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安监发(2024J 6号

交通运输部关于

做好平安百年品质王程创建示范

推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

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 ,部

长江航务管理局、珠江航务管理局: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力打造“精品工程、样板工

程、平安工程、廉洁工程”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

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质量强国建设纲要》等有关

部署,按照《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五年行动计划(2023一2027年) >>工

作要求,做好平安百年品质工程创建示范,推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

建设高质量发展,提出如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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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以交通强国、质量强国建设为统领,深化全生命周

期建设发展理念,加快构建现代化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管理体系,推

进高水平建造和精细化管理,打造“安全耐久、经济绿色、传承百

年、人民满意”的平安百年品质工程,推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高质

量建设、高水平安全、高品质服务、高品位文化,助力加快建设交通

强国、质量强国。

(二)基本原则。

一一优质安全,服务民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确保工程建设质量安全放在突出位置,

推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助力实现

“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

一一目标导向,注重质效。坚持目标导向,破解制约工程建设

安全耐久的关键问题,实现工程质量更加可靠耐久、工程维护更加

便捷高效,促进全生命周期成本最优,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

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

一一系统谋划,因地制宜。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全局性谋划、

整体性推进、针对性实施。立足工程实际,统筹资源要素,推进高

水平建造和精细化管理,不断提升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和

本质安全水平。

一一创新引领,示范带动。坚持守正创新,科学选择安全可

靠、经济适用、先进高效的技术和装备,推动建造技术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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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坚持示范引导,总结推广创建成果,推动平安百年品质工程

建设,打造一流交通基础设施。

(三)主要目标。

到2027年,平安百年品质工程创建示范工作有效推进。建成

一批平安百年品质工程示范项目,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

建设发展理念持续深化,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管理体系不断完善,现

代工程管理理念和要求得到不断落实,工程安全性、耐久性和服务

品质得到明显提升,有力支撑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五年行动计划目

标实现。

到2035年,平安百年品质工程成为行业的普遍追求。交通运

输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和技术创新取得明显成效。全

生命周期管理措施有效实施,现代化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管理体系有

效运行,高水平建造和精细化管理全面推进,工程技术国际竞争力

和影响力显著提升,有力支撑交通强国、质量强国建设目标实现。

二、突出重点,开展平安百年晶质工程创建示范

(一〉桥梁工程。

推动长大桥梁结构设计理论及方法创新发展,提高长大桥梁

结构耐久性能和设计使用寿命。完善长大桥梁冗余设计和韧性设

计评估方法,提高桥梁结构抵御自然灾害与突发事件的能力。开

展长大桥梁智能建造前瞻性技术研究,提升长大桥梁智能建造水

平。推进钢结构桥梁建造技术研发应用,提高钢结构桥梁的可靠

性、耐久性。

推进中小桥涵构件配件标准化设计,鼓励建立区域性中小桥

涵预制部品部件标准化设计通用图集。开展中小桥涵防洪标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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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适当提高特殊地区中小桥涵洪水频率设计参数,提高中小桥涵

