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２３ 年 第 ２１ 号

国家铁路局关于发布铁道行业标准的公告

(工程建设标准 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批)

为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的

最新要求ꎬ 适应铁路建设特点ꎬ 更好指导和规范项目前期工作文

件编制ꎬ 国家铁路局组织对 «铁路建设项目预可行性研究、 可行

性研究和设计文件编制办法» ＴＢ １０５０４－２０１８ 相关内容进行局部

修订ꎮ 现公布局部修订条文ꎬ 自公布之日起实施ꎮ

一、 Ⅱ可行性研究第一篇总说明书

修订 １ “概述” 章正文修改为:

一、 概述

(一) 研究依据 (包括项目委托书或中标通知书ꎬ 项目建议

书 (或项目建设规划) 及其批复文件、 国家和地方有关支持性

规划的简述ꎬ 专题研究成果以及其他依据)

(二) 研究范围 (含相关工程) 及研究年度 (分近、 远期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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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国家的五年规划年度拟定ꎬ 必要时增加初期)

(三) 加深地质工作、 专题地质工作的审查意见及执行情况

(必要时附)

(四) 项目单位概况 (简述项目单位基本情况ꎮ 拟新组建项

目法人的ꎬ 简述项目法人组建方案ꎮ 对于政府资本金注入项目ꎬ

简述项目法人基本信息、 投资人 (或者股东) 构成及政府出资

人代表等情况ꎮ 必要时附)

(五) 项目建设条件

１ 地理位置和径路

２ 自然条件 (概述地形地貌、 工程地质、 水文地质、 地震

动参数区划、 气象、 水文、 水土流失等ꎬ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ꎬ

建设资源条件ꎬ 并说明对线路的影响)

３ 生态环境条件 (包括生态保护红线、 自然保护区、 风景

名胜区、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文物古迹、 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

植物等ꎬ 并说明对线路的影响)

４ 交通运输条件 (交通现状和规划对项目的影响)

５ 公用工程条件 (有关水利、 防洪、 工矿企业、 城市现状

和规划ꎬ 军事设施和国防要求ꎬ 外部电源条件等ꎬ 并说明对线路

和项目建设的影响)

６ 其他条件

(六) 研究背景及研究工作概述 (简述项目立项背景ꎬ 项目

用地预审、 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规划选址等行政审批手续办理和

结论ꎬ 以及其他前期工作进展ꎻ 本次研究经过ꎬ 研究思路等)

(七) 研究的主要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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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 ２ “经济与运量” 章正文修改为:

二、 经济与运量

(一) 社会经济特征

(二) 路网构成

(三) 客货运量预测 (说明研究年度区域客货运量预测、 客

货运量特点和流向ꎻ 改建铁路、 高速铁路、 城际铁路附既有线或

通道近年运量统计资料ꎬ 高速铁路、 城际铁路预测高峰小时区段

客流密度ꎻ 对客流构成及特征及在综合运输通道中的份额分析

等ꎬ 高速铁路、 城际铁路增加高铁快运需求分析)

(四) 客货运量汇总 (区段客货流密度、 客车对数ꎬ 客货流

波动系数ꎬ 同类投产项目类比分析)

(五) 远景年输送能力的建议

(六) 运量预测的不确定性分析

修订 ３ “建设必要性及功能定位” 章正文修改为:

三、 建设必要性及功能定位

(一) 规划、 政策符合性 (项目与重大规划及政策的衔接符

合性)

(二) 项目建设必要性 (必要时进行建设项目替代方案可能

性研究)

(三) 项目功能定位

(四) 建设时机分析

修订 ４ 增加 “九、 数字化应用” 章 (原章号依次顺延)ꎬ 新

增正文为:

九、 数字化应用 (对于具备条件的项目ꎬ 编写此章内容)

—３—



(一) 应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根据项目特点ꎬ 提出需要实

施数字化应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二) 应用范围与目标 (描述数字化应用的工程范围或工点

建议ꎬ 如高铁车站、 特殊结构桥梁、 复杂工程地质隧道、 综合管

线等ꎻ 涉及的专业以及预期达到的效果)

(三) 初步应用方案 (结合当前项目开展数字化应用具备的

条件、 必要性 (重难点)ꎬ 提出在勘察设计阶段、 施工阶段、 运

维阶段分别采用哪些数字化技术辅助开展工作)

(四) 数字化成果 (提出设计阶段交付的数字化成果)

修订 ５ “土地利用” 章正文修改为:

十、 土地要素保障

(一) 用地概述

１ 用地概数 (全线征收用地总数、 临时用地总数、 平均每

公里用地数及占用地类说明、 明确拟建项目场址的土地权属、 供

地方式、 土地利用状况)

