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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地铁5号线运用BT建设模式实践探索 
 
      深圳地铁5号线是深圳首例以BT模式运作的项目，也是目前国内最大城市轨道交通BT项目，作为一

种新型的项目投融资建设模式，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本文结合深圳地铁5号线BT项目建设管理实践，

对该模式的特点及取得的成效作一简要分析 
 
深圳地铁5号线B T模式若干特点 
1.1 BT模式策划 
      深圳地铁5号线全长40公里，总投资规模约200亿元，属于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体系二期规划的主

要筹建线路之一，对深圳举办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具有重要意义。为了保证在2011年6月底前建成

该条线路，深圳市政府决定采用BT模式进行该项目的建设。 
      项目以BT模式运作在深圳属首例，在全国也仍处在探索阶段，且各地的运作方式互不相同，各有特

色，各存利弊，难以简单照搬。结合项目实际，深圳地铁5号线BT模式最终以“投融资+设计施工总承

包+回报”具体运作方式如下： 
      （1）借助BT模式引进社会资金解决项目投融资难题，有效缓解市财政压力，为加快推进地铁5号线

建设创造条件。这是深圳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的一次重大创新，进一步丰富了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模

式。 
      （2）考虑到项目的复杂性和工期十分紧迫，采用传统建设管理模式运作，不利于投资和工期控

制，对设计监管要求也较高。采用设计施工总承包模式能有效解决以上问题。这是工期紧迫条件下加快

地铁5号线建设的理想选择。 
      （3）考虑到深圳地铁5号线BT项目融资资金量大，风险高，深圳地铁公司将以合理的投融资回报率

予以回购，同时设置风险包干费率降低承办人风险，真正体现双方合作共赢的局面。 
1.2 项目投资控制 
      （1）采取“总价包干”的形式确定BT项目合同价格，并详细约定价款调整范围。在合同约定的价

款调整范围内，合同价不作调整，避免了工程造价出现较大幅度波动。 
      （2）明确项目承办人自有资金投入比例（合同约定≥35%），确保项目资金到位；同时建立专项

资金账户，确保建设资金专款专用。 
      （3）设置合理的“风险包干及其他费用”，约定“风险包干费、赶工费、总承包管理费等，费用

以批准后的初步设计概算的工程费用4%包干使用”，降低了承办人工程投融资及建设风险。 
1.3 项目主体定位 
      在项目策划阶段，深圳地铁5号线BT模式就各大项目主体的法律地位和职责作了如下安排： 
      （1）深圳地铁公司除作为地铁5号线BT项目发起人外，明确其BT项目建设单位的地位。深圳地铁

公司作为BT项目建设单位，一是出于深圳地铁公司本身职责所定，便于统筹安排5号线全线建设；二是

出于工程的特殊性考虑。深圳地铁5号线虽分为BT和非BT两部分发包，但工程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

只允许存在一个建设单位。工程总体规划、初步设计均由深圳地铁公司负责。 
      （2）中国中铁为深圳地铁5号线BT项目承办人，承担BT项目投融资和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职责。

作为BT项目的总承包人，中国中铁在建设期不具备对BT项目的绝对控制权（不是建设单位），对监理

单位也没有委托权。 
      （3）中铁南方公司是中国中铁为完成地铁5号线BT项目建设出资设立的BT项目公司。中国中铁通

过BT项目公司实现项目投融资和建设期项目管理职责。就本项目而言，中国中铁与中铁南方公司承担连

带责任关系。 
      以上对地铁5号线各大项目主体的定位，理顺了各方权责关系和工作管理关系，为确保项目顺利实

施提供了重要保障。 
1.4 建设监管措施 
      （1）成立专门机构，统筹地铁5号线建设监管。鉴于地铁5号线模式新、工期紧、任务重、协调难

度大、专业技术性强等特点，深圳市专门成立地铁5号线建设管理公室，设在深圳市建设局。由其负责5
号线建设重大事项的统筹协调，对各建设主体进行监管并提供服务。 
      （2）健全项目管理架构，加强建设过程控制。在授予BT项目承办人一定建设管理自主权的同时，

强化对建设全过程的监督与控制。如深圳地铁公司成立5号线项目分公司，专门负责5号线BT项目的建设

管理；深圳地铁公司聘请有实力的监理公司负责对工期、质量、安全和投资进行监督控制。 
      （3）为适应设计施工一体化要求，进行建设工程监管体制的创新。如将规划许可及施工许可前移

