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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5 日，中国铁路总公司召开新闻通气会

表示，目前，中国铁路“走出去”项目推进顺利，

一批境外项目取得重大进展。其中，作为中国

高速铁路从技术标准、勘察设计、工程施工、装

备制造，到物资供应、运营管理和人才培训等

全方位整体“走出去”的第一单项目，印尼雅加

达—万隆高铁先导段建设许可已批准，施工正

在有序进行，标志着中国第一条全系统、全产

业链对外输出的高铁项目正式落地。

中国高铁走出国门，不但能赚吆喝，还能

赚取丰厚的利润。

发展态势良好

2015 年 10 月 16 日，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

组成的中国企业联合体，与印度尼西亚维卡

公司牵头的印尼国企联合体签署协议，中国

高铁走出国门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

虽然此前中国曾中标过土耳其高铁等项

目，但那些都是部分参与，印尼高铁项目是中

国高铁一次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走出国

门、走向世界，将全面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

术、中国装备。除了正式签约的印尼高铁项目

外，已进行多轮谈判的中泰铁路合作项目传出

新消息，中泰铁路合作联合委员会第八次会议

将在曼谷举行双方将签署两国政府间铁路合作

框架协议。按中国驻泰国大使宁赋魁的说法，

协议签署后，双方将抓紧实现年内开工建设的

目标。

此 外 ，中 国 高 铁 中 标 的 项 目 还 包 括 俄

罗 斯 莫 斯 科 至 喀 山 高 铁 项 目 设 计 、印 度 新

德 里 至 孟 买 高 铁 项 目 可 行 性 研 究 。 还 有

一 条 高 铁 项 目 是 伊 朗 的 德 黑 兰 至 伊 斯 法

罕 高 铁。

总之，由于中国高铁技术先进、安全可

靠、成本具有竞争优势，所以走出去呈现出

全面爆发的态势。毫无疑问，高速铁路作为

技术密集型产业已经成为 中 国 高 端 装 备 制

造 业 走 出 去 的 代 表 ，使 中 国 摆 脱 了 8 亿 件

衬 衫 换 一 架 波 音 飞 机 的 尴 尬 ，为 中 国 制 造

业赢得了巨大声誉，赚了吆喝，但是是否赔

了钱呢？

市场规模庞大

《2013-2017 年中国高铁行业深度调研与

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数据显示，未来 10
年，世界高铁的建设速度将加快，新增里程

将达到一万公里，如果按照每公里 3 亿元的

造价计算，海外高铁基建市场的价值约为 3
万亿元。

这还仅仅是高速铁路项目，事实上从事

高速铁路产业的中国企业往往都是高速铁路

与普速铁路并举，不但承揽高速铁路项目而

且承揽包括快速铁路、普速铁路、城市地铁等

轨道交通项目，整个市场规模是高速铁路市场

的数倍。

根据德国咨询机构 SCI 最新统计显示，仅

仅是轨道交通装备市场（主要是车辆不包括

建设运营）2015 年的市场规模就超过 1 万亿

元。庞大的轨道交通市场为中国高铁企业提

供了巨大的经营空间。

能赚取丰厚利润

中国高铁“走出去”并非一帆风顺，但是

多数项目都拥有良好的盈利空间。以印度

尼西亚高铁项目为例，项目全长 150 公里，中

方 报 价 75 万 亿 印 尼 盾（约 合 375 亿 元 人 民

币），其中 60%投资来自印尼，40%投资来自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工商银行提供贷款，

