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17日，国资委纪委下发
通知，根据中央纪委、监
察部统一部署，决定对中

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中国铁道
建筑总公司、中国交通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能源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等5家
企业，开展集中教
育整治工作。

通知要求 5
家央企先自查自
报，主要查找经
营中存在的“支
付或变相支付好
处费、违规转分
包工程、违规转
让 出 借 资 质 证
书”等非正常市场竞争问题，
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

据记者调查，上述5家公
司的母公司或子公司大多参
与过铁路工程项目，此前经审
计署审计，在京沪高铁等项目
招投标中存在违规问题。

□新京报记者 刘刚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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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7 日，国资委纪委
针对 5 央企下发的通知称，
此次主要查找、整改三个方
面突出问题：“一是以串通投
标、围标、提供回扣或给予
其他好处等不正当方式承
揽 工 程 项 目 ；二 是 违 规 转
包、分包工程项目；三是违规
转让、出借资质证书或以其他
方式允许他人以本企业名义
承揽工程。”

集中教育整治将从 7 月
20日起，为期1个月。

京沪高铁项目
4央企违规分包

国家审计署经过 3
年跟踪审计，京沪高铁
项目被审计查出招标不
规范、违规分包等问题

此次集中整治的 5 家央
企，多曾涉足铁道工程项目。
据统计，其中“中国铁路工程总
公司”和“中国铁道建筑总公
司”占据高铁项目“半壁江山”。

两家央企与铁路系统渊
源颇深，中国铁路工程总公
司的前身是 1950年 3月成立
的铁道部工程总局和设计总
局（后变更为“铁道部基本建
设总局”）；中国铁道建筑总
公司的前身则是铁道兵。

据新华社报道，在 2008
年开工的京沪高铁项目中，
超过 800 亿元的土建工程

“蛋糕”被 4 家央企揽入怀
中，分别为：中国铁建股份有
限公司（下称“中铁建”）、中
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中铁”）、中国水利水电建设
集团公司（下称“中水建”）和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中交建”）。
据公开的工商资料，上

述4家央企的母公司，对应的
分别是此次列入集中整治名
单的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中国
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中
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其中，“中铁建”夺得最
大两个标段，总价 337.4 亿
元，占京沪全部施工任务的
40%，成为京沪高铁所占份
额最大的公司。

此后，国家审计署经过
3 年跟踪审计，京沪高铁项
目被审计查出招标不规范、
违规分包等问题。

据多名铁路业内人士介
绍，包括京沪高铁在内的高
铁项目很多采购和工程发
包，招标变成走过场，就是内
定，“要拿到项目，即使是国
企，也要有人打招呼，要中间
人介绍，上下打点。”

排斥潜在投标人

参与铁路工程投标
的人士说：“当年很多招标
都只是走一个过场，只有那
些符合铁道部要求的企业
才有资格递交标书。”

此外，一些高铁项目招
投标尚未开始，“中标单位”
即提前开工。

据“京沪高速铁路建设
项目跟踪审计结果”（2010年
第2号），南京大胜关长江大
桥工程土建及监理 1 标、京
沪高铁咨询业务、南京南站
应急工程土建及监理 1 标的
招标时间分别为 2006 年 7
月、2007 年 12 月、2008 年 12

月，但中铁大桥局、中铁十三
局、铁科院（北京）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等中标单位在此前的
2006 年 3 月 、2006 年 2 月 、
2008年3月已进场开始工作。

其中，被通报的“中铁大
桥局”，系“中国中铁”旗下的
全资子公司。

甚至，个别公司招标形
式也不走，直接签合同，排斥
潜在投标人。

据“京沪高速铁路建设
项目 2010 年跟踪审计结果”
（2011 年第 9 号），2009 年 6
月，铁道部工程设计鉴定中
心发布“准入铁路客站装修
装饰和幕墙工程施工企业名
录”后，在曲阜东、常州北等站
房工程招标中，京沪高铁公司
与名录内中铁建工集团有限
公司、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 家企业签订站房装修装饰
工程合同6份，排斥了潜在投
标人，涉及金额4.9亿元。

其中，公告中提及的“中
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系“中
铁”独资公司。

曾参与铁路工程投标的
人士表示，“当年很多招标都

只是走一个过场，只有那些
符合铁道部要求的企业才有
资格递交标书。”

