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伦敦地铁���模式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结构之一
，

保证该结构有效运行及

�即 合约有效执行的关键
，

在于其内嵌了一种科学合理的审核仲裁机制
。

伦敦地铁���模式仲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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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在考虑了准备扭转地铁

投资严重不足局面的多种方案后
，

英国

政府认为完全私有化不是解决这一问题

的最佳方法
，

而倾向于以公私合作的方

式 �简称���� 对整个地铁系统进行升

级改造
。

经过�年多的论证和试行
，

分

别干����年 ��月和 ����年�月正式签

约
，

伦敦地铁公司 ����� 将地铁系统

维护和基础设施供应以 �� 年特许经营

权的方式转给了�个基础设施公司 �分

别为���
、

��� 和 ���公司
，

以下简

称���公司�
。

运营和票务依然由伦敦

地铁公司控制
，

基础设施公司的回报由

固定支付和业绩支付两部分组成
。

由于特许期较长
，

而地铁建设和

运营标准
、

对 ���公司业绩考核的标

谁
，

以及���合约中的其他因素会随着

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
，

而且这些因素又

无法在签约时完全预见到
。

为此
，

伦敦

地铁 ���模式在其结构中内嵌了一个

定期审核的机制
，

使签约各方在 ���

框架内每�
�

�年重新约定合约条款
。

为

确保合约重新审核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

伦敦地铁 ���模式中设计了专门的仲

裁机制
，

以帮助在合作各方之间建立信

任关系
，

保证合约的有效执行
。

仲裁者的审核内容

伦敦地铁 ���模式中的仲裁者是

由运输大臣任命的独立权威
，

负责重新

确定���的财务条件和相关成本
，

其核

心任务是确定 ���公司为完成合同订

立的投资回报率而提出的价格水平
。

每次阶段性审核过程中
，

仲裁者

审核的内容主要包括 �个方面
�

价格
、

工作范围和融资安排
�

价格
�

交易的价格每�
�

�年会被所

有合作方共同审核一次
。

如果各方对下

一个 �
�

�年的期间价格不能达成一致
，

那么这个问题将被提交给仲裁者处理
。

范围
�

已经签订的合同对 ���公

司的现有工作范围规定 了一定的变更幅

度
。

如果在阶段性审核中 ���提出的

新要求与原合同相差甚远
，

那么
，

需要

与���公司就此进行谈判
。

融资
�
���公司已经保证了他们

在第一个审核期间的融资义务
。

在审核

中
，

投资者并没有继续投资的义务
，

但

是如果 ���不大幅度变更工作范围或

风险分担方案
，

这将对于继续投资的投

资者有一定的激励作用
。

在这种仲裁审

核之外
，

运输部会与伦敦交通局 �简称

���� 评估���的可行性
，

并且他们同

意给予 ���公司未来地铁维修和更新

的工作
。
���对于保证现有的 ���合

同范围内的融资安排非常关注
。

运输部

认为��� 已经在给私人投资者和贷款

人的
“

安慰信
”

中对于未来的融资做出

非常有力的承诺
。

仲裁者与管制者的角色虽有一些

相似性
，

但本质是不同的
。

他们都定期

审核价格
，

提高价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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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未来投资和投资回报的需求
。

然而
，

管制者拥有更加广泛的权利
，

如促进竟

争
、

办法许可
、

处理争议并且能够阳沛习

一家公 司对他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的价

格
，

管制者通常限制价格上涨幅度
，

也

可以制定并实秘峨务标准
。

���公司与

其他的管制行业是不同的
，

因此
，

霍审

核的时候
，

也需要用不同的方式
。

例如
，

仲裁者没有权利保护个人顾客
，
那是

���和 ���的权禾��
。

仲裁者还有一个核心职能是对

���公司所提供的服务确定一个经济且

有效的价格
。

这涉及到一个虚拟���公

司的概念
，

这一虚拟的���公司与现实

���公司一样
，

会以经济且有效的方式

运营
，

会遵守 《良好企业操守法案》 以

及签署相同的分包合同和融资协议
。

对

于每个 ���公司都有一个独立的虚拟

公司与其对应
，

以反映这 �个基础设施

公司的不同结构和义务
。

在第一个�
�

�

年期间
，
���公司想使其所有重大合同

都通过竟争性招标来确定
，

而 ���和

��� 公司想把重大合同给他们的股东

公司
，

只是将分合同通过竞争性招标来

确定
。

仲裁者在对各个虚拟���公司成

本评估的基础上决定未来 ���公司的

收费水平
。

仲裁风险

仲裁者的存在给每一方都带来了

风险
。

在理论上
，

他能够决定一个对

���公司不利的价格水平
，

或者给予对

于 ���不利的定价指导
。

他必须考虑

到 ��� 公司需要长期投资并且允许

���公司获得合同中同意的投资回报
，

同时要确保 ���公司达到经济和有效

运营的标准
。

对于 ���协议的有关问题
，

仲裁

者要提供合理和及时的指导和指令
，

并

与签署 ���协议的各方进行建设性合

作
，

以达成
“
以安全

、

有效和经济的方

式向公众提供现代可靠的地铁服务
”

这

一 ���运作的主要目标
。

自����年以来
，

北京地铁在新线

建设过程中也开始尝试采用特许经营的

模式 �即���模式�
。

由于轨道交通投

资和建设的特点
，

地铁特许经营期一般

设计得比较长
，

签约时无法对未来所有

可能发生的事情预见到
。

而伦敦地铁

即�模型中仲裁机制设计的思想和原理

有助于为国内地铁 ���模型设计更好

的结构和合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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