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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甘肃省天水市有轨电车
项目，在过往的新闻报道中，
常用“我国西北地区首条投入使
用的有轨电车”“省、市重点工
程”等来介绍。近日，一则中央
通报将该项目推向了舆论的风口
浪尖。
　　1 月 15 日，中央有关部门
通报了 3 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
减负典型问题，其中天水有轨电
车项目备受关注。
　　通报称，自 2018 年以来，
天水市通过 PPP( 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 ) 模式规划投融资 90 亿
元建设“有轨电车”，一期工程
运营以来，年运载乘客仅约 80
万人次，收入 160 万元，年运营
成本约 4000 万元，亏空巨大。
同时，由于未考虑沿线河道蓄水
问题，导致一期工程存在潜在
地质风险；二期工程开工后，由
于资金投入不到位，三年来实际
进度仅过半，二期工程及羲皇大
道提升改造进展缓慢造成交通拥
堵，给群众出行和生产生活造成
较大影响。
　　从全国范围来看，天水有轨
电车的客流成绩单确实也不理
想。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3 年，天水市有轨电车客运
量为 95.5 万人次，在全国 53 个
城市轨道交通数据中位列倒数第
三，仅高于云南红河州、文山州。
　　1 月 30 日，天水市分管住
建局的副市长胡志勇告诉《中国
新闻周刊》，目前，天水市正在
全力以赴认真整改。同时，天水
有轨电车二期的资金问题会由
省、市携手解决，目前也正在有
序推进。
　　胡志勇还向《中国新闻周刊》
透露了一个时间表：天水有轨电
车二期项目力争今年 3 月全部复
工，年内完成主体建设，经过一
定的调试周期，2025 年第三季
度投入运营。

　　PPP 模式下的有轨电
车项目

　　天水市位于甘肃省东南部，
因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华民族人文
始祖伏羲的诞生地，被称为“羲
皇故里”。天水下辖 2 个区 ( 秦
州区、麦积区 )、5 个县 ( 甘谷
县等 ) 及国家级天水经济技术开
发区，截至 2022 年年末，常住

人口为 295.44 万人。
　　在公开报道中，天水的“有
轨电车梦”可以追溯到2015年。
　　据《天水日报》报道，天水
踏着国家 PPP 之路的节奏前行，
2015 年 8 月 17 日，甘肃省首届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 项目
签约暨推介会在兰州举行，天水
市有轨电车成功签约。
　　谈到建有轨电车的原因，当
地媒体曾报道称，天水城区地
形狭长，建设有轨电车的初衷是
为了解决天水东西交通的瓶颈制
约、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提高公
共交通服务水平，加快促进秦州、
麦积两区相向对接发展，极大提
高城市品位等。
　　2016 年 3 月，在时任天水
市委副书记、市长杨维俊所作的
天水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
2015 年，有轨电车试验段等项
目启动实施，并提出 2016 年加
快建设有轨电车一号线项目。
　　一位接近天水市政法系统的
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天水有轨电车一期工程立项前
的一次市委常委会会议上，曾有
人表达过不同看法，认为天水还
没有必要建有轨电车。但是，后
来项目还是顺利开展了下去。
　　在当地主政者的重视下，天
水有轨电车一期工程进展迅速。
2016 年 10 月，一期工程完成立
项，2017 年年底基本完成前期
手续，2018 年年初启动建设。
　　一期工程是天水市第一个采
用 PPP 模式建设的招商引资项
目，也是甘肃省首个采用 PPP 模
式建设的城市轨道交通项目。
　　该项目建设单位是天水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政府出资方
为天水市轨道交通投资建设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社会资本方成员
为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
司 ( 简称“中国通号”)、中铁
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 简称“中
铁十一局”) 及中铁第五勘察设
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 简称“铁五
院”)。中国通号和中铁十一局
还是施工单位，铁五院是设计单
位。
　　根据 PPP 协议约定，社会
资本方拥有项目 27 年的特许经
营权，其中建设期 2 年，运营期
25 年。
　　中国通号有关人士曾对《中
国经营报》表示，在天水市开始

