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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 要 根据城市道路建设嘎目的特点．捉出了世行贷款嘎日城市道卑建设项目后评价的内 

容。阐述了城市道卑建设 目的过程评价、回民经济评价、影响评价和持续性评价，在此基础上对 

T市内环巍道路拓宽改建工程进行了嘎目后评许。 

关键词 后评许．城市扣卑建设靖目 胡阿 
中圉法分类号 F282、 

世界银行项目的周期包括六个阶段，即项 目的选定、项目准备、项 目评估、项目谈判、项 

目执行和监督、项目后评价。 

项目后评价是项目周期的最后一个环节，又可以看成是一个颤项 目周期的开始，处于 

“承前启后”的位置，后评价可以检查项 目周期中执行和管理各个环节的工作，并从中总结经 

验教训。后评价在指导新项目立项，调整在建项 目计划、完善已建项目管理方面可以起到重 

要的作用，进而对决策、政策制定、机构改革等高层次管理的改进和提高产生重大影响。 

城市道路建设项 目后评价工作是指在道路通车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营考核，按照系统 

工程的思想方法，对建设项目从立项决策、设计方案、工程施工直至通车运营的全过程各阶 

段工作的成功与失败．全面对照总结，为不断提高决策、设计、施工管理水平，合理利用建设 

资金，提高建设资金的投资效益，全面改进建设管理，制定相关政策等提供科学依据。 

属于城市基础设施的道路建设项 目的后评价，在国内各大中城市还未开展 ，国外的资料 

也极少。笔者根据道路建设项 目的特点提出了后评价的内容和方法．并得到世行负责 T市 

项目的外国专家的赞同，在此基础上，对 T市内环线工程进行了后评价。 

1 城市道路建设项目后评价的内容 

城市基础设施是既为物质生产又为人民生活提供服务的公共设施，是城市裁以生存和 

发展的基础。城市道路属于城市基础设施，具有城市基础设藏的所有特点，即服务的公共 

性，效益的间接性和综合性等。因此，在进行城市道路建设项目后评价时，除了进行过程后 

评价及持续性后评价外，也要评价道路建设对国民经济所做的贡献及对生产、人民生括及环 

境等的影响，即进行国民经济评价和影响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性评价。城市道路建 

设项目的后评价体系如图 l所示 

收稿日期：1998—02—19 

李锦华 ．女．1963年生，讲师 

http://www.cqvip.com


重庆建筑大学学报 第 20卷 

1．1 城市道路建设项目的过程评价 

道路建设项目的过程评价是道路投^运营一段时间 【1—3年)后，对项目建议书、工程 

可行性研究、设计任务书、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开工、实施、竣工验收直至投人运营的全过 

程的计划与实际执行情况重新进行分析并作出系统的评价。主要内容包括：前期工作后评 

价、建设实施期的后评价、通车运营期的后评价。 

r前期工作后评价 

过程评价{实施阶段后评价 

l通车运营情况后评价 

国民经济评价 

费用 

效益 

间接费用——环境污染治理费{粉尘污染治理费 

f噪声污染治理费 

L废气污染治理费 

直接效益 

客货运输成本降低的效益 

减少拥挤的效益 

在途时间节约所产生的效益 

减少交通事故所产生的效益 

减少货损事故所产生的效益 

缩短里程所产生的效益 

间接效益( 萎 蓑 
『社会环境影响评价 

影响评价{社会经济影响评价 
l环境影响评价 

持续性评价 
管理机构的持续性{ ：喜 鬻篙差 主 性及有效性 

项目综合持续能力{ 薯主篓萎嚣 萎性 
固 1 城市道路建设斫目的后评价体系 

1．2 城市道路建设项目的国民经济评价 

城市道路建设项目的国民经济后评价是在道路投人运营一段时间后，再次从国家整体 

角度出发，比较在道路项目建设时国家所付出的代价和获得的经济效益。从经济合理性角 

度评价投资决策的正确性井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道路建设项目国民经济评价应采用 “有 

无对比”方法，即将道路完成投人运行之后的新路及相关道路的实际效益与假定该道路项目 

不实簏时原有道路上预计可能达到的效益相比较，从而得出道路工程实施对国民经济所做 

出的贡献 

项目国民经济后评价中的效益与费用的划分和确定，与项目国民经济前评估一样，都应 

遵循统一的效益和费用的划分和确定原则，但后评价中的效益和费用是指实际产生的或根 

据实际情况判断或预测将要产生的效益和费用。项 目的实际效益指项 目对国民经济所作的 

城 市 道 路 建 设 项 目 后 评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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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项目的实际费用是指国民经济为项 目实际付出的代价。 

