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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要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是关键一环。
特别是在大城市，建设功能完备的城市基础设施至关重要。
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如何解决交通拥堵、提高城市承载
能力、优化首都环境已成为市委、市政府面临的难题。
　　从世界各国的来看，以优先发展包括城市轨道交通在内的公共交通、促进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
已成为一种共识。
城市轨道交通，对于改善城市交通环境、提高城市竞争力、引导和支持城市空间结构调整、推进城乡
一体化进程、保护城市历史风貌等方面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但是，其同时也具有投资额大、回收期长、公益性强、盈利能力弱等显著特点，因此建设与投融资问
题也成为世界性的难题。
　　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有关部门近年来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北京市委、市政府也以承办
奥运为契机，在2003年11月将原北京地铁集团公司改组，成立了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京投公司），负责北京市的基础设施项目规划、投融资和资本运营工作。
近期以轨道交通投融资、线网前期规划及线网管理为主，保障轨道交通建设资金需要、降低投融资成
本、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目前负责北京地铁4号线、6号线、7号线、8号线二期、9号线、10号线二期、14号线、15号线、大兴线
、亦庄线、房山线、昌平线、西郊线13条城市轨道交通新线建设，并陆续承担了京津城际、京沪高铁
、京石客运专线、城中村治理、市政交通一卡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多项投融资任务，总投资3500
多亿元。
　　六年来，王灏同志团结带领他的经营团队，准确把握市委、市政府赋予的轨道交通投融资平台职
能，圆满完成北京轨道交通新线建设资金和既有线路改造资金需求。
截至2009年6月底，京投公司完成投资940亿元，累计落实资金2500亿元，节约资金成本155亿元。
在充足的建设资金保障下，5号线、10号线一期、机场线等多条新线相继建成通车，运营里程达200公
里，以其投融资方面的自主创新实现了北京城市轨道交通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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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市场化运作的进程才刚开始，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逐渐找到合适
的解决方案，既要考虑让投资者获得合理回报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减轻政府财政压力，还要考虑保
障公众利益和促进体制改革，这的确是一种挑战。
《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理论研究与实践》针对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相关问题，如其特点、方式及国外
模式的实证研究等，尤其是对其投融资模式，如PPP模式、BT模式、“轨道+土地模式”、证券模式、
债券模式企业负债模式、产业化模式等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分析，具体列举了每种投融资模式的优缺点
、适应性及运作方式，并结合国内外，尤其是北京、上海轨道交通投融资的实例，更具说明力。
此外，《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理论研究与实践》还对投融资政策进行了研究分析，对我国城市轨道交
通投融资，甚至基础设施建设都具有较好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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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英国伦敦模式　　伦敦城市轨道交通受英国政府的环境与运输部以及伦敦市运输管理局的
领导，伦敦地铁有限公司负责城市轨道交通线路日常的运营和管理，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城市轨
道交通建设投资与运营的政策体制框架。
　　伦敦城市轨道交通筹资、建设与运营充分考虑到市场经济规律，讲求效率优先，实行交通需求控
制的原则，根据交通需求来建设与运营。
政府提供资金建造新线，也提供资金维护和改善既有铁路，但运营所需费用政府不予资助。
　　伦敦城市轨道交通的投资来源一般有政府投资、地方公共团体投资、银行贷款、债券、城市轨道
交通建设附加费、城市轨道交通营业收入等。
具体包括：政府的财政支持；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持；全体公民的支持（通过税制优惠）；对乘
客收取的票价；从城市轨道交通建成后得益的团体如新城区开发者等收取的资金。
在保证外商最低回报率的政策引导下，引进国际财团的资金或以设备形式投资于城市轨道交通建设。
欧洲投资银行曾向接管伦敦地铁一半业务的企业提供10亿英镑的贷款。
另外，政府还将发行彩票的部分盈利用于对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补贴。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城市铁路进行了体制改革，基本上由过去的国有国营转为由政府通过
授权，给私营联合体来运营。
此举的目的是通过提高管理水平来提高效率及降低成本，减轻政府对铁路运营的补贴负担。
经过多年的实践，政府的改制目的已基本达到。
但同时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如承运商为节省成本，对原来运营效益差、客流少的一些线路，采取停
运或者减少车次等做法。
借鉴于城市铁路的投融资经验，伦敦地铁已经允许由私人投资对既有城市轨道交通线进行维护改造。
通过PPF’模式将地铁的更新改造及日常维护工作外包给三家民营的基础设施维护公司（Infracos）。
运营管理仍由国营的伦敦地铁公司负责。
　　（二）德国与法国模式　　1.德国的城市轨道交通融资及政策　　德国各城市的城市轨道交通建
设资金60％来自于联邦政府，其余由州、市政府承担。
联邦政府规定：交通运输建设所需的资金，在全国范围内以汽油税方式征收，其中10％用于各城市的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理论研究与实践>>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