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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中国铁路“走出去”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中国铁路“走出去”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战略

目标。针对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洲和拉美地区、欧美发达地区以及装备制造合作等不同特点，制定了中国

铁路“走出去”总体布局，确立了咨询先行、合作联盟、技术创新、本土化运作和中铁品牌五大战略。从顶层设计、境外咨

询、金融支持、风险防控、国际影响、人才建设六个方面提出了推进中国铁路“走出去”的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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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ssociated with China Railway’s “Go Global” strategy, and proposes 
the guiding ideology, basic principles, and strategic targets corresponding to it. Based on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he countries in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and the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cooperation in different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the overall outline of China Railway’s “Go Global” strat-
egy is revealed. Five strategies—consulting in advance, cooperation allianc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local operation, and building 
the China Railway brand—are proposed. Finally, some policy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such as top-level design, overseas consulting, 
financial support,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nd talent development are recommended.
Keywords: China Railway’s “Go Global” strategy; railway market demand; market choice

一、前言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铁路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以高速铁路、高原高寒铁路、重载铁路为

代表的技术创新成果，标志着中国铁路技术水平整

体上已走在世界前列。中国铁路拥有适应不同环境

的成套工程技术和完善的技术标准体系，具有从规

划咨询、投融资、设计施工、装备制造、运营维护

到教育培训等全产业链优势，为推进铁路“走出去”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已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取得了显

著的成效。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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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走出去”面临新形势和新要求，迫切需要研究

制定铁路“走出去”发展战略。2015 年中国工程院

立项开展了“中国铁路‘走出去’发展战略研究”，

历时两年共完成了 7 个课题（10 个专题）。在发展

经济学、比较经济学、竞争力评价、国际化战略等

理论指导下，通过文献研究、专家咨询、专题调研

等多种方法，将理论研究与实证调研相结合，对中

国铁路“走出去”的重大意义、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全球铁路市场需求等进行了分析研究。针对中国铁

