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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

年浓墨重彩

２００８

年，中国铁建经受住了金融危机席

卷全球、 经济环境急转直下的严重冲击和南

方雨雪冰冻、 四川汶川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全

方位考验，沉着应对，凭借良好的市场信誉和

品牌形象， 紧紧抓住国内外基建市场蓬勃发

展的大好机遇，精心筹谋，优化布局，实现了

集团生产经营保持健康持续发展。 集团主营

业务整体重组改制， 在上海证券交易交所和

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并囊括了《亚洲金融》、

《亚洲货币》、《亚洲财务总监》 等亚洲最具影

响力的金融杂志所评选的

２００８

年度 “最佳

股权交易”、“最佳首次公开发行”、“年度交易

大奖”等多个奖项。

集团生产经营持续发展， 主要经济技术

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新签合同额、营业收入等

指标大幅攀升， 利润等指标稳步增长。

２００８

年，中国铁建全年新签合同总额

４

，

２３１．０４６

亿

元， 较上年增长

４７．４２％

； 实现营业收入

２

，

２６１．４１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７．４１％

；实现净利

润

３７．０６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７．７１％

。为投资者及

股东创造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２００８

年主要运营与财务指标

单位：百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增长率

营业收入

２２６

，

１４０．７１ １７７

，

４８７．２９ ２７．４１％

营业成本

２０３

，

６０７．０８ １６０

，

５９８．３３ ２６．７８％

营业利润

４

，

７０１．７５ ４

，

８９０．８２ －３．８７％

营业利润率

２．０８％ ２．７６％

减少

０．６８

个百

分点

净利润

３

，

７０６．２９ ３

，

１４８．５７ １７．７１％

虽然受人民币升值及国际金融危机影

响，

２００８

年公司

Ｈ

股募集资金和海外业务发

生部分汇兑损失，使营业利润率稍有下降。但

４

季度公司汇兑损失额大幅减少 （仅几千

万），在基本面良好的支持下及采取进一步的

调整措施， 公司董事会已经决定变更

Ｈ

股募

集资金用途， 拟将

Ｈ

股募集资金约

１００

亿元

人民币转回国内结汇， 此将大大降低公司的

汇率风险， 使公司未来业绩持续增长具有坚

实保障。

经营规模持续发展

核心业务巩固加强

集团的核心业务和优势板块———工程承

包业务（包括铁路、公路、城市轨道、房屋建

筑、隧道、机场建设等多领域）继续巩固和加

强。 同时， 工程承包的经济效益也进一步提

升， 业务收入和毛利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２．９１％

和

２９．４５％

。

各业务板块运营情况

单位：百万元

项目

营业收入 毛利率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８

工程承包业务

２０７

，

３３０．３４ ９．３７％

勘察设计咨询业务

４

，

７２９．４９ ２４．８１％

工业制造业务

４

，

８４８．０３ １４．１５％

其他业务

１２

，

２５１．０７ １１．４７％

分部间抵消

－３０１８．２２ －

合计

２２６

，

１４０．７１ ９．９６％

作为大型建筑集团， 新签合同额和未完

工合同额是未来业绩增长的基础。 中国铁建

抓住政府加大基建投资力度的难得机遇，加

大新项目拓展力度，

２００８

年新签合同额和收

入均超额完成年度计划指标。

２００８

年全年集团新签合同总额

