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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中俄之间的历史图谱，铁路始终是一个绕不开

的议题。

10 月 13 日，在中俄总理第十九次定期会晤后，两国

总理签署《中俄总理第十九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在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的见

证下，中国发改委与俄罗斯运输部、中国铁路总公司与

俄国家铁路公司四方签署高铁合作备忘录，推进构建北

京至莫斯科的欧亚高速运输走廊，优先实施莫斯科至喀

山高铁项目。

对俄罗斯而言，高铁建设已经不仅仅是战略布局，

更是战术推进，不仅仅停留在国家层面的号召上，也体

现在企业的商务参与上。

李克强此前曾表示，中俄互为最大邻邦。中国相关

装备制造业在质量、性价比、市场竞争力等方面都具有

优势，愿积极参与俄高铁、铁路改造升级等基础设施建

设，实现互利共赢。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高铁有望开进俄罗斯广袤大地。

将“莫斯科─喀山”高铁延伸至北京

俄罗斯铁路股份公司第一副总裁米沙林表示，俄罗

斯对高铁建设有非常大的需求，也希望同中国合作，引

入高铁技术和投资。“毫无疑问，俄罗斯对于修建高铁的

兴趣和需求都是非常强烈的，这是一个非常有前景、非

常重要的项目，对于俄罗斯经济发展有着战略性意义。

我们与中国在高铁技术和投资领域正在开展合作，并已

经召开过专门的研讨会议，中国是俄铁在亚洲最重要的

合作伙伴。”

此前，俄罗斯高铁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关系部主任埃

内斯特·苏丹诺夫就曾透露，中俄双方将在李克强访俄

期间签署“莫斯科─喀山”高铁发展合作备忘录。

苏丹诺夫指出，双方有意发展这一项目，最终将“莫

斯科─喀山”高铁延伸至北京，并以此打造“北京─莫斯

科”欧亚高速运输通道。“莫斯科─喀山”段高铁将成为

发展俄中首都间铁路交通的先导工程。他表示，作为新

丝绸之路的一种方案，莫斯科至北京的高铁全长超过

7000 公里，途经俄罗斯、哈萨克和中国三国。

莫斯科至喀山高铁项目是欧亚高速运输走廊的试

点项目，项目造价约 1 万亿卢布，项目总长度为 770 公

里，投入运营后可将两地间列车运行时间从目前的 11 小

时 30 分缩减到 3 小时 30 分钟。

俄罗斯高铁市场需求高涨

近年来，俄罗斯开始加快高铁和轨道交通建设，成

为一个迅速发展的新兴市场。目前，俄罗斯与西方企业

的合作减少，由此给中国企业创造了机会。

据了解，俄罗斯运行的高速铁路仅有一条，可见，俄

罗斯存在着高铁市场的刚性需求。

除了高铁外，俄罗斯的城市轨道交通也蕴含着较大

的市场。众所周知，俄罗斯 2018 年要举办世界杯赛事，

而莫斯科等俄罗斯大城市的地铁承载量已达极限，未来

新建、更新轨道交通的需求无疑将会增加。

北京嘉恒美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金硕在接受

《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说：“到过莫斯科的人都知道，

莫斯科地铁的机车是苏联时期制造的，使用至今已显破

旧，而且发动起来噪音很大，乘客乘坐时也不舒适。当

地的旅游快车与中国的动车相比，其车厢、设施明显陈

旧。几年前，我在西伯利亚远东地区考察时，当地交通

设施也很落后，火车设备基本上也还是苏联时代的。俄

罗斯的铁路装备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产品，目前都已

经到了更新换代的时候，市场潜力巨大。”

