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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多年前，古丝绸之路上，东起长
安，西至罗马，驼铃叮当，商队连绵，车
辙纵横，中国的丝绸、陶瓷等货品风行欧
洲。2000 多年后，沿着古丝路经济带延
伸，新丝路跨越高山大海，回荡其间的是
阵阵火车汽笛声。轨道交通装备这张新的

“中国名片”，成为连接中西的重要纽带。
2013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

出，开启了中国装备制造业“走出去”崭
新的机遇期。10年来，共建“一带一路”
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成为深受欢迎
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10年间，作为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
领域的领军企业，中国中车主动融入“一
带一路”建设，产品和服务遍布全球六大
洲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从中低
端到中高端，出口模式从单一产品销售向
全要素“输出”，展示着中国制造的“硬
核”实力。

图①图①：：从老挝万象站驶出的从老挝万象站驶出的DD888888次次
““澜沧号澜沧号””动车动车。。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单宇琦单宇琦摄摄
图②图②：：中国中车出口阿根廷的新能中国中车出口阿根廷的新能

源轻轨车辆首列车内景源轻轨车辆首列车内景。。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高高 博博摄摄

图③图③：：老挝学生准备乘坐老挝学生准备乘坐““澜沧号澜沧号””
动车组动车组。。 达达 文文摄摄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图④图④：：雅万高铁高速动车组雅万高铁高速动车组。。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徐徐 钦钦摄摄

图⑤图⑤：：中国中车为泰国研制的电池中国中车为泰国研制的电池
动力机车动力机车。。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⑥图⑥：：在蒙内铁路机车维保车间在蒙内铁路机车维保车间，，
中国中车驻肯尼亚中国中车驻肯尼亚员工和肯方员工检修员工和肯方员工检修
机车柴油机机车柴油机。。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韩韩 旭旭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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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创新 中车方案提
升出行品质

10 年间，中国中车作为中国制
造硬科技和高品质的代表，与共建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持续深化科技
创新合作，为当地民众带来更为便
捷、舒适的出行体验。

9月13日，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
考察雅万高铁，并首次乘坐列车，称
赞列车以 350 公里时速运行时很平
稳、很舒适。

雅万高铁是中国高铁首次全系
统、全要素、全产业链在海外建设项
目，全线采用中国技术、中国装备、
中国标准。从项目启动、列车下线、
试验运行到联调联试，雅万高铁备受
瞩目。

“列车依托的是世界商业运营速
度最高的‘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
技术平台，但必须完美适配印尼的运
用环境，‘量身定制’是我们研发设
计的核心准则。”在雅万高铁动车组
主任设计师张方涛的办公桌上，摆放
着一张 2016 年团队成员在印尼做调
研时拍的合影照片。这是他们展开列
车设计的第一步。

设计团队面临两大难题。雅万高
铁穿行低纬度地区，常年高温高湿；全
线长大坡道占比达到 15.6%，其中坡
度在 30‰以上的坡道有 6.6公里。这
是此前高铁建设中未曾遇过的难题。

“从2018年起，我们在雅加达进
行了2年的现场户外试验，列车车体
材料通过了 2000 个小时的耐盐雾测
试，验证时间达到以往动车组的 1.5
倍。这种高标准的防腐蚀设计，能让
列车在 30 年寿命周期内保持结构安
全可靠。”张方涛说。

无数次创新攻关，让列车处处闪
烁着量身打造的光彩：采用高标准的
耐腐蚀设计、先进的新型涂层工艺和
防 护 技 术 ； 创 新 设 置 “ 高 加 速 模
式”，列车动力更澎湃，爬坡性能更
优越；使用高度智能感知系统，设置
2500 个监测点，所有关键系统可即
时检测、预警和诊断……

6月22日，雅万高铁在联调联试
中跑出了350公里的时速，在列车上
添乘试验的张方涛在现场见证了这一
标志性的时刻，“中国高铁开进‘千
岛之国’，帮助印尼迈入高铁时代，
也让世界再次见证中国制造的实力。”

10 年 来 ， 中 国 中 车 “ 量 身 打
造”的产品飞驰在“一带一路”上，
连接起当地民众的发展路、幸福路。

从美丽丰饶的“彩云之南”到山
峦起伏的“森林之都”，可以自由切
换中老两国网络、时间、语言的“澜沧
江”号列车，打通了云南面向南亚、东
南亚地区的又一条国际大通道。

穿越苍茫的东非高原和炎炎烈日
下的戈壁沙漠，行驶着“量身定制”
耐热型机车的亚吉铁路，将非洲国家
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连接起来，成为
东非地区的交通大动脉。

一列列“量身定制”机车的背后，
是中国中车以创新立身的硬核内功。

中国中车每年科研投入比例超
5%，新产品贡献率超 60%，形成 3.6
万人的科技人才方阵，拥有2个国家
级创新中心、11 个国家级研发机
构、21 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47
个省部级研发机构、18 个海外研发
中心，牵头参与制修订国际标准 63
项、国家标准207项，拥有有效专利
2.5万项……

