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铁路运输改革对现有经济评估方法的影响及建议 

文/王 宇 帅 斌 

 党的十六大以来，铁路系统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铁路新的管理机制为目标，
以消除制约铁路运输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弊端为重点，大力推进铁路基础性改革。非运输企业分离
取得了重大进展,社会职能移交成效显著。基础性改革的重大突破，为加快铁路运输发展注入了强
大活力。在铁路运输深化改革中对铁路建设项目的经济评估采用科学、合理的评估方法是铁路改革
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长期内难以解决的慢变量，是实现铁路跨越式发展的需要。 
一、铁路运输改革对现有经济评估方法的影响 
1、投融资体制的改变 
以往铁路项目经济评价的投资基本来源于国家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2005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快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铁道部已经确定了“政企主导、多元化投资、市场化
运作”的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投融资的主体多元化，可以是铁路专项建设基金、地方
政府、项目公司、股东、金融机构以及它们之间的组合。 
2、财务评价的地位得到提高 
以往铁路项目进行经济评价，由于国家是投资主体，运输项目的经济评价应以国民经济评价为主；
在此以后，由于引进了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的的投资主体，财务评价在决定项目立项时的作用加
大，由于要保证投资主体的利益，财务评价不可行的方案不可能得到实施。 
3、运量预测方法将要发生改变 
由于过去的运量预测是在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的情况下进行的，实行统一的行车组织，企业内部缺
乏竞争，竞争主要来源于其他运输方法。在现今的铁路改革形势下，采用以往的回归方法预测运量
已经明显不适应现在的形势，推荐采用O—D调查和四阶段法相结合的预测模式。由于铁路运输属于
干线长途运输，交通小区的划分原则必须进行更新，以增强运量预测的精确程度。 
4、对确定成本与利润的相关经济参数的校正 
在铁路跨越式发展的情况下，由于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采用了市场营销手段，加强企业内部管
理，改变了铁路运输企业的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所以，必然对企业的成本和利润发生重大影响，
原有的确定成本与利润的相关经济参数应予以校正。 
5、国民经济评价中效益与费用的确定方法与参数要予以适当调整。 
由于投资主体多元化，在多元化的投资主体中该部分在国民经济评价中的地位要重新进行考虑。 
二、铁路运输改革对现有项目经济评估方法的建议 
1、加强运量预测基础数据的调查和积累 
项目经济评价的效益与费用分析应建立在运输需求预测基础上。重视预测基础数据的积累，能够保
证经济分析结果的准确性，避免不必要的浪费，保证调查结果的精度。 
2、确立旅客时间价值的规范计算方法 
由于我国收入明显偏低，在运输项目经济评价中，采用所得相当法来计算时间价值结果也明显偏
低，其适用性较差，因此宜采用“推计法”。以往我们曾采用两种方法确定时间价值：一是通过
LOGIT模型中效用函数系数的估计来确定时间价值；二是通过改良型MD模型中牺牲量的分布函数的
数学特征的估计来确定时间价值，这两种方法均需要大量的旅客抽样调查的资料，若要采用这种方
法需要进行系统化的旅客抽样调查。应在LOGIT模型和MD模型进行运量分析的基础上确定旅客时间
价值的规范化计算方法，以便于在经济分析中定量化计入项目在旅客时间价值方面的贡献。 
3、深入研究外部成本的定量化计算方法 
外部成本的量化对项目经济评价非常重要，若要在经济评价中应用与国际接轨的方法，在经济现金
流量表中计入外部成本，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4、加强国民经济间接贡献的计量经济模型研究 
在我国，还未系统地应用过计量经济模型对项目进行经济性分析。目前国内有单位研究过投入产出
模型对项目进行经济性分析。目前国内有单位研究过投入产出模型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等可用于
计算基础设施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的方法和工具，可在对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参照相关经验，建
立适用于计算建设项目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的模型。 
5、强化项目后评价方法的研究 
目前对项目建成后的社会、经济效果评估方法的研究与实践还较少，应进一步作好计划建设项目前
的调查与分析，为评价建设运营效果打下良好基础（作者单位:四川成都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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