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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

本报记者 江雪

铁路文化，在历史长河中慢慢形

成。

虽然，中国铁路比美国历史短了

50 多年，但是，在华工先辈用血肉之

躯为“美国大铁路成为 19 世纪人类

文明一座丰碑” 奠下基石后的 21 世

纪，中国的“高铁时代”终于让世界惊

奇。

美国铁路事业

迎来新时代

描述世界铁路历史文化时，“时

光飞速”一词不但显不出质朴，反而

有些华丽了。 当美国汽车城底特律几

近“空城”时，“汽车王国”的人忽然变

得惊讶：“高铁速度”已经属于中国？

2015 年 1 月 8 日，美国加州政府

高铁局在该州弗雷斯诺市的高铁车站

举行了加州高铁动工仪式。 行家们认

为， 此举不仅意味着美国铁路事业迎

来一个新时代， 也会使得奥巴马在

2009 年上任前希望的“美国人早期称

其‘铁马’的铁路经济重生”渐成现实。

犹如“加州高铁动工仪式” 再次

唤醒了互联网时代美国“决心迈进高

铁时代” 一样，1830 年 5 月 24 日，全

长 21 公里的美国第一条铁路上拉响

的汽笛，首次震撼美国。

而美国老一辈铁路工人的记忆，

都集中在了美国第一条铁路建设时

的克莱尔山火车站，一个有 200 多个

形状各异的火车头及机车车辆的巴

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博物馆。 馆里

珍藏着的美国制造的第一台火车头、

美国人发明的第一台活塞式内燃机

车、第一台有空调设备的铁路机车等

物件，都讲述着 200 多年前开始写就

的“美国铁路史”。

1864 年，当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

总裁、前加州州长斯坦福举起银制大

锤时，“太平洋铁路合拢”的消息再一

次沸腾了美国。 从纽约到旧金山的行

程从“6 个月缩短为 7 天”的奇迹，更

是让美国作为联结太平洋和大西洋

的世界超级大国迅速崛起。

铁路发展，使得美国交通出现翻

天覆地的变化， 一度流行的运河、收

费道路和内河蒸汽船被铁路逐渐取

代。 世界营业里程居世界第一位的荣

耀，使得美国铁路业员工达到 210 万

名。

至 19 世纪末，美国已拥有 20 家

全国性大型铁路公司，以及不可胜数

的地区性小型铁路公司。以至于 1884

年开始编制的道·琼斯指数最初标的

是 11 种具有代表性的铁路公司的股

票。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897 年，才

增加到 21 种其他行业的股票， 总数

达到 32 种。

如果没有火车，“八十天

环游地球”只是梦想

法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

纳在他的《八十天环游地球》里也提

到了美国一段铁路修建的意义：“如

果没有它，八十天环游地球的梦想永

远只是梦想而已。 ”

事实上，今天的美国，仍保有庞

大的铁路交通系统，其铁路货运在世

界上是领先的，但铁路客运状况总体

上却比较糟糕。

不久前， 一位专业记者曾写下这

样的文字： 从华盛顿搭乘美国全国铁

路客运公司列车前往波士顿， 原定六

七个小时达到， 结果因为下了一场大

雨，这趟旅程用了 13 个小时。因此，不

少普通百姓希望“像中国游客那样，所

有的出行都可以自由乘坐高铁”。

1887 年，身为中国铁路公司在天

津成立后第一名铁路工程师的詹天

佑，知道了美国铁路大亨斯坦福捐献

成立“斯坦福大学”。 这让毕业于美国

耶鲁大学、修筑了“全长 200 多公里

京张铁路” 的他“抱病登上长城”浩

叹：“生命有长短，命运有沉升，初建

路网的梦想破灭令我抱恨终天。 ”

