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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鐵道部資料
1. 截至2012年三季度，

原鐵道部的資產為4.3

萬億元，負債為2.66

萬億元，資產負債率

為61.81%，稅後虧損

85.41億元。

2. 截至2012年底，全國

鐵路營業里程達到9.8

萬公里，居世界第二

位。

3. 原鐵道部下屬18個鐵

路局，員工總數約200

萬。

4. 原鐵道部安排鐵路固

定資產投資額為6,500

億元，其中鐵路建設

投資5,200億元。

在大部制方案獲通過後，本報記者分赴
衛生部、計生委、新聞出版總署、廣電總
局和電監會，想見證這些涉及撤併、更名
機關改換門牌的特殊時刻，然而，這些機
構門前昨天無一「換牌」。

個人利益要服從集體

與鐵道部不同，這些地方的變化並非如
人所想的那般立竿見影，也沒有太多的惆
悵與傷感。儘管轉變是必然的，淡淡的不
捨也是有的，但從採訪中，我們感受得更
多的主題詞，是期待。

衛生部的一位工作人員說，「換牌」也
就是這幾天的事；電監會的員工淡淡地
說：「撤銷了（機構），功能不是還在嗎？」
記者在新聞出版總署門口，巧遇下班的謝
小姐，「內部的日常工作沒有任何轉變，
其實大家心裡還是有一份期待的，畢竟優
化組合後的職能會更有效率，現在大家反而
更努力地工作了。」這樣的表述，也同樣道
出大多數廣電總局員工的心態。「只是希望
辦公地點仍能留在現在的地址」，對於在廣
電總局工作的王先生來說，這恐怕已是他最
可能面對的變化了—也不過如此。

民眾也在期待。「撤銷電監會的舉措是本
次改革的一部分，十分必要。如果其間損害
到一些人的利益，這些利益群體也應作出讓
步，個人利益始終要服從集體利益。」一位
街坊說出了許多人的真心期待。

有一群北京大學的研究生很有意思。他
們告訴記者，從中午開始，他們就陸續走
訪了幾個涉及變動的部委和機構，國家計
生委是他們的最後一站，不為別的，只為
留念。

夕陽的餘暉中，許多人都在拍照、留
念，記錄值得他們回味的東西⋯⋯

有的，心懷傷感；有的，躊躇滿志。
■兩會報道組 徐樾、王由頁、田一涵、高

麗丹、江鑫嫻、馬靜

改名在即 期待明天

香港文匯報訊 （兩會報道組 涂若奔） 交
通運輸部部長楊傳堂昨日表示，原鐵道部遺
留的巨額債務將按照「政企分開」要求推進
解決，原副部長們今後的工作將由「中央安
排」。

他強調，大部制改革後，內地的綜合交通
運輸體系「已經形成新的一頁」，將來可能
會有更好的改革。

被問及原鐵道部下轄的18個鐵路局如何整
合，楊傳堂對此回應稱，「應該是在整個公
司組成之後，一步一步向前推」。至於未來
的火車票票價，他指與大部制改革無關，今

後仍將由發改委和有關方面共同研究制定。
對於鐵道部遺留下的2.6萬億元人民幣巨

額債務，楊傳堂聲稱「具體不是太清楚，因
為這是鐵道部整個職能轉換過程中的問
題」。不過他隨後又補充稱，國務院已經對
該問題做了研究，「所有債務和責任，都在
按照『政企分開』要求向前推進」。

綜合交通運輸雛形建成

雖然楊傳堂不肯披露改革後的運作詳情，
但卻數次談及「綜合交通體系」這一重要概
念。他指出，不管是鐵路、公路、航空，還

是水運、郵政，都具有一定公益性，目前在
內地，「一個綜合的交通運輸體系建設雛形
基本建成」。他以今年春運為例，稱春運期
間鐵路運輸增長12%，民航和公路分別增長
12%及8.8%，「水陸大體平衡」，說明整個
運輸方式正在發揮一定變化。

楊傳堂又強調，大部制改革之後，「綜合
交通運輸體系已經掀開新的一頁，（中央）
已為此做了充分準備，希望能夠有一個好的
開局」。未來的交通體系，將更好地為經濟
社會發展，為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做出應有貢
獻，「我想將來可能會有更好的改革。」

原鐵道部債務 「政企分開」處置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

道組 趙鵬飛）十二屆全
國人大一次會議今天舉行
第四次全體會議。國土資
源部部長徐紹史在會前接
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國家
海洋局重組之後，中國海
上維權力量會大大加強，
同時將有力促進海洋經濟
的發展。

海洋產值逾5萬億

海洋經濟已被視為中
國、特別是東部沿海地區
經濟轉型升級的新引擎，
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增
長點。國家海洋局的統計
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
海洋生產總值已經超過5
萬億元。國務院先後批准
的山東、浙江、廣東、福
建等海洋經濟發展規劃也
顯示，中國對於重點發展
海洋經濟，已經到了刻不
容緩的地步。

徐紹史說，國務院機構
改革方案，提到的很重要
的一點是職能轉變，國家

海洋局整合維權執法力量，這不僅是
中國海洋經濟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
中國海上維權、執法的需要。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王曉雪）水利部原
部長汪恕誠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鐵道部拆
分為國家鐵路局與中國鐵路總公司僅僅走出政企
分開這一步，下一步，中國鐵路總公司要進一步
拆分，實行路運分開，企業還要市場化。

他以電力改革為例解釋稱，首先是政企分開，
在分成電力部和國家電力公司後，第二步改革就
是拆分國家電力公司，分為電網公司和發電公
司。「鐵路也是這樣，下一步鐵路總公司還要路
運分開，負責鐵道線路建設的是鐵路公司；而在
鐵道線路上的運輸業務，客運歸客運公司負責，
貨運歸貨運公司負責。」

