铁路科技创新平台的产学研一体化模式，为

当前热火朝天的高速铁路建设保驾护航，是迫切需要解决

的问题。

3 高速铁路建造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的产

学研一体化模式

高速铁路建造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于2008年由中国

铁路工程总公司、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中南大学和铁道

科学研究院联合组建。 这4家单位是我国长期从事铁路建

设、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骨干单位。建国几十年来，一直

保持长期友好的密切合作关系， 为繁荣我国铁路建设事

业，承担了大量的科研攻关、技术开发和工程建设任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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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我国铁路行业技术水平和增强竞争力作出了重大贡

献。 由这4个单位联合组建的高速铁路建造技术国家工程

实验室，具有企业、高校与科研院所强强联合的优势，其技

术水平和综合实力居国内领先水平。

产学研一体化模式是高速铁路建造技术国家工程实

验室的特色与亮点， 也是高速铁路科技创新的重要手段。

通过产学研一体化模式，高速铁路建造技术的科技创新要

达到缩短研发周期、降低研发风险、提高创新效率、加速产

业化运作的目的。 产学研的基点在于结合，难点在于如何

使产、学、研三者真正达到“无缝连接”。高速铁路建造技术

国家工程实验室的产学研一体化模式主要包括技术融合

化、资源配置高效化和运行一体化等方面的内容。

3.1 高速铁路建造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的技术融合化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是国际领先的铁路施工企业，拥

有先进的高速铁路施工技术；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是国内

著名的铁路设计与咨询机构； 中南大学是国内著名高校，

在高速铁路建造技术的基础研究上卓有成效；铁道科学研

究院作为国内最大的铁路科研机构，在高速铁路建造的基

础研究与基础应用研究上已经有相当积累。 4个单位各有

技术特色，它们联合组建国家工程实验室能进行技术优势

互补： 中南大学与铁道科学研究院作为高校和科研院所，

可以充分发挥基础研究与基础应用研究的优势。中国铁路

工程总公司与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可以充分发挥应用研

究的优势。高速铁路建造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的创建有助

于高速铁路建造技术的有效融合与深度创新。

3.2 高速铁路建造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的资源配置一体化

产学研结合是实现国家和区域科技、教育和产业资源

高度整合，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的有效机制。

产学研一体化要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国家的重大产业发

展政策和市场为导向，积极联合高校与科研机构，充分利

用其人才、科研设备与科研积累等优势，加速科研成果的

转化。高速铁路建造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的创建有助于在

产学研一体化过程中，合理配置高速铁路建造技术的科研

与人才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缩短高速铁路建造技术

人才的成才周期，推动人才合理流动，为早日建立我国高

速铁路自主知识产权体系打下坚实的基础。

3.3 高速铁路建造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的运行一体化

创建高速铁路建造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的主要目标

是利用先进的高速铁路技术研发设施，创建具有行业领先

水平、结构合理的创新团队，构建长效的产学研合作机制，

形成应用研究成果向工程技术转化的有效渠道，使实验室

成为产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源头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支

撑平台。高速铁路科技成果的研发、科技孵化、知识产权保

护、人才培养等都需要参建方的积极配合，而高速铁路建

造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的创建有助于在产学研一体化的

过程中提高运行效率。

4 高速铁路建造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的运行

高速铁路建造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是我国高速铁路

建设的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 促进产学研一体化是其根

本目标。高速铁路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就是要通过高速铁

路建造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的创建，集中全国高速铁路建

造的优势资源，加速高速铁路建造的科技创新与高速铁路

建造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并辐射我国整个高速铁路建造行

业。强化高速铁路建造大型企业与高速铁路建造技术科研

院所和高校之间的科研纽带，集中优势科研力量，加速我

国高速铁路建造的自主科技创新，使高速铁路建造技术国

家工程实验室里研发的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为高

速铁路建造提供技术支持，促进效益增长。

在高速铁路建造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的建设与运行

过程中，建立了创新机制、激励机制、监督制约机制。 人才

培养机制、科技孵化机制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等。 通过

国家的初始投入带动行业、企业、高校与科研院所的科技

投入，奋力解决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内高速铁路建造中

的科研“瓶颈”和核心技术问题，以促进企业高速铁路建造

能力的快速扩张，形成企业投资—实验室科技攻关—科研

成果回馈企业—企业再投资的良性循环。

5 高速铁路建造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的建

设初见成效

2008年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紧紧围绕高速铁路、铁路

客运专线、城市轨道交通等国家重点工程，新开科研项目

574项，科研投入7.7亿元；在高速铁路、高原铁路、桥梁、隧

道、电气化铁路修建，铁路道岔制造、勘察设计等技术方面

取得了一大批具有国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的科技成果。
公司全年共通过省部级科技成果鉴定54项， 其中8项成果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26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7项达到国

内领先水平，3项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4
项，其中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省部级科技进

步奖41项。 除此之外，还取得了103项省部级工法、204项专

利。2009年上半年，公司又有6项科技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
自主创新科技成果的取得，大大促进了中国铁路工程

总公司的科技进步，确保了公司在国内相关领域的领先地

位，极大地提高了企业技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2008年上

半年公司新签合同额增长至1 798亿元， 比中国铁道建筑

总公司高出30.7%。其中，铁路新签合同额达到837亿元，比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高出4.1%；营业收入比中国铁道建筑

总公司高出15.8%，净利润则高出23.5%。 2008年中国铁路

工程总公司荣获全国首批 “创新型企业”、“中国企业信息

化500强”、“全国建筑业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先进企业”等

多个称号。 在2008年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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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中，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排名进一步提升至第341位；在

世界品牌实验室编制的2008年度“世界品牌500强”中排名

第332位；在《金 融 时 报》公 布 的世 界500强 名 单 中 名 列 第

433位， 是我国唯一一家同时进入这3项500强名单的基建

和建筑类企业。
高 速 铁 路 建 造 技 术 国 家 工 程 实 验 室 的 联 合 组 建 单

位———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依托高速铁路建造技术国家

工程实验室，坚持走以“科技创新促进企业发展”的道路，
近几年来先后承担了京津城际铁路、京沪高速铁路、石太、

哈大客运专线等一大批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的勘察设计和

科研任务。 其中，京津城际铁路建设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京沪高速铁路技术取得新突破，太行山隧道项目的科

技攻关取得丰硕成果，在寒冷地区的哈大客运专线建设取

得重大进展，大型客站设计技术进入世界先进行列，铁路

勘察设计技术水平显著提升。
通过自主创新，我国铁路系统建立了一套具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的高速铁路技术体系，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

高速铁路运营管理模式。最近1年来，来自美国、英国、俄罗

斯、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波兰等30多个国

家的政要、 国际组织领导和铁路同行乘坐了我国的动车

组，考察了京津城际铁路，对我国高速铁路的发展给予了

充分的肯定。 许多国家要求与我国加强铁路建设的合作，

要求引进我国高速铁路的技术装备并开展相关合作。

6 结语

基于产学研一体化模式的高速铁路建造技术国家工

程实验室以铁路行业发展为导向、大型企业为主体、高校

和科研院所为支撑、科研项目为依托、工程项目为载体，应

用基础理论和试验研究，重点解决了高速铁路建设中的关

键技术难题，发挥了产学研优势，研发了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装备，培养了高水平技术人才，提升

了自主创新能力，为我国铁路行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提供

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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