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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关系 （PPP）-- 识别与筛选 PPP 项目 

 

 

上一章：第 2 章 -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关系 （PPP）-- 建立 PPP 框架  

下一章：第 4 章 -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关系 （PPP）-- 评估论证 PPP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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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识别和筛选阶段的目标：在项目周期中处于什么位置 

PPP 过程由多个阶段组成：识别项目并将其筛选为 PPP、评估项目、 构建采购过程和合同、招标

和授予合同，以及最后的合同管理。 

这些过程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源。为了确保这些资源使用得当、减少失败的可能性、并保证采购

过程能够更有效地运作， 政府在 PPP渠道以及可行性程度发展中必须仔细选择项目。 

确保这些资源使用得当的有效方法有两个步骤：在筛选阶段中的初步分析(本章)和全面评估(第 4

章)。这在评估阶段将避免不必要地消耗资源的风险。见框 3.1。 

 

框 3.1: 学习目标 

本章涵盖了作为 PPP开发的项目从项目的识别到批准的步骤，以及为开始下一阶段(评估)准备

就绪。本章将允许读者： 

• 确保项目有足够的经济价值可以继续进行项目； 

• 避免浪费资源去分析和构建不可行的 PPP 项目的风险； 

• 准备好下一个阶段：评估。 

 

该过程假定已经确认了提供服务的公众需求。此后，必须考虑所有解决方案来选择一个，在这个阶

段被视为 PPP 筛选阶段，从而将传统的项目周期转换为 PPP项目周期1。 

本章继续解释前期评估项目所需的过程和信息，并将其作为潜在的 PPP进行筛选——

即根据初步信息的基础上确定，项目是否可能成功的实施并将作为 PPP提供价值。它还确定了项目

涉及的主要直接和间接利益相关者和风险，这可能对其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必须在下一个阶段加

以考虑：评估。 

本章将介绍筛选报告中所涵盖的主要项目、这个阶段成果的总结、以及下一阶段的需求。 

筛选过程是渐进分析的一个步骤。这种分析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进行。政府通常对这个过程的完

成速度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政府通常花费很长的时间来决定项目做为 PPP 项目，当做出这个决定

时，往往会有很大的压力要尽快实施这个项目。这可能导致后来的不良后果。 

 

1 在实践中，通常已经选择了一个项目，并且可能在基础设施计划（例如：交通运

输基础设施计划）或特定计划（例如：医疗卫生

项目计划）的过程中确定了技术解决方案。然后该项目将直接进入 PPP筛选阶段。然而，本 PPP指南中描述的流

程包括此阶段的项目识别；它强调了选择最佳技术解决方案以实现 PPP项目成功的重要性。PPP方式

只是采购项目的一种选择形式，它不会将差的项目（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转变为更有

有价值或最佳的解决方案。相反，它会保护和使项目的物有所值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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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少这些容易犯的错误，筛选过程是保证政府资源的最佳配置和满足社会的需要。政府部门

在这个阶段为确定最佳项目所付出的努力，将为以后的工作提供好处。如果在这个阶段的工作不

充分或工作恶劣，随着项目周期中的变更，在财务方面和时间方面都会使成本更高。 

 

2. 项目识别和筛选阶段的概述 

这个阶段和整个 PPP过程的起点与采购任何政府物品和服务过程的起点相同：识别需求。 

在筛选阶段有一些步骤包括：项目识别(进入过程)、项目范围和对这些项目的初步经济分析，然

后决定向前迈进评估阶段。最后一步的筛选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避免在项目上浪费时间，无法

保证政府部门不会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失败的项目上(见图 3.1)。 

如果项目的潜在替代方案(从技术角度来看)是可行的，则必须选择一个优先的技术解决方案，以

确保该选择最符合政府部门寻找达到的确定需求。见框 3.2和 3.3。要充分了解这些需求，就必

须确定满足这些需求所带来的利益；例如：更好地为使用者提供的服务或支付制定一个较低的价

格等等。在第 2.5 节中对技术的选择进行了释解。  

 

框 3.1：技术替代方案的例子 

想象一下，你正在运营一个项目，为两个重要社区之间河流的通行减少时间。有很多不同的方式过

河。你可能有一艘船、一座桥或一条隧道。如果使用桥梁或隧道方案，你可能会使用私家车、公共

汽车、重型铁路、轻轨，甚至行人通道。你可以/不可以收取过路服务费用。所有的这些方案都有

不同的成本、不同的服务水准和对市民的不同影响。这些影响不仅会对使用者造成财务上的影响，

在收费的情况下，亦会影响到这些方案所节省的时间，例如：对土地或物业的价值影响、交通影

响、环境影响以及许多其它影响。 

如果是政府运营这个项目，它可能有一个成本参数，并不能超出其价格。若超出该限额将一切都无

法承担。此外，项目可能会有一个最低的服务水平，这将意味着最低成本。在这些最低和最大成本

限额内可能会有一系列的技术方案。  

政府还必须考虑技术方案所提供不同的服务水平。有些方案可能提供的服务远远超过第一天所要求

的服务水平(例如：桥梁的容量远远超过使用者数量要求)。这可能是一个无效率的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政府也无法满足不符合使用者或其他受影响公众的服务要求的技术方案。 

必须选择哪种方案？那个方案应该最适合社会认同的需求。 

 

 

框 3.2：提出独特的解决方案的风险 

技术规格也可以破坏项目。一个常见的危险是将重点主要放在如何建设项目(基于输入规范)，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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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专注于已完成资产的绩效和容量(基于输出规范)。虽然侧重于输入规范对不同社会资本的投标提

供比较，并确保考虑到政府部门的设计问题，但这样做限制了社会资本创新的能力和提出替代方

案，以及不可能提供更具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 

PPP 的目标之一是开辟社会资本能够设计创新的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如果不在招标开始前被确定

的，那么这些潜在利益就会被阻止。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招标通常被发布为“建造一个特定的基础

设施并运营 20 年”，而不是“建造和运营一个在未来 20 年内解决问题的基础设施”。政府必须在

确定项目技术方面的需要之间取得平衡，以便能够对其进行成本估算和评估它。事实上，政府必须

及早避免陷入单一的解决方案。 

 

定义技术解决方案后的下一步是澄清技术范围，包括对项目最重要的方面详细描述和要求(项目的

技术概要)。 

随后，必须对项目的经济方面和健全性进行测试。如果使用成本效益分析(CBA)作为一种技术进行

选择，在经济方面将无保留地确认(或不确认)项目可行（或不可行）。如果使用另一种选择技

术，则必须在选择的技术解决方案上执行 CBA。这将需要收集大量的信息(见第 2.7节)，并根据

既定做法使用 CBA(以指导性提供方法是最理想的)。第 2.8节中解释了 CBA 的实施过程。 

一个经济合理或最佳的项目解决方案将是项目计划的一部分(即项目计划中的项目渠道)，或者如

果在没有项目计划方法时，它可能是一个独立的项目候选者。它也可能是在项目计划完成后，已

确定的一个项目。第 2.3 节中讨论了该项目计划和个别项目之间的差异。PPP 渠道中的每个项目

都是潜在的 PPP 候选项目，不管是否有政府财政替代方案。  

如果该项目似乎具有通过 PPP过程开发的潜力，则政府必须考虑项目的 PPP 适宜性，以测试该项

目是否具有作为 PPP项目的意义(见第 2.9 节)。还应进行初步财务分析来预先测试项目可承受能

力。本章认为这是在测试项目的 PPP适用性的同时进行。注意，PPP 项目的范围必须提前被定义

(它可能与项目的技术范围有很大的差别)，以便从 PPP 合同中删除一些职责和任务（见第 2.9

节）。  

在进行 PPP适用性分析时，政府必须评估信息的潜在缺口和任何不确定因素，因此需要提供更多

的信息。如果目前提供的资料不足或者如果结果和结论不明确，则需要进一步研究(见第 2.7

节)。虽然在评估过程中可能会处理一些信息缺口，这些缺口应明确说明，并将其作为作出评估的

决定的一部分加以评估。 

一旦项目得到适当的识别和预先为其确定，以及如果适用性测试是令人满意的，并且确定了信息

缺口和主要的不确定性和主要的利益相关者，那么就应该制定一个项目管理计划。这将需要包括

制定一个人员配置计划，以及为任何潜在需要顾问来支持评估所需的可行性研究。它还应包括预

算估计和聘请任何可能需要的外部专家筹资计划(见 2.13 节)。 

在这之后，或在执行这些任务的过程中，所有信息都应在一份报告中一致记录(筛选报告，见

2.14 节)，在此基础上必须作出一项重要决定：是否向前迈进评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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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PPPs周期中的项目识别和向前迈进准备活动的主要任务 

  

技术、环境、社会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全面评估将在 PPP 周期的下一阶段进行，第 4章将对此进行

了说明。 

  

3. 识别需求：进入渠道的通道(直到完成可行性研究) 

项目识别的第一阶段是确定公众需求
2
。项目本身并不是目的，它们是政府履行其服务交付责任的

推动者。因此，政府在开始物色可能的项目前，必须瞭解问题所在。可能的问题可能是缺乏国内

的交通运输联系，或低质量的医疗服务。在找出问题后，政府便可以找出解决问题所需的方法。

对于许多需要，基础设施项目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 

政府可以通过两种广泛的方式对已确定的需求作出反应： 

1. 政府可以通过识别单个项目来回应个别的需求。整个项目可能有一个或多个基础设施组件，

应测试是否适合使用 PPP；  

2. 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一项综合计划，识别一系列拟议的项目，对相关的需求群体作出反应。

