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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速度”频

频冲上热搜，这次火

的是中国高铁。

从上一辈“哐哧

哐哧”的绿皮记忆，

到人人向往的动车

降临，再到让世界眼

前一亮的高铁，中国

列车出圈已经不是

第一次了。

截至2021年底，

我国高铁营运里程

突破 4 万公里，占到

全球高铁总里程的

2/3以上。近年来，国

铁集团着力推进国

际标准化工作，中国

高铁正从打造国家

名片迈向引领国际

标准。

刚刚过去的这

个 7 月，国际铁路联

盟发布实施由中国

主持制定的《高速铁

路设计基础设施》标

准和《高速铁路设计

供电》标准，这两项

标准均是相关领域

的首部国际铁路标

准。这一次，中国列

车成了“领头车”。

那么，什么是标

准？为什么成为国际

铁路标准会引起人

们这么大的关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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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标准？

标准，是衡量事物的准则。它
好像离我们很遥远，但其实就在身
边。

举个例子，小时候，大多数人
都从父母口中听到过“别人家的孩
子”，那就是我们绝大多数人人生
中第一次深有感触的“标准”。

说起标准，追根溯源，著名史
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
早有对大禹治水的描述：“……左
准绳，右规矩……”大禹在治洪水
中用到的所谓“准绳”“规矩”，便
是器物制造、工程测量的“标准”，
即为社会普世的共识。不仅是做工
程的理科生们，文科写诗照样也得
有标准。唐代大诗人杜甫《赠郑十
八贲》诗中有言曰:“示我百篇文,
诗家一标准。”做事如此，做人亦
如此——东晋文学家孙绰在《丞相
王导碑》中一言指出：“信人伦之
水镜,道德之标准也。”唐代韩愈
则在《伯夷颂》中写道：“彼独非圣
人而自是如此，夫圣人乃万世之标
准也。”

到了今天，学生时代的标准最
直观。做一张试卷，数学的试题都
有配套标准答案，即使是偏离一个
小数点也很抱歉。到语文就不同
了，除了非黑即白的文字和选项，
大把答案以“参考”为名，所以总
有人会发出疑问：“一千个读者一
千个哈姆莱特，凭什么我的理解就
拿不到满分？”那么，语文难道就
没有标准了吗？当然还是有的，相
较于直接给出数据的理科，文科的
标准往往是“逻辑鲜明、言之有
物、表达流畅……”你也一定听说
过拿到语文高分的隐性标准：字迹
端正清晰绝不能丢卷面分、阅读题
看分值寻找给分点踩点答题、作文
就算“草包肚”也得有“龙头凤
尾”……这些，九年义务制教育出
身的学生们如数家珍。

从古至今，做人做事皆有标
准，显性隐性皆是标准。做人应依
此而为，事物发展亦循此理，我们
的生活离不开的，正是“标准”二
字。

标准的

力量
为何标准这么重要？

我们为何离不开标准？拿军训
做个例子。

在我的生活体验里，初中的军
训还不是特别严格，夏天盖个小毯，
早上大概一叠看着整齐就过去了。
到了高中，军训第一天就统一了军
绿色被子，那时的我纳闷，这被子面
料硬挺，哪有盖自己的舒适？可就是
这样的被子，折出的“豆腐块”才棱
角分明，没过几天，大家都适应了早
起开始叠“豆腐块”，这就是军训内
务的标准。练正步走，我正处在左手
边比我矮，右手边比我高的中间地
带，第一次我向左看齐，班长一声哨
响说从我开始太慢了，第二次我向
右看齐，班长又一声哨响说从我开
始太快了，我委屈没错啊，第三次班
长规定所有人统一向左看齐，抬脚
高度25厘米，我们终于从“长蛇”变
成了一条直线。这就是军训正步走
训练的标准。正是因为在制定了标
准的前提下，在集体中没有了一味
低头只按自己速度走的排头、没有
了一个像我一样以个人想法左右看
齐的士兵，才出现中国阅兵时壮观
的各大方阵，才出现屡屡在各大短
视频软件上高人气走红的《中国方
阵“最燃瞬间”》。

有了统一的标准，才好办事，才
能办好事，小小的正步走是这样，管
理一个班级、一个公司，乃至一个国
家，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在市场上，对产品的标准就相
当于对人的法律，强制性的要求让
流通产品的质量有所保障。并不是
所有人都满足于强制性标准，如格
力空调 CEO 董明珠放话：格力标
准，永远高于国家标准！企业要想成
为领跑者，只有不断创新，提出更高
标准，严格要求，这就让标准奠定其
技术支撑的重要地位，中国企业要
想进入到全球技术规则话语权的领
域，标准就是他们的“通行证”。某种
程度而言，标准已成为一种国际“通
用语言”，标准化建设也是一流企业
核心竞争力的组成部分。

“国力之争主要是市场之争，市
场之争主要是企业之争，企业之争

主要是技术之争，技术之争最终归
结于标准之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主席张晓刚如是说。

无论是从其本身性质、作用，
还是从全球的经济形势和发展趋
势上看，标准的重要性都不言而
喻，做标准的“铁杆儿”执行者，力量
是无穷的。

标准会不会有变化？

随着时代需求的变化与技术的
不断进步，标准，也随之不断更新。
今天，标准的执行者通过努力，也可
能转变为标准的制定者。

从战国的“楚王好细腰”到唐
朝的“以胖为美”，再到现如今追求
匀称苗条，连身材的标准都随着时
代的变化而变化。小到吃穿住行，
大到经济发展，没有一项事物不在
变化的道路上。就像文章开头提到
的国际铁路联盟发布由中国主持
制定的相关领域的首部国际铁路
标准。

当然，这条路注定不会一帆风
顺。比如前两年轰轰烈烈的 5G标
准之争，燃起了一场“世界大战”，
华为对5G技术的率先研发和提前
布局让中国在主导标准制定上占
得先机，自然遭受了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大国的打压，但华为在5G“标
准必要专利”提交者中位列第一，
占比达20%，就算被排挤出标准制
定者的席位，只要使用 5G的企业
照样还得为标准中的华为专利买
单。基于此，美国商务部也不得不
后退一步，允许美国企业和华为合
作制定 5G标准，这让我们看到掌
握核心技术，就掌握了标准制定的
主动权。

小时候，“中国制造”在国际上
是个贬义词，于是我们不断向国际
标准靠拢，慢慢的“中国制造”开始
倍受信赖，“三流企业做产品，二流
企业做品牌，一流企业做标准”，现
在的“中国制造”正在向“中国创造”
转型，从“跟跑”到“领跑”，我们踏上
了推动“中国标准走向世界”的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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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3日，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设备并与中国铁路网
直接连通的中老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图为2022年5月24日，老挝中老铁路万象
站，乘务员在“澜沧号”动车组外准备迎接乘客。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