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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7 月初，中铁建和中国中铁连

续发布公告，告知了一系列人员调动

的情况： 原中国中铁建执行董事、总

裁张宗言从中铁建辞职，改任中国中

铁总裁，中铁建经理层由副总裁庄尚

标主持。 而原中国中铁总裁戴和根则

改任中铁物党委书记、总经理。

这一系列的人员变动让有关“中

国中铁、中铁建合并”的传言再次兴

起， 记者向两家公司求证这一消息

时，两家均表示暂未有此情况，只是

一次人员调动。

中国中铁、中铁建

辟谣合并传闻

南北车合并后，作为铁路基建的

两家龙头企业在今年上半年也曾数

次传闻要合并，但均被辟谣。

而此次的中铁建总裁调任中国

中铁的消息又一次引起了新的合并

传闻， 记者为此以投资人身份向中

国中铁求证这一消息， 中国中铁相

关部门表示， 目前确实有很多合并

的谣言， 但是希望还是以中国中铁

方面发布的消息为准。

中铁建方面也发表了类似声音，

“这次只是一次简单的人员调动，不

要把调动过于复杂化， 目前还没有合

并的消息， 希望能以中铁建发布的消

息为准。 ”中铁建相关部门如此表示。

业内人士分析， 鉴于南北车的

“前车之鉴”，辟谣似乎并不能完全否

定合并事件的可能性———南北车在

合并前夕也经历了数次谣传和数次

辟谣，而从实际需求角度，中铁建和

中国中铁的合并需求似乎并不如南

北车一样强烈。

“中铁建和中国中铁的情况与南

北车有所不同，在目前的两个公司的

业务占比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

非铁路基建的板块，如果是为了配合

铁路出海战略，合并的需求度并没有

那么强烈。 ”一位铁路基建相关人士

向记者表示。

从中国中铁发布的 2015 年第一

季度季报中，也可以窥得一些端倪，在

业务板块中， 基建板块的新签订单总

额为 1352.6 亿元，而铁路工程新签订

单总额为 331.6 亿元，占比 24%，其余

订单来自于公路、市政等工程板块。

铁路基建板块

仍需协调

张宗言改任中国中铁总裁是在

中国中铁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上得以投票通过的，而在这次会议

上， 还审议通过了另一件议案———

《关于投资成立中国铁路国际（美国）

有限公司的议案》。

该公司由中国中铁出资 190 万

美元， 中铁二院美国公司出资 50 万

美元，双方合计 240 万美元，占总股

本的 24%。

这家公司隶属的单位正是去年

11月成立的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

而后者是由包括中国中铁、中车在内

的铁路基建商和轨交制造商合资成

立的。

中铁国际的成立很大程度上是

配合目前中国高铁出海的“一揽子战

略”， 目前中国高铁出海都是打包出

行，即中车+铁路基建商+企业或金融

机构的一揽子方案，从资金、铁路基

建到轨交制造的一整套链条。

为了印证这一“一揽子方案”，一

位中国高铁出海的项目参与者还向

记者举了一个例子， “近期中国参与

的一个国家的高铁竞标项目就是如

此，项目参与方包括了中车、一家国

内的设计院、数家大型中国企业。 ”

