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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我国沿海高桩码头实际，探讨分析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对标国内外高质量建设工程，研究构建了一套涵

盖设计水平、管理能力、实体质量三类指标的沿海高桩码头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提出了相应评价方法及标准。以宁

波舟山港某在建码头为例，对其进行了实证评价，验证了指标体系的科学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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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是工程项目的生命线。在工程建设领域，全

世界都未曾停止探索“高质量”的脚步。美国和日本分

别开展了“永久性沥青路面”和“长期使用路面”研究，

韩国提出超级桥 200 项目，将主要结构构件的工作寿命

预设为 200 年。我国也先后提出“品质工程”“平安百

年品质工程”的建设理念，不断推动建设工程更高质量

发展。

本文立足沿海高桩码头建设特点，聚焦工程建设

（含设计）阶段，构建了沿海高桩码头高质量发展指标

体系，为工程建设指明走向高质量发展这一动态过程中

的努力方向和工作重点。

1 沿海高桩码头高质量发展内涵

1.1 工程质量概念

工程质量通常包含狭义和广义两种含义。狭义的

工程质量是指符合业主需要而具备的使用功能，强调

工程的实体质量，如基础是否坚固、主体结构是否安全

等。广义的工程质量不仅包括工程的实体质量，还包括

形成实体质量的工作质量 [1]。《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

对水运工程质量作了如下定义：工程质量是指反映工程

施工过程或实体满足相关标准规定或合同约定要求的程

度，包括其在安全、使用功能及其在耐久性能、环境保

护等方面所有明显和隐含能力的特性总和 [2]。聚焦工程

建设（含设计）阶段，本文认为工程质量应涵盖设计质

量、管理质量和实体质量三大维度，并随着时代的发展

不断变化。

1.2 高桩码头高质量发展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指出：“高质量发展

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经济发展从‘有没有’

转向‘好不好’。”是对高质量发展内涵最简洁、生动

的说明。综合分析国内外对优质工程、品质工程等相关

要求，笔者认为，沿海高桩码头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

持久耐用、技术卓越、可持续。

“持久耐用”是指通过精心设计、精益建造、精

细管理，实现工程使用寿命和耐久性大幅提升。

“技术卓越”是指通过积极推广应用新技术，工

程的建设质量、绿色化、智能化水平位居世界前列。

“可持续”是指工程在建管养运一体化发展的同

时，注重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协调发展。

2 沿海高桩码头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2.1 指标框架

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

展理念，聚焦工程建设的设计和施工阶段，从设计水平、

管理能力和实体质量三大维度出发，根据质量特性、装

备技术、管理效能、安全生产、科技创新等设置 19 项

指标。

2.2 指标设置原则

——代表性。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

提炼影响工程质量的关键因素，充分发挥主要指标的核

心带动作用。

——动态性。工程质量要求是动态的、发展的和

相对的，指标体系设置应体现高质量的动态发展。

——引领性。高质量指标体系是行业发展“指挥

棒”，指标梳理应以国内外工程高质量建设先进的理念

与技术标准为导向，引领和推动我国沿海高桩码头工程

基础设施质量和品质的整体提升。

2.3 评价方法和标准

为突出高质量指标体系的引领性，针对每个指标

设置所对应的标准值，以是否达到标准值作为评价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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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达到该项指标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评价依据。

表 1  沿海高桩码头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及其评价方法与标准

属性 指标 指标含义或计算方式 指标标准

设计
水平

数字化水平（D1）

用 BIM 正向设计覆盖度衡量，D1=BIM
正向设计工程组成部分数量 / 工程组成
部分数量 ×100%，其中，工程项目划
分主要包括建筑工程、机电设备、金属
结构设备、给排水工程等

100%

专业化水平（D2）

用设计文件各专业设计人员持证比例衡
量，D2= 具有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的
设计人员专业数 / 该项目涉及专业总数
×100%