该计划可能是针对单个部门或跨部门，也可能是为了单个地理区域或整个国家。见框 3.4。 

已识别的项目列表是响应个别需求或构成计划的一部分，称为项目渠道。同样重要的是项目在渠

道里与其它项目有联系，这也是不容忽视。如果有联系的项目也进行，那么项目的有效性可能会

大大提高。在计划中应考虑到对这种联系的认识，和如何评估项目产生影响。 

框 3.1：项目计划的例子--加速和扩大印度尼西亚经济发展的总体计划 2011–2025 

该项目计划基于经济发展的长期议程。它必须考虑到基础设施的战略投资，以使经济远景得以实

现。最有效的总体计划将有明确的目标来改善所有相关部门，并将所有关键的选区支持者，包括公

民和商界领袖的投入。 

一些国家采用了这种系统的办法。例如：印度尼西亚政府根据其加速和扩大印度尼西亚经济发展的

总体计划 2011–2025，制定了一项基础设施项目的渠道。该蓝图概述了印度尼西亚将如何在 15 年

内转变为先进经济国家，并呼吁发展六个“经济走廊”--侧重于特定行业的区域。然后根据基础设

施的类型开发投资项目，例如：为支持这些工业而需要的道路或港口。 

 

 

2 我们假设已经在前一个阶段确定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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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渠道对吸引投资者是很重要的，因为投资者更愿意投资于一个有可认可项目渠道而不是少数

孤立项目的市场。政府的项目渠道应该不管采购方法如何，都包括所有的主要项目。假设所有其

它因素(例如风险、回报率等)都是平稳的，项目渠道的存在具有吸引力，因为它建议采用一种结

构化的方法, 并有一个真正的意图是投资于未来更广泛的繁荣市场分割而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项

目。拥有渠道的另一个很好的理由是让投资者能够看到在同一个市场分割项目中投资的潜力，他

们也可以从类似的背景中吸取经验教训。此外，一个恒久不变的手段可以确定适当的采购方法，

并能够使投资者市场感到信心，即有足够 PPPs项目数量，从而使市场更具吸引力，增加了竞争的

强度。 

在识别项目之后，有必要澄清范围和规定，以及任何其他相关的具体信息。这包括对项目的主要

方面和相关事项的说明，例如地质地理状况。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6 节。 

一个项目的经济健全性及其与政府部门战略目标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是在决定采用技术方案办法之

前的首要因素。无论是采购路线/方法(PPP 或传统)，任何选定的项目都应进行经济可行性测试。

因此，项目计划的好处是项目计划中的项目通常是在其经济可行性的基础上选择的。 

图 3.2 总结了非正式的方式(专案项目) 和正式的方法(规划/计划)作为备选路线进入项目渠道。 

图 3.1：项目渠道的进入路线 

 

 

当一个潜在项目来自项目计划，它将被直接转移到评估，第一个任务是 CBA 分析来确认项目在社

会经济条件下是否具有物有所值来选择方案(项目识别)。当项目被列入项目计划时，CBA可能已

经完成。当项目被明确规定时，如果对项目的信心不足和工作程度不够的情况下，CBA 可能需要

重新估计。 

如第 2 章第 6.6 节所述，另一种项目渠道的方法是通过提供自提建议书。根据世界银行的政府与

社会资本基础设施咨询基金会（PIPAF）3，政府有多种鼓励方法吸引自建议提案来推行基础设施

项目。不管这些鼓励方法如何，自提标书都必须符合战略目标，或对政府部门已经确定的明确需

 

3 政府与社会资本基础设施咨询基金会（PPIAF）。自建议提案 - 公共基础设施 PPPs启动的例外：An Analysis of 

Global Trends and Lessons Learned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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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作出反应，必须列入项目清单或项目计划。自提标书绕过该系统会带来的质疑。反之，如果政

府希望考虑自提标书，便应将其纳入该系统。 

“(...)制定机制鼓励自提投标，同时确保在确定最佳投资者时使用竞争性投标。这

些机制包括仔细审查这种自提标书，来确保它们是完整的、可行的、战略性的和可取

的”4
 

4. 项目优先次序 

政府可能面临的情况是在财政预算中没有预留空间(无论是目前的预算还是未来的预算)，来采购

所有潜力的项目/政府支付 PPPs，无论这些项目是否以有效的方式满足社会的相关需求、创造公

共财富、产生更多的净收益。在这种受限预算的情况下，政府可能需要在不同的项目之间进行优

先次序作出选择。 

除了预算限制，还有例如限制社会对使用者付费的能力和渴望。具有使用者付费的单个项目本身

可能在财政上和经济上都是可行的。然而，如果有大量的新项目使用大量的使用者付费，这可能

对人们的生活成本或在该地区做生意的成本造成不可接受的影响。 

项目优先次序使政府能够在经济和技术上可行的许多项目来满足公众需要的情况下选择合适的方

案。框 3.5。主要目标是确保政府资金得到充分的利用，并为社会带来最高利益，即使预算或使

用者付费能力受到限制。优先顺序可能要求政府暂时放弃某个项目，或将其移到项目计划的后

面。 

许多司法管辖区使用经济分析来确定项目优先次序，即显示较高的经济净现值的项目(eNPV)5或较

高的经济内部回报率(eIRR)6将被列为优先的项目。第 2.5节讨论了优先次序的这些技术和其他技

术。   

 

框 3.1：政府能够对项目进行严格评估的重点方面 

政府需要考虑三个方面来确保它们能够严谨的评估项目。 

首先，他们应该培训合适的参与人员，并为进行这些评估制定适当的制度。有一种方法是在政府内

部建立新的部门，使他们有经验和工具来进行这些分析。最初，在培训内部员工的同时，利用外部

专家来领导这项工作可能是有意义的。 

 

4 Hodges, J., Dellacha, G. Unsolicited Infrastructure Proposal: How Some Countries Introduce 
Competition and Transparency (2007), Public-Private Infrastructure Advisory Facility (PPIAF) 

5 eNPV定义投资支出的贴现值与项目在其生命周期内产生的社会净收益贴现值之间的差额。社会影响（收益和成

本）是在考虑财务 NPV计算中不包括外部性（如经济、社会、政治和环境成本与收益）之后计算的。 

6 eIRR是项目的内部收益率，当 eNPV计算等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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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政府必须开发标杆基准数据库，来收集公共和 PPP 基础设施项目的成本信息。这个信息不仅

应包括开发项目的资本支出，而且还应包含项目在生命周期内的运营成本，这将推动类似项目的预

算成本分析。亚太地区的一个政府为这全目的开发了一个公路建设项目数据库。 

第三，政府需要制定标准化的方法来进行这些评估，并确定共同关键假设的来源，例如：政府部门

的工作方法与私营企业的工作方法相比，融资成本将是什么样。 

 

  

5. 方案分析和选择技术 

有多种技术可用于识别项目的最佳技术方案，从而使哪些项目最符合公共需求。本节将简要介绍

这些技术。 

政府应该有一个使用特定技术的政策，使所有的项目都以标准的方式进行比较。如果项目采用不

同的技术进行逐个项目筛选，结果会导致不同项目之间的无效比较。 

正如已经介绍过的，通常选择项目的一个技术是 CBA分析。它将不同的项目技术方案与测试结果

进行比较，来显示经济条件下的最高净现值(NPV)或最高的经济内部回报率(IRR)。请注意 CBA 可

以是一种选择项目的技术，也是最适合经济可行性评估的技术。 

本章的第 2.8 节对 CBA 技术进行了深入的解释。 

其它可能有助于选择/确定项目的分析技术是成本效果分析和多准则分析，具有资源少、复杂度低

的优点7。 

成本效果分析(CEA)是成本效益分析的主要替代之一。CEA的方案替代成本与项目目标(或换言

之，其关键成果或收益)的衡量单位联系。例如：每一次在各种公共交通系统中节省的美元。 

政府项目往往产生各种类型的利益，必须加权以实现共同的“分母单位”。在成本效益分析中，

美元是分母单位。成本效果分析提供了一种替代技术，即用货币术语估价几乎是不可能的。Kee

和 Cellini(2010)8将此比率概括为： 

成本效果比率 = 总成本 / 效果单位 

由于输出是一个无金钱价值的比率，所以 CEA的主要困难在于它给决策者留下主观的判断。 

 

7 这些技术的例子，见 Yates, B. T. (2009); Zopounidis, C. (1999); Zopounidis, C.and Pardalos, P. M. 

(2010), chapter 2. 