利率 2% 。 与 此 相 对 比，尽 管 日 方 报 价 比 中

方 高 出 约 10% ，但 是 日 方 承 诺 提 供 75% 的

资 金 ，日 本 银 行 提 供 利 率 低 至 0.1% 的 低 息

贷 款。

以中方的报价来计算，印尼高铁每公里造

价约 2.5 亿元人民币，应该说这个报价拥有良好

的盈利预期。以国内高速铁路为例，武广高铁

每公里造价约为 1.1 亿元人民币、京沪高铁造价

约为每公里 1.6 亿元人民币，即便国内造价最高

的京沈高铁每公里也只有1.78亿元人民币。

必须一提的是，武广高铁、京沪高铁、京沈

高铁都是设计时速 350 公里的高速铁路，造价

要比时速 250 公里的高铁高 40%以上。印尼高

铁设计时速只有 250 公里，报价已经达到每公

里 2.5 亿元人民币，即便考虑到域外施工的一

些困难因素，预计该项目仍旧拥有良好的盈利

空间。

这些是明账，如果深入分析还能发现：高

速铁路产业链长，带动作用明显，如为中国中

车旗下四方股份公司一家配套的企业就达到

600 多家分布在全国 22 个省市区，中国高铁出

海不仅能够让直接参与的企业赚钱，还能带动

整个产业链销售收入大幅增长、利润总额大幅

攀升。

综上所述，中国高铁走出去不但赢得良

好的品牌效应、增值无形资产，而且也能够

赚取丰厚的利润，不但赢了面子，也能赢得

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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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出海：赢了面子 赚了里子
■ 陆娅楠

2016 年中国高铁出海取得

重大突破。高铁企业进一步落实

国家铁路“走出去”战略，由中国

铁路总公司牵头的中国企业联

合体抱团出海，实现印尼雅加达

至万隆高铁、俄罗斯莫斯科至喀

山高铁、马来西亚吉隆坡至新加

坡高铁等境外项目合作的突破

性进展。

国 务 院 及 有 关 部 门 多 次

表态发声，对抱团出海予以支

持。在此之前，散兵游勇、各

自为战的中国企业在国际上

失败的教训很多，也很惨痛。

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

推进，我国企业正加快走出去

的步伐。面对新的市场机遇

与发展前景，我国企业走出国

门需要从分兵出击向协同并

进转变，而企业抱团出海，有

利于增强总体竞争实力，提升

企业投资盈利能力。

在“ 一 带 一 路”的 大 背 景

下，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的

中国企业联合体“抱团”踏上出

海之路。这一年，中国铁路企业

在海外承建的铁路项目由单一

的工程承包、装备出口等，转变

成全方位的中国高铁技术标准、

设计咨询、工程建设、装备制造、

人员培训和运营维护等合作。

显而易见，抱团出海逐渐让中国

高铁整合资源走向世界。

比 如 在 中 俄 喀 山 高 铁 项

目中，中国企业在中铁总公司

的协调下，组建勘探设计、基建

工程、轨道车辆等企业联合体，

联合体中的企业“轮番上阵”竞

标，这种联合体的形式也是未来中国高铁走

出去的主要模式。中铁二院从 2012 年开始

跟踪中俄高铁项目，后期陆续向俄方提供了

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概况、财务分析、提高

项目效益的优化措施等建议，并成立了中铁

二院俄罗斯分公司。在印尼雅万高铁建设过

程中，中国企业联合体紧密配合，从充分了解

印尼国情，创新合作模式着手，用真诚开展跨

文化合作，妥善处理公共关系，赢得印方的信

任和理解。

抱团出海使得多个高铁项目已经确定

实施或合作，均决定采用中国标准和装备。

抱团出海让中国高铁整合资源遍布世界各

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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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铁问世

2008 年 8 月 1 日，京津城际铁路正

式开通，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条高标准、

设计时速为 350 公里的高速铁路

中国高铁出海样本

2016年底
俄罗斯：中俄“莫斯科-喀山高铁”