４２３１．０４６

亿元，较上年增长

４７．４２％

。 截至

２００８

年末，

集团未完工合同额达

４

，

７１０．８９０

亿元（不包括

暂时停工的尼日利亚铁路现代化项目

８３

亿

美元合同额），较

２００７

年增长

４５．６５％

。 这为

公司未来的经营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全年工程承包业务新签合同额

３

，

９９０

亿

元，占新签合同额的

９４．３％

，比

２００７

年增长

５０．２１％

。受益于中央实施扩大内需、促进经济

增长的措施， 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特别是铁

路投资建设力度的空前加大，集团

２００８

年铁

路新签合同额达

２

，

５４１

亿元， 比上年大幅增

长

２１２．６％

， 占新签合同总额的比例达到

６０％

，创

１５

年来的新高。

另一重要业务勘察设计咨询新签合同

４６．０８９３

亿元，也比

２００７

年增长

２６％

。

战略发展

着力构建“大海外”格局

集团的战略目标是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大型综合承包商， 尽管目前国内基建市场

业务明显增多、 海外市场因经济放缓而面临

工程需求量下降及支付能力紧张问题， 但综

合来看， 海外市场更为庞大且项目收益率更

高， 在历经未来几年国内铁路建设规模的强

劲增长之后， 为使公司依然能保持稳定而快

速的发展，集团继续贯彻国家“走出去”战略，

着力构建“大海外”战略格局，积极推进海外

工程。

２００８

年， 集团共承揽海外工程项目

１６３

个， 海外新签合同额达人民币

４２１．６９７

亿元，

承揽了利比亚铁路、阿尔及利亚铁路复线项目

等多项重大海外项目。 公司

２００８

年海外营业

收入达

１７２．０２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７０．５％

，占集团

总收入的比重由上年的

３．４％

上升到

７．６１％

。

中国铁建境内外收入比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增长率

境外市场营业收

入

１７２０１．７６ ６３５９．１７ １７０．５０％

境内市场营业收

入

２０８９３８．９５ １７１１２８．１２ ２２．１０％

创新发展 实力更加雄厚

中国铁建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在上海证交所及

香港联交所上市，是中国乃至全球最具实力、

最具规模的特大型综合建设集团之一， 是中

国最大的工程承包商之一， 同时也是中国最

大的海外工程承包商。 集团连续入选《财富》

“世界

５００

强企业”，

２００８

年排名第

３５６

位；连

续

９

年入选 “全球

２２５

家最大承包商”，

２００８

年排名第

４

位。

２００８

年底与

２００７

年底相比，集团总资产

由

１

，

５６８．８

亿元增加到

２

，

２０１．０２

亿元， 净资

产由

５２．７４

亿元增加到

４８３．０１

亿元； 资产负

债率由

９６．６４％

下降到

７８．０６％

； 货币资金由

２７４．８８

亿元增加到

５７４．７０

亿元， 银行借款由

２５７．９６

亿元减少到

２１８．２９

亿元； 全年资本开

支

１２１．０３

亿元，主要用于盾构、提运架等设备

购置，大大提升了集团地下工程、客运专线及

高速铁路等的施工能力。

技术创新与科技进步是企业发展的动

力。

２００８

年，集团的科技创新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全年集团获得授权专利

１０２

项，共有

７５

项科技成果通过省部级鉴定和评审，

６９

项工法被认定为国家二级工法，

５１

项获国家

和省部级设计“四优”奖，

１８

项国优工程奖，

８

项詹天佑土木工程大奖，特别是铁路、桥梁和

隧道等的设计、 修建技术方面实现了的质飞

跃。 同时， 集团所获各类工程技术奖项的数

量、质量均创出历年之最，如“青藏铁路工程”