8 Cellini, S.R., Kee, J. E. Cost - Effectiveness and Cost - Benefit Analysis. In Handbook of 
Practical Program Evaluation, Third Edition (2010), pages 493-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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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准则分析(MCA)
9
通过参照市场决策的团体已确定的明确目标，在各方案之间建立首选方案，

并为此建立可衡量的标准，以实现目标的评估程度。
10
多准则分析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决策问题。通

常，必须考虑到多个标准的相互冲突。11这种计算不需要用货币来衡量，而往往是基于对各种定性

的影响类别和标准进行定量分析。 

多准则分析常被视为
12
： 

“(...)有时，为所有主要成本和收益已货币价值“替代”是不切实际。然而，

MCA 不能被看作是一个捷径，也不是一个让没有经验的人使用的更容易的技术。” 

MCA 为评估替代方案引入了定量和定性标准。在某些情况下，量化标准可能是定性因素的结果(例

如：医院的不良组织会影响其费用和结果)。 

 

6. 选择方案的技术概要 

确定技术方案后的下一步是澄清技术范围，包括项目最重要方面(即项目的技术大纲)的详细说明和

要求文件。 

这个步骤包括项目描述，涵盖行业、技术大纲和工地条件(例如：运输距离、建筑物表面等)、工地

、地理区域、受影响/受益人口等等。  

每个项目都应该有足够的确定性使政府能够回答，第 2.9节(筛选潜在 PPP项目)中列出这些问题。 

良好的范围将澄清所需的信息来继续进行前期评估。对于这个阶段的坚定结果，拥有足够的高质量

信息至关重要。 

如果一开始就有下列一个或多个因素存在，则可能需要额外的时间和精力来充分确定 PPP 项目范

围： 

• 缺乏明确的要求的规范； 

• 这种特殊活动的新颖性或缺乏经验； 

• 影响因素的数量和相关的相互依赖性方面的复杂性。 

  

 

9 美国学派通常称之为多准则决策(MCDM)，欧洲学派称之为多准则决策辅助(MCDA)。 

10 epartment for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 London (2009). Multi-Criteria Analysis: A Manual. 

11 Zopounidis, C. Multi-criteria Decision Aid in Financial Management. In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119 (1999) pages 404-415. 

12 Department for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 London (2009). Multi-Criteria Analysis: A 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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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信息要求/数据核对表 

大多数项目都有多项约束和依赖，所以在开始全面评估之前必须加以澄清，例如土地供应和环境

研究。这些考虑的主要目的是查明项目在全面评估期间必须考虑的潜在困难或障碍(无论是在成果

方面还是在时间方面)。本节讨论的信息要求代表潜在的障碍，并适用于任何项目，无论它是否为 

PPP 项目。 

如果项目中的多项约束和依赖方面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则在筛选过程需要列出它们，因为这是可

能会影响决定继续进入下一阶段的一个因素(时间和准备)。这些问题包括:(a)土地供应；(b)建筑

的相关风险，如对地质技术条件的依赖；(c)技术要求(需要使用新的或未经检验的技术)；(d)潜

在的现场风险，包括缺乏信息(例如：水电、危险材料等)；(e)重要的环境问题；(f)获得其他许

可证(例如由其他政府管理部门签发的许可证)；(g)对项目评估的信息的可获得的普遍关注等等。  

此外，应在筛选报告中列入法律和监管规定，需要在全面评估中进一步测试，其结束应在下一阶

段考虑。信息收集应整合需要的信息和数据来分析。它还应描述所有信息或数据的弱点，如有必

要，建议进一步分析或研究以纠正这些弱点。 

  

信息要求 

正确的评估 CBA 分析需要、经济可行性和以后筛选项目作为 PPP（最终确定是否应该进行评估）

的信息和数据包括以下内容： 

• 发起人的姓名和职位(政府部门的负责人/部门)(*)； 

• 项目描述：行业、技术特征(建筑物表面；运输距离)等(*)。这个阶段项目的描述是初步

的，还需要进一步更新； 

• 估算费用(资本支出-Capex)：估算费用支出的构成(*)。这个阶段资本支出估算是初步的，

并且有变更。为了避免对项目成本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一些政府认为必须防止对公众公

布这个成本估算； 

• 建筑期限考虑； 

• 受影响地区/人口(*); 

• 运营和维护(O&M)成本估算(包括生命周期/翻修的费用-在 PPP合同期限内可能的发生）； 

• 为项目考虑收取使用者费用的程度是否可以接受； 

• 收入估计(如果它是一个有收入的项目)。这可能对基础设施需求进行需求研究，如交通预

测--见框 3.6，讨论了交通预测面临的挑战； 

• 时间目标：所需采购日期(*)； 

• 关于需要公众支持/意见和如果有的话，估算必要补助的考虑； 

• 关于该项目是否符合政府部门的总体政策/战略计划(*)的说明/理由； 

• 满足项目所需要的描述。项目的主要经济影响因素和社会经济效益； 

• 方案选择和建议方案的适用性。还有其他技术方案选择吗？是否考虑过这些方案？如果没

有，需要说明什么原因； 

• 对私人投资者/发起人的潜在兴趣以及私营企业的潜在期望和适用性的说明(为项目提供私

营企业技能)。这个说明应包括潜在的资金来源，可能的投标人来源，包括当地企业是否

有兴趣或能够单独竞标(或作为财团的一部分)，以及区域或全球的企业是否会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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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似的先例(成功先例和不成功的先例
13
)； 

• 工地/土地的可用性，如果相关(*)； 

• 环境考虑：如果重要的话，描述环境要求/困难； 

• 状态和准备：描述已经进行或正在进行的研究，如果适用的话； 

• 与适用性、经济合理性、项目准备情况、项目交付/实施失败风险等有关的其他相关信息

。 

(*)指促进部门提供的最少信息。 

请注意，此列表是一个总结，不包括所有的必要信息，可能是适当的前期评估项目和将筛选适当

的项目做为 PPP 项目，或确定是否应进行项目评估。   

 

框 3.1：交通预测 

标准普尔
14
在 2005 年 104 个收费公路项目分析发现，就平均而言，交通的预测超过实际的第一年的

交通量 20%至 30%。当需求被高估时，项目可能无法实现预期的收入。不包括对关键风险(例如原材

料成本上升或需求水平的变化)进行敏感性分析的可靠需求预测，几乎是不可能为项目获得银行贷

款或私人融资。  

对需求的高估也是政府关注的问题，即使该项目成功获得了资金，也会导致不计后果的进行项目，

如果政府对该项目有财政支助，政府就会面临重大的财政风险。  

 

一些基本的信息可以直接从项目管理团队收集。与 Capex、业务支出(Opex)和 O&M成本(以及类似

的先例等)有关的估算数据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收集。有可能直接估算项目范围的成本。但即使

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将这些成本与类似项目的市场参数进行比较。比较项目15的数据库可以极大

地帮助项目小组评估这些估算数据的合理性。 

  

 

13 成功的先例表明这种类型的项目是可行的。不成功的先例有助于个还政府部门

了解此类项目中的主要风险和挑战。 

14 Bain, R., Polakovic, L.: Traffic Forecasting Risk Study 2005: Through Ramp-Up and Beyond.Standard 

& Poor’s, London (2005) 

15 可以在英国网站上找到这种全球信息的例子：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private-

finance-initiative-projects-2014-summary-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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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经济健全。成本效益分析介绍  

本节介绍
16
成本效益分析和经济分析的概念。 

    

图 3.1: CBA 分析的顺序 

 

  

注：CBA = 成本效益分析；eIRR = 经济内部回报率；eNPV = 经济净现值。 

最细致的经济分析形式是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它评估社会成本-效益公式，其中社会效益必须高于

项目费用，这样对公众来说，该项目是值得继续进行的。这是为了包括所有相关费用和效益的运

用。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估算在项目周期内的成本和效益。考虑的期限必须与基础设施资产的经

济周期相一致。 

 

16 本 PPP指南不是项目评估手册，读者应参考 CBA的具体文件获取详细指导。例如：有关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绿皮

书：Appraisal and Evaluation in Central Government - 来自英国的英国财政部。 



19  

© 2016 ADB, EBRD, IDB, IsDB, and WBG 
V1.1 

    

在讨论中有几个选择或备选方案时，CBA 可以用来识别一个方案(从几个技术方案中得到相同的需

求)。如果已经确定了最佳的技术方案，那么就可以简单地用 CBA 来确定投资决策。在这种情况

下，CBA 仍在比较方案：“项目方案”和“什么都不做的方案”。 

无论为其采购和融资方案用何种方式或替代方案，政府基础设施始终是政府管辖“公共投资”。

因此，特别是当项目/投资在商业上不可行并且需要使用政府资源时(无论是否在传统的政府采购

完全由政府提供资金或在 PPP模式下)，显然需要表明政府资金或政府补助的用得其所，即它们将

为社会带来净收益。 

CBA 是项目所使用资源的价值与项目所产生效益的价值之间的关系。价值是以相同的单位(通常是

指货币) 来衡量成本和效益。
17
 

专注于政府决策，Kee(2005)
18
将成本效益分析定义为: 

“成本效益分析是一种应用的经济技术, 它试图通过确定社会福利是否已经或将要增

加(总体上更多的人更富裕)来评估政府项目计划或项目。在最大程度上有效，成本效

益分析可以提供项目计划或项目的全部成本信息，并权衡这些美元价值的成本与效

益。然后，分析人员可以计算项目计划或项目的净效益(或成本)，检查效益与成本的

比率，确定政府原始投资的回报率，并将项目计划的效益和成本与其它项目计划或建

议的替代方案进行比较。” 

框 3.7 定义了成本效益分析中的一些重要关键概念。 

框 3.1：CBA 基本条件
19
 

• 支付意愿：对基础设施使用者的效益价值的认知。 

• 财务上可行的项目：项目的收入超过成本。  

• 经济上可行的项目：从项目中获得的社会效益大于社会成本。  

• 可行性缺口：项目的收入和成本之间的差额(对于成本超过收入的项目)。 

 

17 Yates, B. T. (2009). Cost-inclusive Evaluation: A Banquet of Approaches for Including Costs, 
Benefits, and Cost–effectiveness and Cost–benefit Analyses in your Next Evaluation. In Evaluation 

and Program Planning 32 (2009) 52–54. 