在此次中铁国际美国公司成立

之前，中国中铁曾参与过加州方面的

高铁竞标， 后因种种原因并未成功，

而该公司的成立也被认为是中国高

铁合力进入美国轨交市场的一个“桥

头堡”。

与轨交制造的一枝独秀相较，铁

路基建方面的出海力量显得比较

“散”，比如在中国中铁内部，就有中

铁国际集团和各个铁路分局的海外

分公司等多个出海机构。 而各家铁路

基建商也在出海项目中各挑一头，比

如一度曾竞标成功的墨西哥项目，是

由中铁建主力负责铁路基建，而俄罗

斯高铁项目则由中国中铁旗下的中

铁二院参与竞标。

“轨交制造方面的力量已经整合

了，基建方面应该会进行一定程度的

协调，这次人员调动对于两家基建商

在出海方面的协同合作会有一定帮

助。 ”业内人员如此表示。

7月 18日下午，在北京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随着拍卖

师一声落槌， 中央及国家机关公车改革取消车辆专场拍卖

会第七场结束，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这场

拍卖会总成交额高达 500万元”。

进入今年，公务车改革已经成为各地区整治“车轮上腐

败”的重要一环。 从最初调整公务车的采购标准到取消一般

公务用车，公务车市场格局也随之发生转变，之前占据主导

地位的合资品牌和豪华车基本全部进入拍卖市场， 而之后

的政府采购订单则成为了自主品牌必争的“利益蛋糕”。

合资品牌出局流入公务车拍卖市场

“去年我们一辆奥迪 A6L 都没卖给政府。 ”今年年初，

一汽-大众奥迪销售事业部执行副总经理葛树文对媒体透

露。

在中国以官车形象起家的奥迪， 曾一度面临如何摆脱

这一“光环”的难题，虽然葛树文表示去年奥迪 A6L“去官

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比如，之前黑色车型占据九成的销

售比例，而一年之后非黑色车型已经升至 21%。 但是，据刚

发布的车企半年考核显示， 奥迪 A6L上半年销量同比下滑

15.6%，特别是六月份下滑幅度超过 30%，情况显然并没有

好转。

奥迪的例子足以窥见公务车改革对合资品牌、 甚至豪

华品牌的冲击。 自 2011 年我国出台了对公务车采购实行

“双 18”的限定（即一般公务用车排量不超过 1.8 升，价格不

超过 18万元） 及 2012 年 412 款入围公务车采购目录的清

一色自主品牌车型，都表明了政策的风向标。直至去年 7月

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公车改革的

《意见》和《方案》，宣布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并且对于取消的

车辆将采取公开的拍卖。

记者在最近几期的公务车拍卖会上发现， 合资品牌占

据 90%以上的比例，其中仅有中华、荣威等几款自主品牌进

入了拍卖市场。 之前，有相关部门统计公务车市场九成以上

均是由合资品牌占据。 相比之下，上述两个数字基本吻合。

然而，这一格局或将与拍卖市场截然相反，合资品牌主导的

公务车市场正逐步转向自主品牌。

自主品牌闯入公务车市场格局将变

十八大以后，被政策所催热，自主品牌汽车在政府采购

市场里的边缘化地位正在扭转， 公车自主化的步伐正在加

快。 从政府到军队，越来越多的自主品牌产品进入了政府公

务车采购清单。 公车优先用国产，这是一种明确导向。 原本

被奥迪、奔驰“垄断”的外宾接待礼仪用车也全部被红旗 l5

替代，外交部长王毅公开示好红旗 H7、深圳市委书记王荣

成为比亚迪“e6”的代言人。

特别是四总部印发《关于军队贯彻落实〈党政机关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的措施》明确规定：“公务用车实行集中

