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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位置图：北京                                项目地照片：北京首都机场停机坪 

 
（1）背景： 

北京首都机场的使用状况与中国航空部门的发展情况类似，在 1980-1990 年的十年间，旅客人数

增至 4.4 倍（年平均增长率：约 16％）、货物量增至 2.5倍（年平均增长率：近 10％），进入 20 世

纪 90 年代，旅客人数和货物量均呈现 30％以上的年增长率，1992 年旅客人数增加至 870 万人（同比

增长 38％）。但是项目评估阶段使用的旅客航站楼建于 1980 年，是按照年旅客人数上限为 300 万人

的条件设计的，此后经过两次扩建，计划容量虽有所增加，但实际的旅客人数仍远远超出容量上限，

且该航站楼在物理上已经难以继续扩建。 

    由一期项目
1
评估之前，中方于 1990 年做出的需求预测可知，从经济增长预测及当时的航空需求

现状来看，预计 2005 年旅客人数将达到 2050 万人，货物量将达到 24.3 万吨。为应对将来航空运输

需求的日益增长，中国政府将本项目视为第九个五年规划(1996年-2000年)的重点项目。 

    基于以上预测，虽然跑道等设施可以满足今后迅速增长的需求，但旅客航站楼和货物航站楼等设

施的扩建是必不可少的。 

 
（2）目的： 

  本项目旨在新建国际航线及国内航线专用的旅客航站楼、货物航站楼及附属设施，以应对北京首

都机场迅速增长的旅客及货物运输需求。 

 
（3）项目范围： 

  本项目于北京首都机场建设①国际航线和国内航线专用旅客航站楼（24 万㎡、年吞吐量 3600 万

人）、②货物航站楼（1.2万㎡）、③停机坪(41个机位、46.4万㎡)、④管理大楼、⑤员工宿舍、⑥

机场场区内道路、⑦停车场（17 万㎡），同时⑧采购特殊车辆，⑨建设燃料供应设施、电话、自来

水管道和下水道、供暖设施等全套设施，聘请咨询专家（以上为二期贷款评估阶段在一期贷款评估阶

段的项目范围基础上进行变更后的项目范围。本项目原计划中的项目范围指的是变更后的范围。本小

节所述内容遵循变更后的项目范围）
2
。日元贷款的对象为所需日元贷款的全部金额。 

                                                           
1
 本项目的日元贷款按照一期（1993年签订）、二期（1995年签订）、三期（1996年签订）分三次提供。 

2
 一期贷款评估阶段的项目范围是旅客航站楼（12万 m

2
）、货物航站楼（0.9万 m

2
）、停机坪（20个机位、21.3万 m

2
）、停车场建设（5.7

万 m
2
），仅供参考。（不聘请外国咨询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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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贷款人/实施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中国民用航空局 
 

（5）贷款协议概要： 
 

 一期（1993 年） 二期（1995 年） 三期（1996 年） 总计 

日元贷款承诺额 

   支付额 
81.06 亿日元 

80.75 亿日元 

134.35 亿日元 

71.75 亿日元 

84.59 亿日元 

76.27 亿日元 

300 亿日元 

228.77 亿日元 

签署政府换文日期 

签订贷款协议日期 
1993 年 8 月 

1993 年 8 月 

1995 年 10 月 

1995 年 11 月 

1996 年 12 月 

1996 年 12 月 
 

贷款协议条件 利率 2.6％ 

偿还期限 30 年 

（其中宽限期 10

年） 

 不限定采购国 

利率 2.3％ 

偿还期限 30 年 

（其中宽限期 10

年） 

 不限定采购国 

利率 2.3％ 

偿还期限 30 年 

（其中宽限期 10

年） 

 不限定采购国 

 

贷款支付完成 2000 年 7 月 2000 年 12 月 未结束  
 

 

2.评估结果 

（1）计划的相关性 

    自 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航空部门的运输量呈现大幅增长。在航空运输量日益增长

的背景下，北京首都机场能够支持全机种航班到港、离港，是首都唯一的民用客运机场，是外国进入

中国的空中门户，同时也发挥着国内航空运输枢纽的重要作用。1994年，在中国 98个机场中，首都

机场的旅客吞吐量位居首位（约占 14％），货物吞吐量仅次于上海，位居第二（约占 16.1％）。1980

年按照旅客年吞吐量 300 万人设计并建设的旅客航站楼之后虽然历经两次扩建，增加了计划容量，但

本项目一期评估时旅客人数已经超负荷，物理上已经难以继续扩建。基于以上情况，为应对将来的需

求增长，中国政府将本项目列为第九个五年规划的重点项目，因此评估阶段（一期、二期）本项目计

划具有高度相关性。 

    此后，三期项目实施并完成之后，首都机场作为中国最大的航空枢纽，始终在航空运输网络中发

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且不久后北京将迎来 2008年奥运会，首都机场需要满足庞大的国际旅客运输需

