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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9 年 1 月 2 日袁习近平总书记在叶告台湾同

胞书曳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首次提出两岸野新四通冶
要要要率先实现金门尧 马祖同福建沿海地区通水尧通
电尧通气尧通桥遥野新四通冶是大陆惠台措施的又一体

现袁获得两岸各界高度肯定遥 紧接着袁2019 年 1 月

29 日袁金门时任县长杨镇浯率团队到厦门参访袁双
方深入探讨多方面议题袁如推进厦金通电尧通气尧通
桥等袁进一步加深厦金两地交流与合作袁野厦金生活

共同圈冶建设全面提速遥
厦门与金门之间袁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袁仅隔一

条 4.5 km 的水域曰从历史渊源上来看[1]袁早在宋代袁
厦门与金门均隶属于同安县袁 两地民众亲缘深厚袁
后因战争及政治原因导致与厦门仅一水之隔的金

门与祖国大陆长期隔绝遥 1992 年金门解除戒严袁
2001 年厦门要金门野小三通冶正式实施袁实现两岸

小规模的通商﹑通航和通邮曰2019 年袁厦门要金门

野小三通冶航线旅客从 2001 年的 2 万多人次发展到

196 万人次袁增长 97 倍袁俨然成为两岸民众往来主

要通道袁较大地推动厦金两地的经贸往来与社会经

济发展遥 虽然野小三通冶便捷袁但却时常受恶劣天气

影响而停航袁影响人们出行遥综上所述袁实现厦门要
金门两地野通桥冶具有重要的意义袁其可以实现两地

真正意义上的地理联通袁最大程度地便利两岸民众

来往袁节约通勤的时间和成本袁增加两座城市的交

流与互动袁促进厦金经济与社会共同发展遥 但就目

前而言袁厦金大桥建设只停留在研究阶段袁未实质

性开展遥
因此袁本文从标准化的角度切入袁根据大陆及

台湾地区桥梁建设现状及标准制修订情况袁就厦金

生活圈建设中的通桥标准化需求展开研究袁充分发

挥标准化工作对两岸基础设施建设的软联通作用袁
从而为厦金通桥建设提出合理性尧建设性的政策建

议遥
厦金大桥建设构想的提出

厦金大桥建设设想的提出缘起于修建台湾海

峡隧道的设想遥两岸学者曾就修建台湾海峡桥隧议

题分别于 1998 年尧1999 年尧2002 年在福建厦门尧平

厦
金
生
活
圈
建
设
中
的
通
桥

吴

珊

标
准
化
需
求
分
析
及
政
策
建
议

21



潭召开了 3 次台湾海峡隧道研讨会[2]遥 研讨会上袁
厦门大学蔡爱智教授[3]首次提出修建厦金大桥的

建设设想袁 认为修建厦金大桥是台湾海峡隧

道要要要这一世纪伟大工程的前期工程袁 上述建议

获得了两岸学者的一致认同遥 而后袁专家学者们袁
如王洪涛尧彭阜南尧陈宝春尧黄发明[4-7]等袁相继对厦

金大桥建设开展了技术可行性研究袁 如厦金大桥

地区海域特征尧地震地质稳定性尧桥址桥线选择尧
施工技术等遥 2003要2009 年期间袁厦金大桥的修建

方案及线路引起了两岸专家学者乃至民众的热烈

讨论袁 但由于各种因素使得厦金大桥的修建暂时

搁浅遥 2019 年袁 厦金大桥修建议题又再次重提曰
2020 年 5 月袁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叶关于尽快推

动厦金通道建设的提案曳袁建议将厦金大桥建设列

入国家规划袁尽早开工建设遥
从蔡爱智教授首次提出修建厦金大桥至今已

20 年有余袁各方专家尧学者及大陆政府层面都在为

厦金通桥而不断努力遥
大陆桥梁建设及标准化现状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现在袁大陆的交通事业发

展迅猛袁交通网络四通八达袁全面覆盖了大小城市

及乡村袁且仍在不断地优化和完善中袁许多大型桥

梁超级工程也应运而生袁如港珠澳大桥尧平潭海峡

公铁两用大桥等遥 据 2020 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

计公报显示袁2020 年末全国公路桥梁 91.28 万座尧
6628.55 万延米袁 比上年末分别增加 3.45 万座尧
565.10 万延米袁 其中特大桥梁 6444 座尧1162.97 万