1．3 城市道路建设项目的影响评价 

项目影响是指项目对于其周围地区在技术、经济、社会和文化以及自然环境所产生的作 

用。城市道路建设项目产生的影响所涉及的客观领域相当广泛，既包括生产、流通、消费各 

环节，又包括科技、文化、教育等部门，以及劳动就业、对外开放、城市建设、环境保护乃至社 

会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城市道路建设项 目的影响评价应站在宏观立场，重点分析项目与 

整个城市社会发展的关系，应包括经济、环境、社会三个方面。 

1．4 城市道路建设项目的持续性评价 

项目的持续性是指在项羁建设完成之后。项目既定的目标效益是否还可以继续，项目是 

否还可以顺利地持续运营 整。硬目韭主是否有能力持续实现既定目标；项目是否具有可 

重复性(即是否可在未来以相同的方式建设同类项目)，因此，后评价阶段的道路项 目持续性 

评价就是对该道路在其运营使用年限内维持较好的道路服务水平的能力进行评价。 

1．5 城市道路建设项目的综台评价 

项目后评价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要进行评价的综合分析。把项 目所有各方面的因素汇总 

起来加以综合平衡，找到原因，得出结论。 

项 目后评价的综台评价主要内容包括：结果和问题、成功度评价 ；建议、经验教训。经验 

教训和建议应能把本项目与未来的发展以及相关政策联系起来。 

2 T市内环线拓宽改造工程的后评价 

2．1 内环线工程项 目概况 

根据 T市总体规划，该市已于 1978年动工修建外、中、内环线。本文所提内环线改造道 

路仅为该内环线的最后一段，改造后即全线贯通。此段道路位于该市商业中心，拆迁量很 

大，改造难度相当大。 

内环线改建道路全长 4498．486m，改建后道路断面宽度 4om，为三幅式断面。工程总投资 

41 726．94万元 ，包括基建总投资为 4o 878．97万元。建设期应支付世界银行利息764万元， 

承诺费 84．87万元。利用世界银行贷款 2 009．02万美元，T市配套资金 23 903．66万元。 

内环线改造工程 1989年立项，1990年完成可行性研究，于 1993年 5月开始动工，1995 

年 3月全线竣工并通车运营。通车一年后，该市交通管理局于 1996年 lO月调查的一个标准 

工作日的交通量为：机动车 34 186PU C／日，(PUc指当量小汽车)，其中一段路交通量的分 

布情况如图 2所示，非机车为 106 755辆／日。 

2．2 项 目的过程评价 

2．2．1 前期工作后评价 

(1)项目立项正确，符合 T市市区道路规划要求。 

(2)项目可行性研究慎重细致。 

(3)沿线搬迁居民的安置效果较好。 

2．2．2 实施阶段工作后评价 

该项目设计合理、计算准确，施工过程中，几乎投出现设计变更问题和工程量的大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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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项目是采用国内公开竞争方式选择施工单位实施的。在施工过程中采用了建设监理 

制。施工单位建立有严格的质量保证体系。实行施工项目经理负责制，设有自己的检验实验 

室，严格检测制度，严把质量关。施工组织上采用了分段流水交叉作业，工期大大提前。但由 

于物价上涨，在前期未考虑地下设施的处理以及拆迁量的增加， 率变化等问题，实际投资 

比计划投资增加了7 872．55万元。 

封R／4qtl" 

圉 2 某段路交通量分布圉 

2．2．3 通车运营情况后评价 

(1)道路工程自身目标实现情况的后评价 

拓宽改造这段道路，是要提高其通行能力、行车速度、行车安全舒适程度及经济方便性 

等。也就是要提高交通功能。对于这些目标的实现程度，笔者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和模糊 

数学的方法进行了定量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道路拓宽改造较好地实现了交通功能目标。交 

通功能目标的分层结构图如图 3所示。 

提高道路的交通功瞻 

提高适 提 高 提高安生 更加经 

拓竟道路 

机、 分行 

道路两■ 

设5m人行道 

设立■栏． 

色灯警翻 

目3 连阶屡次蛄构图 

(2)道路拓宽前后服务水平对比 

保证安生描■．如不在道路 

嘎目内容 单位 置此项目 有此项 目 比较 

路殷设计通行能力 

路殷交通量(高峰时 

路段饱和度 

行车速度(拥挤时) 

安全程度厦事故宰 

辆巾 时 

辆／，J、 

公里川、时 

元／万车公里 

2 0∞  

1 168 

0 58 

23．83 

机辈混行{0．∞82) 

