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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AE_BF_E9_93_81_E8_c41_63566.htm 铁路建设市场，开放难

行 专访铁路建设改革专家张承耀博士2006年4月20日，建设部

、铁道部联合发布的《关于继续开放铁路建设市场的通知》

，根据通知，当天起，我国铁路建设市场在设计、施工、监

理等方面增加多个路外企业首次进入的领域，其中，时速200

公里以下普通铁路设计工作、铁路大型旅客站房和房建工程

监理工作等，是新增加的路外企业首次能够进入的领域。 外

界评价认为这将打破“铁字号”建设单位长期垄断中国铁路

建设市场的局面，中国铁路建设市场向社会开放程度进一步

扩大。此次开放将带来何种影响，未来方向如何，《建造师

》就此问题专访了铁路建设改革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

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承耀（以下简称张）。 《建造师》：为

什么会在此时，也就是今年进一步开放？政策出台的大背景

是什么，您对此有何评价？ 张：小打小闹，没来真格的。这

次改革并没有推翻我们以前的结论，铁路从改革总体来看，

仍然是最慢的。包括现在所提出的再建筑领域的几项改革，

结论还是慢。今年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可以说是铁路改革“

从后往前补一课”，至于今年出台或者明后年出台都差不多

，并没有太大区别。 《建造师》：为什么这样说，您认为这

次开放对建设领域方面会有成效吗，是否会吸引民间资本和

外来资本的投资？ 张：这次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但问题归

根结底不在建设，而是在于是否有一个科学合理的铁路主营

的企业体制，或者说铁路主营业务的改革。 建筑业是铁路主



业的依附行业，它要为一个独立主体服务。比如投资北京铁

路局的项目，所得到的回报只能来自北京铁路局，但北京铁

路局本身并不是一个能够独立运营有独立收入的主体，只是

一个作业车间。没有独立的主体又怎么进入和投资？只有一

种可能，给固定的回报，建设完了给你多少，这就有很大矛

盾了。铁路是一个长期的、固定资产专项强的很大的投资，

从投资资金来源来看，应该靠股权来进行长期资本投入，投

资周期长回报周期长，但一个铁路局不是股份公司，没有独

立收入，外来资金又怎么进入？ 目前的情况是，任何铁路局

都没有独立的营业收入，它们需要把所有收入上交铁道部，

然后由铁道部分配下来，铁路市场对应的是这样一个没有独

立收入的主体。建筑的环节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铁路网密

度还不够，今后应该有一个建设的高潮，这些都不成为问题

，问题在于企业的体制。 现在铁道部是铁路建设债券的发行

主体，其他的各个地方，包括各地方铁路局和它的清算的关

系是怎样的，能不能得到独立收入？这些都不清楚。所以我

觉得构造铁路运营主体或者铁路主业的体制才是问题关键，

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单独解决一个建筑环节我觉得很困难

。 对待民间资本也一样，能不能、以及如何吸收民间资本，

是股权进来还被接受，如果是股权进入，却又没有独立的企

业主体。债权进来，这都是问题。债权进来不我觉得这种情

况很难吸引外来资金投资，更不会有蜂拥的局面发生。 《建

造师》：这次开放与以前的开放政策相比，有何进步？ 张：

进步是方向是正确的，主要在于划小核算单位，但是事情并

没有这么简单。并不是搞一个京沪铁路公司，大家都往里投

钱就能赚大钱，市场风险依旧。重要的环节还是塑造市场主



体，必须有独立的营业收入，否则吸引什么外资、吸引什么

民营企业都是瞎话。 《建造师》：铁路方面还有什么制约进

入建设市场的因素？张：主要是铁路和地方的关系以及行业

分割问题。 现在的铁路格局，我把它叫城市之间的铁路，它

不包括城市里的地铁、以及郊区轻轨或城铁。在国外，比如

日本，铁路是作为一种客运专线运营。北京的轨道交通不

到100公里，日本东京郊区的城铁大概至少接近3000公里，城

市轨道交通建设的前景和潜力很大，北京到天津高速公路99

公里，在国外就叫都市圈，都实现了一体化公交。但行政体

制下条块分割严重影响了它的发展。拿北京的城铁西直门到

东直门十三号线来说，是北京市自己建，没找铁道部，铁道

部想进入这个领域不允许。 还有个极端的例子，北京复兴门

到西单1.8公里的地铁修了10年时间，北京市自己掏钱，铁道

部原希望投资被拒绝。行政体制下的条块分割，项目再多，

民营企业也没办法进来。现在情况在改变，我们正在加紧补

课，但是还差的多得多。需求很大，但涉及到体制，这方面

我觉得也需要很好的改革。《建造师》：铁路建设领域的潜

力和风险在哪？ 张：潜力很大，近几年节假日期间一再凸现

的运力紧张问题就表明了铁路建设的紧迫性。但同时，铁路

建设也存在巨大风险。 从京沪铁路这个项目来说，20多年的

时间艰难走到今天，技术方案可能解决了。但它的速度多少

，建设费用多少，以后运营票价是多少都需要有人算帐。运

行的价格是多少，票价如何制定，最后经济效益在哪。五分

钟发一趟车有没有那么多人，1000多元一张票有没有人买，

怎么评价经济效益，修一公里大约一个亿，这种市场风险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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