延米袁大桥 119935 座尧3277.77 万延米遥一般大陆桥

梁的标准体系框架[8]如图所示袁整个体系框架图分

为工程标准和产品标准 2 大类袁具体如下图遥

工程标准大类由桥梁专业基础标准渊工程冤尧桥
梁通用标准渊工程冤尧桥梁专用标准渊工程冤3 个子体

系构成袁主要包含桥梁工程的术语标准尧分类标准尧
设计/施工建设标准尧质量验收标准尧检验方法标准

及相应的管理技术标准遥
产品标准大类由桥梁专业基础标准 渊产品冤和

桥梁专用标准渊产品冤这 2 个子体系构成袁主要包含

产品的分类尧技术要求尧包-储-运标准尧产品的检

测方法标准及相应的管理技术标准遥
根据上述桥梁标准体系框架袁整理大陆现行的

桥梁相关标准分布情况如表所示袁其中国家标准共

14 项渊桥梁工程标准 6 项尧桥梁产品标准 8 项冤袁行
业标准共 160 项渊桥梁工程标准 66 项尧桥梁产品标

准 94 项冤袁地方标准共 216 项渊桥梁工程标准 212
项尧桥梁产品标准 4 项冤袁团体标准共 71 项渊桥梁工

程标准 50 项尧桥梁产品标准 21 项冤遥

大陆桥梁标准体系框架示意图

大陆现行的桥梁相关标准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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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桥梁建设及标准化现状
台湾地区桥梁主要由交通事务主管部门 野公

路总局冶尧交通事务主管部门野台湾区国道高速公

路局冶尧交通事务主管部门野台湾铁路管理局冶及各

县市政府负责管理遥 依据 野台湾地区桥梁管理信

息系统冶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统计结果袁 台湾地

区正常使用桥梁渊包括箱涵袁不含人行天桥冤共计

27358 座袁 其中公路事务主管部门 渊所辖桥数最

多冤3019 座袁 其次为高速公路事务主管部门 2357
座袁铁路事务主管部门 1696 座袁各县市政府所辖

桥数共计 20277 座袁其他机关共 9 座遥
其中袁与厦金大桥密切相关的袁则是在建的连

接金门本岛渊大金门冤的金宁乡与烈屿乡渊小金门冤
的海上桥梁要要要金门大桥遥 金门大桥于 2012 年 5
月 1 日动工建设袁过程曲折袁几经更换建造商尧工
期受影响袁目前预计 2021 年年底完工袁2022 年 10
月通车连通大金门与小金门遥 据了解袁该桥梁在

设计的时候已经预留出厦金大桥的建造空间遥
据目前资料调查得知袁 台湾地区有关桥梁建

设的标准分布较为分散尧框架体系未明确袁存在形

式有标准尧规范尧手册等曰桥梁标准相关文件发布

的主要部门有台湾地区交通事务主管部门尧台湾

地区经济事务主管部门野标准检验局冶等遥 台湾地

区桥梁相关标准按照桥梁建造流程袁可分为桥梁

设计/施工规范尧桥梁检测准则尧桥梁养护规范及

桥梁施工作业安全要求等袁共 50 余份遥具体来说袁
以台湾地区桥梁设计标准为例袁具体包含叶公路桥

梁设计规范曳叶公路桥梁耐震设计规范曳叶铁路桥梁

设计规范曳叶铁路桥梁耐震设计规范曳等曰该类标准

与大陆部分桥梁设计标准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袁
如大陆发布的叶JTG D60要2015 公路桥涵设计通