求，其重要性将与日俱增，因此本项目计划进行的建设是必不可少的，其相关性至今仍受认可。 

 

（2）项目实施效率 

①项目范围 

    1990 年之后的旅客运输需求实际增长情况大幅超过预期，1992 年的实际旅客吞吐量就已经达到了

1995年运输需求的预计值。中国急需解决旅客需求迅速增长的问题，故一期项目开始实施后将 2005年

的旅客运输需求预计值上调至 3600 万人。与此同时，二期项目评估时对项目范围进行了调整，将旅客

航站楼的吞吐能力调整至 3600 万人，建筑面积从 12 万㎡相应增至 24 万㎡，货物航站楼从 0.9 万㎡增

至 1.2 万㎡。在二期项目实施前根据变更后的需求预测调整项目范围是为了项目整体的完成，是具有

现实意义的措施，因此本项目的实施效率值得肯定。 

  本项目最终按原计划（项目范围调整后、二期项目评估时的计划）完成。但通过日元贷款实施的

项目完成后，自 2000 年开始，中方按照计划并利用自有资金实施了进一步扩建工程，包括将旅客航站

楼的总建筑面积从 24 万㎡扩建至 32.6 万㎡等内容。原因是 24 万㎡的面积用于接送乘客过于狭小，另

外需要增设转机乘客的休息室等。因此，其他的机场设施也进行了扩建，停机坪从 46.4 万㎡扩建至

51.8万㎡，货物航站楼的面积从 1.2万㎡增加至 2.5万㎡，设施容量均有所增加。旅客相关设施方面，

本项目完成后实施单位努力改善了旅客的便利性，值得肯定。 

 

②项目经费 

  实地考察时，本项目的竣工财务决算报表正在准备中，截至 2001年 6月 30日的实际项目经费包括

征地费在内，国内资金为 63.3亿元（相当于 905亿日元）、日元贷款为 16亿元（相当于 228亿日元），

总计 79.3 亿元（相当于 1,133 亿日元）。三期项目评估时计划项目总经费为 711 亿日元，所以按照非

正式估算，出现了约 60％的成本超支
3
。但是其中日元贷款部分的计划金额为 300 亿日元，实际使用金

                                                           
3
 上调需求预测值的同时项目范围发生变更，因此一期项目估算的项目经费（日元贷款 136亿日元、国内资金 11.7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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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为 228亿日元（约为计划金额的四分之三）。与原计划相比导致成本明显增加的项目是旅客航站楼。

对三期项目经费进行评估时预计为 236 亿日元（其中日元贷款对象金额为 181 亿日元），实际金额为

695 亿日元（其中日元贷款对象金额为 186 亿日元），大约上升 460 亿日元，与总项目经费中成本超支

的部分大致相同
4
。另外，停机坪部分评估时预计金额为 16 亿日元（其中日元贷款对象金额为 3 亿日

元），但实际金额为 79 亿日元（其中日元贷款对象部分为 0.7 亿日元）。高架桥、道路、停车场评估

时预计使用 55亿日元（其中日元贷款金额为 16亿日元），实际使用 176亿日元（其中日元贷款为 4亿

日元）。判断国内资金部分的成本大幅上升是项目范围调整所致。 

  关于国内资金的来源，原计划使用国家的民航总局建设资金及国家开发银行提供的软贷款等资金，

但实际除了从以上资金来源获得的金额增加之外，建设银行等也提供了部分资金，解决了成本增加的

问题。 
 

③工期 

  本项目原计划于 1999 年 10 月完成，实际于 1999 年 9 月提前完成。整体施工进度均在原计划范围

内。 
 

（3）效果 

  旧旅客航站楼的旅客吞吐能力为 300万人，新旅客航站楼投入使用（1999年 9月 17日）之后，新

旧航站楼总计吞吐能力达到 3600万人（但新航站楼投入使用的同时旧航站楼便已停止使用，目前正在

改建以重新投入使用）。 

 

①北京机场的旅客人数 

表 1 为北京首都机场的旅客人数预测值与实际值对比。预测值有 1993 年一期项目评估时的预测数

据和 1995 年二期项目评估时的预测数据，但 1995 年的预测值在 1993 年预测值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幅上

