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参考大纲

（2023 年版）

一、概述

（一）项目概况

项目全称及简称。概述项目建设目标和任务、建设地点、建设

内容和规模（含主要产出）、建设工期、投资规模和资金来源、建

设模式、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等。

（二）企业概况

简述企业基本信息、发展现状、财务状况、类似项目情况、企

业信用和总体能力，有关政府批复和金融机构支持等情况。分析企

业综合能力与拟建项目的匹配性。属于国有控股企业的，应说明其

上级控股单位的主责主业，以及拟建项目与其主责主业的符合性。

（三）编制依据

概述国家和地方有关支持性规划、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条件、

企业战略、标准规范、专题研究成果，以及其他依据。

（四）主要结论和建议

简述项目可行性研究的主要结论和建议。

二、项目建设背景、需求分析及产出方案

（一）规划政策符合性

简述项目建设背景和前期工作进展情况，论述拟建项目与经济



社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行业和市场准入标准的符合性。

（二）企业发展战略需求分析

对于关系企业长远发展的重大项目，论述企业发展战略对拟建

项目的需求程度和拟建项目对促进企业发展战略实现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

（三）项目市场需求分析

结合企业自身情况和行业发展前景，分析拟建项目所在行业的

业态、目标市场环境和容量、产业链供应链、产品或服务价格，评

价市场饱和程度、项目产品或服务的竞争力，预测产品或服务的市

场拥有量，提出市场营销策略等建议。

（四）项目建设内容、规模和产出方案

阐述拟建项目总体目标及分阶段目标，提出拟建项目建设内容

和规模，明确项目产品方案或服务方案及其质量要求，并评价项目

建设内容、规模以及产品方案的合理性。

（五）项目商业模式

根据项目主要商业计划，分析拟建项目收入来源和结构，判断

项目是否具有充分的商业可行性和金融机构等相关方的可接受性。

结合项目所在地政府或相关单位可以提供的条件，提出商业模式及

其创新需求，研究项目综合开发等模式创新路径及可行性。

三、项目选址与要素保障

（一）项目选址或选线

通过多方案比较，选择项目最佳或合理的场址或线路方案，明



确拟建项目场址或线路的土地权属、供地方式、土地利用状况、矿

产压覆、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地质灾害

危险性评估等情况。备选场址方案或线路方案比选要综合考虑规

划、技术、经济、社会等条件。

（二）项目建设条件

分析拟建项目所在区域的自然环境、交通运输、公用工程等建

设条件。其中，自然环境条件包括地形地貌、气象、水文、泥沙、

地质、地震、防洪等；交通运输条件包括铁路、公路、港口、机场、

管道等；公用工程条件包括周边市政道路、水、电、气、热、消防

和通信等。阐述施工条件、生活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依托条件等。

改扩建工程要分析现有设施条件的容量和能力，提出设施改扩建和

利用方案。

（三）要素保障分析

土地要素保障。分析拟建项目相关的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

年度计划、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等土地要素保障条件，开展节约集约

用地论证分析，评价用地规模和功能分区的合理性、节地水平的先

进性。说明拟建项目用地总体情况，包括地上（下）物情况等；涉

及耕地、园地、林地、草地等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说明农用地

转用指标的落实、转用审批手续办理安排及耕地占补平衡的落实情

况；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说明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划情况；