18 Kee, J.E. (2005). Cost Benefit Analysis. In Encyclopedia of Social Measurement, Volume 1, pages 

537-544. 

 

19 Guzman, A; Estrázulas, F. Full Speed Ahead: Economic Cost-Benefit Analyses Pave the Way for 

Decision-Making. In Handshake,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s (IFC’s) quarterly journal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Issue #7 –2012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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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虑成本效益分析的效益时，必须从广义的角度来考虑：直接或间接、内部和外部(外部是影响

或受益的第三方，即是项目原计划受益人口以外的公众)。为了估算直接效益，第一步是研究是否

有具体利益的相关市场数据。 

在以成本节约为效益的情况下，效益的量化隐含在分析的所有方案成本估算中(例如：项目将带来

较低的拥堵程度或增加流动性，该项目将替代旧的设施，通过降低污染产生来增加环境节约等

等)。 

当评估项目的成本和效益时，可能会出现量化问题。大部分成本是直接成本(例如：投资的成本、

政府工程的成本)，但项目可能有其它间接的成本和效益，以及积极和消极的“外部性”20因素(如

环境影响对一些人口的伤害。或者商业业务受工程或工地的影响等等)。框 3.8 列出了一些常见的

外部性影响。 

  

框 3.2: 外部性影响 
21
 

如果提供效益，则外部性是积极的，如果提供成本，则外部性是消极的，它包括： 

• 经济发展，例如：增加土地价值和总体经济活动； 

• 对安全或公共卫生的影响，例如：一旦修建了一条新道路，交通意外死亡人数就会减少； 

• 例如：环境影响会增加或减少噪音或空气污染。 

  

成本应反映资产用途的最佳方案(机会成本
22
)到可能的程度： 

• 虽然市场价格是反映机会成本的最佳方式，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可能不会太准确(由于

垄断或其它市场缺陷而在特定市场对商品或服务的扭曲)。 

 

20 
外部性是指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或消费对他人造成成本或收益的影响，而这些成本或收益并未反映在所提供的商品和

服务的价格中。 

21 Yescombe, E. R. 2007.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rinciples of Policy and Finance. Published by 

Elsevier Ltd. 

22 
机会成本是经济学中用来描述不同选择之间权衡，或者是做出一个选择而不是另一个选择的相关成本的概念。以某

种方式使用资源的机会成本是放弃另一个最佳的替代方法的价值。 

例如：投资建设学校的机会成本可能是投资另一个最有价值的基础设施项目（或任何其它使用支出）和其相关利益

（例如：建设道路、医院等）的价值。英国财政部 2014，支持政府服务转型：当地合作关系的成本效益分析指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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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必要在价格/成本方面不计税收影响，因为它们是成本(现金流)面值的一部分，但并不

意味着社会成本(实际上是政府的收入)。 

因为所有利益都必须加以量化，所以处理效益尤其具有挑战性。效益通常与“机会成本”概念有

关。节省时间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运输项目行业)。 

确定分析的单位和它的货币价值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因为许多东西无形(例如生活质量、安全)。

确定其货币价值的一个选项是评估个人愿意同意支付给货品的服务最高的价格。如

Breidert(2005)23 所述： 

“一个人愿意支付多少，取决于对货品所认知的经济价值和有效性的价值。这两个值

决定了一个人愿意接受的价格是预留价格还是最高价格。如果他认为没有第二个选择

的情况下，则他愿意支付的最高金额等于有效性的价格或是预留价格。如果有另一个

选择，并感觉到另一种产品的经济价值低于有效性的价格，则他所接受的最高价格等

于商品的经济价值，这是最高的价格。” 

如果难以确定效益的货币价值，那么考虑其它国家的研究价值也是有用的。但因为国家与国家之

间的价值(例如支付意愿)可能不同，所以在翻译这些价值时须谨慎。 

如果决定不量化具体效益，那么除了定量的结果，还应在分析中包括或考虑定性的效益。在这种

情况下，即使不可能以定量的方式表达所有的效益或成本，可能会显示重要方面给予决策者。 

在社会经济方面，可以说有必要证明一个项目的社会和经济效益高于其成本。第一步是以定量的

方式展示社会和经济效益。当这是不可能时，它根据政府部门的战略计划和全球战略目标，并通

过定性分析来描述项目的主要优势和附加值的相关幅度。 

表 3.1，Kee(2005)提供了一个框架的成本效益分析的例子和公认的方法来评估效益和成本。 

  

 

23 Breidert, C. 2005. Estimation of Willingness-to-Pay. Gabler Edition Wissensch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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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成本效益框架  

效益 成本效益的说明 估算方法 

直接: 有形 

商品和服务 

增加生产或利润/终生收益 

时间节省 

公平的市场价值或支付意愿 

提高生产率/收益 

税后工资率 

直接:无形 

挽救生命 

健康的公民 

生活质量 

美感 

终生收益(如果有价值) 

(使用调查数据或其他技术的隐性或有

应急金估值) 

间接:有形 

节约成本 

对第三方的溢出影响 

乘数效应 

行动前后的区别 

估算的影响或减轻影响 

由方案创立的其他间接工作 

间接:无形 
社区保留 

增强自尊 

  

成本 成本效益的说明 估算方法 

直接: 有形 

人员 

材料和用品 

租赁(设施/设备) 

资本购买 

土地 

志愿者 

工资和效益 

当前费用 

公平市价租金 

折旧加未折旧部分的利息或年度折旧

和利息的成本 

下次最佳使用或市场价值乘以利率 

市场或休闲价值 

直接:无形 对伤害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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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有形 

总体开销 

第三方的溢出成本 

环境损害 

法规遵从性/客户的成本 

标准分配公式或活动成本计算 

估算的影响或减少成本 

其它资源需求(金钱、时间等) 

间接:无形 丧失美感 估算调查 

 

一旦直接成本得到适当调整，并确定量化外部性(外在成本和效益)，则应在计算和提出分析结果

之前作出若干额外的调整； 

• 通货膨胀的调整：建议以实际的方式进行预测，因为对那些被认为可能不符合一般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CPI)的成本项目，应进行成本预测的更改。这通常被认为是相对价格变动的

更改； 

• 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调整(第 2.8.2 节)。 

  

8.1. 绩效指标 

经济分析中的主要绩效指标是经济净现值和经济内部收益率(分别为 eNPV和 eIRR)。从数学上

讲，eNPV 包括预测的成本和效益，使用适当的贴现率来适当地贴现，而 eIRR 是 NPV等于零的贴

现率的值。一般而言，eNPV 应是积极的，从而表明该项目产生或能够产生比成本更高的效益，在

考虑到所发生费用的时间差异和所收到的效益之后。 

为一个适当的 CBA 选择贴现率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会使 eNPV正确的计算项目机会成本。见框

3.9。在确定贴现率方面没有普遍共识，因为这会给“临时”的演译和应用留下太多的空间(并且

打开了操纵数据的大门)24e 变动。在解释 CBA的结果时，应考虑“可接受的”贴现率的难易程

度。使用一系列不同的贴现率进行敏感度分析可能是合适的。  

由于很难确定适当的贴现率，特别是如果对每个项目都要确定贴现率，所以一些政府确定并公布

标准使用的贴现率，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公布适当的敏感度分析范围。例如：在澳大利亚，标准

 

24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Grimsey, D., Lewis, M. (2004). Discount Debates: Rates, Risk, Uncertainty and 

Value for Money. In PPPs in Public Infrastructure Bulletin Vol.1 Issue 3 Article 2; Grout, P. 