分包给无资质单位

审计报告称，9家单
位未经建设单位批准，
违规分包工程合计3.12
亿元

据 2010 年 2 月审计署发
布的“京沪高速铁路建设项
目跟踪审计”报告，审计人员
发现，“在京沪高铁正线、上
海虹桥站、南京南站和大胜
关长江大桥等工程的招投标
过程中，京沪公司、上海铁路
局等建设单位存在标书审核
不严、未按规定招标等问题，
个别施工单位违反招投标相
关规定，将工程分包给无相
应资质的单位。”

审计抽查了“中国水利
水电建设集团公司”（京沪高
铁建设项目中标单位之一）投
标书中的 118 名专业技术人
员发现，有 54 人的专业技术
职称和职业资格与实际不符。

审计报告还称，上海铁
路局在上海虹桥站建设中，
将应招标的工程咨询和桩基
第三方检测项目化整为零，
规避招投标；中国交通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中铁六局等
9 家单位未经建设单位批
准，违规分包工程合计 3.12
亿元，部分工程被分包给不
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

对此，8 月 2 日，中国交
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回应
称：“上述问题，公司所属单
位均已作了整改，并报告了
国家审计署。”

审计报告中提及的“中
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和“中铁六局”，分别是“中交
建”和“中铁”子公司。

企业互查、上下帮查

通知要求，对在承
揽工程中借机捞好处、
贪污受贿的行为，要依
法依纪严肃查处

国资委纪委通知要求上
述 5 家央企，要在通过中介
中标铁路工程项目进行自查
自报的基础上，通过自查、互
查、上下帮查等各种方式，集
中查找企业经营中存在的支
付或变相支付好处费，违规
转分包工程、违规转让出借
资质证书等非正常市场竞争
问题。

对铁路招投标过程中的
中间环节，此前接受媒体采
访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
恕曾建议取消中介组织，他
认为：“招投标中很多问题出
在中间环节，他们利用社会
关系搞投标，收取中介费。”

据《中国新闻周刊》此前
报道，在这些中介组织中，包
括退休干部、企业资深员工
等，他们利用各自的老关系，
在招投标过程中进行灰色交
易。而民营企业通过铁路建
设项目招投标收取巨额中介
费，也在铁路系统运行多年。

通知要求，在8月20日前
明确整改责任和时限，将整改
措施落实到位。对在集中教
育整治工作中拒不查找问题
纠正错误的央企，要严肃处
理，追究责任；对在承揽工程
中借机捞好处、贪污受贿的行
为，要依法依纪严肃查处。

此次教育整治的工作目
标是，“切实纠正企业经营中
的错误思想和不正当做法，
建设依法经营、诚信经营的
长效机制，深入推进反腐倡
廉建设，维护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秩序，树立中央企业良
好形象。”

同时，通知要求各企业
于8月31日前向国资委纪委
等部门报告集中教育整治工
作情况。国资委纪委将加强
监督检查，对不认真开展集
中教育整治工作的企业，要
给予批评教育。

记者昨日从被要求整治
的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获悉，该公司已按国资委
文件要求，正在开展自查自
纠工作，结果将按要求向国
资委纪委汇报。

8 月 2 日，该公司在回复
中称：“接到文件后，即刻作
了部署，在公司半年工作会
上作了传达，制定并下发了
工作方案，其内容、步骤、要
求与国资委纪委方案同步。
现在这一工作正在进行中。”

5央企自查招投标“潜规则”
大多参与过铁路工程项目；国资委纪委要求企业查“支付或变相支付好处费”等非正常市场竞争问题

今年上半年，铁道部印发《关于铁路工程项目进入
地方公共资源交易市场招投标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
要求取消铁道部和18个铁路局（公司）原有的铁路工程
交易中心，并于6月底前将所有的铁路工程项目按照属
地或授权原则，进入地方公共资源交易市场招投标。

《意见》同时表示，将通过对铁路工程招投标的改
革，防范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铁路工程招投标、明标
暗定、权钱交易等突出问题。

■ 相关新闻

铁路工程将进入市场招投标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整治企业

2011年7月13日，北京南站，G114列车驶入10号站台。 本报记者 浦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