２ 农用地占用说明 (涉及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等农用

地转为建设用地的ꎬ 说明农用地转用指标的落实、 转用审批手续

办理安排及耕地占补平衡的落实情况)

３ 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说明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情况ꎬ 说明

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划情况)

４ 用海用岛说明 (如果项目涉及用海用岛ꎬ 应明确用海用

岛的方式、 具体位置和规模等内容ꎻ 涉及围填海的项目ꎬ 应提供

符合涉围填海的国家重大项目条件、 选址唯一性和用海必要性等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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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既有铁路用地占用说明 (涉及占用既有铁路用地的ꎬ 说

明征收补偿方式)

(二) 节约集约用地论证 (用地规模和功能分区的合理性、

工程方案节约集约用地分析、 节地水平的先进性)

(三) 用地合规性说明 (符合国土空间规划、 建设用地控制

指标等土地要素保障条件ꎻ 符合新建铁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的说明)

注: 土地要素保障中涉及土地预审的内容ꎬ 可在土地预审报

告获得批复通过后及时修改完善ꎮ

修订 ６ “节约能源” 章分为 “资源和能源节约与利用” “碳

排放分析”ꎬ 正文修改为:

十二、 资源和能源节约与利用

(一) 资源和能源利用效果分析

(二) 资源和能源节约措施综述

十三、 碳排放分析

(一) 碳排放路径及总量

(二) 碳减排措施

(三) 碳排放效果分析

修订 ７ “融资方案与经济评价” 章中 “ (三) 经济评价” 节

正文修改为:

(三) 经济评价

１ 基础资料

２ 财务分析 (必要时分计入和不计入土地综合开发效益两

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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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经济费用效益分析 (以工代赈项目增加带动当地群众就

业增收效益评价)

４ 结论

修订 ８ “融资方案与经济评价” 章增加 “ (四) 经济影响分

析” 节ꎬ 新增正文为:

(四) 经济影响分析 (具有明显经济外部效应的政府投资项

目分析重大投资项目对宏观经济、 产业经济、 区域经济、 民生经

济、 社会发展等所产生的影响ꎬ 以工代赈项目分析对带动当地群

众就业增收、 技能提升等预期成效)

修订 ９ “社会稳定风险初步分析” 章正文修改为:

十八、 项目风险管控

(一) 社会稳定风险初步分析

１ 主要风险因素

２ 风险等级

３ 主要风险防范措施

(二) 安全风险初步分析

１ 风险识别与评估

２ 主要风险防范化解措施

３ 劳动安全卫生的措施初步意见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析ꎬ

职业病防护设施和有关防控措施)

修订 １０ “研究结论” 章正文修改为:

十九、 研究结论 (从建设必要性、 要素保障性、 工程可行

性、 运营有效性、 财务合理性、 影响可持续性、 风险可控性等维

度分别简述项目可行性研究结论ꎬ 评价项目在经济、 社会、 环境

—６—



等各方面效果和风险ꎬ 提出项目是否可行的研究结论)

二、 Ⅱ可行性研究第二篇经济与运量

修订 １ “项目建设必要性及功能定位” 章正文修改为:

二、 项目建设必要性及功能定位

(一) 规划、 政策符合性 (项目与重大规划及政策的衔接符

合性)

(二) 项目建设必要性 (必要时进行建设项目替代方案可能

性研究)

(三) 项目功能定位

(四) 建设时机分析

三、 Ⅱ可行性研究第六篇路基及土地利用

修订 １ “土地利用” 章正文修改为:

第二章 土地利用

说明

一、 概述

(一) 线路经过地区及工程概况 (所经地区以区、 县为单

位ꎬ 主要的土地类型、 全线工程概况、 桥隧比例、 车站设置情

况)

(二) 用地概数 (全线征收用地总数、 临时用地总数、 平均

每公里用地数及占用地类说明、 明确拟建项目场址或线路的土地

权属、 供地方式、 土地利用状况ꎬ 既有铁路用地占用情况、 铁路

“四电用房” 及 “三改” (改路改沟改渠) 用地说明)

二、 用地说明

(一) 用地设计原则 (含相关专业征收用地、 临时用地原

—７—



则、 临时用地的复垦原则等ꎬ 临时用地应包含大临工程)

(二) 农用地占用说明 (涉及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等农

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ꎬ 说明农用地转用指标的落实、 转用审批手

续办理安排及耕地占补平衡的落实情况)

(三) 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说明 (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ꎬ

说明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划情况)