至初步设计审批之后施工图审查之前，施工图审查实行备案制度。同时采取一些列有效保证质量安全的

措施。 
地铁5号线B T项目实施的初步成效 
2.1 项目进展情况 
      地铁5号线B T项目开工建设以来，工程实施进展良好。2008年，深圳市政府责任状下达的投资计

划为21亿元，地铁5号线完成投资约30.3亿元，完成投资计划的144%；全线工点69个，开工68个，仅

用了10个月时间就基本完成了5号线全线的征地拆迁等前期工作。 
      深圳地铁5号线是目前深圳市在建轨道交通项目5条线路中进展最快、完成投资比例最高的一条线

路。在保证工程进度达到预期目标的同时，全线路建设质量安全等项目管理目标均处可控状态，BT模式

的管理优势日益显现。 
2.2 在投融资方面取得的成效 
      （1）实现投融资主体的多元化，缓解了深圳市政府短期财政压力 
      中国中铁负责地铁5号线BT项目建设资金的筹措，实现了投融资主体的多元化，极大的减轻了深圳

市政府短期财政压力。 
      同时也使深圳市政府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更好的集中资金对那些不被投资者看好但对整个社会有意

义的非经营性项目如教育、卫生事业等进行投资，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2）实现政府职能的有效转变，减少了职能部门协调和管理工作量 
      采用BT模式，中国中铁最终移交的是一个完整的“建筑产品”。深圳市政府除进行项目立项、前期

准备以及后期回购等部分工作外，将建筑产品的“生产过程”全盘委托给中国中铁，从根本上改变了政



府在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中的职能，减少了职能部门协调和管理工作量。 
      （3）实现工程管理的高度专业化、集成化，保障了工程目标的实现 
      为保质按期移交项目，实现赢利，降低运作风险，中国中铁投入大量的专业技术力量，科学制订项

目实施计划，积极优化设计方案，对设计施工进行有效集成，加强建设过程监控，保障了工程目标的顺

利实现。 
      （4）实现了工程风险的合理转移，确保了投资的可控性 
      采用BT模式，中国中铁承担项目融资以及建设风险。同时，BT模式采取固定总价合同形式，对于

业主而言，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投资目标，杜绝了工程结算大幅度超概算的现象，实现了项目投资的有效

控制。 
      （5）极大的拓展了建筑企业业务空间和新的增长方式 
      通过BT模式承接项目，建筑企业的业务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综合管理能力得到增强。建筑企业的

做大做强可以提升我国建筑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有利于开拓国际工程市场。 
2.3 在建设管理方面取得的成效 
      （1）增强了设计与施工的统筹和协调，有效地控制了工期采用设计施工总承包模式，地铁5号线在

设计管理上牢固树立了“设计为施工服务、为现场服务”的理念，坚持设计施工充分一体化、理清了设

计管理程序，避免了设计与施工脱节，设计反复修改，造价不断增加的现象。同时，施工图设计单位仍

使用初步设计单位，也有效节约了设计工期。 
      （2）科学划定交接面，有效控制造价，达到节能节材目的一方面，以“总价包干”形式确定合同

价，约定价款调整范围，从根本上杜绝恶意变更和索赔，避免了低价中标高价结算，从发包人层面做到

了真正意义上的造价可控；另一方面，中国中铁利用其统筹设计与施工的优势，合理衔接设计与施工，

推行限额设计，从源头最大限度地节约各种资源和能源，从承包人层面做到实实在在的造价可控。如地

铁5号线第一批施工图42个工点施工图设计预算，整体比初步设计概算降低造价约3%，在概算造价相对

偏紧的情况下，成本控制效果令人满意。 
      （3）促进了建筑业企业集成化发展，有效地提升了建筑业企业的整体素质和综合竞争力。实施设

计施工总承包，中国中铁通过设计管理的实际工作，锻炼了其设计管理协调能力，促使其充实各种资源

配置和技术积累；通过管理创新、科技创新，提高了工程项目建设管理水平。 
      （4）对行政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效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审批制度的改革。 
      地铁5号线等重大项目建设管理模式的创新，为深圳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摸索

了经验，最近深圳市政府出台了《深圳市政府投资项目并联审批实施方案（试行）》将政府各部门的审

批时限由过去的100多天缩短至60天左右。 
      （5）促使业主与承包人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加速了工程建设的推进。 
      通过各方职责权利的界定和沟通磨合，适应设计施工总承包模式需要的管理框架初步建立，合同关

系基本理顺。业主和承包人之间初步形成利益相关、目标一致的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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