路“走出去”遇到的壁垒和障碍，深入研究铁路技

术标准国际化、投融资模式选择、建设与运营模式

选择、铁路国际化人才培养等问题，确定了中国铁

路“走出去”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战略目标和

总体布局，提出了实施战略、保障措施和政策建议。

研究成果对做好中国铁路“走出去”顶层设计，加

快推进中国铁路“走出去”具有重要作用。

二、中国铁路“走出去”的机遇与挑战

贯彻可持续发展要求以及高新技术取得的丰硕

成果，为振兴铁路增添了新动力。加强绿色铁路网

建设，成为许多国家应对金融危机、提升长远竞争

力的共同选择。当前全球许多国家都在调整并实施

新的交通运输发展战略，制定铁路发展规划，加大

对铁路建设的投入。根据收集到的地区铁路网规划

资料预测分析，未来 20~25 年世界铁路建设需求为

1.2×105~1.5×105 km，其中，高速铁路建设需求为

1.5×104~3×104 km（不含中国），投资金额预计为 

6 000 亿 ~10 000 亿美元；城市轨道交通潜在需求量

约为 2×104 km；普速铁路新建及扩能改造也有较

大需求潜力。未来 5 年，轨道交通装备需求将以年

均 2.2% 的速度增长，这为中国铁路“走出去”提

供了发展空间（见表 1）。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

化，对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交通运输行业提出了新

要求。加快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刺激经济

增长、带动就业、推进城镇化的重要手段。经济社

会发展带来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问

题，促使许多国家高度重视发展低碳、绿色的铁路

运输。越来越多的国家把铁路作为优先发展领域，

为轨道交通行业广泛开展合作提供了良好机会。加

快中国铁路“走出去”，有利于推进中国与相关国

家之间的产能合作，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提质

增效、转型升级，拓展新的经济发展空间和新的经

济增长点，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同时也有利于加

快“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实

现互利共赢。

国际铁路市场需求为中国铁路“走出去”提供

了难得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国际地

缘政治风险上升，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大；受投资保

护主义影响，许多国家设置市场准入和技术壁垒；

发达国家企业“先入为主”，国际铁路市场竞争激

烈。中国铁路在许多方面还不适应“走出去”的

需要：政府部门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机制尚不完

善；企业“走出去”能力亟待提升，职业化国际

人才严重缺乏，复合型人才和领军人才较少；企业

表 1  世界各区域铁路规划里程及投资统计（不含中国）

区域
规划里程 /km 预计投资金额 / 亿美元

铁路 高速铁路 铁路 高速铁路

东南亚地区 4 862 680 689 97
南亚地区 23 194 500 129 3
东北亚地区 3 570 1 033 103 30
中亚地区 18 761 — 19 —

西亚地区 16 183 2 000 1 174 150
非洲 16 363 3 090 615 116
欧洲 21 894 6 370 1 433 417
北美地区 2 863 1 232 988 425
拉美地区 16 679 — 529 —

大洋洲 3 448 1 748 814 413
