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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可行性研究报告

云叶公司/重庆领、先的投资信息咨询服务机构

渝发改交通〔2021〕663号

重庆城市交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你司《关于审批重庆轨道交通15号线二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渝交开投文〔2021〕107号）及
有关材料收悉。结合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关于重庆轨道交通15号线二期工程曾家站至九曲河东
站（不含）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咨询评估报告》（咨交通〔2021〕844号），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轨道交通15号线二期工程已纳入《重庆市城市轨道交通第四期建设规划（2020—2025年）》，项目
建设对加快西部槽谷发展，完善轨道交通线网结构和层次，引领城市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经研究，
同意实施轨道交通15号线二期工程（项目代码：2104-500000-04-01-635986）。

二、项目法人

三、主要建设内容和技术标准

15号线二期工程起于曾家站，经大学城中路站、大学城南站、陈家桥站、大学城北一路站、科学城站、
物流园北站、井口站、礼学路站、金山寺站、欢乐谷站，终点为15号线一期的九曲河东站。线路全长约3
2.8公里，其中地下线（含明挖段）30.5公里、高架线2.3公里。全线共设站11座，其中高架站1座，其余均
为地下站。设张家湾车辆基地、张家湾主变电所。

线路为双线，采用右侧行车制，采用高运行速度140公里/小时、25kV交流制式的城轨快线车辆，采用6辆
编组，初期配车为17列/102辆。

四、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项目估算总投资约226.59亿元，其中：工程费用145.28亿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35.06亿元、预备费18.03亿
元、专项费用28.22亿元。

资金来源：按照市区共建的原则，建设用地费9.64亿元，由相关区承担；工程建设投资216.95亿元，其中
：资本金占40%、86.78亿元由市财政性资金按既定渠道安排；资本金以外的其余60%、130.17亿元由项目
法人商请银行贷、款解决。

五、建设工期

建设工期66个月。

六、招标方案

招标范围为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招标方式
为公开招标，招标组织形式为委托招标。招标公告在指定媒介公开发布。

七、其他

（一）请重庆交通开投集团按照本批复内容以及可研咨询评估报告有关建议意见，抓紧完成项目初步设
计工作，并编制项目投资概算报我委审批。如初步设计阶段确需对本批复的建设内容和规模进行调整，
需报请我委批准后方可纳入初步设计方案。

（二）请重庆交通开投集团会同市铁路集团做好15号线一、二期工程进度的统筹安排，确保15号线一、
二期工程同步建成投用。

（三）严格执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切实加强工程管理，严格控
制投资，防范施工及运营风险。

重庆乡村振兴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第、一章  总论

一、乡村振兴项目介绍（名称、简介）

二、乡村振兴项目建设单位（简介、性质、发展）

三、乡村振兴项目建设方案（具体建设目标、土建工程、设备方案）

四、投资结构及资金来源（自筹及财政、比例）

五、主要经济指标（投资、成本、收益、效益、财务数据）

六、乡村振兴项目效益（经济、社会、生态总写）

七、可研报告编制依据（政策文件、行业标准、地方规定）

八、综合评价（项目本身、公司自身实力、效益、财务收益）

第二章  乡村振兴项目建设背景与必要性



一、乡村振兴项目建设背景（政策、城市规划、行业痛点、前期工作）

二、乡村振兴项目建设必要性（国家政策、城市规划、行业发展趋势、区域布局）

第三章  乡村振兴项目建设条件

一、建设条件概况（城市、区位、水土、资源）

二、优劣势分析

第四章  乡村振兴市场分析

一、乡村振兴市场现状

二、乡村振兴行业痛点分析（行业弊端、软硬件、标准化）

三、乡村振兴行业发展趋势

四、市场供需分析（竞争对手、市场饱和度、需求增长情况）

第五章  乡村振兴项目建设

一、乡村振兴项目建设方案（工程、产品、技术）

二、乡村振兴项目实施规划（各阶段时间表、进度表）

三、乡村振兴项目管理模式

四、乡村振兴项目管控措施

第六章  环境保护及节能评价

一、环境保护评价

二、节能评价

第七章  劳动安全卫生与消防

一、劳动安全卫生

二、消防措施

第八章  组织机构与人员管理

一、乡村振兴项目组织机构（组织机构图、各部门职能说明）

二、劳动定员

三、保障措施

四、组织管理模式



第九章  乡村振兴项目总投资估算

一、投资估算依据（国家地方文件、指导标准）

二、乡村振兴项目总投资估算

三、资金筹措

四、资金使用及管理

第十章  财务评价

一、财务评价依据

二、总成本估算

三、营业收入、营业税金及附加

四、盈利能力分析

五、不确定性分析（盈亏平衡分析、敏感性）

六、财务评价结论

第十一章  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

二、社会效益

三、生态效益

第十二章  综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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