用规范曳叶JTG/T 2231要01要2020 公路桥梁抗震

设计规范曳叶TB 10002要2017 铁路桥涵设计规范曳
和叶GB 50111要2006 铁路工程抗震设计规范曳等袁
可作为今后大陆与台湾地区具体桥梁设计标准

比对研究之用遥

港珠澳大桥建设经验借鉴
港珠澳大桥这一桥梁超级工程袁是在野一国两

制冶框架下尧粤港澳三地首次合作共建的超大型跨

海通道遥 港珠澳大桥的筹备和建设的时间跨度长

达 15 年之久袁可谓历经坎坷袁但在中国建桥人的

不懈努力下袁终于在 2018 年 10 月实现开通营运遥
经多方调研及查阅资料袁 整理港珠澳大桥建设的

经验做法如下遥
1. 组织保障

成立粤港澳三地政府协调小组袁 全面开展有

关港珠澳大桥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曰 成立港珠澳

大桥前期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袁 负责处理日益增

多的各项与投资建设大桥项目有关的日常事务曰
上述派驻三地代表进入的权威组织可以保障桥梁

建设高效且顺利地推进和流转遥
2. 把控标准

经粤港澳三地政府商议袁 港珠澳大桥的建设

标准本着野就高不就低冶的原则袁采用了香港标准

渊英国 BS 标准冤要要要120 年设计使用年限遥 该做法

为大桥建设指明方向袁 也为后续类似的跨海大桥

建设树立了楷模并提供借鉴意义遥
3. 制定标准

为了做到 野120 年设计使用年限冶 的建设要

求袁 港珠澳大桥的工程师们利用自身经验和知识

储备袁与国内现行的桥梁建设标准做比对袁边研制

标准尧边制定标准尧边施工建设袁建立了港珠澳大

桥专用的设计标准尧施工标准尧验收标准以及运营

维护标准等袁共 63 册野港珠澳大桥标准冶袁其中大

部分已经被中国公路学会转化为团体标准袁 将在

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和地区推广使用[9]遥
4. 运维管理

港珠澳大桥建设者不仅在建设过程中十分重

视标准的作用袁 在桥梁交付使用后仍十分注重标

准在维护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袁 从而委托广东省标

准化研究院负责大桥建成后的智能化运维标准建

设袁形成一套具备数字化尧信息化尧智能化的运维

管理标准袁以应对今后大桥的维养管控尧应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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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及响应处理等方面问题遥
厦金大桥通桥标准化需求分析

及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大陆及台湾地区桥梁建设及标准化

现状可知袁在桥梁建设数量及形式上袁由于地区面

积差异袁大陆远多于台湾地区袁可推断大陆的造桥

经验较为丰富曰在桥梁相关标准体系构建方面袁大
陆的桥梁标准体系构建较为完善袁覆盖面更广袁标
准制修订成果更多袁 更有利于指导大桥的建设及

管理过程曰在桥梁管理体系方面袁大陆及台湾地区

都较为完善袁自成体系袁可互相学习借鉴遥
因此袁从标准化及整体的角度考虑出发袁通过

对大陆及台湾地区桥梁建设标准化现状的研究及

标准化需求分析袁 对厦金生活圈建设中的通桥议

题袁提出如下建议遥
员援 组织保障坚实到位

修建厦金跨海大桥涉及大陆及台湾地区两

地袁需跨越两种政治体制尧两个独立关税区和两种

法律环境袁与港珠澳大桥的修建过程较为相似袁可
借鉴其经验做法袁建议成立野厦原金地方政府协调

小组冶及野厦金大桥前期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冶袁可
以高效且顺利地推进和流转袁 最大程度解决建桥

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遥
2. 建设目标统一协调

为了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叶告台湾同胞书曳发
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提出 野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袁夯
实和平统一基础冶的重要讲话精神袁建议修建厦金

大桥建设目标应秉承野两岸融合尧协调一致冶的原

则袁深度融合尧统一协调尧推动两岸共建厦金大桥遥
3. 标准比对先行研究

由于厦金大桥建设时间还未明确袁 目前可以

发挥标准化工作在厦金两地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软

联通作用遥 依据确定好的厦金大桥建设目标袁两岸

桥梁相关的专家学者尧 协会单位等可整理建桥全

过程中的两岸关键技术标准袁如设计尧施工尧检测尧
验收尧维养及管理标准等袁先行就两岸具体标准开

展比对工作曰若发现关键工艺及参数存在差异时袁

则可讨论研究并制订符合厦金大桥建设的专用标

准袁 尽可能地避免在建设过程中出现有标不同或

无标可依的现象袁甚至出现边研制标准尧边制订标

准尧边施工建设的情况袁拉长建设周期遥
4. 全生命周期标准规划

为充分发挥标准化工作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

软联通作用袁 建桥前期就需要做一个大桥的整体

标准化工作规划袁 将标准化元素穿插在建桥前尧
中尧后期及投付使用的整个过程中袁比如大桥的一

些关键参数和数据袁 如果能够在设计之初就参照

一整套规范的数字化尧 信息化尧 智能化的运维标

准袁形成大桥的野出生数据包冶袁那么在后期使用过

程中通过智能化运维管理袁 根据动态数据的变化

就可以迅速调集数据去分析处理袁 能够更快更好

地发现问题尧解决问题遥
（作者单位：厦门市标准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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