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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编制和评估大纲 

 

为提高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和评估水平，

明确研究深度和重点，规范评估内容和要点，特制定本大纲。 

一、编制大纲 

（一）项目建设背景 

项目建设背景是项目实施的边界条件，包括项目概述、上位

规划研究、建设必要性、工程建设条件等。 

1、项目概述。包括项目名称、承办单位概况、研究依据、

研究范围与年限、研究工作概述等。 

2、上位规划研究。梳理城市总体规划、综合交通规划、经

济社会发展规划、城市近期建设规划以及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用

地控制规划、建设规划、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规划社会稳定风险

评价等与本项目相关的内容。重点明确上位规划对本项目的具体

要求和约束性内容，以及上位规划变化对本项目产生的影响。 

3、建设必要性。从城市总体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综合交

通发展、环境资源等方面论证项目建设必要性。重点研究项目建

设时机和紧迫性，对支撑城市近期建设重点、解决交通问题等方

面的作用。 

4、工程建设条件。简要描述自然地理、地质水文、城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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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现状、经济实力和已实施项目总结等，为可行性研究奠定基础。

重点明确不良地质、大江大河、文物古迹、环境敏感区域等影响

项目实施的关键控制因素，必要时开展专题研究。 

（二）项目技术条件 

项目技术条件是项目实施的总体原则，包括客流量预测、总

体技术标准等。 

1、客流量预测。在开展项目沿线现状交通和土地利用调查

的基础上，进行客流预测、客流特征分析、客流敏感性分析等工

作。重点强化高峰小时客流、平均运距、客流均衡性、换乘系数、

跨区 OD 等特征指标分析和风险性分析。 

2、总体技术标准。重点明确项目在综合交通体系、轨道交

通线网中的功能定位，确定运输能力、旅行速度、发车间隔、舒

适度、换乘便捷性等服务水平，提出安全、环境、自动化、投资

控制等方面的系统标准。对市域快线、机场线等特殊功能线路开

展针对性研究。 

（三）项目建设方案 

项目建设方案是项目实施的关键环节，在总体方案基础上，

详细研究土建工程方案、设备系统方案和组织实施方案。 

1、总体方案。包括车辆、限界、线路、车站分布、运营组

织、车辆基地、配线设置、控制系统构成、资源共享等。在满足

总体技术标准要求的基础上，重点把握系统目标和各专业之间的

协调性。 

2、土建工程方案。包括地质条件评价、车站建筑方案、结



 

3 

构工程方案和轨道工程方案等。重点针对工程重难点、大型交通

枢纽及重要换乘站等开展深入研究，对影响安全的因素强化工程

技术措施研究。 

3、设备系统方案。包括供电、通风空调、给排水及消防、

通信、信号、站台门、电梯与自动扶梯、自动售检票、乘客信息、

设备监控、运营控制中心等系统，以及设备国产化方案。提出供

电系统、通风空调系统、信号系统的功能配置方案，结合项目特

点研究分期实施等方案；提出其他各系统配置原则；关注各设备

系统之间的效能均衡性。 

4、组织实施方案。包括工程筹划、征地拆迁安置、组织机

构与人力资源配置、劳动安全与卫生等。重点研究工期安排、建

设期交通疏解、征地拆迁安置、人才培养、建设及运营安全等，

提出合理可行的实施方案和保障措施。 

（四）项目适应性分析 

项目适应性分析是项目实施的重要保障，包括交通衔接、社

会稳定、节约能源、环境保护、文物保护、安全评估、防灾与人

防等，并根据外部条件对项目建设方案进行反馈。 

1、交通衔接。除建设方案中已涵盖的综合交通枢纽外，研

究与其他交通方式的衔接换乘。重点是交通衔接设施设置原则、

大型衔接设施的分布和规模、实施管理主体和保障措施等，确保

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投入使用。 

2、社会稳定。按照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办法的要求，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风险调查、风险因素识别、风险估计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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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风险防范和化解措施，以及措施落实后的预期风险等级。 

3、节约能源。按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的要

求，主要研究内容包括节约能源措施以及能耗指标分析等。 

4、环境保护、文物保护、安全评估、防灾与人防等。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结合项目特点开展针对性研

