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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城市轨道交通招标项目大多依旧按照车辆牵

引系统、信号系统采用国际公开招标；整车采用国内公

开招标的方式进行。根据商务部关于“机电产品国际招

标投标实施办法（试行）”的相关要求：

商务部令2014年第1号《机电产品国际招标投标实

施办法（试行）》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机电产品国际

招标投标活动，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机电产品国际招标投标活动，是指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招标人根据采购机电产品的条件和要

求，在全球范围内以招标方式邀请潜在投标人参加投标，

并按照规定程序从投标人中确定中标人的一种采购行为。

本办法所称机电产品，是指机械设备、电气设备、

交通运输工具、电子产品、电器产品、仪器仪表、金属

制品等及其零部件、元器件。

一、招标范围

第六条　通过招标方式采购原产地为中国关境外的

机电产品，属于下列情形的必须进行国际招标：

1.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基础设施、公用

事业等项目中进行国际采购的机电产品；

2.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项目中进行国际

采购的机电产品；

3.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家融资项目中进行国际采购

的机电产品；

4.使用国外贷款、援助资金项目中进行国际采购的

机电产品；

5.政府采购项目中进行国际采购的机电产品；

6.其他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国际招标采

购的机电产品。

已经明确采购产品的原产地在中国关境内的，可以

不进行国际招标。必须通过国际招标方式采购的，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前款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国内招标等

其他任何方式规避国际招标。

在全球范围内采购的电气设备（车辆牵引系统），原

产地为中国关境外的机电产品，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

众安全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项目中进行国际采购的

机电产品，必须进行国际招标。但已经明确采购产品的

原产地在中国关境内的，可以不进行国际招标。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关于城市轨道交

通设备国产化实施意见的通知”，改善轨道交通设备主要

依靠进口，价格昂贵，致使建设造价畸高，地方财力难

以承受，制约了城市轨道交通产业的发展。应结合城市

经济发展水平、国内制造业的现状以及部分拟建设轨道

交通项目城市的具体情况，充分利用国内现有生产能力，

避免重复建设，对轨道车辆的总装、牵引传动与控制系

统、铝合金车体材料以及信号系统生产厂，国家将组织

专家评议推荐，择优定点。在国家定点企业范围内采取

邀请招标的方式采购。对达到国产化目标的项目，可考

虑给予适当的鼓励政策，并引导地方积极采用国产设备。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关于城市轨道交通设备

国产化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9〕20号）

90年代以来，为缓解城市交通拥挤状况，改善城市

环境，减少空气污染，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一些大中城

市相继提出建设轨道交通项目。但由于城市轨道交通项

目建设周期长、投资大，特别是其设备主要依靠进口，

价格昂贵，致使建设造价畸高，地方财力难以承受，制

约了城市轨道交通产业的发展。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实

施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国产化的指示精神，国家计委会同

铁道部、建设部、信息产业部、国家机械工业局和中国

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组织专家进行了调查研究，结合城市

经济发展水平、国内制造业的现状以及部分拟建设轨道

交通项目城市的具体情况，提出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国产

化实施意见如下：

二、城市轨道交通项目，无论使用何种建设资金，

关于对车辆牵引系统招标方式的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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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承蒙业主长期的信任和支持，已承担北京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招标项目十余年之久。

其中，尤以车辆、牵引、信号系统招标项目居多，多年来中电对于法律法规的变化及市场情况的格局调整均有了一

些自己粗浅的理解，现针对车辆牵引系统的招标方式作出自己的浅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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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全部轨道车辆和机电设备的平均国产化率要确保不低