合计 127 817 16 653 6 493 1 651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铁路“走出去”的市场需求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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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薄弱，法律观念不强，存在无序竞争现象

等。中国铁路“走出去”发展战略研究，要坚持目

标导向和问题导向，迎接挑战、奋力开拓。

三、中国铁路“走出去”的战略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发展理念，聚焦“一带一路”战略，将中国铁

路产业优势与国外发展需求相结合，推进互利共赢、

务实合作，带动铁路工程设计、施工建设、装备制

造、运营维护等价值链全方位输出，全面提升铁路

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与核心竞争力，开创铁路“走

出去”新局面。

为实现共商共建、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的要求，

中国铁路企业要与东道国进行密切合作，实现“四

接”，即规划对接、需求衔接、利益搭接、通道连接。

（二）基本原则

坚持企业主导，政府引导。以市场规律为导向，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调

动铁路企业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发挥政府引导作用，

综合运用政治、外交、经济、金融等多种手段，完

善支持政策，营造良好环境，为铁路“走出去”创

造有利条件。

坚持统筹协调，分步实施。从东道国经济发展、

产业转型的实际出发，长远规划、统筹协调。从地

理空间关系、发展基础条件、技术标准对接、合作

交易成本等角度出发，确定近、中、远期目标，分

步实施、循序渐进。

坚持分类施策，重点突破。深入开展调查，综

合考虑东道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综合交通运输规划，

根据发达、欠发达等不同地区，新建或改造不同类

型的合作项目，分别制定针对性策略，与“一带一

路”战略和国家外交战略紧密衔接。突出重点地区、

重点项目，取得重点突破，发挥示范效应。

坚持积极推进，规避风险。保持战略定力，积

极推进企业国际化发展，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水

平。增强风险意识，提高识别风险、管控风险能力，

尤其要重视在政治、宗教、合同等方面的风险防

控能力。

坚持互利合作，共建共赢。遵守东道国法律，

尊重东道国宗教文化，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构建和

谐建设环境。坚持产能合作、互利共赢原则，关注

东道国各方利益和关切点，造福东道国民众。

（三）战略目标

到 2020 年，基本形成国家支持铁路“走出去”

的协调机制与政策体系，健全铁路“走出去”的互

利合作机制与风险防范机制，铁路技术标准国际化

初见成效；中老铁路、雅万高速铁路、匈塞铁路等

一批境外铁路项目建设取得了重要成果，示范效果

明显；打造进入世界前列的铁路设计施工企业和铁

路装备制造企业，对外承包铁路工程向建设、运营

一体化模式拓展，铁路工程新签合同额五年累计力

争达到 800 亿美元以上；轨道交通装备国际市场占

有率达到 20% 左右，新签合同额五年累计力争达

到 300 亿美元以上；中欧班列力争每年开行 5 000
列以上。

到 2030 年，铁路“走出去”事业将全面推进，

从发展中国家拓展至发达国家，基本完成全球布

局；形成完整产业链，在世界铁路市场的份额大幅

提高；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建股份有限

公司等铁路施工企业进入全球国际承包商排名前 10
名，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进入世界企业 100 强。

