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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 连 港 珠 澳 龙 腾 伶 仃 洋
本报记者 喻 剑

图① 港珠澳大桥。

喻 剑摄

图② 沉管被拖运到海域进

行沉放安装。 （资料图片）

一辆辆满载货物的厢式货车缓缓驶入位于港珠澳大

桥珠海公路口岸的港珠澳跨境电商作业中心。这是全国

首个直通港澳的跨境电商通关场站，被抽检的货车在场站

集货区卸下数十箱货物，进入场站开展通关检查。

推动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设立跨境电商通

关场站，让广东港珠澳信息科技集团创始人林陞尝到了甜

头。“这是兼顾监管安全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一次创

新。”林陞说，过去电商货物自珠海口岸通关出境，通常要

前往东莞等地的场站，一批次货物通关需要一天才能完

成。“现在在场站通关就相当于在口岸通关。货车从港珠

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去澳门，一天可往返 3次，完成 3批货

物的通关出境。”林陞说，“口岸里的场站让通关变得非常

高效快捷，使港珠澳大桥公路口岸形成了极强的竞争力。”

林陞介绍，去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场站进出口

的跨境电商包裹总数达840万个，贸易额超过26亿元，占珠

海跨境电商贸易总额逾八成，已位居全国单一同类场站前

列。今年前4个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场站进出口

的跨境电商包裹数和车辆数均已超过去年全年的数量。

林陞的创业经历，就是依托港珠澳大桥地缘优势，发

展国际贸易分拨业务。在公司构建的“全球贸易多元一体

仓”内，进口货物可以“暂存理货（不需海关申报要素就可

入仓），报关进口，退运复出”，出口货物可以“分仓暂存，集

拼出口”，退运货物可以“库内理修、二次出口”。“相当于将

港澳仓内移到了珠海。由此带来的创新，是打通了外贸逆

向回路，解决了货物出口后退运慢、退运难的痛点，对于出

海企业意义很大。”

林陞认为，港珠澳大桥的开通将持续深入推动珠江口

两岸产业分工重构。“比如在跨境贸易方面，云南、广西等

西部省份的货物将不再取道珠江东岸，转从珠江西岸的港

珠澳大桥公路口岸进出，这对珠江两岸区域均衡发展大有

好处。”

“建设港珠澳大桥，是国家的历史性选择，也是珠海的

历史性机遇。大桥是珠海与香港澳门两大自由贸易港的

超级‘连接器’，有独一无二的优势，用好管好大桥，我们责

无旁贷。”在公司的发展蓝图中，还将推动承接香港服务贸

易的转换、挖掘澳门自由贸易港的潜在优势，通过商业模

式创新，发展更多特色鲜明的跨境电商业务，在珠海构建

自由贸易陆港。

新 口 岸 里 有 了 通 关 场 站
本报记者 喻 剑

浩瀚的伶仃洋上，港珠澳大桥飞架三地，如

碧海中一串美丽的珠链，又如一条巨龙蜿蜒盘

绕。她东接香港，西接珠海和澳门，集桥、岛、隧

道于一体，全长55公里，是“一国两制”下粤港澳

三地首次合作共建的超大型跨海交通工程，也

是世界总体跨度最长的跨海大桥和迄今公路建

设史上技术最复杂、施工难度最高、工程规模最

庞大的桥梁，被誉为“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中国智造”的试验场

港珠澳大桥连接的是世界四大湾区之一

——粤港澳大湾区。数据显示，2020 年粤港澳

大湾区经济总量达 11.5 万亿元，是我国开放程

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凌空飞舞于淼淼碧波之上的港珠澳大桥，

工程施工技术新、经验少，工序多、专业广，标准

高、难点多。“港珠澳大桥这项世纪工程在道路

设计、使用年限以及防撞防震、抗洪抗风等多方

面均有超高标准，是集大成之作。”港珠澳大桥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建设港珠澳大桥的难