调。例如，1993 年预计 2000 年的旅客运输需求量为 1,470万人，但 1995年预计 2000 年的旅客运输需

求量为 2,388万人，较 1993 年的预测值增加 60％以上，而实际值则为 2,169 万人，北京机场的旅客吞

吐量与修改后的预测值十分接近
5
。因此可以肯定旅客航站楼发挥了预期效果。 

 

表 1: 旅客人数预测值与实际值对比（万人） 

 

 

                                                           
元，总计 380 亿日元）在二期项目评估时有所上调（日元贷款 298 亿日元、国内资金 36.8 亿元、总计 728 亿日元）。

在三期项目中调整为日元贷款 300 亿日元、国内资金 34.3 亿元、总计 711 亿日元。 
4
 机场方面对于项目实际费用的记录与项目评估时的分类不同。例如，聘请咨询专家的费用全部包含在旅客航站楼的成

本中。因此，无法非常精确地对比计划值与实际值。 
5
北京首都机场在中国民用机场旅客吞吐量中占 16％，在国内位居首位。 

预测（原始） 

预测（变更后） 

实际 

旅客人数的预测值与实际值对比（万人） 

预测（变更后） 

预测（变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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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旅客人数增长率的变化（实际值与预测值） 

 

 

 

 

 

 

 

资料来源：项目评估时的资料（中国民用航空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注：“旅客人数的预测值与实际值对比”中的“原始”指的是 1993 年一期项目评估时的预测值，“变更后”指的是

三期项目评估时的预测值。 

 

 

  表 2 为旅客人数年增长率的变化。截至 2000 年为实际数据，自 2001年开始，年增长率的数据是

根据每隔五年提交的预测值计算所得。1996 至 1999 年增长率不超过 5％，而新旅客航站楼投入使用

的第二年（2000 年），旅客人数就呈现近 20％的增长率。新航站楼投入使用之后，旅客吞吐能力大

幅增长，解决了旅客人数急剧增加的问题。关于今后增长率的预测，为方便起见，截至 2005 年为年

平均 10％，截至 2010 年为年平均 7％，预计 2005 年的旅客人数将接近年吞吐能力的上限，增加至

3500 万人，2010 年将增加至 5000 万人。另外，虽然没有从统计学上对需求进行预测，但因为已经确

定 2008 年在北京召开奥运会，所以机场方面预计北京机场的年旅客人数将于 2008 年之前达到 5000

万人。如果今后旅客人数按照预测的趋势增长，那么今后旅客航站楼将持续得到有效利用。 
 

②货物吞吐量 

  如表 3 所示，北京首都机场 2000年的货物吞吐量为 53 万吨，包括邮件和旅客行李在内的货物吞

吐总量达到 77.4 万吨，在全国占 19.4％，在中国民用机场中位居首位。但是在计算货物吞吐量时，

除了日元贷款对象范围内的货物航站楼，还将建于机场内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CA）的货物航站楼吞

吐量也计算在内。据实施单位介绍，CA 多为国际航线，其吞吐能力比负责机场维护管理的北京首都

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货物航站楼的处理设施高，使用状况良好
6
。 

 

③财务内部收益率 

  项目评估时估算所得的本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FIRR）为 6.5％，以到港离港等的地面服

务、机场使用费等为收益计算所得。而使用实际数据在相同条件下计算所得的 FIRR为 10.9％。

假设今后旧航站楼不再使用，考虑到机会收益，通过增量收益法(With-and-without method)计

算所得的 FIRR仍为正值7。 
 

 

 

前提 

项目生命周期：20 年 

收益：到港离港等地面服务费用、机场使用费 

费用：项目建设费、运营费、税 
 

                                                           
6
日元贷款建设的货物航站楼单独的吞吐量不详。 
7
 由于本项目投资成本增加，同时本项目实施前一直超过运营能力负荷，维护管理费用有所控制，因此最终数值接近

0％。但实际情况是旧航站楼的改建工程不久后将结束，计划作为国内航线专用航站楼重新投入使用，因此实际的

FIRR 很有可能更接近同等条件下重新计算后得到的数值（10.9％）。 

旅客人数的增长率 实际值与预测值（％） 

实际值 

（粗线） 

预测值 

25％ 

20％ 

15％ 

10％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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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北京首都机场货物吞吐量的变化 

 
 

 

 

 

 

 

 

 

 

资料来源：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进行评估时，需要考虑为提前应对因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导致的旅客人数增加而预先进

