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浙政发〔2020〕33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进一步深化全省铁路、高速公路投融资改革，完善可持续

发展机制，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忠实践

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主题主线，坚持政府主

导和社会参与、依法依规和改革创新、盘活存量和创造增量、适

度超前和量力而行相结合的原则，健全省市县共建、持续发展的

建设运营工作机制，加快实现财务可行、资金可融、风险可控，

着力构建分类分级、权责清晰、主体多元、渠道多样的交通投融

资新格局，为建设高水平交通强省提供有力支撑。 

二、主要举措 

（一）强化规划引领。 

1.规范规划编制。科学编制综合交通五年发展规划（以下简

称交通五年规划），同步编制综合交通投融资和环境保护专篇，

加强与国土空间规划的有效衔接，统筹规划建设铁路、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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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深化项目前期工作，纳入交通五年规划的铁路、高速公路

项目应达到预可研深度，明确项目资金来源和出资意向。原则上

要求既有铁路、高速公路实际流量达到设计饱和流量 60%以上，

相邻项目才能列入交通五年规划，并优先采用拓宽、扩容等低造

价方式。 

2.做好规划控制。建立综合交通重大项目库，完善入库铁路、

高速公路项目线位方案，鼓励按照 1∶2000（初步设计深度）固

化项目功能和线位。依法落实属地政府线位保护职责，因保护不

力增加的征迁费用由属地政府承担。在未明确投资人的情况下，

探索实行高速公路项目由指定主体先行开展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

计阶段等前期工作。 

3.严格规划实施。强化交通五年规划执行的刚性约束，综合

轻重缓急、财政承载力等因素，合理安排建设时序，严格基本建

设程序。制订项目后评价管理办法，适时开展项目后评价。实行

工程咨询成果质量终身负责和追溯制，对进入流量稳定阶段实际

流量与预测流量偏差 20%以上的项目，可纳入建设和交通运输等

勘察设计主管部门的质量监督检查，并向社会公布检查结果。 

（二）完善省市县责任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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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速公路实行分级负责。根据全省高速公路中长期布局规

划，拟新建项目分为省级和市县主导两类，在交通五年规划中明

确管理层级。跨设区市且通道作用显著的主干线项目由省级主导、

省市县共建；在路网中起联络作用、以服务市县为主的项目由市

县主导、市县共建。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落实专门机构，负

责前期推进。 

5.明确省级主导高速公路出资责任。省级主导新建项目以省

交通集团为主出资建设、省市县共建。按照有利于项目推进的原

则，由省交通集团提出合理投融资方案。按照收支基本平衡的原

则，合理确定资本金比例，建立资本金比例与造价联动调整机制。

省本级与 26 个加快发展县（市、区）、省本级与其他县（市、区）

资本金的出资，分别按照 7∶3和 6∶4的比例分担。地方资本金

由属地市、县（市、区）政府自行筹措。省市县按照资本金出资

比例承担相应补亏责任。省交通集团参与的省级主导高速公路项

目均按功能性项目考核。 

6.明确铁路项目出资责任。新建铁路项目由省级和沿线市、

县（市、区）政府共同出资建设。涉及宁波市的跨市域项目，省

本级与宁波市资本金分担比例为 2∶8，宁波市域内铁路项目由宁

波市自行出资。省本级与 26个加快发展县（市、区）、省本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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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县（市、区）资本金的出资，分别按照 6∶4和 3∶7的比例

分担，由各设区市政府负责协调其境内资本金出资。 

7.落实省级资本金出资责任。省财政继续加大对铁路项目的

支持力度，根据项目实施进度，2021年、2022年合计新增给予

省交通集团不低于 100亿元的资本金和流动性支持；2023—

2025年，省财政统筹考虑建设任务和财力可能，给予省交通集团

必要的资本金和流动性支持，保障铁路项目省本级资本金出资需

求。建立省级高速公路新建项目投资补助制度，对“十四五”期

间省级主导新开工项目，通过燃油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渠道，

按照里程给予省交通集团 2500万元/公里（四车道）、3500万

元/公里（六车道）投资补助。省交通集团要发挥市场化机制的撬

动放大作用，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省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要

优先支持铁路、高速公路项目申请专项债券。 

8.落实市县主导项目出资责任。市县主导高速公路、都市圈

城际铁路、市域铁路、地方铁路支线及铁路专用线等项目，由相

关市、县（市、区）负责投资建设并自主决策确定投融资模式，

省级部门做好规划布局引导和政策指导服务。市县两级政府要加

大财政投入保障力度，按照市场化原则积极引入社会资本。 

（三）鼓励社会资本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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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开放经营性交通项目投融资市场。全面清理铁路、高速公

路领域现有资质资格限制性规定，破除社会资本进入壁垒。每年

选择一批规模适度、经济可行的经营性交通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

建立滚动推进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库，营造机会

平等的投资环境，通过市场化方式积极吸引中央企业、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等参与。 

10.加强实施机构建设。按照分级管理原则，全面加强铁路、

高速公路 PPP 项目实施机构建设，明确相应机构，配备人员力量，

在政府授权范围内，承担项目评估论证、组织实施等工作。 

11.完善经营亏损弥补政策。对于政府投资模式下新建铁路的

运营补亏、PPP模式下新建铁路的可行性缺口补贴，以市县承担

为主。省本级与 26个加快发展县（市、区）、省本级与其他县

（市、区）的分担比例分别为 4∶6和 2∶8，宁波市自行承担。

市、县（市、区）之间按照境内相应投资比例分担。适时开展存

量铁路运营补亏政策研究。 

12.探索“交通+”联合开发创新试点。鼓励财力受限且有资

源禀赋的地方，通过市场化方式，支持新建铁路、高速公路项目

投资人参与矿产、旅游、物流等资源开发。探索站城融合开发新

模式，开展铁路客货场站枢纽地上地下及周边区域一体化建设开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47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