(2002).PPP中的政府和社会资本的

贴现率。在 2002年皇家经济学会会议（沃里克大学）的 CMPO会议上。Shugart, C. (2006).撒哈拉以南非洲社会

资本参与基础设施（PPI）项目的准备、评估和管理的定量方法。为非洲发展新合作关系（NEPAD）秘书处做好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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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是使用 7% 实际贴现率作为基本情况，并使用 4%和 10%的实际贴现率进行敏感度测试
25
。在公

布标准贴现率的情况下，政府可能会不时更改它，并且应该常常使用最新的贴现率。 

由于 CBA 评估项目的经济价值，不管它是如何交付的，项目可能成为 PPP的事实并不会影响使用

的贴现率。 

 

框 3.3：贴现率的常用方法 

• 使用资本的机会成本。由于分析是处理政府资产，贴现率可以是政府债务利率(最长的可用

期限)。为了确定实际贴现率，贴现率必须取消通货膨胀。  

• 使用社会时间偏好率(STPR)的近似值，它被定义为“社会所依附于当下的价值，而不是未

来的消费”。这个做法在一些国家如联合帝国(UK)得到了建议或规定。  

• 实际使用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或目标速度(国内生产总值-GDP)。这将意味着，只有那些将

会增加社会效益(至少与经济预期或有针对性的增长率相等)的项目才会得到发展，这也意

味着所有项目至少将有助于 GDP 的预期增长。  

 

一个适当的分析应该避免：(a)拒绝为社会创造高昂成本价值的项目；(b)审批准备不足的项目和

利用公共资源，在社会中使用了大量的净机会成本。 

在某些情况下，eNPV可能不是最适当的指标，因为它不考虑所使用的资源量。在替代方案在资源

消耗方面有重大差异的情况下，eIRR 比率可能更适合于选择项目。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谨慎地考

虑基于 eNPV和 eIRR的结果，以及所有的定性分析。 

经济预测的主要数据必须按下文所述加以调整。 

  

8.2. 财务数据(财务现金流)转化为经济流：机会成本、影子价格和税收调整 

一般而言，需要调整成本和收入现金流，来反映社会的实际价值或成本。许多成本(也是收入)的

当前市场价格通常反映了社会的实际成本，因为它们适当地提供了机会成本。然而，一些成本估

算可能无法反映适当的社会成本，因为它们可能由于几个原因而被偏见，或者因为市场根本不存

在它们（外部性）。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可能需要进行一些调整。框 3.10和图 3.3。 

  

市场的缺陷 

当特定市场有缺陷时，一个特定商品的当前市场价格可能无法反映其实际价格，尤其是当它是一

个受管制的市场或商品时(货币、石油、能源和其他商品，以及劳动力和其它产品)。当出现这种

 

25 Infrastructure Australia (2013), Reform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Templates for Use by Proponents: 
Templates for Stage 7 Solution evaluation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pag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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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时，应引入“影子价格”的概念。在财务分析中，这些影子价格应该被估算和使用来代替市

场价格。在不存在竞争性或明确市场价格的情况下，“影子价格”是一种对效益或成本进行估价

的尝试。 

例子：劳动力成本(工资)是最典型的调整之一： 

• 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当工资通常高于项目的实际价格(因为关于最低工资的法律规定）

时，则必须进行调整，以降低该项目的价值； 

• 在高就业的背景下，工资往往反映劳动力要素的实际市场价格(因此不需作出调整)。 

另一个例子：特别是对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s), 如下所述： 

• 电 力 价格 通常低于 国 家经济水平。 一个 有 能源效率 的 项目的商业净现值将 使 政 府

倾向于拒绝 其 它 好的项目 ， 因为在 政 府 的 税 收 估 计 的能源节约上会 降 低 ； 用

电力的经济成本来估算能源节约将会带来正确的 CBA结果。 

  

其它机会成本调整 

可能有些成本不是项目的直接现金成本，而是在社会经济分析范围内加以考虑的。最典型的例子

是公共土地或公共物业。当土地或工地没有成本，或由政府部门为该项目提供某个建筑物或其它

资产时，其成本应列入分析--以市场价格估算土地价格来反映政府部门的机会成本。但是，在没

有其他用途的情况下，该资产的成本被认为是零，因为这是一个沉没成本。“沉没成本”是以前

在项目计划或项目中进行的投资——如无法回收的原始研究和开发成本——与正在进行的项目成

本相比。 

税收 

一个商品的价格(以现金计算)通常包括税收，实际上税收属于政府收入。因此，税收效应必须从

计算中删除；例如：企业税、增值税(VAT) (不仅用于成本，而且用于收入) 和其它税，以及在劳

务费用里的社会收费——当他们转移价格支付给个人。 

可能会有一些间接税收和补贴可以用来作为外部性的经济修正，例如：能源税来抑制负面的环境

外部性。在这些情况下，包括税收可能是合理的，同时也增加了外部性的调整来避免重复计数。 

调整税收的另一个例子是与进口商品有关的，即应取消相应税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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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3.4：不同因素的调整和转换示例  

一位估算师正在分析巴西的城市交通项目。 

该项目是轻铁(LRT)系统，技术小组为 CAPEX(实数 1亿 3500万雷亚尔）和 O&M成本(每年 2000

万雷亚尔)提供了估算费用。经济学家已经确定了以下调整： 

• 调整某些必须进口的机械价格，并对其征收特定的关税。该机械占系统投资的 30%，所

征收的税款等于最终价格的 10%，调整了 5000万雷亚尔。  

• 以影子价格调整劳动力成本。0.8 的调整系数已经考虑到了建筑成本和 0.9 的 O&M 成本

(考虑到加权平均工资被高估导致的失业率)。 

  

劳动力成本占 CAPEX的 25%(3375 万雷亚尔)和 50%的 O&M成本(800 万雷亚尔)。因此，

分别调整了 590 万雷亚尔和 80万雷亚尔。 

  

  

  

成本估算(现金流的

税收调整) 
调整 

成本估算(社会

经济调整) 

a) 土建工程 1 亿 75%*1+25%*0.8 9500万 

b) 系统 

(能源、信号和 

通信) 

2000 万 
(75%*1+25%*0.8)+(7

0%*1+30%*0.9)-1 
1900万 

c) 车辆 1500 万 75%*1+25%*0.8 1425万 

总 CAPEX 

(a+b+c) 
1 亿 3500万 94.6% 1亿 2765万 

        

 

     O&M 成本估计 

2000 万/年      50%*1+50%*0.9        1900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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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将风险和不确定性纳入分析 

项目固有的风险必须被考虑并包括在评估中。必须通过适当的调整和/或显示某些敏感性/未来走势的

数值范围或对关键因素和变量的偏差来完成。为此，必须对风险进行定量评估，并将风险的“预期

值”纳入分析或评估结果中。风险的预期价值是由于结果的大小或数量(以货币术语)发生风险的可能

性的结果；这应该为所有相关和“关键”风险可理的估算可能性和结果。 

第 4 章提供了关于评估成本和调整风险，以及不确定性的进一步信息(从财务角度)。见第 3.4 节和第

3.6 节。以及英国财政部的 Green Book提供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信息。
26
 

  

9. PPP 项目的范围以及挑战 

确定 PPP 项目的范围是规定社会资本为实现项目目标而必须完成的工作。在 PPP项目中，项目范围的

某些潜在部分(从技术上来说)可能会被调整和删除(例如：如果选定的项目是快速公共交通运输系

统，未来的 PPP 可能包括公共汽车路线、公共汽车站和车厂，但排除车辆)。  

因此，随着细化的技术大纲(符合 PPP范围)，项目范围包括对服务范围的规定和/或由社会资本处理

的业务范围(例如：它可能或不可能包括收取税务)。  

这应该是一个服务标准，规定将做什么、什么质量水平，以及由谁。 

一个项目
27
的以下相关问题可协助政府确定 PPP范围的不确定性： 

• 最终涉及参与的各方是谁？ 

• 各方希望达成什么目标？ 

• 各方对什么感兴趣？ 

• 各方的工作是以哪种方式进行的？ 

• 需要哪些资源？ 

• 什么时候必须做？ 

 

框 3.11 列出了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的项目例子，利物浦政府直接参与。 

  

 

26 The Green Book by HM Treasury, Annex 4 Risk and Uncertainty. 

27 Chapman C.B., Ward SC. Managing Project Risk and Uncertainty: A Constructively Simple Approach to 
Decision Making. Chichester, UK: John Wiley & Sons Ltd.;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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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3.1: 利物浦政府直接参与
28
 

在 2001 年，利物浦市议会面临着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和系统

集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与英国电信签署价值£3 亿的 11 年的战略合

作关系。 

市议会希望通过使用更好的信息技术来改变提供给公众的服务质

量。过时的技术、孤立的信息和低效率的纸面流程是英国表现最差的

地方政府部门(当时)所面临的问题之一。除了更好的系统和技术之

外，还将涉及大量的变更管理和随之而来的劳动问题。  

市议会决定放弃传统的业主和承包商的对抗行为模式，以及昂贵和

官僚的合同监督安排。与此同时，它还在寻找大量的新投资，并结

合灵活性来满足使用者不断变化的需求。所确定的服务包括呼叫中

心、客户联系中心、薪资和人力资源管理。然后使用小的市场测试

来证实这样的包装可能会引起相关经验的供应商的兴趣。 

资格预审过程集中于投标人的经验、专业知识和财务能力, 以及为

服务的每个部分制定产出规格。四个投标人列为候选名单。  

该合作关系涉及 20%的股权和市议会通过董事会参与提供服务的项目

公司。这使市议会能够参与战略决策，并密切关注交付成本。然后商

定每个服务部门的服务水平和加强服务提供的时间表。市议会对联合

体的损失不承担责任。  

该项目表现出高水平的表现，甚至比合同承诺的更高，从而导致服务

交付成本的显著降低。 

最终涉及参与各方是谁？  

   

什么时候必须做？需要哪些

资源？  

    

各方希望达成什么目标？  

 

 

每一方对什么感兴趣？ 

 

各方的工作是如何完成的？ 

 

各方对什么感兴趣？ 

  

健全的 PPP项目范围为相关的效益降低了不确定风险，包括
29
： 

• 更准确的风险计算(通过更多的项目合同方之间的公开沟通)； 

• 降低控制成本(例如：通过更快、更有效的承包)； 

• 更有效的团队(通过提高信心)； 

• 改善计划(通过更严格的规格和估算)。 

 

28 Adapted from How to Engage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in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in Emerging Markets. 