行投资的意义以及首都机场作为国际机场，其服务品质得以提升这一定性效果等。 

 

（4）影响 

①航空部门在国内、国际航线运输中的地位 

  表 4为旅客运输量中各运输方式占比的变化。航空部门 1990年占比为 4.1％，1996年增至 8.2％，

为 1990 年的两倍左右。表 4 中虽未显示，但 2000 年时所有运输方式中航空部门的占比仅为 0.1％，

占比微乎其微，但航空货物运输的绝对量如表 5所示，每年增长率都居高不下。 

  表 5 为中国国内、国际航线运输中旅客、货物运输量的同比增长率。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增长率

高，但 90 年代后半期增长率放缓，1999 年、2000 年增长率再次上升。1990 年至 2000 年的旅客运输

量增长率为年平均 17％，货物运输为 20％，均呈现高增长率。 

北京机场货物吞吐量（万吨）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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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各运输方式旅客运输量的占比变化 

 

 

 

 

 

 

 

 

 

表 5：航空运输量（旅客、货物）同比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注：旅客运输量以人公里为单位，货物运输量以吨公里为单位。 

 

②北京市的经济发展与企业投资情况 

  表 6为北京市名义地区生产总值（RGDP）与实际增长率、表 7为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资及其在

全国所占的份额。如表 6所示，北京市经济增长率以每年 10％左右的增长率逐年上升。北京市

的外商直接投资自 1994年至 1997年保持不变，1998 年转为增长，在全国所占份额也超过了

4％。本次日元贷款项目于 1999年完成，可以推测对本项目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升机场便利性

的预期也为吸引外商投资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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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北京市的经济发展情况 

 

 

 

 

 

 

 

 

 

 

 

 

 

 

 
 

表 7：北京市的外商直接投资 

 

 

 

 

 

 

 

 

 

 

 

 

 

 
 

资料来源：北京统计年鉴（北京市统计局编） 

 

④游客数量的变化 

  项目评估时期待本项目发挥的效果是促进游客人数增加，随之旅游业收入增加，使国际会议及

国际性活动等国际交流更加活跃。以下为北京市游客数量的变化。除 1998年同比有所减少之外，游

客数量持续增长。因此认为今后机场建设也将对游客数量的增长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⑤环境问题与居民搬迁 

  机场普遍面临的环境问题是垃圾焚烧设施及污水处理设施造成的公害问题以及噪音问题。北京

机场定期监测污水处理设施的 BOD、COD等数值。且 2001年 8月北京市环境部门对污水处理及垃圾

处理进行了监测。机场方面未报告出现超标等问题。 

  本项目主要为扩建航站楼，未对跑道等进行扩建，所以不涉及新的居民搬迁问题，但本项目开

始之前中方已开始计划转移附近居民以防止噪音问题。关于夜间飞行噪音问题，除到港、离港时间

晚点之外，北京机场报告不存在晚 12 点至早 5 点间离港或到港的航班。在实地考察时，跑道附近的

居民搬迁尚未完成，但机场方面给出的理由是转移所需的资金短缺、与居民迟迟无法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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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北京市游客数量的变化
注)
 

 

 

 

 

 

 

 

 

 

 

 

 

 

 
资料来源：北京统计年鉴 

注：来自海外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等的游客数量的总和 
 

（5）可持续性和独立发展性 

①组织和维护管理体制  

截至实地考察时，项目的维护管理由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8
负责。截至 2001年 8

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总数为 4,509名（其中正式员工为 2,949名）。虽然人

员配置整体呈精简化，但员工总数与去年基本持平。与上一年（2000年）相比，管理部门员工从

70-80名减少至 50多名，实际业务部门的员工人数有所增加。 

  廊桥等航站楼设施的维护管理由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下设的博维设备维修有限公司

（387名）负责。日常维护工作由公司内部完成，有的设备维护虽外包给制造商，但具备完善的航站

楼设施维护管理体制。 

  综上所述，本项目在组织方面、维护管理方面均具备可持续性和独立发展性。 

 
②财务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的合并利润表如下所示。2000 年与 1999 年相比有所下降，但

仍然维持了高收益。只要能够维持这一收益能力，就可以认为财务方面具备充分的可持续性和独立

发展性。 

  

                                                           
8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实行了股份制改革，但 65％的股份为国营企业持有。 

北京市游客数量的变化（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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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利润表 

单位：千元 

项目 2000年 1999年 

航空相关营业收入
注 1)