如果项目涉及用海用岛，应明确用海用岛的方式、具体位置和规模

等内容。



资源环境要素保障。分析拟建项目水资源、能源、大气环境、

生态等承载能力及其保障条件，以及取水总量、能耗、碳排放强度

和污染减排指标控制要求等，说明是否存在环境敏感区和环境制约

因素。对于涉及用海的项目，应分析利用港口岸线资源、航道资源

的基本情况及其保障条件；对于需围填海的项目，应分析围填海基

本情况及其保障条件。

四、项目建设方案

（一）技术方案

通过技术比较提出项目生产方法、生产工艺技术和流程、配套

工程（辅助生产和公用工程等）、技术来源及其实现路径，论证项

目技术的适用性、成熟性、可靠性和先进性。对于专利或关键核心

技术，需要分析其获取方式、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标准和自主可控

性等。简述推荐技术路线的理由，提出相应的技术指标。

（二）设备方案

通过设备比选提出拟建项目主要设备（含软件）的规格、数量

和性能参数等内容，论述设备（含软件）与技术的匹配性和可靠性、

设备和软件对工程方案的设计技术需求，提出关键设备和软件推荐

方案及自主知识产权情况。必要时，对关键设备进行单台技术经济

论证。利用和改造原有设备的，提出改造方案及其效果。涉及超限

设备的，研究提出相应的运输方案，特殊设备提出安装要求。

（三）工程方案

通过方案比选提出工程建设标准、工程总体布置、主要建（构）



筑物和系统设计方案、外部运输方案、公用工程方案及其他配套设

施方案，明确工程安全质量和安全保障措施，对重大问题制定应对

方案。涉及分期建设的项目，需要阐述分期建设方案；涉及重大技

术问题的，还应阐述需要开展的专题论证工作。

（四）资源开发方案

对于资源开发类项目，应依据资源开发规划、资源储量、资源

品质、赋存条件、开发价值等，研究制定资源开发和综合利用方案，

评价资源利用效率。

（五）用地用海征收补偿（安置）方案

涉及土地征收或用海海域征收的项目，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政

策规定，确定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包括征收范围、土地现状、

征收目的、补偿方式和标准、安置对象、安置方式、社会保障等内

容。用海用岛涉及利益相关者的，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等，

确定利益相关者协调方案。

（六）数字化方案

对于具备条件的项目，研究提出拟建项目数字化应用方案，包

括技术、设备、工程、建设管理和运维、网络与数据安全保障等方

面，提出以数字化交付为目的，实现设计-施工-运维全过程数字化

应用方案。

（七）建设管理方案

提出项目建设组织模式、控制性工期和分期实施方案，确定项

目建设是否满足投资管理合规性和施工安全管理要求。如果涉及招



标，明确招标范围、招标组织形式和招标方式等。

五、项目运营方案

（一）生产经营方案

对于产品生产类企业投资项目，提出拟建项目的产品质量安全

保障方案、原材料供应保障方案、燃料动力供应保障方案以及维护

维修方案，评价生产经营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对于运营服务类企业投资项目，明确拟建项目运营服务内容、