这一切成为中国中车服务“一带
一路”建设的有力支撑，也成为中车
加快构建轨道交通装备和清洁能源装

备“双赛道、双集群”产业格局的动
力引擎。

当地时间 9 月 6 日下午，全球首
列氢能源智轨电车在马来西亚砂拉越
州首府古晋开跑。

古晋被称为“水上之都”，生态
环境优美。州政府重点支持发展公共
交通，对于绿色交通的发展需求迫
切。中国中车提供的氢能智轨车辆与
当地的需求高度契合。列车采用氢能
源动力系统，具有续航里程更长、加氢
时间更短、更低碳节能环保的优势。

作为融合了轨道交通和地面交通
优势的跨界之作，智轨为海内外城市提
供了一种兼顾运能与成本优势的创新
型中低运量轨道交通系统解决方案。

“使用氢能作为公共交通工具驱
动 动 力 ， 在 古 晋 这 个 地 区 还 是 首
次。”砂拉越州总理阿邦佐·哈里全程
体验了列车试跑，他表示试跑体验舒
适，对智轨电车项目很有信心。

依托硬核技术，中车一大批代表
清洁能源发展趋势的高端创新产品陆
续“出海”。2.5MW直驱永磁风力发
电机出口到斯里兰卡、泰国、哈萨克
斯坦、巴基斯坦、南非等 13 个国
家；5.0MW 双馈风力发电机出口哈
萨克斯坦，每年可为当地带来 6 亿
度清洁电力；新能源轻轨车辆出口
阿根廷，将服务世界文化遗产乌马
瓦卡景区。

中国中车持续与世界各国共享科
技创新成果，寻求合作共赢的最大公
约数，以科技创新硬实力为共建“一
带一路”互联互通贡献中车智慧。

和合共赢 中车经验助
推共建共享

除了技术与装备，管理运营、产
业培育等成为中国中车递给世界的又
一张名片。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年来，中国中车不仅致力于为相关国
家提供优质的轨道交通产品，还通过
投资、组建研发中心、建设制造基地
等方式，推进产品品牌、营销模式、
资本运作、生产制造、研究开发、人
才培养等与东道国深度融合，寻求共
建共享。

2022年7月，中车为墨西哥城地
铁1号线研制的车辆下线，这是中国
企业自主研发的胶轮地铁列车首次出
口海外。除此之外，这个项目有着更
加特殊的意义——它是中国中车首个
海外“系统+”项目。

通俗讲，项目不仅包含新造列
车，还包括线路整体修复施工、控制
系统现代化改造及维保服务等，这是
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系统解决方案能
力的重大突破。

“线路途经墨西哥城人口最多的
伊斯塔帕拉帕区，有助于节能减排、
改善环境，以绿色科技推动当地发
展。”墨西哥城市长克劳迪娅·欣鲍姆
表示。

该项目能够为当地创造约 1400
个直接岗位和700个间接岗位，并大
幅度降低能耗，具有良好的经济社会
效益和可持续的环境效益，成功入选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十大PPP项目
经典案例。

中车逐步实现从单一产品出海到
全要素“走出去”，以基础设施“硬联
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实现产品品
牌、营销模式等多维度的共建共享。

蒙内铁路是中非合作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全线采用
中国标准。这是肯尼亚百年来的第一
条标轨铁路，运行其上的 56 台机
车、40 辆客车、1620 辆货车全部来

自中国中车。
对肯尼亚而言，与铁路运营相配

套的机车车辆维保是全新的领域。为
保证蒙内铁路持续安全运营，中车在
当地建起“维保4S店”，开展列车维
保服务，同时还承担起了本地化人才
培养和技术转移的任务。

在技术转移工作中，每名肯尼亚
员工都有一名中车师傅手把手教学。
朱利叶斯是其中的佼佼者，入职 4
年，他不仅系统掌握了机车维保的各
项操作，还从普通员工成长为车间副
主任。“没有蒙内铁路，就没有肯尼
亚现在方便快捷的出行方式。没有中
车师傅的悉心教导，就没有现在的
我。”朱利叶斯说。

蒙内铁路开通6年来，中车共派
出900多人次奔赴肯尼亚，为当地培
养出专业技术人员200多名。肯尼亚
铁路公司商业运营专家团队负责人詹
姆斯·塞莱赞叹道：“中方留下了一支

‘带不走的队伍’。”
10 年间，依托更加成熟的管理

模式，中国中车的海外“维保 4S
店”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土耳其、
南非、阿根廷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
设立，中车人扎根海外，为客户提供
全寿命周期、零距离服务。

