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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2/2021_2022__E9_93_81_E9

_81_93_E9_83_A81_c41_62845.htm 在中国保监会的积极协调下

，铁道部正式就京沪高速铁路项目（下称“京沪高铁”）向

保险业进行了专门的推介，四五十家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

理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到会。 一位与会人士透露，京沪高铁的

总预算超过1600亿元，而铁道部已原则同意在今后几年中，

保险资金可分年度对该项目进行投资，总投资额度800亿元。 

“这（保险资金占总资金来源的一半）在以往铁路基础设施

建设的投融资实践中是从未有过的。”一位保险资产管理公

司副总经理说。 铁道部对京沪高铁建成后的“钱”景十分乐

观。 据铁道部人士介绍，京沪高铁全长约1300多公里，与既

有京沪铁路并行，时速可达300 -350公里，届时北京到上海的

高速列车只需5小时即可到达，比目前缩短9小时。 铁道部有

关负责人介绍说，现有的京沪铁路运输能力长期紧张，其运

输密度是全国铁路平均水平的4倍。京沪高铁建成后，与既有

京沪铁路实现客货分流，新建的高速铁路为客运专线，既有

的京沪铁路为货运主线。预计，京沪高铁的年输送旅客单方

向可达8000余万人，客运密度将是全国铁路平均水平的6倍。 

此外，铁道部通过内部改革，每年可节省的费用支出超过200

亿元。在机制上，这能够较为有效地保证未来京沪高铁的盈

利性。 基于以上因素，铁道部认为京沪高铁建成后的综合年

收益率可能达到8%-12%。这对于一直苦苦寻找产业投资机会

，希望提高投资收益的保险资金而言绝对是个利好，投资铁

路建设既可以减少对利率型产品投资的过度依赖，又可以联



手具有垄断地位的“铁老大”，无疑是上选。 800亿进入与退

出 保险业人士对此收益率表示认可，但也认为基础设施建设

的风险无处不在。 前述资产管理公司副总经理认为最大的风

险点在于项目还在建设中。他说，建设期间无任何收益、属

于单纯的资本投入期，但建设的风险却非常高，自然灾害、

技术设计问题、施工质量问题、建筑工程事故及其他突发事

件等都会对股权投资的收益产生较大影响。 保监会一人士称

，到目前为止，京沪高铁的投资方式、融资价格、退出机制

、参与股权投资的公司名单及额度等细节问题都没有确定。

而整个项目中，保监会只是帮助保险公司争取资源，组织协

调，推动监督，最终要由保险公司自愿参与、自主申报，完

全市场化运作。 而未经证实的消息称，中国人寿（2628.HK

）、新华人寿、泰康保险三家公司已经以课题研究的形式，

介入到此项目的前期设计、谈判等准备工作中。 知情人士透

露，按照保监会的指导意见，京沪高铁项目须在兼顾大小公

司的利益的前提下对800亿的额度进行分配，其中股权投

资400亿元、债券投资400亿元。一种可能的做法是，由资产

管理公司参与股权投资，再由资产管理公司向大公司发行相

应的股权计划。债权计划则面向所有公司发行，但中小公司

可优先认购。 “保监会未来将允许保险资金投资资产证券化

，届时，还可将上述债权计划拿到银行间市场上市，成为资

产证券化产品。如此，整个保险行业都有机会分享京沪高速

带来的收益。”该人士续称。 据其介绍，股权投资的通常做

法是，所有出资人共同设立一家公司，由这家公司负责经营

京沪高铁，铁路的营运收入在先偿还债务和利息后，再按照

各股东的股权比例进行分红。 对于参与股权投资计划的保险



公司而言，如何降低风险、提高建设期的投资收益、建立怎

样灵活的退出机制，需要一整套积极有效的机制作为保证，

更需要进一步同铁道部协调。 对此，铁道部提供的设想是，

只要京沪高铁运行平稳，时机成熟时将京沪高铁公司上市。

铁道部也明确表示，对此很有信心，既可以通过再融资提高

投资收益，又可以增加其流动性，有效解决保险资金的退出

问题。 “除去上市外，还应该做出其他的制度安排，如保险

公司可以出售股权，铁道部门做出承诺同意回购股权等等。

”上述知情人士说。 有关部门曾预计，“十一五”期间我国

铁路建设投资规模将达到12500亿元。铁路建设规模巨大，给

予了保险资金的参充分的参与空间。因此，作为今年保险资

金投资基础设施的重要试点项目，京沪高铁的投资方案设计

及推进情况的“标杆”意义将会十分显著。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