Farquharson, E.; de Mästle, C. T., Yescombe, E.R.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The World Bank (2011) 

29 Hartman, F. Smart Trust: A Foundation for More Effective Project Management, in Proceedings of 15th 
IPMA World Congress on Project Management, London, 22–25 May 2000, London, IPMA,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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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项目由于早期阶段的范围不明确导致项目失败
30
。 

“许多项目都是始于良好的构思、巨大的投资和巨大的努力开始的。然而，他们大多并

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不成功项目的主要原因是项目开始时缺乏对项目和成果范围的理

解。一个适当定义和管理范围会影响交付产品的质量，以符合商定的成本，并在指定时

间内向股份持有人交付优质的产品。”  

  

关于合同范围的最终确定有时推迟到评估阶段。第 4章(第 1.4.1节)提供了一些例子来说明范围是如

何相关的，在某些部门可能存在很大差异。   

  

10. 测试 PPP的适用性和可承受能力 

为了避免将资源投入到一个不可行的 PPP 项目去分析和构建的风险，政府必须确定项目是否决定做为

PPP 项目，提供它在经济上是合理的或明智的证明 (根据 CBA的结果)。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以下问题来确定： 

• 项目中是否有任何重大风险或不确定因素不能由社会资本管理？是否有土地/权利和土地购置

成本超支的风险？ 

• 项目能否作为 PPP项目被纳入法律框架？所有相关的法律是否都已被考虑？  

• 项目的规模是否足以证明交易的隐性成本(为构建和管理复杂的招标进行辩解)？对市场来说

是不是太大了？对于当地的建筑公司来说，是否太大，或成本高昂以致未能成功融资？  

• 是否会对应投资者的市场兴趣？是否有竞争者对竞标过程感兴趣？在国家/地区/类似的国家

是否已为这类项目开发了作为 PPP模式的先例交易？ 

• 在一个单一的合同中捆绑建筑、运营和/或维护是否合理？ 

• 产出要求是否清晰的可识别？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可承受能力：如果项目是作为 PPP 模式开发的，政府部门是否能够支付必要的付

款(Capes 和 O&M)？在这种情况下，有几个问题需要考虑，视具体情况而定。见图 3.4。 

1. 在一定程度上，项目是否能够得到资助，政府预算可以承受所需的使用者费用和/或长期要求

的资金？在筛选 PPP模式的潜力之前，必须考虑这个问题； 

2. 如果对问题 1 的答复是“不”，则不可能使用传统采购方法去交付项目，但项目仍可作

为 PPP 潜力进行筛选，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一个问题必须回答：“如果作为 PPP 模式，是否有创新的合

 

30 Mirzaa, M. N., Pourzolfagharb, Z., and Shahnazaric, M. Significance of Scope in Project Success. In 
Procedia Technology 9 (2013) pages 722 –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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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结构可使项目承受得起？”例如：PPP 模式可以向私营企业提供协同商业发展机会，减少对使用者

收费或预算资金的需求； 

3. 假设这个项目从长远来看是可以承受的，最后是短期内政府的现金流问题。应当在传统模式

的交付和 PPP 模式交付的情况下考虑这个问题。问题是：“政府的融资是否有限制(例如贷款限制)，

即使这个项目在长远来说是可以承受的，但政府在短期内不能为该项目的投资提供资金？如果答案是

“是”，那么我们最终会讨论是否可以构建一个 PPP模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适用性试验的结果可能是下列情况之一： 

• 项目看上去是一个健全的 PPP项目，可以进入下一阶段； 

• 项目不适合作为 PPP项目。如果有政府预算，建议对传统采购方法的项目进行评估； 

• 项目缺少相关信息，或者需要澄清一些不确定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估算师必须陈述项目的

弱点，并建议采购部门进一步分析。 

  

图 3.1: 筛选决策过程 

 

  

  

筛选确保项目更好地为采购做好准备，识别不确定因素，并确保适当地安排必要的资源和时间表，来

进行更可靠的采购过程。如果筛选工作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政府将通过继续这个过程来避免不必要

地耗用资源的风险，从而得益于一步一步的做法。采购部门/PPP部门随后可进入 PPP 过程周期的下

一个阶段：全面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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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 PPP 周期内向前迈进的最终决定之前，最好制定一个初步的项目管理计划，并为项目过程设

计一个治理策略(见第 2.11 节和后面各小节)。 

  

11. 项目管理计划和项目治理的注意事项 

在确认进入下一阶段(评估)的决定之前，应制定一份要执行的任务清单和一个时间表。这将： 

• 如果需要，作为外部顾问征求建议书的依据； 

• 在评估阶段协助政府识别与建议时间表有关的任何后果或风险。 

分析还将考虑执行所有这些活动的时间估算，以及行动计划，其中明确说明所有许可证、环境批准和

其它先例条件(例如土地供应情况)，以及在法律尽职调查中需要测试的相关方面。 

此类计划必须标明目标日期、预估中间日期以及 PPP过程下一阶段的持续时间。它还应包括一系列任

务、结果和每个任务的截止时间以及需要的批准/签署。 

以外，有关向前迈进评估的决定是通过 PPP 合同的整个工作计划的第一份草案，包括总体时间表。在

本附表中，采购部门必须考虑到第 2章所述的步骤，包括(但不限于)委任顾问、风险分析和物有所值 

(VfM)、法律和环境尽职调查、市场测试、起草 RFP和合同、批准和授权、发布、资格和分类、评估

和授予合同，以及合同执行。  

虽然估计这样一个广泛的时间表具有挑战性，但在决定继续进行这个项目时，它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变

量。对以前的类似 PPP 项目时间表进行分析，提供类似的过程，是制定时间表的良好出发点。它还通

过提供取得结果所需时间的证据来帮助管理政府的期望成果。 

这个分析将使政府能够在 PPP渠道中将项目列入预计的时间表。 

利益相关者的管理和沟通也是成功地将 PPP 项目交付给市场的重要因素。第 2.12节介绍了项目治理

的这些方面。 

在这里重要的是要强调，与负责不同审批(社会、环境、经济和财务批准)的决策者早期接触，就其对

时间估计的反馈而言是成功的关键因素。审批流程(特别是在时间方面)。 

此外，在筛选阶段结束时，必须澄清为实施一个项目所需的需求和资源。必须确认是否有项目小组担

任项目办公室。应明确确定外部能力的必要性，并估计此类服务的费用以便提供预算。 

请注意，项目团队/顾问团队可能会立即被雇用(由技术、法律和财务专家组成的团队)，或在不同的

市场中为每组技能提供单独的方法。下文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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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任何项目一样，这些计划应作为采购部门实施良好做法的项目管理原则(如项目管理知识机构

PMBOK
31
的一部分)或英国政府开发的 PRINCE2 框架

32
)。另请参见框 3.12。  

  

框 3.1：项目管理计划和治理策略的关键要素 

• 为下一阶段(评估)定义一个详细的工作计划，并初步涵盖构建阶段和招标阶段。 

• 找出信息和其他威胁的弱点，确定项目的风险，并在下一个阶段计划策略来处理它们。 

• 包括对内部和外部(包括公众)的利益相关者分析和沟通计划(见 2.11 节)。 

• 定义所需的能力和人员配置计划，来创建一个能够管理所有标底工作和后续活动的健全的

项目团队。(见第 2.12 节)。 

  

12. 识别利益相关者并制定沟通策略: 确保政府支持和管理利益相关者 

利益相关者们或有关各方之间的相互作用在项目周期中具有重要作用。其主要目标不仅仅是交流 PPP

模式。利益相关者的沟通也是所有项目的一个基本要素，无论是通过 PPP模式采购，还是传统的采购

过程。 

在项目过程的早期，政府应确定关键的利益相关者群体(见下文)。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对于促进他们

对过程的理解，以及为项目获得社会、商业和政治支持、吸引潜在投资者和减少项目风险至关重要。 

对关键利益相关者进行有效管理的最重要的步骤之一，是对他们的需求、关注点、担忧和兴趣进行反

映。这个过程对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因为它为项目经理提供了向每个利益相关者发送(沟通)适当信

息的能力。 

然而，已经令人信服地研究表明，政府需要做的不仅仅是与利益相关者沟通：在许多国家，公民期望

积极参与项目，并在过程中有积极的发言权。政府应通过组织重要的反思(如学术会议、公民峰会等) 

来扩大公众的支持，争取最大程度的问责制和透明度。见框 3.13。  

框 3.1：利益相关者们参与和适当的沟通的相关性
33
 

有些项目可能影响外部性(如第 2.8节所述)。这些外部性可能影响环境或特定的人口群体，例如：

附近的房主受到监狱或垃圾填埋场建设的影响。这些群体可能会采取行动强烈的反对，并可能延迟

或甚至停止一个项目。例如：在加拿大，一个项目提出的新的滤水厂在公众抗议之后被取消，一条

南非收费公路项目被推迟，一个公共停车场项目在巴西被中断。  

 

31 PMBOK Guides and Standards, See http://www.pmi.org/PMBOK-Guide-and-Standards.aspx. 

32 PRINCE2 Framework - See https://www.axelos.com/best-practice-solutions/prince2.aspx. 

33 Adapted from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3. Strategic Infrastructure - Steps to Prepare and Accelerat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http://www.pmi.org/PMBOK-Guide-and-Standards.aspx.
https://www.axelos.com/best-practice-solutions/prince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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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为企业受到媒体和监管机构的密切关注，而反对