点主要表现在：工程技术要求高。其主体结构

物处于深厚软弱地层上，地层分布差异大，抗震

设防标准高，全线阻水率要求严格；协调难度

大。协调工作包括了粤、港、澳三地之间的合

作，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协调配合；环境敏感。

穿越中华白海豚保护区，需高度重视对海洋生

态和渔业资源的保护。因此，港珠澳大桥在管

理机制、建设理念、科研技术等方面进行了一系

列创新，以保障工程建设。

以港珠澳大桥桥—岛—隧集群工程建设为

例，桥—岛—隧集群建设难度极高，面临的重大

技术挑战均为行业制约性瓶颈问题，包括外海

厚软基大回淤超长沉管隧道设计与施工关键技

术、外海厚软基桥隧转换人工岛设计与施工关

键技术、海上装配化桥梁建设关键技术、跨海集

群工程混凝土结构 120 年使用寿命保障关键技

术、跨境集群工程建设管理等一系列问题。

超级工程建设往往是技术创新的发动机，

港珠澳大桥自然也成为“中国智造”的试验场。

一连串数字，道出了大桥科技创新的成果：创新

工法31项、创新软件13项、创新装备31项、创新

产品3项，申请专利454项，形成专著18本、技术

标准60册。

在港珠澳大桥全桥的施工中，有太多在中

国乃至世界桥梁史上的“第一次”：外海大型深

水沉管隧道施工在中国是第一次，大型钢圆筒

成岛施工在世界上是第一次，重达 3000 吨的海

豚塔整体吊装在世界上是第一次……

新时代的“自信桥”

青州航道桥上，“中国结”熠熠生辉；九洲航

道桥的“风帆塔”扬帆矗立；江海直达船航道桥

上，“海豚塔”“跃”出海面……一个个优雅隽永

的“中国符号”在伶仃洋上乘风起舞。

一桥连三地，天堑变通途。这个被誉为“世

界桥梁建设史上的巅峰之作”“中国实力的集中

展示”“凝结着过去数十年中国桥梁设计、施工、

材料研发、工程装备等各项成果”的港珠澳大桥

不仅是联结港珠澳三地的“圆梦桥”“同心桥”

“复兴桥”，更是让中国桥梁、中国技术、中国创

造“走出去”的“自信桥”。

港珠澳大桥由畅想成蓝图再成现实，彰显

了大国伟力。在顶层设计上，由国家发改委牵

头成立“港珠澳大桥专责小组”，协调各方，推动

解决了口岸设置、投融资安排、中华白海豚保护

等方面的难题。大桥建设期间，粤港澳三方还

创造性地提出大桥主体工程由三地共建共管，

采用“专责小组—三地联合工作委员会—项目

法人”三个层次的组织架构和协调模式。

港珠澳大桥建设淬炼了建设者的品质。

2011年，作为最早的一批建设者，中交第四航务

工程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张文森和同事来到位

于伶仃洋南端的牛头岛上。他们用 14 个月时

间，在这座荒岛上建成了世界最大的海底隧道

沉管预制超级工厂。7 年的大桥建设中，从“每

一个节段都是第一个节段”的“工匠精神”，到

“4000 人走一条钢丝”的精益协作，再到沉管与

人工岛暗埋段实现“深海之吻”的动魄惊心，都

成为张文森引以为豪的财富。

港珠澳大桥运营管理，丰富了“一国两制”