泄洪能力。探索中小桥涵和简支桥梁工业化建造模式应用,鼓励

建立桥涵预制部品部件认证认可机制,推动部品部件商品化流通。

推动先进可靠的桥涵结构拼装技术研发应用,提高中小桥涵安全

性、耐久性。

(二)隧道工程。

推动隧道工程新型支护结构体系设计理论和方法创新发展。

推动钻爆法施工隧道装配式衬砌结构设计理论创新应用,鼓励隧

道衬砌(含仰拱)预制拼装技术研发应用。推动隧道工程综合地质

勘察技术研发应用,推广使用先进可靠的地质勘察仪器装备,提升

地质勘察深度和精度。加强隧道施工过程动态设计。推动隧道超

前地质预报及监控量测技术迭代升级,提高围岩探测监测精确性。

推进隧道机械化、智能化施工技术与装备研发应用,提高山岭隧道

机械群组协同作业水平,提高隧道工程施工质量水平。提升软岩

大变形、高地应力、突泥、涌水、岩溶、瓦斯等不良地质和黄土、膨胀

岩土等特殊性岩土地段隧道施工技术水平。

推进盾构隧道施工装备掘进参数优化,提升掘进施工精度和

效率,提高预制管片及预埋件产品质量,增强管片拼装控制水平。

推进沉管隧道管节智能化生产技术应用,推动沉管基础处理、浮运

安装和沉管对接等技术创新应用,提升沉管对接安装控制水平,提

高隧道的安全性、稳定性。推动隧道监控、通风照明、消防、排水等

各类保障系统创新发展,提高隧道工程安全保障能力和服务品质。

(三)路基及边坡防护工程。

推动路基设计理论体系和方法创新发展。不断完善各类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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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高性能路基设计参数,增强高性能路基模量和沉降控制能

力,提高路基整体稳定性和综合抗灾能力。优化路基填料评价体

系和选用方法,提升路基施工质量控制水平。推动软土路基、特殊

土路基、旧路拼宽路基等特殊路基处治技术创新应用。

推动高路堤及高边坡工程先进可靠的支挡防护技术研发应

用,提高工程主动防护能力。推动路基小型预制构件工厂化生产、

装配化施工。提升高边坡防护工程施工机械化水平和工程质量。

推动智能监测预警技术和地质灾害防控技术创新应用,提高自然

灾害防御能力。推进长效稳定支挡防护技术在高陡、高寒、易滑地

层、特殊岩土等不良地质体处治工程的应用,提高特殊地质边坡工

程可靠性、稳定性。

(四)路面工程。

推动长寿命路面设计理论和方法创新发展,不断完善区域性

路面设计参数,提高路面结构耐久性能。推进长寿命沥青路面建

造技术推广应用,延长路面结构设计使用寿命。推动改性沥青质

量核心技术研究应用。推动基于红外光谱技术的沥青材料质量管

控技术应用。探索推动智能化沥青路面摊铺碾压设备群组应用,

提升路面施工质量水平。

(五)交通安全及机电设施。

鼓励结合设施功能、交通流特征、事故特征、路段环境、经济实

用等因素合理确定设计目标,因地制宜开展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

设计。推动新型防撞护栏或护栏组件应用,提高交通安全设施主

动引导和被动防护功能。推动安全可靠、环保耐久的标志标线、视

线诱导设施、隔离栅、防落网、防眩设施、声屏障等新型产品研发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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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提升产品使用年限。推动交通安全设施产品与信息技术组合

应用,提升服务品质。选用先进智能施工设备,提高交通安全设施

安装施工质量。提升穿越城镇、公路交叉节点、急弯陡坡、互通立

交、长大桥隧等特殊路段交通安全设施设计施工水平,提升特殊路

段安全保障能力。

推动机电设施产品创新发展,提高机电系统使用稳定性能和

工作效率。推进机电设施的通用化和标准化,统一机电设施设计

标准与数据接口。推进监测系统原位计量检测技术的研发应用,

保障数据信息可靠性、准确性和稳定性。推广应用机电设施健康

监测诊断技术,增强机电设备抵抗火灾、雷电、冰冻等灾害能力。

提高长大桥隧、互通立交等监测监控设备可靠性和韧性,提升基础

设施安全性和应急保障能力。

(六)港口工程。

推动码头工程工业化建造模式应用。推进码头工程海洋环境

混凝土耐久性关键技术创新应用,研究提高码头结构设计使用年

限。提高复杂环境条件下高桩码头桩基承载力和耐久性。加强重

力式码头基床防冲刷、沉降位移控制技术研发应用。推动高大沉箱

预制、出运、安装等成套技术研发应用。创新应用防波堤工程快速

维修与加固技术。推进码头、防波堤结构健康监测系统研发应用。

(七)航道及船闸工程。

推动船闸工程耐久性设计理论和方法创新发展。推进闸室墙

大体积混凝土裂缝防控、输水廊道裂缝防控及修复、墙后帷幕止

水、机械构件预埋件磨损修复等技术创新应用。推动工程结构易

更换钢构件耐久性技术研发应用。提升闸门机械控制系统安全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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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可靠性。推进关键机械构件及水工结构的无损、快速检测监测