“铁路之父”的梦想，几十年来一

直激励着中国铁路人。

2000 年到 2014 年期间， 当概念

和行动“合为一体”时，世界铁路经济

发展的历史纪录不断被中国刷新。 有

了强大的动脉基础，“欧亚高铁、中亚

高铁之梦”开始谈判实施。 让专家们

兴奋的是，“中亚高铁一旦建成，通过

高铁走陆路，中国到德国的货运可能

只需要短短 5天。 中方正在考虑修建

的另一条经西伯利亚、穿过白令海峡

直接到阿拉斯加，穿过加拿大到美国

的铁路，更是值得世界期待。 ”

“高铁外交”，

体现国家经济力

早在几年前，奥巴马特别希望美

国人可以听得懂自己关于“上世纪 50

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开始州际高速

公路工程，建设高铁将是自那之后最

宏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的温馨提

示。 尤其是 2011 年，他再次明确“未

来闪亮的子弹头列车将以 320 千米

以上的时速，在美国城市之间疾驰”。

汽笛，属于第一个工业时代；子弹

头列车驰骋，属于互联网时代。中国听

懂了奥巴马总统“高铁梦”中隐藏的政

治梦想。 很多经济学家都可以透彻地

理解“奥巴马政府规划的 13条高铁线

路”，不仅能产生直接的就业和经济效

益， 而且将为美国新的基础设施扩张

计划奠定基础， 在美国建立一个新的

产业。 从美国第一部火车在巴尔地摩

拉起汽笛， 轰隆隆的音乐从未消失。

2014 年，由长江、黄河、钱塘江、珠江、

黑龙江、松花江滚滚而来、隆隆而去的

纵横交错的铁路线，谱写的“中国铁路

交响曲”响彻中国、响彻世界。

2014 年 7 月 25 日， 由中国企业

参与建设的连接土耳其首都安卡拉

和土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高速铁

路二期工程”顺利实现通车。 有韩国

媒体称：中国继“乒乓”、“熊猫”后，

“高铁外交”成为新名片。

一位体会着上海开往北京高铁

“一等坐”的投资公司老板表示： 5 个

小时里，3 个小时用来商议项目，1 个

小时用来吃饭、休息，一个小时处理

网上信息。 效率不亚于乘飞机。 就在

2013 年，美国《工程新闻记录》公布了

250家全球最大的承包商和 250 家最

大国际承包商最新排名，中国中铁分

别列 2013 年全球最大承包商第 2 位

和 2013年最大国际承包商第 34位。

穿越 150 年，

两个铁路时代的非凡荣耀

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的

多位跨国公司人士均表示，外资在华

的营商环境正在发生变化。

贝恩公司大中华区总裁唐麦表

示，目前的商业环境确实变得有些艰

难，主要体现在投资收益和过去相比

有所减少。 当然，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和地缘政治等因素也会影响到外企

在中国一些领域的投资。

通用汽车方面承认，目前中国市

场增长放缓，风险在不断上升，与大

众、丰田以及在中国受到欢迎的德系

车之间的竞争，趋于白热化。 经销商

库存在上升，利润在下降。

安永中国区主席、 大中华首席合

伙人吴港平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

增长依靠外商投资和出口拉动， 在招

商引资的大环境下， 为在短期内出经

济业绩， 地方政府给出各色优惠便利

招商引资。 现在的环境跟之前已经很

不一样了，政策肯定在跟着变化。

专家指出，吸引外资政策从“招

商引资”转向“招商选资”，是目前营

商环境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利用外资的战略和政策取

向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 ”首创财富高

级投资经理常远对《中国企业报》记者

表示，从此前的行政引资、追求外资规

模正在转向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引资，

淡化引资规模的考核，引入技术含量、

国内配套比例、资源消耗、环境保护、

新增就业等综合指标； 并且在产业层

面，更加强调优化外资的产业结构，不

断提高内外资产业耦合质量， 避免低

层次、同构化的国外资本大量入侵。

同时，《中国企业报》 记者发现，

外资部分优惠政策取消，准入门槛进

一步提高。 “据我所知，中国东部的

苏州、无锡等长三角富庶地区相应提

高了投资门槛， 对新进的外资企业，

