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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九轮巡视情况公布，显露“新信号”

全全部部要要求求知知错错就就改改，，不不贰贰过过
截至6月8日，中央第九轮

巡视的反馈情况已经全部公布。
此轮巡视的对象，包括32个中央
部门、事业单位，是十八大以来
对中央部门进行的首次集中巡
视，也是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
派驻监督全覆盖后的首轮巡视。

此前的八轮巡视，中央巡视
组实现了对地方、央企、金融三
个板块的巡视全覆盖，这次第九
轮巡视主要集中在尚未巡视全
覆盖的部门和事业单位两个板
块。此外，还有对四个省份的

“回头看”。

记者发现，这次巡视有一些
不同之处。首先是巡视组的人手
配置不断增强，之前出现的“一
正三副”已经是充实巡视组队伍
的证明，而第九轮巡视中，中央
第一巡视组出现了四名副组长，
形成了“一正四副”的格局。

其次，每场巡视情况反馈
时，除了巡视办负责人到场，还
有多位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分赴现场。从第三轮巡视
开始，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办公室主任黎晓宏会在
某些巡视组反馈情况的场合出

现。从第八轮巡视开始，参加反
馈的除了黎晓宏，还有其他巡
视办负责人，做到每场巡视情
况反馈都有巡视办负责人在。
此次第九轮巡视，除了巡视办
负责人外，更有多位中央巡视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出现在情况
反馈的现场。

巡视办设在中纪委，是中
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办
事机构。现在，多名中央巡视工
作领导小组的成员亲赴情况反
馈的现场，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再次，巡视情况反馈时，中

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央巡
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负责
人在现场主要是向被巡视单位
主要负责人传达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
神，并提出巡视整改工作要求。
从第八轮巡视开始，上述负责
人的讲话内容开始见诸报端

（此前没有），而在这次第九轮
巡视中，每位负责人的讲话中
都有这样的要求：“做到知错就
改，‘不贰过’”，这是上一轮巡
视反馈时没用过的语言。特别
是“不贰过”，更是一个新词。

“不贰过”出自《论语》，意思是
“不重复犯错误”。

记者还发现，从此前公布的
消息来看，上述负责人在现场都
会强调，对巡视整改情况，中央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适
时组织开展监督检查。而此次第
九轮巡视，首次出现了“中央巡
视工作领导小组将适时组织开
展监督检查”的表述，将由“中央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开展监
督检查的有三家机构，分别为国
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国家粮
食局。 据新华社等

“高铁只能美国造”
成项目流产主因

北京时间6月9日晚间，美
国西部快线公司（XpressWest）
在其官网发布公告称，终止与中
铁总合作“主要是基于中铁国际
美国公司不能及时履行其相关
义务所处困境，以及中方在推进
项目过程中，无法获取必要授权
使项目继续进行下去”。

中铁国际美国公司通过新
华社表示，西部快线公司在谈
判进行中发表这样的声明是仓
促和不负责任的，中铁总誓将
不遗余力地捍卫自己的利益。

中 铁 国 际 美 国 公 司 于
2015年6月正式成立，是中铁
总直属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
司（下称中铁国际）的下属公
司，被中铁总视为落实“一带
一路战略”和对铁路“走出去”
部署的重要一步。

2015年9月，西部快线公司
与中铁总着手谈判筹建合资公
司，建设并经营“西部快线高速
铁路”。该高铁从内华达州拉斯
韦加斯到加州胜利谷和帕母代
尔，最终到洛杉矶，全长370公
里，预计总投资额127亿美元，
原计划2016年9月底开工。就该
高铁项目的困境，西部快线公
司曾表示，“最大的挑战仍旧是
联邦政府要求高速列车必须是
由美国制造。众所周知，美国并
不生产制造高速列车。这个刻
板要求是制约美国高铁融资的
主要障碍。”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
所所长滕建群表示，美国西部
快线终止合作的原因，主要还
是来自于美国联邦政府的反
对。按照美国联邦政府提出，自
己的铁路归于美国自己来建
设，而不让其他国家生产，这实
际是美国保护主义的具体体
现。而从西部快线和中国铁路
公司所签署的协议来看，其中
有一条不管是公布协议还是取
消，都必须经过双方一致同意。
西部快线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
宣布这一决定，显然美方是有
违约行为的。但无论维权结果
如何，西部快线公司的决定对
中铁总来说，又是一次深刻的
教训。

欧洲标准主导市场
中国高铁难进欧美

实际上，这不是高铁出海

第一次受挫。墨西哥高铁曾被
认为是中国高铁“走出去”真正
意义上的第一单，但命运一波
三折。2014年11月3日，墨西哥
通信与交通部公布由中国铁建
牵头的国际联合体中标了墨西
哥城至克雷塔罗州全长210公
里的高铁项目，但仅仅3天后，
由于外界质疑和墨西哥国内压
力，中标结果即被撤销。2015年
1月14日，墨西哥官方宣布重启
项目招标，并确认有包括中国
公司、西门子、庞巴迪、阿尔斯
通在内的5家企业有意参与新
一轮招标，可是在16天之后，墨
西哥官方又改变主意，决定无
限期搁置高铁项目。