技术研发应用。开展运河建养一体化设计,提升大型省水船闸、高

效输水系统等工程质量。

推进航道整治工程精细化设计,推广使用新型护岸工程结构

型式,提高护岸抗灾能力和韧性。推动预制构件智能建造技术研

发应用。推动深水大流速复杂环境下铺排、抛石及基床整平、构件

安装等航道工程先进技术研发应用。推广应用混凝土搅拌运输一

体船等智能先进施工设备。推动先进智能建造设备和便捷监测技

术研发应用。

三、深化举措,促进工程质量安全水平全面提升

(一)提升工程质量管控水平。

落实工程质量责任制。全面落实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强化

企业和现场项目管理机构的质量责任和义务,推动实施关键岗位

工程质量责任制。按规定执行工程质量终身责任书面承诺制、永

久性标牌制、质量信息档案、工程质量保修等制度,建立健全工程

质量责任追究机制。

健全工程质量管理体系。持续推动工程建设质量管理体系创

新发展。推行参建各方主体的质量行为标准化管理,制定质量管

理标准化手册。完善工程实体质量控制体系,推行隐蔽工程及工

艺工法影像标准化管理,建立健全工程质量问题和质量缺陷评价

治理机制。

提升工程材料品质。推动高强度高耐久、可循环利用、绿色环

保等新型材料研发应用。推进钢材、沥青、水泥等材料升级换代研

究,建立完善原材料全流程信息溯源和质量问题责任追究机制,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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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推动原材料商品化发展,提升原材料性能和使用品质。探索建

立完善支座、伸缩缝、防水板材、吊杆拉索、阻尼器、锚夹具、电线电

缆等重点工程类产品质保期承诺书制度。规范关键结构可更换部

件最低使用年限及质保期限。

提高工程质量检测工作水平。建立健全工程质量基础设施体

系,提升试验检测量值计量保障能力,保障试验检测及监测系统的

数据可靠性、准确性。推动基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工程质量检测技

术迭代升级。推进智能工地试验室建设,强化试验检测及监测数

据实时上传和反馈应用。推动检测机器人等智能化检测设备创新

应用。围绕工程结构承载力及耐久性能开展无损、快速检测技术

及检测设备研发应用,不断提高工程质量检测能力。

(二)提升工程安全管理水平。

强化工程安全管理。推动工程建设安全管理体系创新发展,

推动工程各阶段安全评价体系建设。推进特大桥隧、互通立交、大

型港口、船闸等的临时辅助设施的专项设计。提升施工现场和施

工驻地安全防范保障水平,提高施工相关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推

行危险作业岗位“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现场改造,

提高施工安全保障能力。加快淘汰落后工艺工法、设备和材料。

强化平安工地建设。树立“零死亡”安全管理目标,推动工程

安全管理规范化、现场管理网格化、风险管控动态化、事故隐患清

单化、工程防护标准化。落实从业单位各方安全责任,落实安全生

产条件,规范安全管理行为,持续完善平安工地建设标准,不断提

升工程建设安全管理水平。

(三)提升工程质量技术创新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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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质量技术创新发展。从工程设计、建筑材料、施工装备、