不但没有专门的优惠政策，甚至还对

其产业类型、节能减排方面提出严格

要求。 ”常远表示。

从招商引资转为招商选资

外资向新兴行业转向

部分机构和专家认为， 中国仍

是外资的投资重地。

“就目前情况来看，部分外资撤

离中国的情况确实存在， 但从数据

上看，外资企业在中国有出也有进，

而且数据基本达到平衡。 ” 新加坡

大华银行高级经济师全德健表示。

而《中国企业报》记者发现，目

前外资已有向新兴产业转移的迹

象。

“我们刚在连云港签署了一个

310 亿元新材料加工及进口资源交

易中心的项目。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

名的外资内部知情人士向《中国企

业报》记者透露，我们始终认为，在

中国， 跟着政策方向走， 是没问题

的。 这个项目，当地政府也给了我们

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威立雅环境集团相关人士对

《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我们目前

注意到浙江正在推进的‘五水共治’

等工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浙江对

绿色发展的要求越来越高， 这对我

们而言就是发展的机遇。 ”

斯麦尔特是新成立的一家针对

中国市场的芬兰环保公司。 斯麦尔

特主要负责人 Kulmala 表示：“公司

是为中国空气污染而成立的， 目前

传统低质量的净化器对 PM2.5 的净

化效率实际不足 90%（尽管普遍宣

称为 99% 以上）， 这并不能真正保

护健康。 ”Kulmala 表示：芬兰技术加

上中国市场， 是他决定跳进看上去

已经一片“红海”的中国空气净化市

场的原因。

和斯麦尔特公司负责人一起组

团来中国“路演”的还有十几家芬兰

环境技术企业， 有的拥有可以刷信

用卡和设置密码的垃圾桶， 这在欧

洲主要用于支付垃圾处理费和防止

他人乱放垃圾；还有的专门“贩卖”

二氧化碳，用于替代水以清洁硬盘、

芯片等电子设备， 而这项技术还可

以用于清洗中国西部干旱地区的太

阳能电站。

一位从事国际环境技术转移的

专家甚至说，这些人“不是在中国，

就是在来中国的路上”。

外资在华布局新常态：加速转向新兴产业

（上接第十九版）

近期，中国内地出现的“倒奶杀牛”现象引起了高度

关注，那么，世界三大奶制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德国、美国

和巴西奶制品发展情况如何？ 又是如何应对同类问题的

呢?

德国：做奶农基本无利可图

德国超市里一盒 １ 升装牛奶一般售价在 １ 欧元左

右，根据欧盟委员会农业预算的数据，目前德国每公斤牛

奶（略轻于一升牛奶）的生产成本约为 ４４.９９ 欧分。 而德

国奶农协会新闻官汉斯·福尔德瑙尔表示，欧盟的数据只

算了饲料的成本，新购置奶牛、请兽医等花费的平均成本

还有约 ２６.３ 欧分/公斤， 这还没有算人力成本，“平均来

看，在德国做奶农基本无利可图”。

然而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德国共有 １５.５ 万个奶厂，共饲养 ４３０ 万头奶牛。 既然

利润低，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经营奶厂呢？

黑森州农民协会的奶业专员弗兰克·耶格博士解释

说，德国奶业以小规模经营为主，大部分奶农都只是“兼

职”，不以牛奶为主要收入来源。 德国牛奶生产越来越集

中到大型的、专门化的牛奶生产商手中。

但是， 德国长久以来已经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奶业运

营模式。福尔德瑙尔介绍，约三分之二的德国奶制品都是

奶农自行组建的合作企业加工生产的，也就是说，奶农既

是牛奶的生产商又是供货商。 牛奶在终端销售后的收入

减去税收、经销商抽成等等之后返回给奶农，便是奶农到

手的毛收入。

在政府补贴层面，原本欧盟对各国奶农有出口补贴、

饲料补贴和奶酪生产补贴等，现在都已撤销。 当然，德国

政府还设定了 ２１．５ 欧分/公斤的“干预价格”，即当牛奶收

购价格低于此价格时，由联邦政府补齐差额。但耶格与福

尔德瑙尔都表示，由于这一干预价实在过低，几乎只是一

个理论存在，“整体看，政府对奶农的补贴几乎是零”。

然而，仅有的具有“保护”作用的配额机制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底到期并废除。届时，德国奶农要完全独立面对市