4 80o 

2162 

0．45 

39．4 

机菲分行(0．396 

握高1．4倍 

担高0．哺  

降低22．4％ 

担高65．3％ 

降低32％ 

f嚣 1． 3．46 2．63 1．2l 2．90 2．17 降低23％ 降低16％ 障氍17
． 5％ 

2．3 国民经济评价 

经过计算，经济净现值为167 371．9万元，经济内部收益率为30．1％，高于原预测值(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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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 19％)。增加的主要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交通量的增加比原预测值要大；二是原预澍 

值中未考虑给相关道路带来的效益，选一结果更大大超出社会基准收益率 12％，因而项目 

的经济效益是好的。 

2．4 项 目的影响评价 

内环线的职能是为整个城市提供社会服务，为生产和生活服务，具有共享性、社会性、公 

益性的特点，起着保证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调查表明，该项目的实施除了使内环线 

充分发挥了交通功能之外，还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2．4．1 社会经济效益 

(1)促进城市道路骨架的形成并发挥其经济效盎 

内环线改造工程的实施是 T市总体规划实施的重要步骤．也促进了柑线土地的开发。 

缓解了交通拥挤状况，提高了运输效率。1996年交通量比无此项目增加 68％，行车速度提高 

了65％，运营成本降低．在途时间节约所获得的年效益为 2 668．9万元。 

(2)促进柑线商品经济的发展 

道路两翻各类商家有近六百家，其数量比改建前增加了一倍。 

(3l不但能满足开放搞活的需要而且有利于促进T市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 

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能提高市政府的威信，有利于经济建设。另外，道路交通条件的 

改善，也改善了投资环境，吸引了更多的投资，促进了T市经济社会兴旺发展。 

(4l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 

沿线有 3 194户居民从低矮拥挤的房屋中迁入设备齐全的新住房中，且面积比原来的 

增加了 1．5倍以上。居民外出的在途时问比改建前节约 2o 30％。 

2．4．2 环境效益 

工程实施前，沿线居民一直为脏、乱、差、培的环境所困扰，而在项目实施之后，柑线的环 

境质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路貌街貌焕然一新，道路及其两侧整洁卫生。车辆机非分流，秩 

序井然，采用绿化带进行机非分隔，绿树威荫，鲜花盛开。在车流增加的情况下噪声由原来的 

72分贝降为71分贝{一氧化碳浓度由原来的4 62PTM 下降到 1 68PTM，改昔了沿线居民 

的生活环境。 

2．5 项目的持续性评价 

2 5．1 管理机构的持续性 

(1)项 目管理机构的设置合理、有效 

1989年T市政府为做好项耳的组织和实施工作．成立了利用世界银行贷款项目领导小 

组，主管剐市长任组长。下设世行贷款项目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世行办”l。 

“世行办”为常设机构，负责项目执行过程的具体管理工作。下设办公室、财务部、业务 
一

部和业务二部。业务一部负责已签约项目的咨询、培训、招标、监理等工作的管理 ：业务二 

部准备和J用世行贷款新项目。道路项目建成后由市政局道桥管理处接管，专门负责维护管 

理，提高和完善成果。这一组织形式．能有力地保证本项目的执行管理及后期的正常维护和 

运行。 

(2l项目管理机构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由于项目的选择、评估、谈判、签约、实施，后评价等都是长期的任务。该办公室是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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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的下属机构，城市建设及改造项目还很多，因为国内建设资金不能满足要求，还需阿国际 

金融机构继续争取申请贷款建设新项目，所以，世行办应成为长期设置的机构。 

2．5．2 项目的综合持续能力 

(1)项目综合效益的持续性 ‘ 

T市政府非常重视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和维护，市政局道桥管理处按照现行的道 

路管理规定，制定有关维护计划。专门负责道路的维护保养。市政府保证维护资金的及时到 

位，以保持道路完好，持续地发挥其交通功能。 

(2)项目管理模式的可重复性 

本项 目的管理模式和实施方式在城市道路建设项 目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适用性。 

所以，它亦有较强的可重复性。体现了 嬉台治理和综合管理，实现了综合效益。这一模式在 

该市世行贷款项 日另一条路段的改造中得到了应用，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2．6 项目的综合评价 

笔者采用成功度法，以项目的目标和效益为核心 ，对项 目进行了全面的评价，评价结果 

表明：T市引进外资进行的城市道路改造项目是成功的，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为城市进行老 

城区的环境改造、道路改造提供了借鉴模式。通过项 目的实施，不仅提高了道路的通行能力 

和交通安全水平，而且创造了很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同时，还培养了项 目 

管理人才，积累了一套项目管理经验，为在我国城市建设资金紧缺的情况下，利用外资进行 

城市建设探索了新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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