规划建设有轨电车之际，包括中
国中车在内的多家企业均曾对该
项目表现出浓厚兴趣，竞争非常
激烈。中国通号能最终拿下订单，
主要原因是愿意高比例参与 PPP
投资。
　　天眼查显示，天水通号有轨
电车有限责任公司 ( 天水有轨电
车项目的运营方，简称“天水通
号公司”) 股权结构显示，作为
控股股东的中国通号和中铁十一
局分别占股 35.63%，天水市政
府占股25%，铁五院占股3.75%。
　　上述中国通号人士表示，天
水有轨电车项目是中国通号进军
有轨电车车辆装备领域后拿到的
第一个订单，最重要的是做好项
目，形成示范，是否盈利并不重
要。“按照项目 PPP 协议，中国
通号可以通过供应车辆和后期的
运营补贴逐渐收回投资成本。”
　　2019 年 3 月 24 日，《长沙
晚报》报道称，中国通号旗下通
号轨道车辆有限公司——中国通
号长沙产业园13个月投产达效，
长沙产第一条有轨电车今日正式
下线，首批 17 列车辆将发往甘
肃天水。
　　多位受访的轨道交通专家向
《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国内
多个城市建有轨电车的过程中，
造车厂家往往能起到重要的推动
作用，他们看重项目运营后的卖
车盈利。
　　2020 年 5 月 1 日，天水市
有轨电车示范线工程 ( 一期 ) 正
式通车运营。当地媒体报道称，
该工程作为我国西北地区首条开
通的有轨电车线，时速达 25.02
公里，处于国内领先水平。该工
程西起天水市秦州区五里铺，东
至麦积区天水火车站，共设 12
座车站，正线全长12.928公里，
项目总投资 24.464 亿元。
　　“在高地震烈度区修建有轨
电车在国内尚属首次，设计团队
攻克了多项抗震技术难题，确保
有轨电车在千年古城发挥现代功
能。”谈到该期工程的难度时，
铁五院项目设计总负责人朱稳吉
说。
　　同年 11 月 23 日，天水市有
轨电车二期项目举行开工仪式。
官方对外介绍称，该项目的实施
对构建天水城区功能层次清晰、
覆盖客流走廊一体化轨道交通网
络，进一步提升全市公共交通运

甘肃天水有轨电车困局

”　　近日，《中
国新闻周刊》记
者乘坐天水有轨
电车 1 号线体验
时，发现全程经
过 12 个站点，
每站上车的乘客
都寥寥无几，车
内大约只有十余
名乘客，甚至有
时还是个位数，
整个车厢显得非
常 空 荡。 大 约
13公里的线路，
历时 28 分钟。

输能力、强化枢纽衔接、带动
沿线发展、方便市民出行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期项目由天水市三中至
五里铺段和阳坡东站至颍川河
口段组成，线路全长 21.597 公
里；共设车站 19 座 ( 高架站 1
座、地面站 18 座 )；新建停车
场 1 处；同步实施羲皇大道提
升改造 18.3 公里和地下综合管
廊 11.58 公里，以及相应的供
电、通信等配套工程。估算总
投资 65.47 亿元。
　　2021 年 5 月，二期工程开
始施工，计划 2023 年底开通运
营。
　　二期工程还是继续采用PPP
模式建设，中标社会资本方为
通号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中铁
十一局、铁五院、中国铁路通
信信号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
司、通号创新浙江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通号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
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通号轨道
车辆有限公司等联合体。
　　地铁、轻轨、有轨电车等
都属于城市轨道交通。在国家
层面，对修建地铁和轻轨有严
格的规定，但建设有轨电车在
地方上就可以审批。多位受访
的轨道交通专家表示，天水达
不到建地铁或轻轨的门槛，有
轨道交通梦的天水建有轨电车
也是基于现实的选择。
　　交通运输部公交优先专家
库专家蔡少渠告诉《中国新闻
周刊》，目前，我国在国家层
面上，没有对修建有轨电车的
地方财政情况和人口数量作出
规定。行业推荐修建的标准通
常为，通车后有轨电车的适应
客流规模为 6000~12000 人次 /
小时较合适。“这个客流规模
弹性大，对地方上而言可操作
空间较大。”
　　此外，还有受访者认为，
伴随着审批权的下放，地方上
的自主权也在增大。一个城市
主要领导力推的项目，也更容
易获得通过。
　　通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内
部人士孙亮 ( 化名 ) 告诉《中
国新闻周刊》，天水的有轨电
车项目是天水市负责审批的，
未经过省级层面审批。
　　天水市分管住建局的副市
长胡志勇也告诉《中国新闻周
刊》，天水有轨电车一期和二
期的相关手续都是天水市审批
的。“这是符合那个时期的规
范要求的。当时很多地方都是
县一级审批，我们还到了市级
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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