标准、流程、计量、运营维护与修理，以及运营服务效率要求等，

研究提出运营服务方案。

（二）安全保障方案

分析项目运营管理中存在的危险因素及其危害程度，明确安全

生产责任制，设置安全管理机构，建立安全管理体系，提出安全防

范措施，制定项目安全应急管理预案。

（三）运营管理方案

简述拟建项目的运营机构设置方案，明确项目运营模式和治理

结构要求，简述项目绩效考核方案、奖惩机制等。

六、项目投融资与财务方案

（一）投资估算

说明投资估算编制范围、编制依据，估算项目建设投资、流动

资金、建设期融资费用，明确建设期内分年度资金使用计划。

（二）盈利能力分析

根据项目性质，选择适合的评价方法，估算项目营业收入和补



贴性收入及各种成本费用，并按相关行业要求提供量价协议、框架

协议等支撑材料，分析项目的现金流入和流出情况，构建项目利润

表和现金流量表，计算财务内部收益率、财务净现值等指标，评价

项目的财务盈利能力，并开展盈亏平衡分析和敏感性分析，根据需

要分析拟建项目对企业整体财务状况的影响。

（三）融资方案

结合企业自身及其股东出资能力，分析项目资本金和债务资金

来源及结构、融资成本以及资金到位情况，评价项目的可融资性。

结合企业和项目经济、社会、环境等评价结果，研究项目获得绿色

金融、绿色债券支持的可能性。对于具备条件的基础设施项目，研

究提出项目建成后通过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

等模式盘活存量资产、实现投资回收的可能性。企业拟申请政府投

资补助或贴息的，应根据相关要求研究提出拟申报投资补助或贴息

的资金额度及可行性。

（四）债务清偿能力分析

按照负债融资的期限、金额、还本付息方式等条件，分析计算

偿债备付率、利息备付率等债务清偿能力评价指标，判断项目偿还

债务本金及支付利息的能力。必要时，开展项目资产负债分析，计

算资产负债率等指标，评价项目资金结构的合理性。

（五）财务可持续性分析

根据投资项目财务计划现金流量表，统筹考虑企业整体财务状

况、总体信用及综合融资能力等因素，分析投资项目对企业的整体



财务状况影响，包括对企业的现金流、利润、营业收入、资产、负

债等主要指标的影响，判断拟建项目是否有足够的净现金流量，确

保维持正常运营及保障资金链安全。

七、项目影响效果分析

（一）经济影响分析

对于具有明显经济外部效应的企业投资项目，论证项目费用效

益或效果，以及重大项目可能对宏观经济、产业经济、区域经济等

产生的影响，评价拟建项目的经济合理性。

（二）社会影响分析

通过社会调查和公众参与，识别项目主要社会影响因素和关键

利益相关者，分析不同目标群体的诉求及其对项目的支持程度，评

价项目在带动当地就业、促进企业员工发展、社区发展和社会发展

等方面的社会责任，提出减缓负面社会影响的措施或方案。

（三）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分析拟建项目所在地的生态环境现状，评价项目在污染物排

放、地质灾害防治、防洪减灾、水土流失、土地复垦、生态保护、

生物多样性和环境敏感区等方面的影响，提出生态环境影响减缓、

生态修复和补偿等措施，以及污染物减排措施，评价拟建项目能否

满足有关生态环境保护政策要求。

（四）资源和能源利用效果分析

对于占用重要资源的项目，分析项目所需消耗的资源品种、数

量、来源情况，以及非常规水源和污水资源化利用情况，提出资源



综合利用方案和资源节约措施，计算采取资源节约和资源化利用措

施后的资源消耗总量及强度。计算采取节能措施后的全口径能源消

耗总量、原料用能消耗量、可再生能源消耗量等指标，评价项目能

效水平以及对项目所在地区能耗调控的影响。

（五）碳达峰碳中和分析

对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在项目能源资源利用分析基础上，

预测并核算项目年度碳排放总量、主要产品碳排放强度，提出项目

碳排放控制方案，明确拟采取减少碳排放的路径与方式，分析项目

对所在地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的影响。

八、项目风险管控方案

（一）风险识别与评价

识别项目市场需求、产业链供应链、关键技术、工程建设、运

营管理、投融资、财务效益、生态环境、社会影响、网络与数据安

全等方面的风险，分析各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损失程度，以及风险

承担主体的韧性或脆弱性，判断各风险后果的严重程度，研究确定

项目面临的主要风险。

（二）风险管控方案

结合项目特点和风险评价，有针对性地提出项目主要风险的防

范和化解措施。重大项目应当对社会稳定风险进行调查分析，查找

并列出风险点、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及影响程度，提出防范和化解风

险的方案措施，提出采取相关措施后的社会稳定风险等级建议。对

可能引发“邻避”问题的，应提出综合管控方案，保证影响社会稳



定的风险在采取措施后处于低风险且可控状态。

（三）风险应急预案

对于拟建项目可能发生的风险，研究制定重大风险应急预案，

明确应急处置及应急演练要求等。

九、研究结论及建议

（一）主要研究结论

从建设必要性、要素保障性、工程可行性、运营有效性、财务

合理性、影响可持续性、风险可控性等维度分别简述项目可行性研

究结论，重点归纳总结拟推荐方案的项目市场需求、建设内容和规

模、运营方案、投融资和财务效益，并评价项目各方面的效果和风

险，提出项目是否可行的研究结论。

（二）问题与建议

针对项目需要重点关注和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提出相关建

议。

十、附表、附图和附件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和相关规范要求，研究确定并附具可行性研

究报告必要的附表、附图和附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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