项目设计工作将完成，2017 年动工

2016年5月

泰国：中泰铁路开建，这是泰国首

条标准轨铁路

2016年2月

伊朗：中国提供融资并承建的伊朗

高铁项目开工

2016年1月

印尼：中国、印尼企业组建合资公

司，开工建设印尼雅万高铁

2014年7月

土耳其：由中国承建的土耳其“安

伊高铁”正式通车

2014年4月

委内瑞拉：中国在南美洲铺设的高

铁“第一轨”——委内瑞拉迪阿铁路开

始铺轨

下一站：马来西亚？

近日，俄罗斯铁路公司与中国铁路

总公司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

将加快“莫斯科—北京”欧亚高速运输

走廊项目的建设，并共同开展“莫斯科

—喀山”的高铁项目，标志着中俄高铁

合作项目向前迈出了实质性一步，实现

了中国高铁技术“走出去”的新突破。

俄罗斯为何选择中国

据了解，“莫斯科—喀山高铁”是俄

罗斯 2008 年 11 月颁布的《2030 年运输

发展战略规划》的组成部分，未来将延

伸至叶卡捷琳堡。项目总里程 770 公

里 ，最 高 设 计 时 速 400 公 里 ，轨 距 为

1520 毫米。铁路建成后，莫斯科—喀山

间列车运行时间将从现在的 14 小时压

缩至 3.5 小时。项目规划在 2018 年世

界杯之前完工。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

主任白明表示，中国能够与俄罗斯签

署高铁合同，一方面，由于中国本身高

铁技术已经比较成熟，而且成本优势

比较明显，另一方面，俄罗斯国土面积

广阔，对高铁建设有很大需要，通过高

铁可以加快人口流动，促进沿线经济

发展。此外，政治因素也是高铁项目

能够落户俄罗斯的重要因素，中俄关

系密切，良好的政治环境，为高铁合作

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位专家透露，双方成立联合体，

实现利益捆绑，也是能够成功的重要因

素。而俄罗斯也可以通过与中国的交

流，提升本国高铁技术、管理水平等，有

利于自身的长远发展。

除中国企业具备的自身实力外，国

际环境也是俄罗斯高铁项目选择中国

企业的原因之一。

同济大学轨道交通学院教授孙章

分析说，俄罗斯目前正面临西方的政治

和经济制裁，对俄罗斯企业的融资造成

了很大影响。此外，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以来，俄罗斯经济面临一定困难。因

此，俄罗斯高铁不仅在技术，也在资金

上需要中国。对于中国高铁来说，目前

是进入俄罗斯市场最好的机遇期。

“走出去”路不平坦

虽然中国与俄罗斯签署高铁合同，

但是业内认为，中国高铁“走出去”仍面

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复杂的国际环境，

可谓任重道远。

北京交通大学运输学院教授胡思

继称，虽然这次与俄罗斯签署了协议，

但并不意味将来其他地区推广高铁就

会比较顺利。中俄的政治关系比较密

切，这个条件在其他区域并不适合。在

其他地方推广高铁时，还仍将有政治不

稳定因素和各团体利益斗争的问题，可

能并不会一帆风顺。

“虽然这次与俄罗斯签署了协议，

但并不意味将来其他地区推广高铁就

会比较顺利。目前除了中国外，法国、

德国、日本也有自己的高铁技术，只不

过中国的性价比高一些，在其他区域推

广时，仍将面临激烈的竞争，不要过度

乐观。”白明说。

在北京交通大学教授赵坚看来，目

前中俄签署的只是高铁勘测设计合同，

勘测结果如何，能否正常开工建设都还

有不确定性。高铁建设对各方面条件要

求都很高，需要人口规模大、密度高、收

入高等条件，目前只有少数国家建有高

铁，发展中国家虽然人口密度大，但是收

入水平不够，而发达国家虽然收入高，但

是人口密度又不足。整体来看，虽然很

多国家都没有建设高铁，但是高铁的建

设市场并不是想象中那么乐观，中国高

铁真正“走出去”还有不少路要走。

（王晔君）

廖中莱站在中车的列车模型旁，一边认

真听着工作人员的介绍，一边轻轻点头。

作为马来西亚交通部部长，廖中莱的这

次中国行肩负着十分重要的任务：为明年即

将展开招标的马来西亚至新加坡的新隆高铁

考察合适的承建商。

而参观中国高铁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对中国的技术非常有信心。马来西

亚官方和公司来到这里了解中国铁路的发

展，我们非常高兴也十分惊讶地看到中国的

技术成长得这么快。我们非常期待马来西亚

能够跟中国多学习、多合作。”廖中莱说。

竞争已经开始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间的新隆高铁设计长