采购，选用国产自主品牌汽车。 ”在南京青奥会上，180辆白

色和“特警蓝”涂装的荣威 W5 整齐列队，出现在“平安青

奥、平安南京”武装巡逻誓师大会的现场，这批经过上汽特

别定制的“跨领域专业 SUV”，正式交付南京市公安局，并将

作为特警巡逻用车承担起青奥会的安保任务。

事实上，政府采购订单所产生的销量，对于自主品牌车

企的贡献度仍然有限，但自主品牌之所以重视这一市场，关

键在于品牌提升的诉求。 以吉利转型后的第一款车型博瑞

为例， 吉利将其上市发布会地点选在我国地标性建筑之一

的水立方，并且上半年在钓鱼台国宾馆交付首批 20 辆吉利

博瑞外事礼宾用车， 此举甚至引起了外媒的广泛重视，“我

们希望借此对外界证明，自主品牌不仅可以造车，也可以造

出媲美合资品牌的好车。 ” 吉利汽车集团总裁安聪慧告诉

记者。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董扬曾不止一

次呼吁国家干部和企事业单位用车应率先选择自主品牌，

不过之后也有官员抱怨“可以满足这一市场的自主品牌车

型过少”。据了解，继吉利、一汽奔腾、比亚迪之后，上汽将在

公务车市场再布一枚棋子。 根据国家“双 18”的标准，上汽

将推出第二代旗舰产品荣威 950，之前搭载的 2.4L、3.0L 发

动机将全部更新为最新研发的 1.8T 发动机，保证排量和价

格均符合国家标准。

届时， 自主品牌在这个细分市场上的拳头产品分别为

奔腾 B90、吉利博瑞、长安睿骋、传祺 GA6、荣威 950 等多款

产品。 根据评级咨询机构中债资信估算，目前中国公务车市

场容量约为 30至 50万辆。特别是一般公务车取消之后，上

亿元的私人市场被激活。

据政府部门人士透露， 现阶段各企事业单位和城镇地

区公务车采购数量并不方便统计汇总， 暂且没有自主品牌

的整体采购数量，但是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上汽、长安为首

的“国家队”以及吉利、比亚迪等民营企业的强势闯入，自主

阵营正逐步登上公务车市场的高地。

本报记者 谢育辰

公务车“去豪华”加速

自主品牌竞相填空

中国中铁、铁建被指合并需求强烈

高铁出海成最大诱因

本报记者 宋笛

随着上汽、长安为首的“国家队”

以及吉利、比亚迪等民营企业的

强势闯入，自主阵营正逐步登上

公务车市场的高地。

杨毅沉 郭宇靖

从 ６ 月份最近一次北京机动车

指标配置结果看，新能源汽车已经告

别 １００％中签时代。 在一个拥有数百

人的新能源汽车 ＱＱ 群里， 最新一期

８０％多的中签率， 让不少潜在消费者

担心，新能源汽车以后也不好买了。

统计数据显示，６ 月份北京新能

源汽车上牌数量为 １９５５辆，而 ５月份

上牌数量为 １１０１ 辆，增速明显加快。

在北京市场占有量最大的北汽新能

源公司，今年上半年共销售新能源汽

车 ６２２３ 辆， 已经超过去年全年 ５５１０

辆的销量。

与此同时，消费者在北京市场可

选择的新能源汽车车型，也由最初的

北汽、比亚迪、江淮等较少车型，增加

到现在的 １０余款车型。

对于不断推出的利好政策，北京

市科委新能源与新材料处处长许心

超对记者表示，为了增加新能源汽车

行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政府正在围绕

市场的需求来推进政策配套。 未来，

新能源汽车配套政策的边际效应不

会减弱，比如车号限行、停车收费等

政策要一年一年地出。

消费者购买欲望的上升，除了配

套政策的继续释放， 包括充电桩安

装、公共充电桩建设等原有问题也在

不断解决当中。

在新能源汽车 ４Ｓ 店看到， 在买

车之前， 经销商都会让消费者根据

电力企业的要求， 填写充电设备申

请表、车位证明等表格，以便与小区

物业一道推进车主自有充电桩建

设。

据了解，为了加强对北京居民区

建设充电桩的支持，北京正在建立并

完善自用充电桩报装平台。 未来理想

的状态是，居民先在小区报装，然后

将报装需求上报至住建委平台，再推

送到物业公司，整个沟通过程可以越

来越透明。 除此以外，北京还在推广

移动充电车。 这对老旧小区、车企、酒

店来说， 在市场机制上是个创新，这

也是梯次利用电池的表现。

除了新能源汽车车主在家充电

的环境正在完善， 北京公共充电桩

建设也在继续推进。 原先路上的一

些“僵尸桩”，正在紧锣密鼓地调试

当中。 充电桩建设运营单位普天新

能源北京分公司负责人表示， 在国

家电网去年退出城市公共充电桩市

场后，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进入这

一行业， 市场自发建设公共充电桩

的热情很高。

对此，许心超认为，现在北京发

展新能源汽车的一个重要推广方式，

是要建立新能源汽车的生态环境。

“如果说公共充电桩运营商现在充电

赚不了钱，那么未来它们要从其他地

方赚回来， 其中包括餐饮等服务业，

还可以推动租车业。 ”

北京新能源汽车销售骤升 充电焦虑已非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