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年內鐵路嚴重事故表
時間 事故 遇難人數 受傷人數

1978年12月16日 南京-西寧87次列車與西安-徐州368次列車相撞 106人 218人

1981年7月9日 442次列車2台機車、1輛行李車和1輛客車墜入大渡河內 逾200人 146人

1988年1月7日 廣州-西安272次列車發生火災 34人 30人

1988年1月24日 昆明-上海80次列車側翻 88人 202人

1988年3月24日 南京-杭州311次列車與長沙-上海208次列車對撞 28人 20人

1993年7月10日 北京-成都163次列車與2011次貨車追尾 40人 9人

1997年4月29 昆明-鄭州324次列車與長沙-茶嶺818次列車相撞 126人 45人

2008年4月28日 北京-青島T195列車與煙台-徐州5034次列車相撞 72人 416人

2011年7月23日 杭州-福州D3115列車與北京-福州D301列車在溫州追尾 39人 192人

■兩會報道組 海巖（ 根據公開資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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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企合一落幕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海巖）鐵路系統是內地計
劃經濟的最後堡壘之一，可稱中國「政企不分」最為嚴
重的部門。長期以來，鐵道部兼具政府和企業雙重職
能，既是行業的行政主管部門，又直接經營鐵路運輸企
業，早已弊端叢生，難以為繼。多年來，鐵路改革的強
烈呼聲從未中斷。

國家辦企業 號稱「鐵老大」

考慮到鐵路是國家大動脈、鐵路運輸跨區域、社會治
安形勢複雜等因素，尤其是在政企不分、由國家辦企
業，鐵道部代表國家對該系統實行全面治理的背景下，
鐵路系統參照前蘇聯模式組建，實行半軍事化管理，擁
有相對獨立的公安、檢察、法院系統，下屬設有政治
部、公安局，建有醫院和學校，還有相對獨立的供水、
供電，甚至質量監督等部門，完全實行封閉運作，在國
內交通格局中被稱為「鐵老大」。

近年來，鐵路系統的鐵路建設、子弟學校、醫院、後
勤服務體系，也陸續從運輸主業中分離出來，去年各地
的鐵路運輸法院、檢察院也開始移交地方，改變隸屬關
係，都在為鐵路系統改革做準備，但人員去留、資產去
留及高鐵快速發展中的債務等仍是待解難題。

知情人士稱，在過去十年中，國內對採用何種模式對
鐵路進行拆分重組一直未能取得共識，是造成鐵路改革
進展不大的原因之一。早在本世紀初，鐵路改革曾進入
試點「網運分離」的關鍵階段，但改革至2003年戛然而
止。當時新上任的鐵道部長劉志軍提出「跨越式發展」
得到決策層認可，「網運分離」試點被中止，鐵路改革
從此成了敏感詞。此後，雖然在各方壓力下，鐵路系統
曾在局部實施了「主輔分離」、「撤銷分局」、「減員增
效」等改革措施，但始終未觸及政企合一的壟斷之本。
2011年鐵道部原部長劉志軍下台後，鐵路改革的呼聲越
來越高，但改革路徑始終不明朗。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海巖）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中國鐵路里程只
有2萬公里，而到2012年末，中國鐵路營
業里程已達到9.8萬公里，居世界第二
位；高鐵運營里程達到9,356公里，居世
界第一位。鐵道部快速拓展了全國鐵路
網，但積累了高額負債，由於政企不分
等影響，過去三十年來多次發生特大事

故，鐵道系統內部貪腐叢生受到外界詬病。

貪腐叢生 備受詬病

如今，中國鐵路運營里程僅佔世界的6%，卻
完成了世界鐵路四分之一的工作量；中國鐵路
運輸以不足美國三分之一的路網密度，承擔了
世界第一的貨運運輸密度和世界第二的客運運
輸密度。

在快速擴張的同時，鐵道部負債亦劇烈膨

脹。至2011年底，鐵道部負債合計為24,126.75
億元，國際信用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將鐵道部目
前債務風險評定為「極大」。2011年，隨 鐵道
部原黨組書記、部長劉志軍被雙規調查；隨後
牽出包括鐵道部原副總工程師兼運輸局局長張
曙光在內9名鐵路系統高層官員因涉貪被查辦，
其中涉及6名正局級、3名副局級官員，再加上
7.23甬溫線特大鐵路交通事故引發了一系列動
盪，造成當年鐵路系統拖欠工程款和施工人員
工資，一度使得全國近九成的鐵路項目停工。

與此同時，鐵路系統冗員嚴重、人均勞動生
產率低，服務質量差，都是不爭的事實。中國
國有鐵路員工214.39萬人，美國僅17萬人。七家
美國一級鐵路公司2011年收入總計674億美元，
淨利110億美元；客運公司Amtrak收入27億美
元，虧損13億美元。中國鐵道部2012年前三季
度虧損85.41億元。