(四) 用海用岛说明 (如果项目涉及用海用岛ꎬ 应明确用海

用岛的方式、 具体位置和规模等内容ꎻ 涉及围填海的项目ꎬ 应提

供符合涉围填海的国家重大项目条件、 选址唯一性和用海必要性

等说明)

(五) 占用国家级或省级自然保护区、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等生态敏感区用地的情况说明

三、 用地补偿方案

(一) 用地用海用岛征收补偿方案 (征收范围、 土地现状、

征收目的、 补偿方式和标准)

(二) 既有铁路用地的征收补偿方案 (征收范围、 土地现

状、 征收目的、 补偿方式和标准)

四、 土地复垦说明 (土地利用前状况、 土地面积、 复垦面

积、 措施等)

五、 节约集约用地论证 (用地规模和功能分区的合理性、 工

程方案节约集约用地分析、 节地水平的先进性)

六、 用地合规性说明 (符合国土空间规划、 建设用地控制指

标等土地要素保障条件ꎻ 符合新建铁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的

说明ꎬ 该指标应按全线综合、 区间路基、 车站等分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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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注: 土地利用中涉及土地预审的内容ꎬ 可在土地预审报告获

得批复通过后及时修改完善ꎮ

附件

一、 用地概数汇总表 (含相关专业用地及用地类型ꎬ 占用既

有线用地数量需单列)

二、 取弃土 (砟) 场设置汇总表 (必要时附ꎬ 含其他相关

专业ꎬ 位置、 面积、 取弃土量)

三、 有关协议、 纪要及公文 (含相关专业)

四、 图纸目录

附图

用地图 (原则采用 １: ２０００ 平面图ꎬ 荒漠、 山岭地区可用 １:

５００００ 平面图)

四、 Ⅱ可行性研究第十五篇环境保护、 水土保持与节约能源

修订 １ 篇名修改为:

第十五篇环境保护、 水土保持、 资源和能源节约与利用、 碳

排放分析

修订 ２ “节约能源” 章正文修改为:

第二章 资源和能源节约与利用

说明

一、 相关法律法规、 标准及规范

二、 资源和能源利用效果分析

(一) 主要资源和能源消耗点分布及数量

(二) 资源和能源消耗指标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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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资源与能源节约措施

四、 结论与建议

修订 ３ 增加 “碳排放分析” 章ꎬ 新增正文为:

第三章 碳排放分析

说明

一、 碳排放路径及总量

二、 碳减排措施

三、 碳排放效果分析

五、 Ⅱ可行性研究第十六篇施工组织方案意见与投资估算

修订 １ “施工组织方案意见” 章中 “管理措施” 节正文修

改为:

八、 管理措施

(一) 建设管理建议方案 (主要包括提出项目建设管理模

式ꎬ 介绍建设总体目标要求 (含质量、 安全、 技术创新) 和拟

实施以工代赈的方案意见等ꎻ 结合项目建设工期ꎬ 对项目建设主

要时间节点做出时序性安排ꎬ 提出项目招标方案)

(二) 解决营业线或邻近营业线施工与行车干扰的措施 (主

要包括解决施工对通过能力影响所采取的必要措施ꎬ 充分利用行

车间隙时间 (含封锁线路时间) 合理组织施工的意见ꎬ 保证行

车和施工安全所采取的防护措施)

(三) 施工环水保措施 (主要包括保护大气环境、 水环境、

噪声环境、 环境振动、 电磁环境、 生态环境等措施)

(四) 施工安全保障措施 (主要包括保障安全的现场管理及

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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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Ⅱ可行性研究第十七篇融资方案与经济评价

修订 １ “财务分析” 章正文修改为:

第三章 财务分析

一、 基础数据与参数

(一) 运营成本

(二) 运输收入

(三) 其他 (税种、 税率、 其他收入率、 营业外净支出率、

折旧及摊销等)

二、 主要财务指标及分析

三、 财务损益及可持续性分析

四、 债务清偿能力分析

五、 不确定性分析

六、 结论

修订 ２ “经济费用效益分析” 章正文修改为:

第四章 经济费用效益分析

一、 基础数据与参数

二、 经济费用及效益识别

三、 经济费用计算

四、 经济效益计算 (以工代赈项目增加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

收效益评价)

五、 经济指标及分析

六、 敏感性分析

七、 结论

修订 ３ 增加 “经济影响分析” 章ꎬ 新增正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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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经济影响分析 (具有明显经济外部效应的政府投资

项目对宏观经济、 产业经济、 区域经济、 民生经济、 社会发展等

所产生的影响ꎬ 以工代赈项目分析对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技

能提升等预期成效)

国家铁路局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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