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是公司在近

２０

年来

获得的最高奖项。

集团工程承包业务的核心优势板块地位

继续得到巩固和加强， 从市场占有率到利润

价值贡献都体现了作为集团龙头业务板块的

突出地位；同时勘察设计及咨询、工业制造、

物流贸易三个板块业务也实现了快速增长。

中国铁建已经从以施工承包为主发展成为具

有可研、规划、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维护、

运营和投融资完善的行业产业链， 具备了为

业主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的能力。

百年机遇 行业高度景气

集团所处的建筑行业， 与国家宏观经济

环境紧密相连，息息相关。为积极应对国际金

融危机，中国政府实施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

进经济增长的若干措施， 其中之一就是加快

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行业

长期前景灿烂和高景气的发展，未来几年，中

国铁建将处于百年不遇的战略机遇期。

在中国政府提出的总额

４

万亿元的投资

扩大内需计划中， 铁路建设为拉动内需的主

力军。 根据中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２００８

年

调整）》，

２０２０

年， 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规划目

标由原来的

１０

万公里调整为

１２

万公里以

上。

２００８

年中国铁路基建投资实际完成额为

３３７１．５９

亿元，超出年初规划

１２％

，同比增长

８９％

，是“十五”期间完成总额的

１０９％

；同时，

铁道部

２００９

年计划完成基本建设投资

６０００

亿元，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全国铁路年均基建投资

将达到

６０００

亿元以上。 铁路基建大量项目

结算将在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３

年间完成。

２００８

年之

后的铁路基建行业，将迎来至少持续

５

年的

基建高潮。

公路行业按照“十一五”规划及交通运输

行业的中长期规划，中国政府对公路（含高速

公路）建设的投资预计达

２．１

万亿元。在

２０１０

年前， 年均投资规模约达

１４００

亿元人民币，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２０

年年均投资约

１０００

亿元人民

币。同时，交通运输部在原有建设目标的基础

上又追加了

２

万亿人民币以上规模， 计划未

来到

２０１０

年，中国公路总里程将达到

２３０

万

公里。

中国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已进入快速发

展时期。已获批建设城市轨道的

１５

个城市规

划中，合计计划在

２０１５

年之前建成

１

，

７００

公

里的城市轨道交通，总投资超过

６

，

０００

亿元。

筹备中的建设城轨的城市规划线路也超过了

１

，

７００

公里，加上目前在建的线路，中国城轨

线路将达到

３４００

公里，投资总额将超万亿。

另外， 工业制造行业方面铁路主要技术

装备的提升需求、 铁路建设物资管理模式的

进一步变革以及海外建筑市场的回暖等也将

为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创造巨大的市场空

间。

工程承包是公司的主业， 决定公司的基

本面。 中国中央政府决策把大规模基础设施

作为扩内需保增长的火车头， 基建行业获得

空前的发展机遇，迎来行业景气的巅峰。空前

的投资规模给公司提供了百年难得的历史机

遇和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为公司加快结构

调整，培育创效板块提供了难得机遇。铁路建

设的大发展和国家基建规模的扩大， 将带来

设计业务板块的快速发展， 为工业制造和物

流板块等相关产业带来很大的增长空间。

百尺竿头 发展更进一步

２００９

年乃至未来几年，公司将按照“抢

抓机遇保增长，调整优化上水平，加强管控增

效益，深化改革转机制”的发展思路，在继续

巩固和发展工程承包核心业务的同时， 进一

步加大海外经营、勘察设计咨询、工业制造、

物流贸易、 资本运营和房地产开发等业务的

市场培育力度， 逐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

利润增长点。 在巩固公司在我国建筑业领军

地位的同时，积极转变经营思路，转换经营模

式， 努力把公司发展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

大型建设集团。

中国铁建具有光荣的历史和厚重的文

化， 是中国最具实力的特大型综合建设企

业。 公司前身为铁道兵， 组建于

１９４８

年。

多年来， 中国铁建秉承铁道兵令行禁止、 勇

于创新、 一往无前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

形成了以 “诚信创新永恒， 精品人品同在”

为核心价值观的卓越文化， 具有强大的凝聚

力、 执行力和战斗力。 在行业发展百年大机

遇之前， 中国铁建整个企业已经具备了发展

的核心竞争力和凝聚力， 创造新业绩， 实现

新发展， 使企业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上一个

新台阶具有其深远的根基和强大的推动力，

公司的持续发展和投资价值的提升将为投资

者创造更多的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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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布上海
“

两个中心
”