四、中国铁路“走出去”的总体布局

发挥中国铁路在设计、施工、装备供应、运营

维护及融资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围绕“一带一路”

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在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

线区域构筑中国—中南半岛、孟中印缅、中巴、中

国—中亚—西亚、中国—中亚—欧洲、中蒙俄等六

大铁路通道，实现铁路互联互通。在中国铁路“走

出去”总体布局中，主要突出五个战略重点。

（一）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

周边国家是推进铁路互联互通的重点区域。通

过与周边各国铁路的规划对接，大力推动互联互通

铁路通道和边境口岸建设，使国际铁路通道成为

共建沿线经济合作走廊的先导。近期应积极推进

中国—中南半岛铁路通道建设，加快中老铁路建

设、马来西亚铁路建设，做好中泰铁路、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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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1 铁路改造项目开工准备工作，参与马来西亚—

新加坡高速铁路竞标。做好中缅铁路、中巴铁路、

中蒙俄铁路、中吉乌铁路等的前期工作。完善国内

既有铁路口岸设施，配套新建铁路口岸。

（二）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项目落实

以“一带一路”建设规划经济走廊中的相关铁

路通道为基础，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重点经济产

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大力建设通道内缺失路段并改

造既有线路，形成高效畅通的国际铁路联运网络。

与相关国家密切合作，加快建设伊朗德黑兰—马什

哈德铁路电气化改造项目，加快实施印尼雅万高速

铁路建设，开工建设匈塞铁路，抓紧推进俄罗斯莫

斯科—喀山高铁项目合作，积极推进伊朗德黑兰—

伊斯法罕高速铁路、印度德里—金奈高速铁路、土

耳其东西高速铁路、中吉塔阿伊铁路等项目的前期

工作，积极推进印度金奈—班加罗尔—迈索尔铁路

的升级改造工作。

（三）强化与非洲及拉美地区的战略合作

非洲及拉美地区正在为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

推进工业化进程，同时正在切实解决基础设施滞后

的瓶颈问题。非洲各国十分重视铁路网发展，非洲

联盟于 2012 年 1 月通过了《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计

划》（PIDA），规划了“四纵六横”铁路通道。在

2015 年 12 月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提出

共同制定并实施《中非铁路合作行动计划（2016— 
2020 年）》，推进非洲铁路网建设：包括肯尼亚内

罗华—纳瓦沙—马拉巴铁路，埃及斋月十日城市郊

铁路等项目建设，以及坦赞铁路改造工程、摩洛哥

高铁、尼日利亚沿海铁路等项目。拉美国家提出了

促进南美洲铁路一体化互联互通的发展规划，加快

实施阿根廷贝尔格莱诺货运铁路改造，研究推动巴

西—秘鲁两洋铁路、阿根廷—智利两洋隧道、巴西

货运铁路、秘鲁利马 3 号线地铁及阿根廷、哥斯达

黎加等的轨道交通建设。

（四）开拓欧美发达地区

抓住欧美一些国家积极推进高铁布局的契机，

积极开展符合欧美标准的铁路项目前期工作，加强

项目定制化、个性化和适应性，注重绿色低碳、节

能环保，以满足欧美高端市场的需求。近期应重点

推动与波罗的海联合铁路、英国高速铁路、瑞典高

速铁路项目合作，积极跟踪美国加州高速铁路及其

他高速铁路、加拿大安大略省高速铁路、澳大利亚

悉尼地铁和墨尔本地铁等项目建设。

（五）促进装备制造合作

我国轨道交通装备“走出去”经营地区由发展

中国家逐步向发达国家拓展，出口产品种类由单一

性向多元化、个性化方向发展。轨道交通装备制造

企业成为跨国经营、全球领先的高端装备系统解决

方案供应商。第一，深耕东南亚市场。通过成为本

土化企业，融入当地文化、社会、经济环境中，以

国际大企业、高端品牌方式，向技术研发、制造、

服务一体化方向发展。第二，巩固澳洲市场。通过

建设研发生产基地、合资合作等方式拓展市场。第

三，拓展欧美市场。采取合作、资本运作、多元化

等灵活方式，统筹出口贸易、维保服务和境外投资

共同发展，形成完善的境外销售和服务网络。第四，

密切跟踪非洲、南亚、拉丁美洲、俄罗斯及独联体

国家等潜力市场。近期应重点跟踪马来西亚—新加

坡高速铁路、印尼高速铁路、泰国廊开—曼谷铁路

等项目，在东盟国家建立制造中心；加快美国波士

顿、芝加哥地铁车辆交付使用，马萨诸塞州车辆制

造基地竣工投产；推动在巴西、阿根廷等国家建立

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基地。

五、中国铁路“走出去”的实施战略

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和战略布局，中国铁路

“走出去”要实施咨询先行、合作联盟、技术创新、

本土化运作、中铁品牌等“五大战略”（见图 1）。