俄罗斯对中国高铁也很感兴趣。俄罗斯铁路公司

总裁 Vladimir Yakunin 也曾赞扬中国的高速铁路建设，

他表示自己的同事尤其羡慕中国在青藏铁路上取得的

成就。

对俄罗斯来说，中国高铁技术至少有 3 个优势。一

是从工务工程、通信信号、牵引供电到客车制造等方面，

中国可以进行一揽子出口，而这是其他国家难以做到

的。二是中国高铁技术层次丰富，既能够进行 250 公里

时速的既有线路改造，也可以新建 350 公里时速的新线

路。三是中国高铁建造成本较低，比其他国家低 20%左

右。英国广播公司在“中国的高铁革命”报道中援引的

数据显示，中国的高铁建设成本不超过其他国家的 2/

3。如此价格竞争力，即便在世界巨头们的“跳楼价”下

中标，中国高铁都能奉陪到底且依然有利可图。

俄罗斯铁路股份公司总裁亚库宁在中俄两国总理

会谈后表示，如果俄罗斯和中方就在国家担保下进行投

资达成共识，今年或可开始莫斯科至喀山高铁线路项目

的设计。

俄罗斯高铁招标 群雄激战

去年，俄罗斯高铁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根据俄罗斯

发布的 2030 年前铁路交通发展战略，俄罗斯有意建设 2

万公里新铁路。其中，莫斯科—叶卡捷琳堡高铁项目

（高铁 2 号线），线路全长 1595 公里，计划优先修建的全

长 803 公里的莫斯科—喀山段，目前动工在即、即将举行

高铁招标。

近来，中俄两国高层接触频繁，两国已经共同表示，

要在俄罗斯合作修建高铁。

北京世元金桥国际企业管理中心执行副总经理王

晋耕认为，目前，俄罗斯并没有自己成熟的高铁技术，从

国外引进高铁列车技术成为必然。中国在高纬度且寒

冷的青藏铁路上的建设经验，将帮助俄罗斯高铁能在酷

寒冬季中安全运行。这无疑是中国的高铁公司竞标的

优势之一。

因此，业界对中俄高铁合作预期较高，但中国并不

是唯一对俄罗斯铁路建设感兴趣的国家。法国、德国、

西班牙、韩国也都对在俄罗斯承建高速铁路同样表现出

浓厚兴趣。

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中国企业将要直面来自庞

巴迪、阿尔斯通、西门子、通用电气、川崎重工等多家外

国公司的挑战。

王晋耕认为，对中国高铁机车制造商而言，俄罗斯

项目既是一次考验，同时也是一次机遇。即将拉开大幕

的俄罗斯高铁招标将引发国际高铁巨头展开激烈争夺。

中国高铁开进俄罗斯斯
前景可期

GOST 认证，也称为 GOST-R 认证，这是俄罗斯联

邦内的一个有效的质量认证体系。国外生产的产品进

口到俄罗斯都应达到俄罗斯的国家质量标准，即必须

通过 GOST 认证。

就俄罗斯官方角度而言，GOST 认证不但可以保证

产品和服务质量、保障消费者权益，而且可以激励企业

改善生产条件以取得证书。

据悉，俄罗斯铁路装备技术有一个专门的 GOST

体系，要想进入它的市场，必须通过一套相对比较繁琐

的认证体系。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北车）是世

界上最大的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商。在此次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访问欧洲之际，中国北车总经理奚国华也随行