在阿根廷，中车709辆城际动车
组，更换当地三大城铁线路上的老旧
车辆，并提供配件供应、维保技术支
持，列车服务数百万阿根廷民众，乘
客满意度高达97%。

在塞拉利昂，中车克服当地待修
车辆和基础设备停用多年、零部件供
应吃紧等困难，高质量完成窄轨矿石
漏斗车整修和维保业务。

在巴西，中车成立首个以风电
“产品+”形式出海的海外子公司，
逐步推进拉美市场“产品+技术+服
务+资本+管理”全要素共享的业务
服务。

从“走出去”“留下来”到“融

进去”，中车探索形成本地化制造、
采购、用工、维保和管理的模式，以
项目落地拉动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
的轨道交通产业链。

从 2010 年 38 列米轨城际列车出
口至马来西亚，中国中车开启了与马
来西亚共建共享轨道交通产业的发展
之路。动车组、轻轨等多种产品陆续
落地，建立工厂，聘用本地员工，培
育近千名专业人才，并培养了一批优
质的本地供应商。

当地一家玻璃生产企业此前的业
务是为建筑行业提供玻璃。在中国中
车的帮助下，该企业投资兴建了无尘
粘接房，不断提高生产技术标准，最
终拥有了粘接资质，成为轨道交通行
业客室玻璃供应商。

通过中国中车多年的孵化，马来
西亚成为东盟第一家拥有轨道交通装
备制造能力的国家。

截至2023年6月，中国中车拥有
境外员工超 6000 人，在 10 多个国家
建立了本土化制造基地，极大带动了
当地轨道交通和清洁能源产业发展。

从不断深化维保服务能力建设，
到带动区域产业链发展，再到拉动项
目所在国轨道交通产业发展，中车越
来越多地成为众多国家和城市的“座
上宾”。

履行责任 共谱和美
乐章

一座座“连心桥”、一条条“幸
福路”、一道道“发展带”打通阻
隔，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生动注
脚。中国中车融入当地文化、服务当
地需求、履行社会责任，用行动践行
丝路精神。

2023 年，中国中车在泰国、土
耳其、老挝、印尼、沙特、肯尼亚、
巴西、阿根廷、墨西哥、葡萄牙等
10 个国家策划开展“坐着火车看世

界”系列活动，以火车为纽带，在
“一带一路”上展示中国制造的品牌
形象。

在泰国站，一场车迷主题摄影展
成为 2023 年亚太 （泰国） 轨道交通
展览会亮点。作为中车的资深车迷，
29 岁的泰国青年纳帕特上台，讲述
了他与中车结缘的故事：“2015 年，
中国中车为泰国研制的第一批交流传
动机车正在交付。当时我正在泰国国
家铁路局实习，看到中国机车非常好
看，我就一路跟了过去，向负责交付
工作的中车业务人员了解机车的各方
面情况。第二年，我在中国留学时，
受邀参加中车的‘车迷有约’活动，
第一次走进‘中国车’的制造现场。”

中车之行让他更加热爱中国火
车，回国后，他不仅经常在社交平台
发布关于中车的最新动态：“对我这
个泰国车迷来说，中国四川成都吸引
我的不仅有大熊猫，还有中车基地生
产的火车头……”

在中老铁路万象站候车大厅，一
面12米长、3米多高的大型列车模型
墙格外抢眼。这是中车面向国际的首
个列车文化驿站，“澜沧号”动车
组、高速磁浮列车、“复兴号”智能
动车组……20 多种“中车造”先进
轨道列车亮相，吸引了大批旅客驻足
观看，在列车模型前拍照打卡。

与此同时，一堂“动车第一课”
在“澜沧号”动车组上开讲。老挝中
学生恩妮说：“这是我第一次乘坐

‘澜沧号’，动车组外形漂亮，是我们
老挝国旗的颜色。乘坐环境舒适安
静，运行起来又快又平稳。我喜欢中
国，通过动车课堂，我了解了更多的动
车知识。以后我要好好学习中文，到
中国学习更多先进的技术。”将课堂设
在移动的车厢内，面向老挝青少年、火
车迷科普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知识，传
播轨道交通文化，这还是第一次。

今年9月，中车联合项目各建设
方在印尼万隆落成雅万高铁动车组科
普文化交流基地。“车迷开放日”当
天，印尼车迷、学生500余人来到基
地打卡，零距离登车观摩运营车辆，
穿戴上 VR 眼镜体验高铁数字化设
计，探索雅万高铁的奥秘。

印尼交通部部长布迪表示，雅万
高铁是印尼和中国双方合作共赢的典
范，不仅促进印尼交通事业和经济的
发展，更是印尼在技术和文化上的一
大飞跃。

在“一带一路”上，有太多温暖人
心的中车故事：在奥地利和巴西，相继
成立社会责任与文化交流中心、科技
文化交流中心；在土耳其，参与抗震救
援，全力保障爱心人员、救援力量顺利
往返机场，为前线救援工作打通24小
时“生命通道”……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以“连
接世界、造福人类”为使命的中国中
车，通过一次次的“跨国之旅”不断
传递中国温暖，与东道国、合作伙
伴、当地社区共谱和美新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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