于70％。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国产化工作的重点是轨道车

辆和信号系统。为充分利用国内现有生产能力，避免重

复建设，对轨道车辆的总装、牵引传动与控制系统、铝

合金车体材料以及信号系统生产厂，国家将组织专家评

议推荐，择优定点。项目业主单位使用上述领域的设备，

应在国家定点企业范围内采取邀请招标的方式采购，其

余机电设备原则上通过国内市场招标采购。

三、为促进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国产化的顺利实施，

国家将组织专家对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车辆和机电设备

进行国产化考核，对达到国产化目标的项目，可考虑给

予适当的鼓励政策，引导地方积极采用国产设备。凡经

批准的城市轨道交通项目，所需的建设资金，国家将优

先考虑安排国外优惠贷款或向国内银行推荐安排外汇贷

款；对国内自主开发、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的项目，在高

技术产业化实施中，国家将列入专项计划并给予适当的

资助。

之前车辆牵引系统及信号系统等采用国际招标方式

采购，更多的考虑应该是当时国有自主开发研制的设备

尚不能满足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需求，国内企业通过与

国际先进企业的联合研制、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系统集

成等多种方式完成轨道交通设备国产化开发及产业化专

项，以满足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国产化的需求。国家发改

委、财政部、海关总署等部门均对城市轨道交通设备进

口给予一定的鼓励政策（包括进口减免税等）。当时进口

设备稳定性远远高于国有产品，且国内企业处于产品研

制开发初期，国内产品采购成本甚至高于进口设备采购

成本。所以进口设备存在相当大的市场需求空间。

但自2014年3月1日起（财关税[2014]2号），取消直

流供电牵引设备、火灾自动报警及气体灭火系统、联锁

系统、燃煤电站烟气脱硝成套设备等装备进口免税政策；

调整三代核电机组核岛设备、二代改进型核电机组核岛

设备与常规岛设备、清筛机、混凝土泵车、城市轨道交

通装备等装备的进口免税零部件及原材料目录。直至

2018年1月1日，关于调整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有

关目录的通知（财关税〔2017〕39号），将时速200公里

以下的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彻底从进口免税零部件及原材

料目录中移除，也证明了国产化设备已完全取代或超越

了进口设备的水平，且采购成本也远远低于进口设备采

购成本。

根据现有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特点及国内企业现

有生产能力及生产水平，轨道车辆和信号系统的国产化

率平均在85%-95%左右，完全满足发改委对于城市轨道

交通项目平均国产化率的要求。而且近年来，由于国内

现有生产企业对于轨道车辆和信号系统（重点为车辆牵

引系统和信号系统，下表以车辆牵引系统近20年中标企

业为例）产品生产水平已逐步赶超国外先进水平，且均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业主采购成本大大降低，使城市轨

道交通项目建设成本得到很好的控制。轨道交通项目依

靠采购国外昂贵设备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

四、介于目前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情况，车辆牵引系

统单独采用国际公开招标的模式采购或包含在整车中采

用国内公开招标的模式采购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

但各自利弊如下：

1.车辆牵引系统单独采用国际公开招标（17号线/19

号线）：

优点：

（1）业主对于车辆牵引系统供货商的选择有潜在直

接的选择权。

缺点：

（1）业主工作量增大，要进行2次招标工作，并需

要划分车辆与各专业接口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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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业主在后续项目执行阶段，需要针对车辆牵引

系统和整车分别进行付款验收和其他日常管理工作；

（3）项目运营后，业主需要对可能出现的任何接口

问题进行责任划分等工作，牵扯精力较大；

（4）车辆牵引系统需要在整车厂进行总装，货物交

付过程中及交付后，牵引厂商和整车厂对于车辆牵引系

统的保险责任、货物状况、质量问题等可能存在扯皮情

况；

（5）现有模式下，招标最高限价只出现在整车招标

项目中，在牵引系统中并无招标最高限价的要求，但整

车招标的最高限价却是包含牵引系统的报价的，牵引系

统的报价直接影响了整车厂的价格。

2.车辆牵引系统含在整车中采用国内公开招标（新

机场线）：

优点：

（1）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由整车厂对技术负总责，进

一步提高了牵引制动与整车的契合度，且所有问题均由

整车厂对业主负责；

（2）业主工作量减少，只进行1次招标工作；

（3）业主在后续项目执行阶段，只对整车厂进行付

款验收和其他日常管理工作。

缺点：

（1）业主对于车辆牵引系统供货商的选择只有间接

的影响，没有直接的选择权。

根据如上所述，业主可根据具体项目特点选择不同

的招标方式，即车辆牵引系统单独招标或含在整车中招

标，以便最大限度的满足项目建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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