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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30年来，特别是世纪之交的十年中，我国开展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桥
梁工程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
　　2007年年底我国公路网总里程已达358万公里（包括农村公路162万公里），换句话说，30年间新
建公路210万公里（其中包括103万公里农村公路），年增公路7万公里。
高速公路从无到有，自1988年实现“零的突破”后的20年间建设里程达到5.4万公里，跃居世界第二位
。
公路桥梁总计57万座，2.32万公里，年增1.5万座，664公里。
　　“跨越”是桥梁工程的天职，“超越”始终是桥梁技术发展的主题。
伴随着人类进步的历史步伐，以最新的技术去实现更大的跨越是桥梁工程的不懈追求。
　　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适应国道主干跨越大江大河的需要，我国公路桥梁跨径首次突破了400米，
至今我国建设的主孔跨径400米以上的桥梁达70余座，其中千米以上的大跨径桥梁有11座。
“桥梁类型多、跨径突破大、技术进步快”成为桥梁建设的突出特点。
梁桥、拱桥、斜拉桥的跨越能力跃居世界第一位，悬索桥居第二位，在这四类桥型跨径世界排序前10
座中，我国分别占了5、6、8、5座。
　　苏通大桥根据工程的需要选定了跨径1088米的双塔双索面钢箱梁斜拉桥主桥方案，超过了1995年
建成的856米跨径的法国诺曼底大桥和1999年建成的890米跨径的日本多多罗大桥，与我国香港1018米
跨径的昂船洲大桥“比翼双飞”，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跨度的双塔斜拉桥。
与此同时，3004米高的桥塔、577米的斜拉索和主塔墩下131根120米长大直径群桩基础都是“世界之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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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根据苏通大桥工程建设的全过程，本书从系统科学和项目管理的视角总结了工程建设管理的实践，重
点研究了工程建设管理面临的挑战，设计了工程建设管理的体系。
通过工程实践和工程理论的互动，本书系统总结了工程的组织、制度、文化、质量、安全、风险、设
计、决策等13个管理模块的管理及控制方法，科学地凝练了苏通大桥工程建设管理的基本经验，以为
我国其他大型工程建设提供参考。
　　本书既可作为工程管理、系统科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等学科教师、研究人员的参考用书，也可供
工程领域实践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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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篇工程战略　　第1章总揽全局科学规划——苏通大桥工程定位与立项决策　　国家重大工程
历来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使命，服务于国家发展是工程的直接主题。
苏通大桥也不例外，“总揽全局，科学规划”是苏通大桥定位与立项决策的根本出发点。
中国当代的发展主题是实现强国富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30年的改革开放政策、近年来的创新型国家建设和科学发展观的实践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
重大工程的实施显著地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促进了社会的和谐，提升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为社会、
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动力。
基于此，人们对工程的定位已超出了工程实体“内部”的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而进一步考
虑到工程与产业、经济、社会等“外部”因素或系统的更大、更复杂关系，即大型复杂工程建设需要
确立以国家战略利益至上和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大工程观”。
苏通大桥工程建设就是在这一工程观的指导下启程的。
　　1．1“万里长江第一桥”　　苏通大桥是我国沿海高速公路跨越长江的重要通道，也是江苏省规
划的“四纵四横四联”公路主骨架“纵一”线的跨江枢纽工程。
它位于江苏省东部，连接苏北南通市和苏南苏州市，距长江人海口108公里，是长江上第165座大桥，
虽然在时间上不是最后一座，但在空间上却是江尾主航道上最末一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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