（一）咨询先行战略

对接东道国战略和规划，坚持咨询先行，把

设计咨询业作为工程项目建设的先导，使中国铁

路“走出去”逐步向设计引领、技术带动、施工建

设、装备制造、运营维护的全产业链输出转变。咨

询先行战略实施的主要形式是进行发展规划和战略

研究，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对条件成熟的铁路项

目实施以设计为龙头的工程总承包。

（1）增强咨询设计能力和国际化水平。促进咨

询设计企业大力提高专业技术能力，提升经营管理



005

中国工程科学 2017 年 第 19 卷 第 5 期

水平和业务拓展能力，组建专业技术水平高、业务

经验丰富的职业化专家团队。完善咨询设计机构海

外布局，使咨询设计企业在专业能力、运行机制、

品牌管理等方面与国际水平接轨。

（2）大力开展区域发展规划研究。多渠道多途

径了解信息，积极主动参与东道国铁路发展规划和

战略研究。通过咨询设计引领进入东道国市场，寻

找和储备目标项目。深入分析项目所在地的资源、

环境、地缘、产业、政策等，从技术、装备、设计、

建造、运营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以优质的设计

咨询服务，带动勘察、监理、项目管理、建筑施工、

装备制造、运营维护等全产业链输出。

（3）做好重点项目咨询设计。对莫斯科—喀山

高速铁路、巴西—秘鲁两洋铁路、马来西亚—新加

坡高速铁路、印度高速铁路等项目做好可行性研究，

加强市场调研和与政府部门的沟通，深入了解东道

国需求，加快规划和勘察设计工作，提供量身定制

方案，深化技术方案比选，落实项目融资方案。

（二）合作联盟战略

组建合作联盟可使企业利用其现有关键性资源

或者核心能力，与其他企业资源融合，有效地利用

组织和市场的双重优势，实现优势互补，提高国际

竞争力，创造更大的价值。合作联盟有利于突破贸

易壁垒，迅速融入东道国市场；有利于分担风险；

有利于培养高素质工程管理人才，提高中国企业国

际化水平。合作联盟有横向联盟、纵向联盟、银企

联盟、跨国企业联盟等多种形式。

（1）构建面向国际市场的产业联盟。推进中国

企业之间开展深度战略合作，形成国际化产业联盟，

避免同行业恶性竞争，提高企业协作配合能力，形

成联合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推动资源开发和基础设

施建设一体化项目的强大合力。建立有效的组织机

构，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明确联盟目标，形成共

同的价值取向，构建互信机制。

（2）加强与国外企业合作，开拓新市场。推

动国内企业与欧洲、美加澳、日韩等国家和地区

相关企业建设基础设施的战略合作，培育战略合

作伙伴，在技术壁垒、政府谈判、解决市场纠纷

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形成风险共担、互利共赢的

良好局面。重点推动中德两国共同开拓亚非拉高

速铁路市场，推动两国共同参与土耳其高速铁路

项目。利用东道国企业优势联合开拓当地市场，

进而拓展第三方市场。

（3）收购海外优质公司，提高国际化水平。根

据自身发展战略和业务拓展需求，通过收购国外具

有关键市场生产经营核心资源的优质企业，特别是

国际咨询企业、先进技术的研发机构等，缩短中国

企业开拓境外市场的进程，提升中国企业的薄弱环

节，加快提高中国铁路企业的国际化水平。

（三）技术创新战略

坚强的技术创新实力是企业“走出去”的可靠

后盾。中国铁路要在国际市场上保持长期竞争优势，

必须朝着绿色、智能化方向发展，创造独有的核心

竞争力，参与全球铁路产业分工调整，占据价值链

高端位置。以持续技术创新和标准国际化构建企业

长期竞争优势，促进企业获得可持续发展动力。

（1）提升铁路企业核心创新能力。把握新产业

革命中的创新机遇，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加大科技

创新的资金和人力投入，形成适应国际竞争需要的

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和高科技人才队伍，提高在

全球创新活动中的地位和话语权，持续保持全球铁

路市场的技术领导者地位，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

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

的转变。

（2）部署重大关键技术创新项目。深化关键领

域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开展超前研发，加强技术储

备。大力推进一批重大的关键技术创新项目，构建

以高新技术为基础、适应不同国家与不同市场需要

的产品体系，提高产品的安全性和高效性，提高低

碳、节能、绿色、环保水平。加强高速铁路列车的

中国铁路
“走出去”

战略

咨询先行
战略

合作联盟
战略

中铁品牌
战略

本土化运作
战略

技术创新
战略

图 1  中国铁路“走出去”实施战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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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运行技术、节能环保技术，中俄时速 400 km/h
高速铁路列车、高速及中速磁悬浮列车、高速货运

