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铁路建设项目国民经济评价方法的几点思考 

文/刘 雷 陶思宇 

 1 铁路建设项目现有国民经济评价方法 
 现有铁路经济评价遵循《铁路建设项目经济评价办法（第二版）》。该办法对国民经济的费

用和效益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类，结合相关的参数和方法对费用和效益进行测算。 
 1.1 经济参数 
 相关的经济参数有影子价格、影子工资、影子汇率、社会折现率。 
 1.2 直接费用与直接效益的计算 
 直接费用和效益的计算即利用经济参数对财务评价中的各项费用和效益进行折算。如土建设

施固定资产的影子价格用土建设施造价与土建设施固定资产影子价格换算系数的乘积来折算。 
 1.3 间接效益和间接费用的计算 
 间接效益主要有：转移、分流、诱增客货运量运输费用节省和运送时间节省的效益，增加就

业人数的效益，提高旅客舒适度的效益，铁路项目沿线土地增值的效益等。间接费用主要有环境保
护的治理费用，保持生态平衡的费用，项目占用土地的损失费用等。 

 1.4 国民经济评价指标 
 国民经济评价要用经济内部收益率(EIRR)和经济净现值（ENPV）等指标来分析国民经济盈利

能力。 
a.经济内部收益率(EIRR) 

n——计算期，B——效益流出量，C——效益流入量 
——第t年的净收益流量 
当EIRR≥社会折现率（is＝10%）说明项目对国民经济的净贡献达到或超过了要求水平，认为铁路
建设项目国民经济角度考虑是可以接受的。 
b. 经济净现值（ENPV） 

n——计算期，I——效益流出量，O——效益流入量 
——第t年的净收益流量，——社会折现率 

 2 对现行办法的几点思考 
 2.1 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重复计算的问题 
 现行办法中铁路建设项目对国民经济的直接效益是按影子价格计算的运输收入。影子价格是

经济资源内在的价值含量，是保证资源最优化利用而应体现的价格。影子价格已经包含了客货运输
费用的节省以及时间节省的因素，把转移、分流和诱发运量的运输费用和时间的节省算作项目的国
民经济效益，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此外，用影子客、货运输收入计算的国民经济的效益，若影子
价格估算是合理的话，则不仅反映从费用、时间的节省中获得的效益，而且也应该能反映从运输质
量提高、舒适度提高、运输事故减少等获得的效益。因此对影子价格的取值值得商榷，否则出现的
重复计算的问题无法得到合理回避。 

 2.2 与运量预测方法配套的问题 
 现行办法在计算间接效益时，对项目预测年度承担度运量分成转移运量、诱增运量、分流运

量三部分计算效益。由于相关因素的影响和限制，目前铁路项目设计运量预测多采用产销平衡法、
弹性系数法、线性回归法、类比法等方法，较少采用基于运输方式选择的竞争性模型，因此对项目
国民经济评价中转移、诱增、分流运量很难有较好的方法来确定，目前多采用结合项目运量构成的
特点，通过估算来确定三部分运量的构成比例，存在着缺乏相对科学的理论支撑和估算误差的问
题。因此，现行国民经济评价办法的一些参数要求在项目运量预测中得出科学准确的结果，而实际
运量预测方法和评价办法存在相互配套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另外，通常采用项目运量的增量法
计算费用效益，有项目时运量情况可利用项目预测结果确定，但无项目时运量情况较难确定，目前
一般采用线路的输送能力作为基量，这也存在着一定的误差。 

 2.3 运输成本节约效益计算问题 
 现行办法考虑公路转移、其他铁路分流运量所带来的成本节约。铁路建设项目国民经济评价

是在国家的角度分析项目对国民经济带来的代价和贡献，而项目的建成是对区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优化改善，把该部分效益简化为公路和铁路成本比较存在着一些问题。拟建铁路的地区，通常需利
用原有的公路或新建公路，保证不同运输工具优势互补，发挥综合交通运输的优势。因此，直接按

 



照运输方式的成本差值来计算铁路项目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效益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偏差。 
 2.4 盘活既有自产效益的计算问题 
 铁路项目的实施对相关路网有很大的影响，随着项目实施和运量的增加，与本项目衔接的相

关线路运量情况也会发生变化。例如项目扩能改造后，对项目前后通路的运量将能更好的发挥潜
能，从而盘活既有铁路资产，根据有无对比的原则，这部分效益应计入本项目带来的效益。实际工
作中确定项目影响到相关路网的范围成为难题，有待进一步研究确定范围划分遵循的原则。 

 3 结语 
 现行办法在铁路项目设计的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另外近几年随着客运专线铁

路、城际铁路项目的增加，现行办法的适应性面临更大的挑战。现行办法亟需对相关参数和方法进
行修正，以避免计算中的误差，确保计算结果的合理性，从而使铁路国民经济评价更为科学和规范
（作者单位：天津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运输规划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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