建设意见
研究建立不同市场和层次间上市公司转板机制

，

加强上交所主板地位和市场影响力
本报讯 中国政府网

２９

日刊登 《国

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

航运中心的意见》。这份文件明确了上海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

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意

义和建设目标。

根据《意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

设的总体目标是：到

２０２０

年，基本建成

与中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

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 上海国际航运中

心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到

２０２０

年，基本

建成航运资源高度集聚、 航运服务功能

健全、航运市场环境优良、现代物流服务

高效， 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

际航运中心。

建设多功能多层次金融体系

《意见》 提出加强金融市场体系建

设。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

是，不断拓展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形

成比较发达的多功能、 多层次的金融市

场体系。

债券市场方面， 要不断丰富金融市

场产品和工具，大力发展企业（公司）债

券、资产支持债券，开展项目收益债券试

点，研究发展外币债券等其他债券品种；

促进债券一、 二级市场建设及其协调发

展； 加快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

市场互联互通， 推进上市商业银行进入

交易所债券市场试点。

期货市场方面，根据投资者资产配置

和风险管理的需要，按照高标准、稳起步

和严监管的原则，研究探索并在条件成熟

后推出以股指、汇率、利率、股票、债券、银

行贷款等为基础的金融衍生产品。加大期

货市场发展力度， 做深做精现有期货品

种，有序推出新的能源和金属类大宗产品

期货，支持境内期货交易所在海关特殊监

管区内探索开展期货保税交割业务。

证券市场方面， 要拓宽上市公司行

业和规模覆盖面， 适应多层次市场发展

需要， 研究建立不同市场和层次间上市

公司转板机制， 逐步加强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主板地位和市场影响力。 研究探索

推进上海服务长三角地区非上市公众公

司股份转让的有效途径。 优化金融市场

参与者结构，积极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社

保基金等各类机构投资者。 根据国家资

本账户和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总体部

署， 逐步扩大境外投资者参与上海金融

市场的比例和规模， 逐步扩大国际开发

机构发行人民币债券规模， 稳步推进境

外企业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 适时启

动符合条件的境外企业发行人民币股

票。在内地与香港金融合作框架下，积极

探索上海与香港的证券产品合作， 推进

内地与香港的金融合作和联动发展。

保险市场方面， 要积极发展上海

再保险市场， 鼓励发展中资和中外合

资的再保险公司， 吸引国际知名的再

保险公司在上海开设分支机构， 培育

发展再保险经纪人， 积极探索开展离

岸再保险业务。

改善金融运行发展环境

《意见》提出，根据金融市场体系建

设的需要，大力发展各类金融机构，重点

发展投资银行、基金管理公司、资产管理

公司、货币经纪公司、融资租赁公司、企

业集团财务公司等有利于增强市场功能

的机构。稳步推进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

支持设在上海的合资证券公司、 合资基

金公司率先扩大开放范围。

健全金融服务方式和手段， 大力发

展电子交易，促进各类金融信息系统、市

场交易系统互联互通，降低交易成本，提

高交易效率。 完善金融服务设施和布局

规划， 进一步健全为市场交易服务的登

记、托管、清算、结算等统一高效的现代

化金融支持体系， 提高上海金融市场效

率和服务能力。

改善金融发展环境。 加强金融法制

建设， 加快制定既切合我国实际又符合

国际惯例的金融税收和法律制度。 完善

金融执法体系，建立公平、公正、高效的

金融纠纷审理、仲裁机制，探索建立上海

金融专业法庭、仲裁机构。加强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 以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为载