意见很容易通过社交媒体引起和协调。然而，请注意：利益相关者也可能是基础设施项目的热心推

动方，各国政府应制造产生并利用这种势头。 

当一个政府主动与利益相关者沟通，并在反对意见发展之前正式的提供信息和邀请反馈，成功的几

率就会大大增加。例如：印度的 Alandur 下水道项目的赞助商通过调查和公民委员会确保公众及早

参与，并对项目成本、效益和税收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因此，该项目顺利进行，公众同意支付一

次连接费，从而为融资提供了 29%资助。 

与公众沟通的一个敏感项目的效益的另一个例子是在印度的 Timarpur-

Okhla 综合固体废物管理项目。该项目要求焚烧垃圾，并提出有关空气污染的问题。举行了五个公

开听证会来解决公众对该项目的重大疑虑。这个教育过程确保公众对项目的效益表示赞赏。 

此外，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不是一个静态过程。在整个项目的生命周期中，这种关系将涉及多种类型

的访问群体、渠道以及建立和维护关系的实际行动。在这个过程的早期，项目的识别阶段里所有听

众、沟通渠道和要考虑的行动相对较少。随着这个过程在构建和招标阶段向前推进，利益相关者的数

目增加，需要使用更多的渠道、行动和信息来协助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增加。 

12.1. 谁是利益相关者？ 

通常认为利益相关者是外部人员。外部人员构成对项目感兴趣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在政府的内部范围

和采购过程中的投标人之外，这些人员包括银行、投资基金、政府和多方资助者、公共服务用户、一

般社会和新闻界。其他政府机构——如直辖市或州政府、联邦政府、审计法院和国家监测机构、管理

机构、立法者、政党领导人、协会、工会和非政府组织(NGOs)——也是组成利益相关者的一部分。他

们都需要不同的沟通方式。 

内部人员对项目也有很大的重要性。它们的目的是在涉及的部门治理中“人人平等”，而不是仅仅满

足于利益。这个群体的情况非常不同，其组成取决于政府关于采购部门所进行的项目由哪些行业和哪

些专业人员应参与的决定。一般而言，这些人员是由所有政府部门的官员和雇员组成的，它们直接或

间接地与项目周期联系在一起。在项目的各个阶段，从设计到执行工作都将监测或与项目相衔接。在

某种程度上，这种内部的人员也将与外部人员的各种不同的组成部分联系在一起。 

利益相关者的识别和管理在所有项目中都很重要，在 PPP 中，也可能需要与利益相关者沟通，说明项

目是 PPP 模式，以及这可能产生的影响。见表 3.2。在某些情况下，关键的风险承担者可能既不知道

也不关心项目是 PPP模式，但与他们的沟通和获得他们的支持可能对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在其它情

况下，将项目作为 PPP 模式交付可能是一些外部利益相关者相当关注的一个原因。  

缺乏沟通或沟通不良可以产生虚假的谣言和担心, 虽然这种说法没有证据，但它可能会破坏项目的成

功。有必要把信息带到前沿，并适当地评估并将其传输给每个涉及项目方面和 PPP方面的利益相关

者。 

为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能得到相同的信息，任何一个后来可能投标的当事人都被无意地提供了不公

平的竞争优势，必须仔细协调和透明地进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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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在项目筛选和评估阶段中沟通的作用 

沟通 

(要考虑的方面) 
识别/筛选  

内部人员  

• PPP部门。  

• 与 PPP项目挂钩的市/州/联邦部门和其他政府实

体。 

• 政府法律工作人员。 

• 政府部门雇用的顾问，需要分享关于 PPP 提议的策

略信息。 

外部人员 

• 潜在的投资者。 

• 服务使用者。 

• 受影响的团体。  

沟通重点  

• 项目的范围。 

• 目标。 

• 效益。 

  

良好的利益相关者的识别和沟通的重要效益是： 

• 防止项目在执行中的拖延； 

• 提供了政府对项目承诺的证据； 

• 提供了过程可信度的证据； 

• 项目设计中可以考虑利益相关者的贡献； 

• 利益相关者更多可能支持； 

• 政府可以有效地提供资料来回应查询。 

12.2. 沟通策略 

在筛选阶段，不仅如此，成功的 PPP项目经常作出具体努力来传达 PPP 过程的各个步骤的结果，以及

在这个阶段作出的决定，向一般公众和那些特定群体提供对项目的特殊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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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项目合作以及化解反对项目，这种沟通策略通常被认为非常重要。 

因此，一份描述总体策略的沟通计划应在筛选工作的早期阶段被设计，并应由一个专门和经验丰富的

小组来执行。沟通计划应包括以下信息： 

• 识别所有感兴趣的群体，应该传达哪些信息； 

• 传达的主要概念的说明，项目的基本要素，例如它的结果、它需要满足的需求和它试图服务

的公众； 

• 识别所使用的媒体，以达到所查明的群体； 

• 沟通策略主要特征，最好是针对每个策略识别； 

• 项目内部人员识别，应将其视为公众的主要信息来源； 

• 与新闻界保持良好关系的基本策略的描述。 

成功地实施沟通计划可以极大地减少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所面临的政治风险，从而吸引在 PPP过程进行

之后采购所需的总体利益相关者支持。 

 

13. 评估专业能力和需求，聘请顾问 

正如所解释的那样，如果项目被识别为需要的适当解决办法，并且 PPP 适用性测试的结果是积极的，

那么在进入项目周期内之前，应该定义一个“项目小组”，这将执行下一个阶段：评估和潜在的构建

(见第 2.13.3 节)。 

在筛选过程中，至少在大纲中应该这样做(因为顾问的费用或在评估过程中无法进行必要的研究，可

能会导致决定不将项目作为 PPP 模式进行)。然而，在作出进一步的决定之后，将制定详细的人员编

制计划和雇用顾问的过程。  

本节包括创建相关的“项目团队”。见图 3.5。为了进入下一阶段，采购部门必须评估创建的项目小

组所需的能力： 

• 需要哪些能力？ 

• 对采购部门内是否有足够的内部专业能力进行全面评估？ 

o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是否内部有能力专门评估--项目是否会影响到其他潜在的使用者

付费或政府支付的 PPP，具有更大的经济和财务意义吗？ 

o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或至少有一个人来领导评估？ 

o 哪些顾问应该被雇用，什么任务？这就需要制定顾问的职权范围。他们应该如何被录

用？每个专业都有单独的合同，还是只有一个多专业的团队？ 

o 如何正确地分析和获得项目的成本(第三方担任顾问的时间和费用)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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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评估专业能力和需求 

 

  

即使是聘请顾问来支持项目研究的发展，政府部门也需要任命一位代表担任项目负责人。 

重要的是政府部门通过项目负责人具有专业知识管理顾问和利益相关者的过程。这些方面的管理不善

是导致项目失败的一个常见原因。 

项目负责人应具有以下角色和能力： 

• 协调不同专业的所有研究； 

• 控制和监督研究的结果； 

• 处理项目的顾问团队(外部)和采购部门(由 PPP部门领导评估)之间的协调； 

• 管理政府部门的决策过程，以便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获得这些决定。 

  

13.1. 发展评估研究所需的专业能力 

评估过程所需的专业能力可分为以下五类： 

• 技术： 

o 负责项目的设计，对基础设施的合同类型具有专业知识； 

o 在有关的服务技术方面具有专门知识。 

• 环境: 

o 负责环境影响，应带来环境分析方面的相关专业知识/经验。 

• 经济: 

o 在经济评估方面具有专业知识，最好是在相同的行业/基础设施或服务类型。 

• 财务: 

o 在使用者付费或政府支付的 PPP 行业的财务分析方面具有专业知识，最好是在相同的

行业/基础设施或服务类型方面，也有为类似的 PPP 项目提供资金的专业知识(当政府

需要开发一个可融资结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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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在合同风险构建和支付机制方面具有专业知识，最好是在相同的行业/基础设施或服

务类型。 

• 法律: 

o 在公共法律/行政框架方面具有专业知识； 

o 有起草 PPP 合同的经验。虽然 PPP 合同的起草工作将在晚些时候(见第 5 章)进行，但

对 PPP 合同的了解将是必要的，以便能够对现有的法律框架进行适当的评估。对于覆

盖现有运营的 PPP，法律尽职调查将需要考虑现有的合同、法律诉讼、贷款合同等。  

  

13.2. 顾问的要求 

Jangun 和 Marques(2006)
34
强调了顾问在 PPP 方面的重要性：  

“由于各国政府从垄断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者角色过渡到为私人提供基础设施服务的框

架，独立的‘第三方’咨询援助使这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成功。” 

此外，如欧洲 PPP 模式专业知识中心
35
加强，如果政府部门不经常开发 PPP项目，就不可能在内部提

供所需的能力范围。此外，需要利用最近的经验、市场标准的发展和创新来定期更新所需的技能。 

聘请外部援助的间接和积极影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部门进行技能转移和/或发展技能的机会，

从而建立政府自己的内部能力。 

如果认为需要顾问，请描述为进行全面评估所需的能力，并说明需要第三方顾问的理由。重要的是要

聘请以前具有 PPP 合同经验和基础设施总体经验的顾问，这意味着他们将清楚地了解当前的市场状

况。在计划聘请顾问时，政府部门应： 

• 描述此类咨询援助(不同角色/专业知识)的范围，以及担任领导的范围； 

• 建议聘请顾问的预算
36
。见框 3.14。 

13.3. 合同顾问的时间和范围 

顾问的采购和筛选可以作为一个团队来完成，即选择一个单一的合同顾问下选择一个联合体来覆盖所

有工作领域，或在单独的采购和合同下进行。 

 

34 Jagun, J.; Marques de Sa, I. (2006). The Role and Importance of Independent Advisors in PPP 

Transactions. In IP3’s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Information Series. 