100%

精细化水平（D3）
因勘察设计原因引起的变更额占总造价
的比例 ≤ 5%

标准化水平（D4）
用 标 准 构 件 占 比 衡 量，D4= 形 状 规
则可标准化生产构件数 / 总构件数量
×100%

≥ 80%

规范化程度（D5） 用施工图违反建设标准条文数量衡量

无违反强制
性条文，违
反一般性条
文问题≤ 3

管理
能力

新技术应用水平
（M1）

M1= 项 目 行 业 新 技 术 大 项 应 用 数
/10×100%
新技术参照《建筑业 10 项新技术》[3]

≥ 80%

数字化指数（M2）

M2=0.4× 智能化装备率 +0.3× 数字化
管控率＋ 0.3× 智慧化管理率，其中，
智能化装备包括数控钢筋加工设备、自
动喷淋养生设备、智能预应力张拉压浆
设备、机器人（焊接、凿毛等）等；数
字化管控包括混凝土拌和站生产管控、
桩端压浆监控、扬尘噪声自动监测等；
智慧化管理包括现场管理、试验检测数
据自动采集等

≥ 80

施工标准化水平
（M3）

M3= 采用标准工艺数 / 推广标准工艺
数×100%，其中，推广标准工艺参照《水
运工程施工标准化建设指南》[4]

≥ 50%

产业工人比例
（M4）

M4= 中级工及以上工人数量 / 施工现
场工人总数量 ×100% ≥ 30%

平安建设水平
（M5）

用工程参与省部级平安工程考评结果表
示

部级平安工
程冠名或省
级考核达标

环保投资指数
（M6）

环境保护投资占工程总投资的比例 ≥ 2%

创新成果贡献度
（M7）

M7=（0.5× 项目获奖数量 +0.4× 科技
成果数量＋0.1×微创新数量）/建安费，
其中，科技成果包括核心期刊论文、专
著、发明专利、工法、标准和指南

≥ 0.2 项 / 亿

实体
质量

原材料指数
（E1）

E1= 项目原材料质量评分 / 近三年全国
高桩码头工程原材料质量评分 ×100，
其中，原材料质量评分由抽检合格率转
化率得到（分数 = 合格率），包括水泥、
碎石、砂、钢筋、掺合料、外加剂

≥ 100

结构稳定性指数
（E2）

采用主要结构沉降位移累计量（单位
:cm）标准差衡量 ≤ 1.5

实体质量指数
（E3）

E3= 项目实体质量评分 / 近三年全国高
桩码头工程实体质量评分 ×100，其中，
实体质量评分由抽检合格率转化率得到
（分数 = 合格率），抽检内容源于《公
路水运工程质量状况及质量监督信息统
计报表制度》

≥ 102

竣工质量鉴定指
数（E4）

E4=0.5× 工程实体检测评分 +0.3× 工
程观感质量评分 +0.2× 工程资料保证
评分

≥ 95

耐久性指数（E5）

E4= 项目耐久性评分 / 近三年全国高桩
码头工程耐久性评分 ×100，其中，耐
久性评分由抽检合格率转化率得到（分
数 = 合格率），由混凝土耐久性能（抗
氯离子渗透、抗冻等）、钢筋保护层
厚度（工后）、防腐措施 3 类内容按
0.4、0.4、0.2 的权重综合计算得到