鐵路建設與運輸將拆分

香港文匯報訊 （兩會報道組 涂若

奔）「新國五條」推出後，受到不少
質疑，有媒體甚至猜測實施一段時間
後將被廢除。住建部部長姜偉新昨日
對此回應稱，20%的稅率「一定要堅
決執行」。對於當前社會爭議，他稱

「住建部已經關注到，執行過程中有
什麼問題再完善。」

被問及如何看未來房價的走勢時，
姜偉新表示，相信房價會按照「國務
院調控的趨勢走」。他並強調，保障
房要堅決按照原定的任務繼續向前推
進，不僅要保證建設質量，在分配環
節也要採取一些措施。

中國鐵路總公司成立大會在原鐵道部機
關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

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馬凱出席並講話。「中
國鐵路改革領導小組」同時成立，由馬凱任
組長，盛光祖任副組長。

包含18鐵路局3運輸公司

同一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國務院關於
組建中國鐵路總公司有關問題的批覆》。國
務院批准組建中國鐵路總公司，註冊資金為
10,360億元人民幣，由中央管理的國有獨資
企業，由財政部代表國務院履行出資人職
責，交通運輸部、國家鐵路局依法對公司進
行行業監管。

批覆同意將原鐵道部相關資產、負債和人
員劃入中國鐵路總公司，將包括廣州鐵路集
團公司、青藏鐵路公司在內的原鐵道部所屬
18個鐵路局、3個專業運輸公司及其他企業
的權益作為中國鐵路總公司的國有資本。

不增改革成本續享稅收優惠

「歷史債務問題沒有解決前，國家對公司
暫不徵收國有資產收益。不增加鐵路改革成
本。」批覆還明確，建立鐵路公益性運輸補
貼機制。對於鐵路承擔的學生、傷殘軍人、
涉農物資等公益性運輸任務，以及青藏線、
南疆線等有關公益性鐵路的經營虧損，研究
建立鐵路公益性運輸補貼機制，研究採取財
政補貼等方式，對鐵路公益性運輸虧損給予
適當補償。

中國鐵路總公司組建後，繼續享有國家對
原鐵道部的稅收優惠政策，國務院及有關部
門、地方政府對鐵路實行的原有優惠政策繼
續執行，繼續明確鐵路建設債券為政府支持

債券。對企業設立和重組改制過程中涉及的
各項稅費政策，按國家規定執行，不增加鐵
路改革成本。

批覆要求，中國鐵路總公司組建後，要加
強鐵路運輸調度集中統一指揮，維護良好運
輸秩序，保證重點運輸、公益性運輸，確保鐵
路運輸安全和職工隊伍穩定。要有序推進鐵路
建設，按期完成「十二五」規劃建設任務。

學者：發展道路未明晰

對於此次鐵路改革，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
理學院教授趙堅認為，這只是鐵路及交通運
輸行業改革的一個序幕。這次改革解決了鐵
道部多年政企不分的問題，但是鐵路以後的
發展道路還未明晰。此次改革的目的是企業
能夠煥發活力、更有效率，如果不能打破壟
斷、實現競爭，政企分開只是形式分開，起
不到提高效率、改進服務和促進發展的作
用，也就無法實現目標。此外，民航、公
路、鐵路都劃進交通運輸部，下一步整合對
交通運輸部是一個巨大挑戰。如何平衡交通
運輸方式的發展，使交通運輸更加合理，是
亟待解決的問題。

鐵路總公司掛牌 註冊資本逾萬億
納原鐵道部人員資產負債 盛光祖任總經理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

報道組 海巖）隨 十

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3月14日表決通過了國

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

變方案的決定，鐵道部

被取消。當日，原鐵道

部拆分的中國鐵路總公

司依據企業法正式掛牌

成立，包括廣鐵及青藏

鐵路在內的18個鐵路

局、3個專業運輸公司

等全部納入旗下，原鐵

道部部長盛光祖被任命

為中國鐵路總公司總經

理兼黨組書記，中國鐵

路的新時代正式開啟。

重
整
海
洋
局

增
維
權
執
法
力

一則原鐵道部摘牌的消息不脛而走，大

批媒體記者、社會群眾再次雲集到原鐵道

部門口。14日下午4點左右，上百人等候

在這裡，不少媒體記者架起長槍短炮對準

「鐵道部」白色牌子，準備記錄摘牌的歷

史時刻。門口東側拉起了警戒線，西側加

裝了鐵質護欄，以便車輛正常進出。前來

合影的群眾排起了長龍，從門口延伸到復

興路上。

一位天津的鐵路人齊女士早晨七點就趕

到北京，為了禦寒，特地買了條毛毯披在

身上。她告訴記者，撤併自然有國家的考

慮。言語間，頗為不捨。

一位媽媽抱 幾個月大的孩子走出原鐵

道部大門，沒等站定位置，媒體記者們就

把她圍了起來，按下了快門。她幽默的

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沒準哪天

鐵道部又回來了。」

隨 天色漸晚，寒意漸濃，摘牌遲遲不

見行動，人們紛紛失落離去。安保人員不

時勸阻說：「並沒有得到摘牌的通知，請

大家不要逗留。」據了解，因社會關注過

高，鐵道部摘牌一事或低調處理。

■兩會報道組劉坤領

民眾再集結 鐵道部摘牌「爽約」

住建部堅決執行「國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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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列車員在鐵道部門口敬禮。 中新社

■姜偉新(左)表示，20%的稅率「一

定要堅決執行」。 李叢書 攝

■楊傳堂(中)被兩名女記者「挾持」，要求接受

採訪。 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