 1,300,450 1,121,316 

非航空相关收入
注 2)

 527,997 315,875 

收入总额 1,828,447 1,437,191 

营业税等税金 (65,057) (38,747) 

扣除营业税等税金后的净收入 
1,763,390 1,398,444 

费用 
(1,129,278) (610,856) 

营业利润 634,112 787,588 

非营业损益
注 3)

 107,371 (128,882) 

税前利润 741,483 658,706 

税后利润 482,904 495,365 
 

资料来源：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注： 

1)旅客的机场使用费、到港及离港费用等。 

2)免税店及其他零售店的收益、舱内饮食、摊位费等。 

3)收到或支付的利息、汇兑损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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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计划值与实际值对比 

项      目 计  划  值 
注 1)

 实  际  值
注 2)

 

①项目范围 

旅客航站楼 

 

总建筑面积 24万 m
2
 

 

总建筑面积 24万 m
2
 

货物航站楼 总建筑面积 1.2万 m
2
 总建筑面积 1.2万 m

2
 

停机坪 46.4万 m
2
    41个机位 46.4万 m

2 
   41个机位 

管理大楼 0.9万 m
2
 0.9万 m

2
 

员工宿舍 6.5万 m
2
 6.5万 m

2
 

停车场 17万 m
2
 16.7万 m

2
 

道路建设 机场场区内道路及高架桥联络线 机场场区内道路及高架桥

联络线 

特殊车辆 14辆 14辆 

公用基础设施 供暖设备、自来水及下水道设

备、燃料供应设备等 

供暖设备、自来水及下水

道设备、燃料供应设备等 

咨询服务 172M/M 30.7M/M 

②工期 1994年 1月-1999年 10月 1994年 1月-1999年 9月 

（较计划提前 1个月完

工） 

③项目经费 

日元贷款 

国内资金 

（以当地货币为单位的国内资

金） 

总计 

其中日元贷款部分 

汇率 

 

300亿日元 

411.21 亿日元 

(34.27亿元) 

711.21 亿日元 

300亿日元 

1元＝12.0日元 

（1996 年：二期评估） 

 

228.77亿日元 

904.8亿日元
注 3
) 

(63.34亿元)
注 3)

 

1133.57亿日元
注 3)

 

228.77亿日元 

1元＝14.3日元
注 4)

 

（1996年：中方统计） 
注： 

1)业务范围基于二期项目评估时的计划。但是项目经费为三期项目评估时变更后的数据。 

2)本项目（日元贷款项目）的实际值。 

3)项目经费中国内资金的实际值来自实施单位提供的资料，因此其中包括本项目结束后实施单位使用自有资金进行进一

步扩建的费用。 

4)三期（1996 年度）评估时使用的是 1 元＝12.0 日元的汇率，中方自 1995 年底开始使用 1元＝14.3 日元的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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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机场改造项目”第三方评估人意见 

 

交通运输协会理事  周晓勤 

1.计划的相关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航空运输需求的增长率是经济增长率的 2倍，机场建设项

目的紧急性非常高。北京首都机场被称为中国的“国门”，其建设的重要性尤其凸显。 

本项目于 1995年动工，1999年 9月完成。1999年北京机场的旅客数量已经达到 1,819万人，远

远超过本项目实施前的设计能力上限（800万人）。从这一角度来看，本项目具有高度相关性。 

 

2.项目实施效率 

项目实施过程中，按照需求变更了旅客航站楼和货物航站楼相关设施扩建等计划，导致项目总经

费出现了 60％左右的成本超支。虽然日元贷款部分未出现大的变更，但项目范围的调整导致国内资

金部分出现大幅度的成本增加。 

虽然本项目建设的必要性非常明确，工程建设的时机也正合时宜，但仍存在规模无法满足需求、

未考虑铁路联络线建设、航站楼内部交通问题等诸多问题点。尤其是该计划没有为将来的发展保留充

足的空间，未来实施扩建计划将比较困难。 

 

3.影响 

本项目实施后，首都机场的旅客吞吐能力一举增加 3倍以上，从旧旅客航站楼的 800万人达到

2,700万人，货物吞吐量也大幅增加，达到了预期效果。从中国全国以及北京市的发展情况来看，北

京首都机场的建设为北京市乃至全中国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另一方面，由于飞行频率的增加，也存在噪音加重等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4.项目的可持续性 

项目的维护管理由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从组织和维护管理方面来看，可持续性

和独立发展性均没有问题。 

 

5. 对今后的建议 

立项阶段进行需求预测时需要更加严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