为此，中国铁建2015年3月
向墨方提交了索赔申请。日前，
墨西哥交通部一名官员表示，墨
西哥政府计划向中国企业赔偿
2000万比索(人民币约810万元)。

算上此次美国项目流产，
中国高铁在美洲始终没能突
破。此前，中铁总对美国项目寄
予厚望，据中国中车官微显示，
该项目将成为中国在美国建设
的第一个高速铁路项目，并有
望成为国际合作的范例，同时
对增加美国西南部就业将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在欧洲，德国、法国在高
铁技术领域占有优势地位，中
国高铁要进入欧洲市场，必须
达到欧洲标准。尽管欧洲某些
标准已经过时，但中国高铁要
进入欧洲，所有装备都必须通
过欧洲认证，费时费力。中国修
建的土耳其的安伊高铁，全长
仅158公里，但2005年中标，直
到2014年7月才正式通车，就与
采用欧标有关。

不仅欧洲市场难以进入，
由于国外主要采用欧洲标准，
中国标准在国际上不被接受。
这加大了中国高铁打开国际市
场的难度，而采用欧标，意味着
中国高铁所有的产品装备都要
拿去经过欧洲认证，将大大增
加中国高铁的成本。

在东南亚
中日争得也很激烈

尽管如此，中国高铁“走出
去”一直在突破。2016年1月21
日印尼雅万高铁开工，中国高
铁终于实现了全产业链输出；
此外，在2015年4月至2016年5
月间，俄罗斯莫喀高铁的设计、
车辆制造和通信信号接连确认
由中国企业承担。

2016年5月，中铁总总经
理盛光祖就争取新马高铁项
目率中国铁路代表团出访马
来西亚，新马高铁有望成为继
雅万高铁和莫喀高铁后，中国
高铁“走出去”的第三个标志
性项目。

在地缘邻近的东南亚，中
国高铁奋力力争。在东南亚这
片激烈的高铁竞争场中，归根
结底是中日高铁产业角逐。在
运营经验积累方面，日本优势
在于该国是世界高铁鼻祖，新
干线是全世界运营时间最长的
高铁；中国优势是后来居上，建
设了全世界最大的高铁网络，
运营地域横跨热带直至高寒地
带，种类齐全，而且这项优势每
一天都在增长。

在建设成本和效率方面，
中国高铁优势无可比拟。一般
情况下，同一个项目，中国建设
高铁国际报价为每公里0 . 3亿
美元，日本为每公里0 . 5亿美
元，比中国高七成。如果再考虑
到建设速度、效率的差距，那么
中国的成本优势就更大了。就
当前正在筹备招标竞标的新马
高铁（新加坡—吉隆坡）项目而
言，有专家估算过，该项目中国
承建的总报价约为384亿林吉
特（约合102亿美元），还不到日
本建造价格的一半。

虽然在带动东道国经济社
会全面发展方面，中方优势远
远大于日方。但在东道国政治
友善度方面，非常微妙。中国优
势在于天然的地缘和人缘优
势，与东南亚山水相连，东南亚
又是海外华人最大聚居地。可
问题是越南、缅甸国内某些势
力对中国疑忌心态较重，这决
定了在越南、缅甸铁路市场上
中国可能遭到更多的疑忌和政
治性排斥。之前越南之所以情
愿考虑比中国高铁贵得多的日
本新干线，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东南亚纷杂的政治环境也
给中国高铁带来了挑战。2013
年中国与泰国曾计划采用“高
铁换大米”的方式实施泰国高
铁建设项目，但是泰国政局动
荡，政府更迭，导致这个计划一
再生变。印尼高铁是在习近平
主席亲自过问下才拿到的，但
之后的征地工作困难重重，所
需用地中只有20%是国有企业
用地，部分企业甚至提出购买2
倍土地作为补偿。拆迁难以到
位，让外界一度猜测雅万高铁
是否已被迫停工。

据新华社、财新等

才9个月，中美首个高铁合作项目要“黄”了

高高铁铁出出海海，，落落地地总总是是那那么么难难

美国西部快线公司于北京时间9日晚称，正式终止与中
国铁路国际（美国）有限公司为建造美国高速客运铁路而组
建合资公司的一切活动。这意味着中国高铁进美国受挫。随
后，中铁总回应，对美国西部快线公司单方终止项目合作的
行为依法交涉。

平心而论，尽管中国短短几年间跃升为全球高铁运营
里程最长且拥有完整自主产权的高铁强国，众多党和国家
领导人都在出访中欣然扮演“高铁义务推销员”的角色，但
高铁出海仍然困难重重。

印尼雅万高铁示意图

中国铁路走出去

●中方特许经营权将从2019年5月31日开始，为期

50年。

●最高设计时速350公里，总造价51 . 35亿美

元，2018年完工。

●正在施工的

雅万高铁、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匈塞铁路、
巴基斯坦拉合尔橙线轻轨

●还在推进的

俄罗斯莫喀高铁、美国西部快线、
新马高铁、两洋铁路、坦赞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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