建造技术、工艺工法、检测技术及试验设备等方面开展基础共性和

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着力解决制约工程质量提升的“卡脖子”技术

难题。加强工程灾变机理与韧性提升方法研究,提高工程防灾减灾

能力。积极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装备”,鼓励开展工艺

工法、工具设备等微发明、微创新、微改造,提升工程质量技术水平。

推动工业化建造创新发展。推动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智

能化建造、智慧化管理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建造技术应用,提高工

程质量水平。推动智能建造技术迭代升级,推进智能数控设备、工

业机器人群组应用,发布先进适用的智能建造技术和设备典型案

例。推进智能化拌合设备及施工机具迭代升级,实现数据实时传输

和智能监控。探索推动智能感知传感器等监测设备与工程同步装

配使用,提高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安全防护监测数据可靠性、准确性。

推动数字化建设创新发展。融合勘察设计、施工等多源数据,

推动各环节数字化流转,促进工程质量数字化管理。探索BIM+

GIS技术在桥梁、隧道、港口、航道等工程建设中数字化集成应用。

推广项目建设综合管理系统的应用,完善工程智能建造、数字分

析、实时监控、智能预警等功能,提升施工质量、安全生产、数字档

案、地质灾害监测等方面的智慧化管理水平。

(四)提升工程低碳环保建设水平。

推进工程环境保护技术应用。推动公路选线、水运工程选址

等方法创新发展,科学合理的有效避让不良地质地段,增强工程本

质安全水平。提高桥梁、隧道、高边坡、码头、航道、船闸等工程美

学和景观设计水平,增强与地域文化、自然环境协调融合。提高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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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收费站、服务区、码头堆场、航标工程等工程建设质量,保障工程

服务品质。

推进工程绿色低碳技术示范。推动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技术创

新应用,科学合理综合利用工程弃土弃渣及土石方,保障原材料质

量。推广应用结构工程及路基路面材料回收再生利用技术和设

备。施工中鼓励使用低能耗机械设备,淘汰高能耗老旧设备,推广

使用绿色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推行工程机械设备“油转电”技

术应用。推广扬尘、噪声、废水控制技术应用。

(五〉提升品质文化建设水平。

推进技术人才和产业工人队伍建设。鼓励企业采取“传帮带”

培养模式,培育一批具备工程管理、质量控制、安全生产、信息管理

等综合素质的现代化专业技术人才。鼓励从业企业开展品牌施工

班组培树活动,实施实名制登记,完善施工班组质量安全培训体

系,健全班组及人员奖惩机制,推动施工班组标准化、规范化、专业

化建设,造就一支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

推进工程质量文化建设。弘扬精益求精、匠心铸就、勇于创新、

传承百年为主要特征的平安百年品质工程文化,培育“品质保障、追

求卓越”的工程价值观,树立零缺陷质量管理理念,提高全员高品质

建设意识,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打造中国建造品牌交通新名片。

(六)提升工程建设质量效益。

科学处理平安百年品质工程创建示范过程中的建设与造价、

功能与成本的关系,提升工程质量耐久和安全水平的同时,避免盲

目高成本、高投入,实现降本增效。推动工程价值分析方法创新应

用,提升工程全生命周期综合效益最优评价能力。加快新技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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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新材料、新装备定额研究,为“四新技术”推广应用提供支撑。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加强行业指导,从建管养运全过程

和各方面引导相关单位落实平安百年品质工程创建示范工作要

求。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健全完善创建示范工作机制、专家

咨询指导机制、创新成果转化机制,激发企业追求高质量发展的积

极性、创造力。

(二)加强机制建设。

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严格工程项目基本建设程序,强化

合理勘察设计周期和有效施工工期管理。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

向,从建设成本、技术管理、市场管理等方面系统谋划,以激励和约

束机制相结合,全面提升监管质效。推动落实“优质优价、优监优

酬、优检优信”的奖惩制度。健全完善信用评价、工程招投标、评优

评先等方面激励机制。对工作中成绩突出的示范项目、单位和个

人给予表彰。

(三)加强示范引领。

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平安百年品质工程创建示

范带动作用,开展现场观摩、技术交流等活动,加强交流合作、经验

互鉴。及时总结提炼创新成果和成熟经验,定期发布成果目录或

典型案例,推动先进适用、成熟稳定的创新成果转化为技术标准规

范。部将继续推进平安百年品质工程研究工作,开展创建示范项

目跟踪指导,推动平安百年品质工程创建示范工作落地见效。

(四)加强宣传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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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结合实际,加强宣传引导,凝聚行业

共识。积极引导有关重大工程项目加强质量安全文化建设和宣

传,为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依据法律法规以及

相关职责分工,在各自领域共同推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高质

量发展。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中国交通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部内相关司局,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交通运输部纪

检监察组。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2024年2月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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