35 European PPP Expertise Centre. (2014). Role and Use of Advisers in Preparing and Implementing PPP 
Projects. 

36 预算通常为咨询合同提供资金来源。然而，政府应考虑向多边开发银行（MDB）寻求支持以资助研究的可能性。为

PPP项目的准备和构建提供资金的另一个近期趋势是创建“发展基金”（多边开发银行也可参与其中）。该基金是一个

循环基金，为评估和构建提供资源，将通过向成功的中标人收取费用来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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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选择都有正反两面。一个单一的综合团队将确保所有的任务和工作的凝聚力和协调，而分离采

购将有助于为每个具体工作领域选择最佳/最适宜的公司或顾问-虽然这个选择会要求/消耗更多的时

间和政府的资源。 

在决定每个项目的最佳方法时，下面几个因素可能是有用的： 

• 时间的限制可能使在单一合同下只聘请一个团队更明智。一个团队可能会得到更好的协调，

而且可能更有效率(因为过程管理的大部分将由首席顾问负责)，而且已经准备好从一开始就

一起工作；  

• 当技术建议和工作非常重要或非常紧张时(例如：当政府要求项目设计和要求是交付一个详细

的项目)时，可以合理地将该任务分开，以确保最佳的技术方案设计，以及技术专家的选择不

受 PPP顾问的采购影响； 

• 一些政府部门只选择一个单独的技术团队。在一份单独的合同中选择了一个联合财务和法律

的顾问小组，因为这两个专业在某些任务中有更明确的联系和重叠； 

• 总有一些事情是第三方顾问无法做到的，例如：代表采购部门审批顾问的发票。采购部门必

须有工作人员履行这些职能。 

另一项考虑是参与的期限：是否签订一份合同来覆盖合同执行所有的过程，或仅为评估阶段聘请顾

问，并随后决定选择的顾问来支持合同和招标过程的构建和设计(包括可能潜在的招标阶段)。 

总体来说，参与评估的顾问们通常更适合于构建项目合同并定义最终合同和招标方案，因为 PPP 的制

定和招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然而，如果没有相关的时间限制(特别是项目尚未明确和直接的决策)，或者怀疑是否适合作为 PPP

项目，则在评估阶段内限制顾问合同或多方合同是明智的。如果在评估阶段的顾问也为以后的阶段订

立合同，可能会产生潜在的利益冲突，因此建议为他们提供一个最佳结果的招标过程(例如：将为他

们提供最多的工作和利润)。  

处理评估结果和采购决定的潜在不确定性的另一种解决办法是：为招标和合同提供咨询作用，为采购

部门留住下一阶段的顾问提供一种选择(构建和起草合同和招标方案)。此外，在合同中应包括顾问公

司改变团队成员的能力的一些灵活性。 

除了价格外，还要考虑顾问的技术能力和从事类似项目的经验。国际经验是必须的，特别是在 PPP 项

目发展初期阶段的国家，但这需要丰富的当地知识。 

  

框 3.1：获得和/或资助研究的方法 

不应低估项目的准备成本(见 Farquharson,de Mästle,and Yescombe 2011)。 

发展金融机构(DFIs)和资助组织已经在许多地区建立了设施，以资助支付项目准备费用，包括聘请

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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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府设立和管理的一个循环项目发展基金是为项目开发调动资源的另一种办法。在这种情况下，

也有可能在资助者的支持下进行。中标的投标人在合同签订后再融资，将资金回收到其它政府

部门。 

14. 筛选报告 

在进入全面评估过程、特别是提交工作人员和/或聘请顾问之前完成以下部分是一个很好的操作方法

： 

1. 执行总结和建议； 

2. 项目描述：技术方案概述； 

3. 项目的需求/效益和提出的解决方案的适用性； 

4. PPP适用性：使用 PPP 过程的理由； 

5. 可承受能力：前期经济和财务分析； 

6. 法律和管理问题； 

7. 项目的准备及其状态，包括识别利益相关者； 

8. 信息可用性； 

9. 项目管理计划大纲。 

本章附录 A列出了筛选报告大纲的示例。 

  

15. 本阶段的成果 

本阶段的项目分析有三个可能的结果：进入下一阶段(项目看上去经济健全，以及是一个合适的 PPP 

候选项目)；不适合做 PPP 项目；或者由于缺少一些相关信息，或者需要澄清一些限制或依赖关系，

因此应进行进一步分析。  

该过程的关键产出是： 

• 技术方案概述； 

• 经济和财务分析(这可能是根据现有的信息提供一个充分的分析，以便包括投资者决定投资)； 

• 筛选报告或选择 PPP模式的理由； 

• 项目管理计划大纲(招标前的工作计划和进度，为前期招标工作、团队结构，识别利益相关者

和其他项目治理策略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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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附录 A: 筛选报告大纲示例 

I. 执行总结和建议 

项目将包括关于项目充分性的最后结论，以及关于进入到下一阶段的适当性的说明(充分评估)。另一

方面，在可用的信息不足的情况下，应该明确说明和建议进一步调查和报告的清单。 

  

II. 项目描述 

该项目包括对项目的说明，其中应有：行业、技术/物理条件(例如：运输所涉及的距离、建筑物的表

面类型等)、工地、地理区域、受影响/受益人口等。  

  

III. 项目的需求/效益和建议方案的适用性。经济可行性。 

应包括以下方面和问题： 

• 帮助解决项目需求的描述； 

• 项目对政府总体目标和政策的贡献； 

• 描述所提出的解决方案的最佳方案是当有各种技术方案/解决方案以满足需求时，或描述这种

情况的原因； 

• 效益的描述，包括一些客观的效益指标(运输需求、供水服务的住房数量等)； 

• 所有相关的间接费用的描述； 

• 如果进行了成本效益分析(CBA)和/或多准则分析，则应明确说明这一点。如果没有进行这类

分析并认为相关，应在本报告和/或“准备就绪”部分中予以说明。 

  

IV. PPP 的适用性 

应包括下列问题： 

• PPP的简要描述，即谁将被分配到哪些功能、支付机制看上去是什么样子等方面的基本概念； 

• 可承受能力：项目是否可以在使用者付费的 PPP模式下自筹资金，还是需要政府资助？ 

• 项目是否有任何重大风险或不确定因素，不能由私营企业管理？如果是这样的话，政府部门

是否有理由承担这些风险呢？ 

• 能否在“法律”框架内纳入项目？ 

• 项目是否足够大，以证明隐性成本？ 

• 是否有投资者对该项目的市场感兴趣？私营企业是否具备应付这些挑战的必要能力？ 

• 对于一个单一的运营商来说，承担责任和风险(单一项目)的投资有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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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相关者及他们的兴趣是否得到了充分的调查和理解？ 

  

V. 可承受能力 

这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估算资本支出(Capex)和运营支出(Opex)； 

• 如果适用，估算收入； 

• 如果有必要分配政府资源，他们是否有足够的支付补偿/补助款项？ 

• 是否有成本节约/裁员？ 

• 使用者是否可以负担得起使用费用？政府的支付或支持是否可以承受得起？ 

  

VI. 项目准备情况和状态 

没有必要对这些方面进行深入的描述，因为其中许多可以通过评估或构建和建设阶段来解决。重要的

是突出任何隐含的重大挑战的方面，可能会大大推迟项目交付(如在初步风险评估中确定)。 

在任何情况下，所有的相关法律问题都应包括在充分评估阶段开发的“法律尽职调查”报告中，除非

在充分评估之前进行尽职调查。 

有关约束和依赖关系的不确定性示例包括(这不是一个详尽的列表)： 

• 土地可用性； 

• 需求程度(主要在绿地项目中)； 

• 环境许可证； 

• 其他许可证； 

• 为项目评估提供信息； 

• 政治干预； 

• 利益相关者的消极方面(如果适用)； 

• 其它法律或法规的不确定性。 

  

VII. 充分的信息 

• 报告应简要说明所分析的信息和数据； 

• 如果信息不足或结果和结论不明确，应提供所有信息和数据弱点的说明。这应包括必要时提

出的建议，由推进部门进一步分析或修正，以及专家洞察力或进一步研究，和政府部门完成

筛选的时间； 

• 文件和支持信息是否令人满意, 筛选试验的结论是积极的。 

 VIII. 下一个步骤：项目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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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议进入下一阶段(评估)的情况下，应提出要执行的任务清单和提供估算的时间表。分析项目的内

部发展能力，设计项目团队，制定治理策略。第 11节描述了这个分析。  

如果批准进行评估，第一步将是选择顾问或建立项目团队和项目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