度仅有 356.1 公里，其中马来西亚段的长度为

326.1 公里，新加坡段的长度为 30 公里，线路

计划连接吉隆坡“ 马来新城”到新加坡裕廊

东，之间包括芙蓉、马六甲、蔴坡、巴株巴辖

和 努 沙 再 也 在 内 的 5 个 城 市 。 高 铁 建 成 以

后，这段里程所需时间将从 6 小时缩短至最

少 90 分钟。

尽管招标尚未开始，但各国之间的火药

味已经开始弥漫。

事实上，早在廖中莱访华之前，中国铁路

总公司总经理盛光祖就已经率领约 40 人的铁

路豪华出访团出访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出

访团参访了马来西亚陆路公共交通委员会和

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而这两个部门正是

提出新隆高铁项目的单位。

这样的重视表达出中方争取新隆高铁项

目的高度意愿。因为这关系到从昆明出发途

经老挝、泰国到马来西亚的铁路建设计划，这

是“一带一路”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与新马政府都保持友好关系，中国

和新加坡也在地铁领域开展了合作，合作前

景还是很大的。”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表示。

不过，竞争者也不甘示弱。

6 月 14 日，韩国也派 20 人代表团到马来

西亚争取新隆高铁项目，表示韩国政府高度

重视此项目，除了将提供安全高效的高铁服

务外，也愿意提供高铁技术转移。韩国提出

的营运成本比日本新干线低，整体上也比法

国少 35%。而日本在今年 3 月，也派了东日本

地道公司高层和日本驻吉隆坡使馆官员，与

马来西亚交通部官员会面，表达日本对参与

该项目的热切期望。

除了中日韩以外，法国、德国等也表示有

意参加新马高铁竞标。

“新隆高铁将成为向北连接马泰高铁和

中泰高铁的泛亚铁路布局之重要一环，让中

方建设新隆高铁，有望以相同系统连接这一

区域铁路；若采取日本新干线或其他国家技

术，则可能因系统不同而难以互联互通。”业

内人士表示。

铁科院合作开发部部长于鑫表示，不同

国家的铁路标准都有很大的区别，按照不同

标准建设的铁路，若想互联互通，则涉及到标

准的转换，这需要详细的沟通。

中国方案更受欢迎

一个利好消息是，相较于日本，马来西亚

可能更为关注车辆和技术都比日本便宜且在

资金筹措方面更为便利的中国方案。

“新隆高铁目前已经进入关键阶段。我

们必须把需求跟技术评估做好后，才能够公

开招标，希望在明年我们能把要求提出来让

中国和其他国家生产者投标。但是我对中

国的技术非常有信心，因为他们能够容纳世

界各国的顶尖技术。我们不只是看重技术

和安全，还有其他因素，包括所谓各地车站

的发展，沿线地方的发展等。马来西亚和新

加坡都非常重视这条铁路，因为这关系到沿

线各地的发展。我们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

定 ，现 在 正 在 多 了 解 中 国 和 其 他 国 家 的 技

术。”廖中莱说。

尽管竞争激烈，但中国的优势显而易见——

目前全球只有中国有建设热带高铁的经验。

虽然日本等发达国家在高铁研发环节有

一定优势，但再好的技术最终都需要走出实

验室才能体现其价值。全世界唯一一条在热

带地区建成的高铁线路是中国的海南高铁，

这是其它国家没有的。

近日，中国中铁宣布投资 20 亿美元参与

位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郊外的“大马城”项

目，在此设立区域总部，负责亚洲范围内的铁

路基建立项工作。这和马来西亚政府看重的

推动铁路沿线地方经济的发展不谋而合。

但此次中国的对手众多。当被问及“中

国的机会大吗？”，廖中莱发出爽朗的笑声，

并表示，“非常欢迎中国来投标。”

(张 智)

中俄共推高铁项目

中国铁建出海记：从步步惊心到入乡随俗
中国高铁正作为“中国名片”去开拓国外

市场。1 月，中国、印尼企业组建合资公司，开

工建设印尼雅万高铁；2 月，中国提供融资并

承建的伊朗高铁项目开工；此外，马新高铁、中

蒙铁路、英国高铁、两洋铁路、坦赞铁路、摩洛

哥铁路等境外铁路项目，均取得了积极进展。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年初，一条贯通非洲

国家安哥拉全境的铁路——本格拉铁路全线

通车，打通了南部非洲的“黄金线”。这条铁路

从设计到施工，全部由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中国铁建）下属子公司完成；小到螺丝

钉，大到机车车辆，99%的物资从国内采购；中

国标准全面取代欧洲标准，确立了“中国建造”