≥ 102

质量均匀性水平
（E6）

采用主要构件混凝土强度标准差衡量 ≤ 0.15

管理均匀性水平
（E7）

采用项目内各单位工程实体质量得分极
差衡量 ≤ 5

3 宁波舟山港某码头实证评价

3.1 概况

以宁波舟山港某码头为例开展实证评价，试评价

指标 19 项，实际评价 19 项，其中 10 项符合高质量发

展要求，9 项不符合（见表 2）。

表 2   沿海高桩码头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及其评价方法与标准

属性 指标 发展现状 高质量评价

设计水平

数字化水平（D1） 未开展数字化设计 不符合

专业化水平（D2） 100% 符合

精细化水平（D3） 0 符合

标准化水平（D4） 66.7% 不符合

规范化程度（D5）
未违反强制性条文和一般性

条文 符合

管理能力

新技术应用水平（M1） 80% 符合

数字化指数（M2） 80 符合

施工标准化水平（M3） 44% 不符合

产业工人比例（M4） 15% 不符合

平安建设水平（M5）
获“平安工地”省级示范施

工合同段 符合

环保投资指数（M6） 2.33% 符合

创新成果贡献度（M7） 0.03 项 / 亿 不符合

实体质量

原材料指数（E1） 100.7 符合

结构稳定性指数（E2） 0.11 符合

实体质量指数（E3） 103.2 符合

竣工质量鉴定指数（E4） 94.4 不符合

耐久性指数（E5） 100.6 不符合

质量均匀性水平（E6） 2.57 不符合

管理均匀性水平（E7） 11.5 不符合

3.2 评价结果分析

总体而言，该码头建设质量安全符合现有标准，

但与高质量发展仍有一定距离。码头建设过程中设计引

领作用发挥不强，数字化、专业化、标准化水平有待进

一步提升；施工精细化程度略显不足，钢筋保护层厚度、

工程观感质量仍存在一定短板；工程建设中对科技创新

和均匀管理重视程度仍有待加强。

4 结语

（1）构建了基于设计水平、管理能力、实体质量

的沿海高桩码头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其中，设计指标

主要体现勘察设计水平，具有较强引领作用；管理指标

体现工程建设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

实体指标主要体现工程建设品质，具有底线约束作用。

（2）实证评价研究表明本文提出的指标体系具有

较好的可操作性，不仅可用于沿海高桩码头高质量发展

水平的客观评估，还可对工程建设起到较好引导作用。

（3）建议加快标准提档升级，推进开展工程全生

命周期建设与运营、BIM 技术应用、结构整体检测评估

等标准规范的编制工作。积极开展质量提升关键技术攻

关，推动企业积极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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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港航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港口经济发展和服务能力的综合体现，本文结合国内外港航服务业发展经验，结合宁

波舟山港港航服务业发展现状和存在的短板，谋划发展策略，提出政策建议，为宁波舟山港发展港航服务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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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是港口城市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港航服务

业的发展水平是港口经济发展和服务能力的综合体现。

一般将港航服务业分为三个层次，基础服务层、辅助服

务层和支撑层，其中，基础服务层主要包括港口建设、

运输、装卸、仓储等基础服务；辅助服务层包括了代理、

船舶供应、维修、船舶检验、航运交易等辅助服务；支

撑层主要包括航运金融、保险、信息化、教育、法律咨

询等衍生服务 [1]。

宁波舟山港作为全球第一大港，2020 年吞吐量近

12 亿吨，连续 12 年保持全球第一，是服务长江经济带

和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的核心载体。经过多年发展，

宁波舟山港的港航服务体系基本完整、服务要素基本完

备、航运服务功能基本健全。但对标宁波舟山港打造“世

界一流强港”的发展需求，与其他国际强港的服务能力

相比较，宁波舟山港的港航服务能力尚有短板。2021 年，

宁波市出台《港航服务业补短板攻坚行动方案》，立足

宁波港航服务业发展特点，提出了近远期补短提升的行

动措施。

本文基于宁波舟山港发展条件，结合国内外发展

经验，谋划发展策略，提出政策建议，为宁波舟山港的

港航服务业提升发展提供参考。

1 国内外港航服务业发展经验

（1）促进航运要素聚集化发展。很多国际化大港

都会将航运要素集聚作为港航服务业发展的必经之路。

航运要素聚集在促进产业协同发展，形成有效的分工体

系，降低人工、技术以及运输成本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例如，香港港积累了丰富的航运服务业基础，其聚集程

全面质量管理，加快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提高质量在线

监测、在线控制和工程全生命周期质量追溯能力。

（4）下一步研究中，在评价标准设计、评价结果

应用方面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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