列车等关键技术和装备的研发工作，占领全球高铁

技术制高点。

（3）加快铁路标准国际化步伐。做好中国标准

国际化的基础工作，对比分析与国际先进标准的差

异性和等效性；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加强与

各国际铁路组织的沟通与联系。适应国际市场铁路

技术标准要求，研究、论证以功能需求为引导的标

准体系，提升中国铁路技术标准的兼容性与可扩展

性；依托国际项目推动使用中国铁路技术标准，推

广中国铁路标准的直接应用和融合应用。

（四）本土化运作战略

本土化的核心是要有全球化思维、实施本土化

运作。充分考虑东道国的国情和需求，充分利用东

道国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供给能力，努力为东

道国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这是企业国际化发展的

大趋势，是“走出去”企业的共同选择。本土化运

作战略将促进东道国形成铁路及相关产业，在实施

铁路项目中共商、共建、共享。

（1）明确本土经营方向及领域。视东道国具体

情况确定培育本土产业内容，深入分析与铁路产业

相关的目标市场现状，确定本土产业领域和方向，

搭建附加值生产链，制定产业布局构架。从低端实

施路径起步，逐步向中高端发展（见图 2）。充分利

用东道国资源，通过聘用当地技术专家和咨询顾问、

在当地注册合资企业，设立子公司、技术研发中心

或制造维修基地，在当地设立建筑材料、构配件生

产厂等多种方式，实现本土化运作。

（2）因地制宜开展本土化运作。针对不同国家

和地区，细分铁路设计、施工、装备和运营等全产

业链市场。在非洲、东南亚、南美、中亚以及欧洲

和北美等不同市场，采取不同的铁路产业培育策略，

充分发挥双方的比较优势，减少政治和文化冲突造

成的经营障碍，最终实现互利共赢。

（3）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全面保证项目质

量，全力实现项目目标，体现企业的经济、法律、

社会和环保责任。发挥企业优势，开展公益活动，

构建和谐的建设环境，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

为市场开拓提供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

（五）中铁品牌战略

知名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创造独特的竞争

优势和更多的外溢效益。“中铁品牌”是铁路设计、

施工、装备等全产业链的整体体现，是中国铁路企

业精神、品质、价值、规模、技术、管理的载体，

是构成铁路企业独特市场形象的无形资产。实施中

铁品牌战略，可提升中国铁路知名度和信誉度，创

造独特的竞争优势。

（1）全面规划品牌建设。做好品牌建设规划，

找准市场定位，打造品牌核心价值；推进品牌价值

收购当地企业或
在当地注册企业

当地优秀技术管理
人员进入决策层

当地优秀技术管理
人员进入管理层

与当地大型企业
组建联营体

与当地相关企业
建立利益共同体

雇用当地劳务
人员或企业

租赁当地
机械设备

采购当地材料
或设备

雇用当地
代理企业

雇用当地工程
技术分包商

雇用当地管理
咨询分包商

雇用当地法律
商务咨询人员

在当地独资或
合资建生产厂

在当地建立研发中心
或技术研究院

高端
本土化

中端
本土化

低端
本土化

图 2  本土化的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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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淀和拓展，突出中铁品牌绿色低碳、安全可靠、

经济实惠、造福社会、保障民生、共享共赢的价值

特性，促进中铁品牌在海外被广泛认同并持久占据

市场；建立中铁品牌在有形资产、无形资产、质量

保证、服务功能、技术创新等方面的评价标准体系；

塑造品牌文化，加强品牌宣传，推动中铁品牌走向

世界。

（2）打造铁路精品示范工程。为扩大中铁品牌

的宣传示范效应，选择中老铁路、印尼雅万高速铁

路、匈塞铁路等项目作为中国特色的境外精品示范

工程项目，从工程质量、安全保障、环境保护、工

期控制、投资效益、技术创新、本土发展、全产业

链发展等多方面精心组织建设，及时总结推广经验，

塑造中国铁路的国际形象，提高中铁品牌的国际影

响力，增强相关国家采用中国铁路技术标准和装备

的意愿，加快拓展国际市场。

（3）扩大中欧班列的国际影响力。中欧班列是

中国铁路国际运输产品的代表，将其打造成为具有

国际竞争力和信誉度的中国铁路国际物流的典范，

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根据市场需求和

中欧物流的发展趋势，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际

铁路合作，统一规划，稳步推进，构建中欧铁路运

输大通道。不断扩大开行范围，优化运力资源，提

升运输组织效率，拓展跨境电商货物、国际邮包、

冷链运输；大力挖掘回程货源，推进通关便利化，

压缩运输时间，降低运输成本；强化智能化保障和

监控设备设施，成为国际知名品牌。

六、中国铁路“走出去”的措施建议

（一）建立高效的管理协调机制

中国铁路“走出去”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等

多个方面，特别需要加强高层组织领导和顶层设计，

建立高效的管理协调机制。以国家高层互访为引领，

加强政府间的交流和政策对话，及时协商和解决合

作中出现的问题，完善与有关国家在投资保护、金

融、税收、海关、人员往来等方面的合作机制，为

企业“走出去”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综合保障。设

立中国铁路“走出去”专职机构，研究铁路“走出去”

顶层设计，形成铁路“走出去”指导意见；编制中

国铁路“走出去”中长期规划，研究铁路“走出去”