体， 完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

库建设，促进信用信息共享。适应上海金

融改革和创新的需要， 不断完善金融监

管体系，改进监管方式，建立贴近市场、

促进创新、信息共享、风险可控的金融监

管平台和制度。加强跨行业、跨市场监管

协作， 加强地方政府与金融管理部门的

协调，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

加强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

《意见》指出，上海要打造具有全球

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 其

一，要优化现代航运集疏运体系。适应区

域经济一体化要求， 在继续加强港口基

础设施建设基础上， 整合长三角港口资

源，形成分工合作、优势互补、竞争有序

的港口格局，增强港口综合竞争能力。

其二，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体系。积极

研究采取措施， 降低国际集装箱中转成

本， 鼓励我国外贸集装箱在上海国际航

运中心转运。 引导和规范船舶交易市场

健康发展， 充分发挥上海航运交易所的

船舶交易和运价信息发布功能， 加快建

设全国性船舶交易信息平台， 在上海形

成具有示范作用的船舶交易市场。 建立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综合信息共享平台，

促进形成便捷高效的长三角区域及长江

干线港口、航运信息交换系统。

其三， 探索建立国际航运发展综合

试验区。 研究借鉴航运发达国家（地区）

的航运支持政策， 提高我国航运企业的

国际竞争力。允许企业开设离岸账户，为

其境外业务提供资金结算便利。 在完善

相关监管制度和有效防止骗退税措施前

提下，实施启运港退税政策，鼓励在洋山

保税港区发展中转业务。 探索创新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的管理制度， 更好地发挥

洋山保税港区的功能。

其四， 完善现代航运发展配套支持

政策。加快发展航运金融服务，支持开展

船舶融资、航运保险等高端服务。积极发

展多种航运融资方式， 探索通过设立股

权投资基金等方式， 为航运服务业和航

运制造业提供融资服务。

其五，促进和规范邮轮产业发展。允

许境外国际邮轮公司在上海注册设立经

营性机构， 开展经批准的国际航线邮轮

服务业务。 鼓励境外大型邮轮公司挂靠

上海及其他有条件的沿海港口， 逐步发

展为邮轮母港。 为邮轮航线经营人开展

业务提供便利的经营环境。 研究建立邮

轮产业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在保险、信

贷等方面开设邮轮产业专项目录， 促进

邮轮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加强组织领导和协调服务

《意见》指出，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

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 加快建设国际

金融中心、 国际航运中心和现代国际大

都市， 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和继续推动改

革开放的重要举措； 是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突破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制约， 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 继续发挥上海在全国的带动和示范

作用的必然选择。

《意见》强调，在当前应对国际金融

危机的关键时期， 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

高度， 充分认识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重要性， 努力推

进上海率先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

率先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意见》要求，建立健全上海国际金融

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指导协调机

制。建立由发展改革委牵头，有关部门参加

的协调机制， 加强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

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指导、协调和服务。进

一步细化相关政策措施， 认真研究解决推

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意见》指出，上海市政府要从全局

和战略的高度，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

创新，加快事业单位改革，加快构建服务

型政府， 深入推进浦东综合配套改革，使

上海成为全国行政效能最高和行政收费

最少的地区， 成为中介服务最发达的地

区。 要加快淘汰落后产业和弱势产业，积

极推进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积极推进国

有企业改革和重组，完善有利于现代服务

业和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的政策和体制

环境。 要建立健全有利于人才集聚的机

制，研究制定吸引各类高层次人才的配套

措施，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营造良好、便

利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

使上海成为国际化

高端人才的集聚地，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提供人才支撑。

上海四方面推进
“

中心
”

建设
实施细则可望下月中旬出台

证券时报记者
孙 玉

本报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

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铁男，上海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雄，上海市委常