的金字招牌。

作为奇迹的创造者，中国铁建已经在国际

商战中摸爬滚打了 10 多年。“自由之路”坦赞

铁路、“中国出口”的阿卡铁路、土耳其安卡拉

至伊斯坦布尔高速铁路等均是中国铁建的杰

作。从初出国门的步步惊心到今天的入乡随

俗，中国铁建的成长经历堪称“一带一路”战略

实施中的一本教科书。

一场差点谈崩的谈判

2014 年 7 月 25 日，这是记入土耳其历史

的一天。这一天，土耳其安伊高铁通车，时任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与多位政府官员全程试

乘，并参加通车仪式。

为了这一天，中国铁建奋斗了 10 年。从

2004 年 2 月中国铁建与中机公司达成该项目

跟踪投标合作意向，当时，共有来自西班牙、俄

罗斯、乌克兰、日本等 28 家国际公司组成的 8
个联合体参加了投标，竞争十分激烈。

而中国方面，投标是由合包集团进行的。

合包集团中国铁建和中机公司共占 40%合同

份额，负责线上工程实施，土耳其两家公司占

60%合同份额，负责线下工程实施。中土集团

以中国铁建名义在合包集团中为牵头单位，负

责铁路线上工程实施。

标书编制过程中，土耳其两家公司为了

争取自己的利益，步步紧逼，中方寸土不让，

双方僵持，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经过再三洽

谈，总算达成了初步协议，2005 年 8 月 8 日合

包集团向土耳其业主方提交了标书。“ 那段

时间真是折磨人。”参与谈判的人都有共同

的感受。

2005 年 10 月 13 日，业主宣布：中方牵头的

合包集团中标。12.7 亿美元的中标价格在当

时刷新了我国对外工程承包单项合同纪录。

然而，事情进展并没有这么顺利。投标的

竞争对手认为，合包集团中标不合法，遂进行

起诉。好在有惊无险，经过法律程序，中方最

终笑到了最后。

“走出去”切忌“想当然”

谁都没想到，这条只有 158 公里的高铁线

路，足足修了 8 年。

中国铁建土耳其分公司总经理郑建兵坦

言，当年，参与建设的中国铁建职工或多或少

地存在不理解的情况，认为被当地人刁难了，

但经历了 10 年的时间，中国铁建终于明白：

一方面，高铁对于土耳其是新事物，当地铁

路 局 做 的 前 期 地 质 勘 测 不 够 扎 实 精 确 ，导

致 项 目 不 得 不 边 勘 测 、边 设 计 、边 施 工 ；另

一方面，与中国市场相比，欧洲市场更重视

过程管控，因此也特别讲究“ 慢工出细活”。

比如，土耳其当地企业两天才安装 7 根

电线杆，而中国铁建一夜就架设了 100 根，惊

得西班牙监理当场大呼，“中国企业真是太神

奇了！”更神奇的是，一个星期后，由当地企业

推荐的第三方质量检测完成了，结果显示中

国企业铺设的电线误差均控制在微米级，“堪

称完美”！

这给中资企业提了醒，“走出去”切忌“想

当然”，要树立正确的海外市场理念。

(齐 慧)

编者按：

中 国 高 铁 的 发 展 可 谓 一 日 千 里 。 到 2015 年 底，中 国 高 铁 营 业 里

程 突 破 1.9 万 公 里 ，占 世 界 高 铁 运 营 里 程 的 60% 以 上 ，居 世 界 第 一

位 。 同 时 ，中 国 全 面 掌 握 了 集 设 计 施 工 、装 备 制 造 、列 车 控 制 、系

统 集 成 、运 营 管 理 等 于 一 体 的 高 铁 成 套 技 术 ，逐 步 形 成 了 具 有 自

主 知 识 产 权 和 世 界 先 进 水 平 的 高 铁 技 术 体 系 。

中 国 高 铁 的 海 外 合 作 也 渐 入 佳 境，实 现 了 历 史 性 突 破 。 从 2014

年 以 来，中 国 高 铁 出 海 频 频 试 水 。 从 土 耳 其 安 伊 高 铁 的 建 成 通 车，

到 与 泰 国、老 挝 及 非 洲 国 家 高 铁 协 议 的 签 署，已 有 近 30 个 国 家 与 中

国 洽 谈 高 铁 合 作 项 目 ，中 国 高 铁 已 经 成 为“ 中 国 创 造 ”的 一 张 靓 丽

名 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