究。 

（五）项目综合分析 

项目综合分析是对项目投资、效益、风险等方面开展全面研

究，明确结论与建议。 

1、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与已批复建设规划进行详细对比

分析，结合分年投资计划，落实资金筹措方案。重点结合建设规

划实施情况，考量本项目的政府资金保障能力。 

2、效益分析。包括财务分析和经济分析。财务分析重点研

究财务费用、财务效益分析、不确定性分析等；经济分析重点研

究经济费用估算、经济效益估算、国民经济评价、敏感性分析等。 

3、社会分析。重点研究项目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交通环

境、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分析项目的社会效益以及可能出现

的社会风险，提出对策措施。 

4、风险分析。重点研究项目的规划风险、市场风险、工程

风险、技术风险、资金风险、管理风险等，识别风险因素，确定

风险等级，提出对策措施，并对项目建设方案进行反馈。 

5、结论与建议。通过对项目研究的全面总结，明确项目是

否可行，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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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大纲 

（一）评估原则 

咨询机构遵循独立、公正、客观、科学的原则开展项目评估

工作。 

（二）评估依据 

已批复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相关技术规范及标准等。 

（三）评估内容 

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相关专题报告等。 

（四）评估重点 

1、必要性。通过对交通需求分析和预测、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分析、建设时机分析、功能定位分析和建设规模分析等方面的

评估，判断项目建设的紧迫性、建设时机的合理性、功能定位的

科学性。 

2、合规性。建设项目与建设规划、线网规划和用地控制规

划的一致性，与城市总体规划、综合交通规划、相关专项规划、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符合性。 

3、合理性。分析工程建设条件、交通需求特点以及服务标

准等，评估总体技术标准是否适用，总体方案是否科学、协调，

各专业技术方案是否完整、可行。 

4、安全可靠性。分析总体技术标准、总体方案、土建工程

方案、设备系统方案、组织实施方案等，判断项目建设及运营是

否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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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经济性。分析项目总体技术标准、建设方案、资金筹措

方案等，判断工程造价是否合理、投资是否可控、融资方案是否

可行。存在多个投资主体时，评估判断投资方案的合规性、可行

性，收益分配方案的合理性。 

6、创新性。使用或开发新技术的项目，要评估新技术的可

靠性、安全性、经济性，分析新技术研发成本、收益和风险分担

等问题，判断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是否合理可行。 

（五）评估体系 

咨询机构按照“经济适用、安全可靠”的要求，从建设必要

性、技术标准合理性、总体技术方案系统性、建设方案可行性和

投资经济性等五个方面完善评估体系。以下评估指标体系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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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评估指标体系表 

现状沿线就业岗位及居住人口
规划沿线就业岗位和居住人口 城市发展需要 

沿线居民意愿 

现状沿线交通量 

现状沿线方式比 

规划交通量 

规划方式比 

必要性 

交通需要 

预期轨道交通客运量 

安全条件 

环境及敷设条件 

地质条件 

社会条件 

能源条件 

用地条件 

交通需求条件 

城市建设条件 

技术条件明确 

管理条件 

安全标准 

环境标准 

耗能标准 

车辆标准 

服务标准 

土建工程标准 

机电设备标准 

技术条件及技术标

准适用性 

技术标准适用 

验收标准 

用地范围及敷设方式 

安全措施 

节能措施 

环境保护措施 

车辆选型 

服务水平 

运输能力配置 

运营组织 

车辆段及停车场配置 

土建设施配置 

系统完善 

机电设备配置 

接驳换乘保障 

安全保障 

运营组织保障 

环境保障 

节能措施保障 

总体技术标准 

功能协调 

服务水平保障 

采用标准 

设施、设备规模 

功能设置 

项 

目 

可 

行 

经济

适用 

项目建设方案 合理 

施工、安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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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期安排 
空载试运行 

功能要求 

技术条件要求 

总体技术方案要求 

技术标准要求 

工期要求 

安全要求 

维护要求 

可行 

造价要求 

造价指标 

建设规划造价指标 造价合理 

各系统造价 

财务 

社会经济效益 

交通 

造价与效益 

效益良好 

节能减排 

安全条件 

运营组织安全措施 

土建工程安全措施 

设备系统安全措施 

施工安装安全措施 

总体技术标准 
安全保障措施系

统、可靠 

安全措施验证 

技术标准采用 

安全指标采用 

可靠性指标采用 

安全风险评价 

安 

全 

可 

靠 

项目建设方案 
技术成熟、性能可

靠 

安全保障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