出访。这是中国高铁列车制造企业首次随同总理出访

推销高铁，双方将就高铁设备合作进行相关交流。

据了解，中国北车已经研制了世界速度最快、技术

水准最高的高寒动车组，能在零下 40 摄氏度和零上 40

摄氏度之间运行，在投入运行的两年多里，运行稳定，

跻身世界高寒高铁的典范，创造了人类高铁史上的 3 项

世界纪录——直通里程最长、气温反差最大、穿越气候

带最多。

目前，运行在哈尔滨到上海之间的高寒高铁，运

营 里 程 达 2421 公 里 ，属 全 球 高 铁 直 通 里 程 之 最 ；冬

季 从 零 下 40 摄 氏 度 的 东 北 雪 原 出 发，突 破 0 摄 氏 度

冰 点 ，最 终 抵 达 零 上 10 摄 氏 度 左 右 的 江 南 水 乡 ，经

受 50 摄氏度以上温差的气候变幻，为世界高铁气温

反 差 之 最；先 后 穿 越 中 温 带、暖 温 带、亚 热 带 3 个 性

质 迥 异 的 气 候 带，列 车 历 经 气 候 带 数 量 为 世 界 高铁

之最。

中国北车的电力机车、内燃机车、铁路货车已经在

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地理气候条件、铁路状况与俄

罗斯相近的区域内良好运营，在俄罗斯运行的高铁上，

已经有来自中国北车的高铁车体等核心部件和来自中

国华为的信号系统，支撑俄罗斯高铁优质运行。

去年，中国北车公司下属的四方所公司研制的“用

于轻轨的半永久车钩”获得了俄罗斯专利授权。这是

中国城轨（包括轻轨和地铁）车辆技术首次获得俄罗斯

专利授权。

目 前，中 国 北 车 已 经 有 数 个 产 品 通 过 了 俄 罗 斯

GOST 体系认证。中国北车已经掌握了俄罗斯国家铁

路技术标准，并成为我国惟一通过该项标准认证的企

业，彰显了中国实力。

根据铁道部的规划，到 2020 年，中国将形成以北京

为中心的 1 小时至 8 小时交通圈，除乌鲁木齐、拉萨、海口

外，绝大部分省会城市都将被纳入这个快速交通圈。届

时，全国铁路快速网络将达到 5 万公里，通达所有省会城

市和人口 50 万以上的城市，覆盖全国 90%以上的人口。

事实证明，高速铁路的开通运营大幅度提高了通道

内客货运输能力，促进了区域间人、物、资金、信息等跨区

域快速流动，这些均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同时，高铁建设有利于中西部区域与东部经济高地

接轨，使中西部地区更好地承接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转

移，形成中国经济由东至西梯次渐进发展态势。

金硕认为，高铁建设是一项庞大的工程，细分行业

很多，特别是高铁带动行业，比如说对基本建设、水泥、

钢铁建材到基建设备、车辆装备以及信号设备等等，高

速铁路的建设直接带来投资增长，高速铁路建成运营后

将带来客流量增长，带动沿途经济的发展，符合“扩内

需、保增长、调结构”的经济发展政策。因此，高铁建设

带动经济将是一个长效机制。毫无疑问的是，高铁外交

有望促成我国高铁技术整体输出，提振高铁产业整体估

值提升，因此，高铁产业不应仅仅作为一般的产业，而应

被列为拉动我国新兴技术发展、拉动投资转型换代的一

个产业。

与此同时，中国高铁国际化提速。今年 7 月份，世

界银行在《中国高速铁路：建设成本分析》的报告中赞扬

中国高铁领先世界，从铁路铺设到高铁列车制造再到建

设成本，都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优势。在这个大背景

下，中国高铁“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在国际高铁建

设招标中，处处能看见中国企业投标的身影。中国机

车、动车及零部件出口的消息也屡见不鲜。

据中国交通新闻网不完全统计，中国北车、中国南

车两家企业今年上半年的出口签约额总计已达 45 亿美

元（约合 276.3 亿元人民币）以上。

中国经济学家周世俭说，帮俄罗斯建高铁，跟我们

过去援建的坦赞铁路相比，技术水平提高了，双方的受

益也将更多，对中国产业链的拉动将是巨大的。

在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薛胜文看来，目前，中国高铁

建设经验丰富，已经有 1 万多公里的高铁网运营经验，高

铁技术先进，适应各种地理、气候的能力强，综合来看性

价比高。另外，中国拥有高铁全套成熟的自主知识产权

技术，有完备的世界通行的中国标准。高铁上下游产业

链蕴含巨大的市场价值和发展空间，高铁走出国门进一

步发展，将为中国装备制造业带来产值的迅猛增长。

薛胜文分析称，高铁出国将进一步使中国的高铁产

业得到新的发展机遇，并且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细分领

域的发展，如钢铁产业、高速机车、电子控制、能源以及

新材料产业等，有望迎来更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空间。

与高铁建设有关的上市公司，有望赢取市场和政策利

好，资本看好该产业未来发展，资本市场将为高铁发展

提供资金、管理等方面支持。

专家预计，高铁将带动铁路基建、动车组、铁路信

号、铁路配件、钢铁、水泥等众多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带

动的产业链保守估计将超过两万亿元。

中国北车获俄罗斯许可证

国际化带动中国高铁全产业链发展

编者按：回望来路，中国铁路“走出去”的海外版图正逐步扩张，“方向轨迹”是一条

由低端到中高端发展之路。

事实上，中国很早以前就支援过非洲和东欧一些国家修建铁路。中国南北车成

立后，海外市场开拓也一直在进行。时至今日，南北车、中国铁建、中国中铁等企业在

海外市场上征战多年，发展版图基本上囊括了五湖四海。

自去年 10 月份以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已经分别向泰国、澳大利亚、英国、美

国以及中东、欧洲、非洲等地“推销”过中国高铁，引发国际关注。

而此次李克强出访俄罗斯，最引人关注的正是中国有意参与和投资莫斯科至喀

山高铁项目，并将其延伸至北京，从而打造连通中俄首都的欧亚高速运输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