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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部曾被称为“铁老大”：既
是政府机构，又掌握着铁路运营，资
产总额数万亿元，在过去很长一段
时间内，铁道部还拥有公检法系统，
形成一个庞大的封闭运行体系。因
此，也有人形容其为“最后一个计划
经济堡垒”。

北京交通大学副教授李红昌表
示：“1997年至2007年，中国铁路
先后实施6次大提速，但铁道部改
革的速度比提速慢得多。”

铁道部改革，20世纪80年代
就已经启动，当时的铁道部、交通部
甚至搬到一栋楼里，但最后并未合
并。2008年，合并了民航总局的交
通运输部备受瞩目，但铁道部依然
保留。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
公布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的说明》中提出：“考虑到我国铁路
建设和管理的特殊性，保留铁道
部。同时，要继续推进改革。”

近年来，关于铁道部的“新闻”
不断。天价宣传片、12306网站招
投标不公开、动车高价采购……种
种问题，直指铁道部的高度封闭与
运行机制落后。

在此次公布的方案中，铁道部
不再保留，其职能被划分为三部分：
拟定铁路发展规划和政策的行政职
责划入交通运输部；新组建的国家
铁路局负责拟定铁路技术标准，监
督管理铁路安全生产、运输服务质
量和铁路工程质量等其他行政职
能；铁路运输统一指挥调度，经营铁
路客货运输业务，铁路建设等企业
职能则交由中国铁路总公司。

“从某种程度上讲，铁道部的改
革，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
现在深水区的改革就是割自己身上
的肉，此次铁道部的割肉式改革，体
现了政府坚定的改革决心。”全国人
大代表朝克说。

□据 新华社

1949 年，是中国铁路建设的分
水岭。“铁道部”的诞生早于共和国的
建立。1948年11月，解放军名将滕
代远任中国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铁
道部部长，成为最早从军队转做经济
工作的部长之一。翌年2月，中央军
委铁道部在北平王府井南口霞公府
挂牌办公。这是在中央人民政府成
立前由中央军委领导的铁道部，以

“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
作为行动口号，在支援解放战争和恢
复国民经济方面立下不朽功勋。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铁
道部成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成立最早的部门之一，历史上除1970
年至1975年间曾与原交通部、邮电部
合并成立新的交通部之外，一直延续
至2013年3月这个历史性时刻。

20世纪50年代，一批在朝鲜战
场上浴血奋战的志愿军官兵，整建
制转为铁道兵，从战斗者变成建设
者，一度高达历史巅峰的 43 万人。
1983年年底，铁道兵集体转业并入
铁道部，结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序
列当中一个特殊兵种的历史使命。

从 1958 年开始修建的成昆铁
路，沿途倒下 2100 名烈士，平均每
公里牺牲 2 人……至今，铁路沿线
一座座沉默的坟茔，还在告诉后人
那一段艰苦卓绝的历史。

□本报综合消息

昨日，铁道部部长盛光祖又被媒
体团团围住。谈及铁道部不再保留
后铁路职工的安置问题，盛光祖表
示，不存在安置问题，也不会裁员。

谈及新组建的中国铁路总公司，
他说，希望社会资金积极投入，也鼓
励外资投入。

至于中国铁路总公司是否会整
体上市，盛光祖强调，中国铁路总公
司还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记者询问
职工能持股吗？他说，现在还没考
虑这点，“国有企业还是严一点好”。

对于消费者所关心的铁道部分
拆后火车票价会否上涨的问题，盛
光祖说，铁路的平均票价是偏低的，
今后要按市场规律定票价，“我们也
努力让车票更好买一些”。

“实行大部门制管理以后，全国
的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包括铁路、公
路、水路、民航，都可以统一规划，能
够形成整体合力，中国的综合交通
运输能力会有很大的提高。”盛光祖
说，对于铁路本身而言，未来可以发
挥自身运量大、低排放等优势，得到
很好的发展。