实践的内涵。港珠澳大桥口岸人工岛的旅检大

楼，是目前内地唯一的三地互通边检口岸。大

桥通关施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内

地和港澳查验单位执法人员并肩而坐，旅客只

需排一次队，30秒即可完成查验。“一国两制”框

架下，大桥在建设管理方面完成了一系列制度

创新，有效解决了三地法律法规差异、技术标准

衔接、建设程序规范、思维模式碰撞。

港珠澳大桥的“钢筋铁骨”，已屡经极端天

气考验。2018 年 9 月，台风“山竹”正面直击大

湾区。港珠澳大桥上实测风速最高超过55米每

秒。强台风过后，港珠澳大桥安然无恙：大桥主

体结构、岛上房建及收费站结构、交通工程附属

设施均未受损，人工岛上建筑的窗户玻璃没有

一扇破裂。2017 年以来，这个“世纪工程”先后

经历过数次强台风考验。台风如同一次次“超

大规模的全尺模型风洞试验”，充分验证了港珠

澳大桥代表的中国桥梁建设的高超技艺和雄厚

实力。

协同发展的加速器

30 多年前，珠江两岸的人们提出造桥的设

想，如今，梦想成为现实，香港到珠海、澳门的车

程由约 3 小时缩短到约 45 分钟。大桥通车，也

让香港、澳门正式接入国家高速公路网，打通了

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道路交通网，使珠江口东

西两岸从过去的隔断变成连通的环，满足了粤

港澳三地跨界交通需求不断增长的需要。

中山大学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院院长、粤港

澳发展研究院教授毛艳华认为，港珠澳大桥能更

好促进两岸人流、物流等市场要素的便捷流通，

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两岸经济发展效率，进

而助力构建更好的产业链，形成更大的市场，促

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珠江东西岸的均衡发展，

将帮助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一个整体，并进一步辐

射带动粤西、广西等更多地区加快发展。”

随着港珠澳大桥、南沙大桥、洪鹤大桥等项

目的建成通车和深中通道、粤澳新通道、黄茅海

跨海通道等项目建设的加快推进，以及“澳车北

上”“港车北上”等通行政策措施的落地实施，更

多基础设施项目正在构建起密集快捷的交通

网，撑起粤港澳大湾区的连通新格局，打通三地

互联互通的“任督二脉”。

便捷的不仅仅是交通，沿着港珠澳大桥和

粤港澳大湾区的各大通道，珠三角 9 市、香港和

澳门人流、物流、资金流等高效互联互通，文化

更加交融、联系更加紧密。粤港澳大湾区“一小

时生活圈”呼之欲出。港澳人员跨境执业、跨境

办公、跨境医疗等政策相继落地，澳门新街坊等

民生项目加速推进……三地来往更便利，心灵

更贴近，粤港澳深度合作正在谱写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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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有“零丁洋里

叹零丁”，今有长虹卧

波港珠澳。

这座世界最长的

跨海大桥，建设规模

宏大，所处区域地理

条件复杂，海上大跨

度桥梁、海底隧道、人

工 岛 等 建 设 任 务 艰

巨。最终，数万名建

设者披荆斩棘，经 6

年筹备、9 年施工，创

造了世界桥梁史上的

奇迹。

奇迹的背后，是

港珠澳大桥建设者逢

山开路、遇水架桥，发

挥聪明才智，集成了

世界上最先进的管理

技术和经验，在设计

理念、建造技术、施工

组织、管理模式等方

面进行一系列创新，

推动我国隧岛桥设计

施工管理水平走在了

世界前列。

港珠澳大桥建设

者是坚持中国道路、

弘扬中国精神、凝聚

中 国 力 量 的 杰 出 代

表，他们以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卓越的劳动

创造、忘我的拼搏奉献，为广大建设者、劳动

者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学习港珠澳大桥建设者逢山开路、遇水

架桥的奋斗精神，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学习他们忠诚担当、坚守梦想的精神。

从难以置信的梦想，到充满期待的愿景，再到

飞架粤港澳的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是一部

历经跋涉的逐梦担当之作；学习他们开放融

合、勇于创新的精神。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学

习借鉴国内外先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造，力

求集世界之大成；学习他们攻坚克难、勇创一

流的精神。港珠澳大桥建设者打破了海上桥

梁工程极限，打破了国内通常的“百年惯例”，

制定了 120 年的设计标准；学习他们敬业专

注、精益求精的精神。“世纪工程”凝聚着全体

建设者的劳动、创造和奉献，百易其稿、反复

打磨设计方案的设计者，克服无数技术难题

的工程师，达到误差不超过 1 毫米高精准水

平的管钳工……一个个平凡的他们，认真完

成一项项平凡的工作，成就了不平凡的伟

大工程；学习他们坚韧不拔、团结奉献的

精神。从协调到规划，从设计到科研，

从施工到管理，建设者肩负为国建桥

的责任与担当，团结一心，汇聚成战

胜一切困难和挑战的磅礴力量。

桥的价值在于承载，人的价值

在于担当。港珠澳大桥的建设者

们，做到了既敢闯敢试，又积极稳

妥，坚持方向不变、道路不偏、力度

不减，开路架桥、气势如虹，为建设

交通强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砥砺奋

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立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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