场风险。 福尔德瑙尔预计未来德国小型奶厂关闭的趋势

还将越来越明显。

美国如何保障奶农利益

美国全国奶业联合会副总裁彼得·维塔利亚诺在接

受专访时表示， 美国借助一系列政府支持项目和专业合

作社的行业力量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奶农利益保障机

制， 对于保护奶农生产积极性和防范价格大幅波动起到

了不错的效果，对当下中国具有借鉴意义。

维塔利亚诺说，美国政府历来重视奶业发展，早在二

战后就制定了奶制品价格支持政策。

但五年前美国成为主要奶制品出口国后， 美国奶业

和国际市场联系变得日益紧密， 这种价格支持政策不再

有效。由于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政府被迫购买大量奶制品

支撑国内价格，积累了大量库存，成本很高。另外，由于近

年来饲养成本波动较大， 价格支持政策并不能保证奶农

不受亏损。

为此， 美国最大奶业协会全国奶业联合会提出了一

项全新的奶制品利润保障计划，不再支撑奶制品价格，而

是保障奶农的经营利润。

除政府制定的支持政策外， 已有上百年历史的奶业

合作社在保障奶农利益方面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合作社会充分考虑奶农作为供应商的利益， 利用集体谈

判力量与牛奶收购商和加工厂协商价格， 保证奶农获得

较高的收购价格。

维塔利亚诺指出， 虽然美国也存在一些小型奶牛养

殖场，但美国奶业整体趋势是朝着大规模、集约化的方向

发展， 而中国存在很多分散的小型养殖场， 运营成本较

高，缺乏竞争力。他认为，中国需要发展大型养殖场、专业

合作社和奶业贸易协会，加强产品质量控制，提升奶制品

行业的管理水平。

巴西：大型企业掌控下游

上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巴西放弃食品管制，至今牛奶产

业一直通过市场化方式运作， 政府基本不给任何财政补

贴。 尽管如此，组合“发展策”让巴西奶业获得持续发展。

巴西地域辽阔、草场资源丰富，适合发展养牛业，牛

奶质量较高。 但弱点也较明显， 一是热带气候不利于养

牛；二是技术和管理相对落后，约三分之一的奶源来自于

家庭生产者。

此外，与发达国家相比，巴西奶业不享有任何农业补

贴，所以面对国际市场风云变幻更显脆弱。 但是，走上市

场化道路以后，巴西奶业保持稳定发展，这主要受益于几

大因素：大型公司领头羊作用，行业对话、协调与管理以

及政府支持。

目前， 巴西奶业下游由一些大型乳制品加工企业掌

控，既有跨国公司也有实力雄厚的国内企业。这些龙头企

业不仅与大中型饲养场有供货关系， 也与众多家庭生产

者签订合同。 签约后，农户不仅可以获得贷款，也得到规

范技术支持以及产品销售保障。

一般情况下，政府对奶业只实施行政管理，但在政策

上给予支持，例如银行发放的低利率支农贷款，在关键技

术开发上政府负责主要投入。此外，政府还扶持小农户发

展生产，帮助其掌握技术和向市场销售产品。

牛奶三国策

文高刘 杨王荀

【镜鉴 Mirror】

在华工先辈用血肉之躯为“美国大铁路成为 19 世纪人类文明一座丰碑”

奠下基石后的 21世纪，中国的“高铁时代”终于让世界惊奇。 王利博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