盛光祖认为，铁路政企分开以
后，可以研究市场经济的规律，提供
更好的服务，也能取得更大的发展。

对于舆论广泛关心的铁道部债
务问题，盛光祖表示，应该区分公益
性债务和经营性债务，按照有关政
策法规认真研究，妥善解决。

再见，铁道部

如何防止“合而不和”
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许耀

桐说，铁路政企分开，使得中国的交
通运输部真正管理了“海陆空”——

“大交通”的概念终于成形。
一些代表委员认为，整合交通的

大部门体制不仅仅是机构合并，而是
要做到统筹调配。下一步，就要在真
正整合上下功夫。

目前，我国社会物流成本相当于
GDP 的 18%，比发达国家高出 1 倍，
成为物价的重要推手之一。随着铁
路并入交通部，涵盖“公、铁、水、空”
的大交通体系呼之欲出，如果“空铁
联运”“海铁联运”等方式能有效推
广，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将为整个社
会带来福利。

如何防止“靠涨价还债”
2.66 万亿元的高负债，2013 年

6500 亿的投资预算，铁道部“很差
钱”。而承担了债务主体的中国铁路
总公司如何在投资建设和偿还债务
之间取得平衡，备受关注。

铁道部部长盛光祖表示，改革与
调价没有必然性。但专家表示，铁路
具有公共性，政企分开后企业的盈利
需求与公共利益应求取平衡点。

孙章认为，高负债，既有政策性
也有经营性的原因。政企分开后要
把账本理清楚，公益性的要国家负
担，经营性的要通过提高企业效益来
逐步消化。

值得注意的是，机构改革方案
中，专门提到了建立健全运价改革和
运输补贴等机制。

代表委员建议，在普通客运领域
应加大补贴力度，而高铁要增加定价
的灵活性，“比如，春节过后客运量急
降，可以考虑票价打折吸引旅客。虽
然票价降了，但总收入不会少，铁路
并不亏本”。

如何防止公共服务质量下降的
“转型综合征”

从国际经验看，英国、法国等国
铁路进行分拆和私营化之后，负债率
进一步上升，对国家补助的索取增
加，事故率上升，服务质量和安全性
反而下降。

专家表示，新组建的铁路局从经
营中抽出身来，专司标准制定和安全
监管，避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
员”，有利于从体制上保障铁路运营
秩序和安全，因此，监管力度和效果
会更强而非减弱。

政企分开，是此次铁道部改革的
核心之一。不少代表委员提出，这也
是释放铁路市场活力的根本举措，从
而实现投资与需求的“再平衡”。

2003年，铁道部提出“跨越式
发展”的口号。在2011年“7·23”动
车事故之前，中国铁路建设经历了
长达8年的跨越式发展。与铁路里
程一起增长的是铁道部日趋庞大的
负债——2009年，负债1.3万亿元；
2010年，负债1.89万亿元；2011年，
负债2.41万亿元；2012年第三季度，
负债2.66万亿元。

在“7·23”动车事故后，高铁运
行时速从350公里下降到300公里，
铁路建设投资也逐渐变得平稳。

“支持建设铁路，但跨越式发展
模式需要冷静一下。”李红昌表示，铁
路建设需要适度超前，但一个提供公
共服务的企业，过度投资和超能力建
设会加剧债务风险。

事实上，当前中国的铁路建设还
远未饱和。“美国的铁路营业里程超
过20万公里，我国不到10万公里。
即使按孙中山先生百年前规划的目
标17万公里，目前也还有不小的差
距。”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梦恕说。

同济大学教授孙章表示，未来
20年铁路仍面临很大的运力需求，
如何开放投资、引入竞争、降低社会
资金进入门槛是其中的关键。

三大难题待解

破解“350公里”式发展后遗症问题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3 月10日新媒体专电

10 日，《国务
院机构改革和职
能 转 变 方 案》公
布，铁路政企分开
的改革方案成为
社 会 关 注 的 焦
点。一些专家和
代 表 委 员 评 价 ，

“铁老大”的告别，
是转变职能和理
顺职责关系，稳步
推进大部门制改
革的一个标志。

核心提示

盛光祖：不会裁员
火车票价将市场化运作

铁道部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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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克“最后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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