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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马来来西西亚亚，，中中日日高高铁铁竞竞争争又又一一站站
中方：性价比高，资金筹措便利 日方：车辆和信号系统经验丰富

日欲借马新高铁
东山再起

规划中的马新高铁全长约
３５０公里，设计时速３００公里，投
入运营后有望大幅缩减马来西
亚首都吉隆坡和新加坡之间的
通勤时间，即从现在的约５小时
缩短至约９０分钟。该铁路是东
南亚地区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
项目之一，预计投资约１２０亿至
１５０亿美元。

由于在印尼高铁订单争夺
战中败给中国，日本在七国集团
峰会上提出“建设高质量基础设
施”，欲东山再起。面对马新高铁
大单，日本可谓拼尽全力。扎希
德访日期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和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
５月３０日分别与他进行会谈，
谈话中无一不推销日本新干线
技术。不过，扎希德对此回应含
糊。他６月１日与岸田文雄会谈
时仅提到，期待日本参加马新高
铁竞标，并没有对日本能否拿下
高铁大单做出评论。

中国也是马新高铁项目极
有利的竞争方。今年３月２１日，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将
在吉隆坡大马城投资２０亿美元
兴建区域总部，这里正是规划中
马新高铁的马方终点站。５月２４
日，盛光祖访问马来西亚时称，
希望进一步发展中马两国在铁
路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高
铁在技术、装备、性价比方面具
有优势，安全方面有保障。

马方看重
性价比和安全性

从技术、经验等方面考虑，
中国和日本已成为竞争的大热
门。新加坡《海峡时报》４月１２日
报道称，定于２０１７年一季度进行
的高铁竞标中，中日将展开最后
对决。《海峡时报》称，对马来西
亚而言，由于大部分路线位于其
境内且需承担巨额费用，政府更
关注性价比更高且在资金筹措
方面更便利的中国方案。当然，
也有媒体报道说，新加坡对在车

辆和信号系统方面经验丰富的
日本企业抱有好感。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高级研究员胡逸山说，
马新高铁竞标时无非考虑两个
方面——— 性价比和安全性。“日
本经营新干线多年，技术成熟，
给人传统印象是比较安全。但中
国高铁后来居上，建设速度快、
涵盖面广、造价相对便宜。”他
说，“马来西亚目前难以取舍。”
他认为，难以做出选择也是该项
目建设一拖再拖的重要原因之
一。马新高铁原计划２０１５年开
工，并于２０２０年运行。目前来看，
预计２０１７年才会确认合作细节，
２０１８年才能动工。

中国铁路总公司人士此前
曾表示，中国企业已跟踪马新高
铁项目达 3 年之久，现在要力争
其成为中国高铁走出去的第三
个标志性项目——— 前两个项目
分别是印尼雅加达至万隆高铁
和俄罗斯莫斯科至喀山高铁。

商业竞争中
难免政治因素

从中国高铁走出去开始，日
本一直是强有力对手。有舆论不
免猜测，中日两国商业竞争的背
后是否还有政治因素。对此，胡
逸山认为，这种情况难以避免，

“商业投资本应与国家间关系分
开，但实际上极为困难”。

观察人士指出，马新高铁不
仅对中国高铁走出去有重要的
商业意义，还打通了泛亚铁路重
要一环，有助于落实中国“一带
一路”构想，战略意义同样重大。
而对日本来说，竞推高铁技术只
是两国争夺亚洲行业优势地位
的缩影。

印度学者巴杰帕伊５月３
日在日本《外交学者》网站发表
文章称，地区大国通常会利用经
济发展扩大其在地区和全球的
影响力，最可能的竞争领域就是
地缘经济。他在文章中说，接受
投资的国家将是竞争的重要受
益者，因为它们可以利用中日之
间的较劲，争取到最有利的投资
条件。 据新华社等消息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６月１日与到访的马来西亚副总理扎希德会
谈时提出，希望在连接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马新高铁计划中采用
日本新干线技术。而就在一周前，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经理盛光祖访
问马来西亚时也表示，希望与马方就马新高铁加强合作。虽然韩国
和法国也表现出参与马新高铁项目的意愿，但共同社直接点明：日
本在与中国争夺高铁订单。

印度：难分胜负

2015 年 9 月底，中国铁路
总公司牵头的企业联合体赢得
对印度首都新德里至孟买高铁
线路的可行性研究竞标。除中
国外，日本在给印度建高铁这
事上也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
据《印度时报》报道，早在 2012
年，日本的一家机构就中标了
孟买至艾哈迈德巴德高铁可行
性研究项目，线路总长 500 公
里。2015 年 6 月，日本政府提
出愿意提供 9880 . 5 亿卢比（约
合 950 亿元人民币）的低息贷
款以修建该高铁。这也是印度
规划的首条高铁线路。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早于
中国数十年进入印度铁路市
场，在市场的信任度上比中国
似乎更有优势。早在印度还没
有规划高铁时，日本就开始帮
助其选线、做可行性分析，十分
主动。目前，印度的不少项目都
有日本企业的身影。

相较而言，中企刚刚进入
印度不久，想要后来者居上显
然面临不小的挑战。不过，凭借

成本和价格优势，中企在印度
市场也逐渐成为日韩和欧美企
业的有力竞争者。

印尼：中国领先

2015 年 10 月，中国成功拿
下日本早在 4 年前就做完可行
性报告的印尼雅加达至万隆高
铁项目，成为印尼高铁的“唯一
竞标者”。胜出的原因主要是中
国在财力上的表现和诱人的投
资承诺。在印尼高铁项目竞标
中，中企提出了无需印尼政府
财政负担及债务担保的条件。
而东日本铁路公司(JR 东日本)
坦率地称，对于承担股东责任
的民营企业来说，很难提供这
样的条件。如果没有印尼当地
政府的担保，日本政府也很难
提供日元贷款。

印尼投资统筹机构主任弗
兰基直言不讳地说，印尼从中
方取得了比日方更显著的投资
承诺。据印尼方面透露，中企在
竞标中胜出除了不需要贷款担
保外，中方给出的建造时间也
比日本更短。另外，中方选择合
资经营模式，并承诺向印尼转

移高铁技术，进行设备本地化
生产等，这种用技术换市场的
做法对于希望提高本国制造水
平的印尼政府来说，同样具有
吸引力。

泰国：打成平手

虽然失掉了印尼，日本高
铁却率先在泰国“告捷”。2015
年 5 月，日本和泰国签署联合
调查备忘录，就泰国规划中的
高铁项目达成协议，双方将引
进日本新干线技术为前提，联
合开展业务调查工作。据日本
国土交通省介绍，该铁路连接
泰国首都曼谷和北部城市清
迈，全长约670公里，预计耗资
120亿美元。

很快，中国也不甘落后地
拿下了一局。同年9月，经过六
轮会谈，中国和泰国签署了中
泰铁路合作政府间框架协议，
规划中的中泰铁路全长867公
里，连接了泰国北部边境的廊
开府与首都曼谷，双方商定的
运行时速为180公里，与时速
250公里的方案相比建设成本
更小。 据第一财经日报

中中日日高高铁铁竞竞争争全全记记录录

葛链接

吉隆坡至新加坡高铁线

马来西亚吉隆坡至新山
既有铁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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