的支持政策。强化行业协会和中介服务机构的作用，

培育面向境外投资和跨国经营的社会化服务机构，

建立并逐步完善有关铁路行业“走出去”的公共信

息服务平台。

（二）加强国际铁路咨询工作

铁路规划、设计咨询工作关系到项目立项、建

设规模、经济效益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是项目决策

的重要依据。铁路项目前期咨询工作具有导向作用，

可以提前了解东道国国情和需求，抢占市场先机和

技术标准制高点，为铁路全产业链“走出去”奠定

基础。政府和企业都要高度重视国际铁路咨询服务，

外交部、商务部等部门要建立东道国铁路发展信息

沟通机制，跟踪掌握境外铁路发展信息；支持和鼓

励中国工程咨询企业开展国际铁路发展规划研究；

鼓励金融机构和咨询机构结合，多渠道筹集境外铁

路项目前期工作资金。根据东道国的需求，提供铁

路项目“一揽子”解决方案。

（三）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

铁路建设投资大、工期长、回报低。一些国家

急需建设铁路，但缺乏资金。中国企业在国际铁路

项目竞争中也存在融资成本过高的问题，需要财政

金融机构针对竞争对手的融资策略，实施稳定的支

持政策和灵活有效的措施，向铁路“走出去”企业

提供足额低息的信贷资金和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

统筹使用援外资金和“两优”贷款，争取国际金融

机构的支持，发挥丝路基金、中非基金、东盟基金

等的作用；扩大政策性金融机构资金规模，增加金

融机构低成本的外汇资金来源，为中国企业争取国

际铁路项目提供足额低利率、长期限的优惠贷款；

完善海外铁路投资保险体系；建立完善的银保合作

机制，鼓励金融、保险机构适应国际竞争需要，尽

早介入境外铁路项目，统筹设计融资及保险方案，

抢占市场开发先机。

（四）建立健全风险防控体系

中国铁路“走出去”主要面临国别风险、项目

风险、参与方风险。政府有关部门应尽可能为企业

“走出去”提供东道国的相关信息及国别风险分析

资料。铁路企业要全面评估境外投资行为及其所面

临的风险，建立健全企业风险防控体系，制定有效

的风险防范措施。关注不同地域法律风险的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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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境外投资环境、法律环境与政策的研究论证和

前期调查，从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和环境等

方面辨识影响企业进入国别、市场经营的风险因

素。企业要高度重视合同管理风险，建立风险识

别和防控机制、危机处理机制，实现风险管理规

范化、标准化、科学化、动态化，提高风险管控

效率与效果。

（五）提升中国铁路的国际影响力

目前中国铁路在国际市场虽然有一定认可度，

但在国际铁路组织中影响有限，急需提升在国际

铁路组织活动中的话语权，扩大国际影响力。支

持相关企业成立双边或多边国家铁路联盟，沟通

信息，共谋发展，促进铁路互联互通；加强与国

际铁路联盟（UIC）、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等

机构的交流与合作，推荐委派人员加入上述组织，

跟踪其发展动态，参与其战略、政策、规则和标

准的制定和修改；制定鼓励中国铁路企业、机构

及专家参与国际铁路组织活动的政策措施；利用

举办论坛、展览等方式，宣传中国铁路的技术和

标准，着力提升中国铁路在涉及铁路的国际法律

和国际标准化领域的参与度，推动中国铁路优势、

特色技术纳入国际标准。

（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中国企业自身和境外铁路项目都面临人才短缺

问题。需要构建多层次的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正

规工程学历教育和急需人才短期培训相结合，健全

与国际接轨的人才制度体系，培养和引进一批具有

国际铁路经营能力、熟悉国际运营模式、精通重

点国别法律、商务、语言、宗教的高端人才。同时，

开展规范化、多样性的境外铁路人员培训。组建

铁路企业和高校共同参与的中国铁路国际培训联

盟，区别培训对象与需求，采用灵活的组织形式，

长期、中期、短期培训相结合，综合培训与专业

培训相结合，专业授课与现场参观实习相结合，

开展对东道国铁路人员的培训工作。对于铁路人

才需求较大的国家，可与外方教育机构合作，在

东道国设立铁路培训机构或铁道学院，开展铁路

专业学历教育。对已开工建设的铁路项目，重点

培养东道国铁路一线所需人员。

中国铁路“走出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不懈地开拓创新，努力搞好国内

铁路建设和运营，全力抓好国际铁路示范工程，树

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推动中国铁路创造更加辉煌的

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