高負債發展 大事故屢發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海巖）中國鐵路迄
今已有100多年的歷史，至今已建成橫貫東西、溝
通南北、幹支結合的具有相當規模的鐵路運輸網
絡。歷史上，毛澤東、鄧小平等老一輩領導人對
鐵路都青睞有加，外出時常常寧坐火車不坐飛
機。

毛澤東的秘書謝靜宜曾回憶稱，毛主席每次離
京都是乘坐火車外出，也就是專列。「極少乘坐
飛機，並不是出於個人安全方面的考慮，而是從
工作出發的，主席曾說乘火車就可以掌握主動
權，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想停就讓火車找個支
線停下來，下車去看看，或者找當地領導談談都
行。」

鄧小平的女兒鄧楠也曾透露，父親愛坐火車。
「在車上能看到周圍的景色，不像乘飛機，一下
就飛到了。每次坐火車，他都把窗簾打開，看窗
外。看莊稼長得什麼樣，看路、看老百姓的房
子，這一路從北到南，看到房子不斷的變化，就
看得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一年一年從南往北，
有的地方樓成片成片的，可有些地方還特窮。」

鐵路政企不分 改革阻力重重

雖然昨日公布的大部制改革方案涉及多個國務院部委，
但最受關注的則是鐵道部。在人大會議開始前，眾多

記者在大會堂圍堵追問盛光祖「作為末任鐵道部長是否感
到遺憾」時，擔任部長已兩年的他面帶微笑：「沒有遺
憾，我當不當部長沒有關係，關鍵是鐵路要發展好。」

服從組織安排 盛光祖不遺憾

「我完全贊同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作為個人將服從組
織安排。」盛光祖說，機構改革方案通過後，鐵路系統會
抓緊研究落實。其中鐵路總公司的總資本還要界定，負債
會按照公益性負債、經營性負債的區別，由有關部門和有
關投資方商定後妥善處理。他強調，目前鐵路負債率逾
61%，低於國有企業的平均負債率，沒有風險。

至於鐵路總公司未來會否整體上市，盛光祖未直接回
應，只稱鐵路總公司還要進一步深化改革。至於未來會否
設計職工持股，他也表示，暫時還沒有考慮，但會謹慎。
在談到人員是否會因機構改革而進行調整時，盛光祖稱，
鐵路系統的員工目前都在崗位上，不存在崗位變動情況，

「鐵路員工都非常好，他們支持改革」。而鐵路發展的十二
五規劃將如期兌現，未來公益性鐵路將由政府投入，經營
性的則鼓勵民資投資。

功能一分為三 票價市場決定

談及未來火車票價會否因企業化而調整，盛光祖說，鐵
路的平均票價是偏低的，今後要按照市場規律，企業化經
營來定票價，並努力解決買票難問題。

而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王峰表示，撤銷鐵
道部，實際是一分為三。一部分是企業職能剝離出來，成
立中國鐵路總公司，是國家獨資公司；一部分是和綜合交
通運輸體系有關的管理職能，如制定規劃、政策、法規
等，剝離出來劃給交通運輸部；最後一部分是安全生產監
管職能，專門成立國家鐵路局，為副部級機構，由交通運
輸部管理。

王峰介紹，改革後將形成交通運輸管理的新格局，由交
通運輸部統籌各種交通運輸方式，加快形成綜合交通運輸
體系。國家鐵路局將集中精力行使政府的安全監管責任，
鐵路運營與建設、鐵路安全生產主體責任，及鐵路的統一
指揮調度，都由新組建的鐵路總公司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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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海巖）國務院機構

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俗稱「大部制」方案）不再

保留鐵道部，實行鐵路政企分開，行政職責劃入交

通運輸部，這意味 已有63年歷史、有「鐵老大」

之稱的鐵道部，作為國務院最後一個政企合一的行

政機構即將走入歷史。「末代部長」盛光祖昨日強

調：不會有人下崗，鐵路投資亦不會縮減。

鐵道部一分為三
1. 制定鐵路發展規劃等行政職責
 劃給交通運輸部

2. 成立國家鐵路局
 承擔安全生產監管職責，由交通
 運輸部管理

3. 成立中國鐵路總公司
 國家獨資公司，承擔企業職責

鐵道部
(不再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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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道部即將走入歷史，鐵道部門前昨日媒體、市民雲

集，爭相拍照留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坤領 攝

■毛澤東

在專列上

工作。

資料圖片

■截至4日，全國鐵路春運期間累計發送

旅客近2.3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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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鐵道部部長盛光祖昨日遭遇媒體圍堵。

■「大部制」方案不再保留鐵道

部，這意味 作為國務院最後一

個政企合一的行政機構即將走入

歷史。圖為重慶火車北站的保潔

員在動車發車前清潔動車車頭。

「末代部長」：不裁人不減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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