委、副市长屠光绍权威解读《关于推进

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

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

的意见》的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刘铁男透露，下一步，根据国务院

的决定， 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各部门参

加，包括上海市，建立一个联席会议机

制， 来协调和推动文字性政策的贯彻

和实施。

此外，另据记者了解，相关实施细

则目前正在制定过程中， 可望于下月

中旬出台。

四方面着手中心建设

杨雄表示， 上海将从四方面着手

两个中心建设：第一，尽快召开全市性

的工作推进会议， 进行全面部署和动

员； 第二， 研究和制定上海贯彻国家

《意见》下的“实施意见”，对贯彻落实

的各项工作提出具体的要求；第三，建

立协调推进的机制，在上海市级层面，

由市主要领导担任组长， 相关副市长

担任副组长， 上海市有关部门和中央

驻沪的一些政府机构以及相关的单位

组织成一个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

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一个工作领导

小组，统筹研究解决重要问题，部署推

进具体工作；第四，制定稳步实施的年

度计划，在国家的统筹安排下，每年制

定一个年度的实施计划， 针对每年需

要完成的重点任务， 明确推进的举措

和责任部门和时间进度， 确保各项任

务能够按计划落实。

近期推出人民币结算试点

屠光绍表示， 人民币跨境贸易结

算的试点， 目前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抓

紧准备：第一，确立首批参与人民币跨

境贸易结算业务的企业。 目前有很多

企业都要求加入试点。 但从试点进程

来看，还要分步推进。

第二，商业银行的结算体系需要准

备好。 屠光绍表示，现在商业银行已经

做好了结算方面的业务和人员准备，包

括管理方面的准备。他表示，“目前在上

海推进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条件

都已经具备了，近期就可能推出。 ”

推进境外公司发行

A

股票

屠光绍表示， 围绕深化上海金融

要素市场体系在结构和功能方面，除

了完善不同要素市场之间的结构关

系，还包括进一步完善、深化市场的功

能和作用。 上海既要深化市场的改革，

还要扩大市场的持续开放。 积极推进

境外公司和市场主体在上海发行人民

币的债券和股票， 就是扩大市场功能

和作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为了深化上海金融要素市场的

功能和作用， 还包括要不断引进一些

新的市场产品和工具， 包括股指期货

这一类的金融产品。” 屠光绍说。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认为，

在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过程中， 将

坚定不移地不断推出新产品、 新服

务， 并为全国性的制度规范奠定实

践的基础， 在尝试的基础上进行总

结和规范。

建航运中心三大要点

刘铁男指出， 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主要包括三个要点： 一是基本形成以

上海为中心， 以国内其他港口合理分

工， 紧密合作的国际航运枢纽港； 二

是基本形成具有多种运输方式一体化

特征的现代港口综合运输体系； 三是

基本形成服务优质， 功能完备的现代

航运服务体系和优质的国际航运服务

管理。

针对集疏运体系中存在的 “短

腿”，上海计划修建铁路上岛，以发挥

洋山港的枢纽港功能， 提高货物中转

量，积聚长三角各港口的资源。 同时，

上海在水水中转的“疏通”也将进一步

密集长三角各港口之间的联系。 再加

上上海浦东机场的货运功能， 完善的

集疏运体系将推动形成以上海为中心

的陆、海、空大物流链。

投资要点

■

集团经受了金融危机
、

重大自然灾害等严峻考验
，

２００８

年主要经济指标创历史
新高

，

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实现了
２

，

２６１．４１

亿元和
３７．０６

亿元
，

分别同比增长了
２７．４１％

和
１７．７１％

。

全年新签合同总额
４

，

２３１．０４６

亿元
，

较上年增长
４７．４２％

。

■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

财富
》

杂志世界
５００

强排名由
３８５

位提高至
３５６

位
，

在全球
２２５

家最大工程承包商的排名由第
６

位提高至第
４

位
。

■

产业链延伸
，

工程承包业务的核心优势板块地位继续巩固和加强
，

同时勘察设计
及咨询

、

工业制造
、

物流贸易三个板块业务也实现了快速增长
。

■

国家对铁路等基础设施的长期重视和投入为公司经营带来持续发展空间
，

为积
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

拉动内需和促进经济增长
，

国家近年加快铁路
、

公路和机场等重
大基础设施建设的举措为公司带来百年机遇

。

█中国铁建秉承铁道兵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
，

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

在行
业发展百年机遇前

，

作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大型建设集团之一
，

企业增长具有其深远的
根基和强大的推动力

，

公司的持续发展和投资价值的提升将为投资者创造更多的佳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