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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平邑县东阳拦河坝工程

（二）项目单位

平邑县水利局

（三）项目规划审批

2021 年 9 月 7日取得临沂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关于临沂市平邑

县东阳拦河坝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四）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

主要建设小（1）型拦河坝，一次蓄水量 168 万立方米，包含橡

胶坝、冲排水泵站、护险、河道疏浚、滩地整治和管理设施等。

工程等别为Ⅳ等，永久建筑物级别为 4 级，临时建筑物级别为 5

级。

工程设计洪水标准为 20年一遇，校核洪水标准为 50年一遇。

工程由橡胶坝、充排水系统、护险、河道疏浚及滩地整治和管

理设施等组成。

（五）项目建设期限

本项目建设期12个月，预计工期为2021年 12月至 2022年 12月。

二、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

（一）投资估算

1、编制依据及原则

（1）《水利水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规程》（SL618-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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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防洪标准》（GB50201-2014）；

（3）《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17）；

（4）《橡胶坝工程技术规范》（GB/T50979-2014）；

（5）《水闸设计规范》（SL265-2016）；

（6）《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标准》（GB51247-2018）；

（7）《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

（8）《水工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SL/T191-2008）；

（9）《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SL 303-2017）；

（10）《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设计规范》（SL290-2009）；

（11）《水利建设项目经济评价规范》（SL72-2013）；

（12）《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

（13）国家及有关部门颁布的其他有关规定、规范、规程等。

（14）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估算总额

平邑县东阳拦河坝工程项目投资概（估）算总额 2996.80 万元,

其中工程部分投资 2887.14 万元，专项投资 109.66 万元。

（二）资金筹措方案

1.资金筹措原则

（1）项目投入一定资本金，保证项目顺利开工及后续融资的可

能。

（2）发行政府专项债券向社会筹资。

2. 资金来源

考虑资金成本，结合项目实际情况，为减轻财务负担，提高资

金流动性，本项目业主单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初步确定项目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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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如下：

表 1：资金结构表

三、项目预期收益、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

（一）运营收入预测

本项目预期收入主要来源于建设完成后供水收入。运营期各年

收入预测如下：

表 2：运营收入估算表（单位：万元含税）

项目 计算依据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工业供水收

入

供水量 219.00 219.00 219.00 219.00 219.00

供水单价 2.20 2.20 2.20 2.20 2.20

实现率 90% 100% 100% 100% 100%

供水收入 433.62 481.80 481.80 481.80 481.80

（续表）

项目 计算依据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工业供水收

入

供水量 219.00 219.00 219.00 219.00 219.00

供水单价 2.20 2.20 2.20 2.20 2.20

实现率 100% 100% 100% 100% 100%

供水收入 481.80 481.80 481.80 481.80 481.80

（续表）

项目 计算依据 2033年 2034年 2035年 2036年 2037年 合计

工业供水

收入

供水量 219.00 219.00 219.00 219.00 219.00 3,285.00

供水单价 2.20 2.20 2.20 2.20 2.20

资金结构 金额（万元） 占比 备注

估算总投资 2,996.80 100.00%

一、资本金 1,596.80 49.95%

自有资金 1,596.80

二、债务资金 1,500.00 50.05%

专项债券 1,500.00



4

实现率 100% 100% 100% 100% 100%

供水收入 481.80 481.80 481.80 481.80 481.80 7,178.82

收入预测方法说明：

年营运收入=数量×单价。

1.数量

根据市场预测及工程建设计划，本项目建设完成后供水规模预

计 219 万立方米。处于谨慎性考虑，预计项目投入运营后供水量第

一年实现率为 90%，第二年及以后实现率为 100%

2.单价

本项目供水单价暂按收费标准 2.20 元/m³计算。

（二）运营成本预测

1、本项目成本包括动力费、税金、人员经费、综合维护费、辅

助材料费、利息支出等。年度运营支出预测如下：

表 3：运营支出估算表（单位：万元）

年份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动力费 19.57 19.57 19.57 19.57 19.57

税金 29.11 49.37 60.95 72.53 84.10

人员经费 8.40 8.40 8.40 8.40 8.40

综合维护费 43.36 48.18 48.18 48.18 48.18

辅助材料费 65.04 72.27 72.27 72.27 72.27

利息支出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合计 225.49 257.80 269.37 280.95 292.53

（续表）

年份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动力费 20.55 20.55 20.55 20.55 20.55

税金 95.33 38.60 38.60 38.60 38.60

人员经费 8.82 8.82 8.82 8.82 8.82

综合维护费 48.18 48.18 48.18 48.18 4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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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材料费 72.27 72.27 72.27 72.27 72.27

利息支出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合计 305.15 248.43 248.43 248.43 248.43

（续表）

年份 2033年 2034年 2035年 2036年 2037年 合计

动力费 21.58 21.58 21.58 21.58 21.58 406.18

税金 38.24 38.24 38.24 38.24 45.74 744.49

人员经费 9.26 9.26 9.26 9.26 9.26 166.01

综合维护费 48.18 48.18 48.18 48.18 48.18 717.88

辅助材料费 72.27 72.27 72.27 72.27 72.27 1,076.82

利息支出 60.00 60.00 60.00 60.00 30.00 870.00

合计 249.53 249.53 249.53 249.53 227.03 3,850.13

成本预测方法说明：

1. 动力费：抽取每吨水需耗电 0.1375 度，电价按照 0.65 元/

度，每五年上涨 5%。

2. 税金：

（1）增值税：按照财税（2014）57 号文件规定依照应纳税额

3%征收率计算。

（2）城市建设维护税：按照应交增值税额 5%税率计算。

（3）教育费附加：按照应交增值税额 3%税率计算。

（4）地方教育费附加：按照应交增值税额 2%税率计算。

（5）所得税：按照应纳税所得额 25%计算。

3.人员经费：结合本工程实际情况，新增定员 2 人，人均年工

资福利费按 4.20 万元／人，共计 8.40 万元／年，考虑经济增长情

况人员工资福利费每 5年上涨 5%。

4. 综合维护费：综合维护费按照供水收入的 10%的比例计算。

预计平均每年 48.1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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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辅助材料费：辅助材料费占供水收入的 15%计算，预计平均

每年 72.27 万元。

6.利息支出：平邑县东阳拦河坝工程项目拟 2022 年 1 月发行专

项债券 1,500.00 万元，每半年付息一次，平均每年支付利息 60.00

万元，需偿还利息 900.00 万元，其中建设期间利息付现 30.00 万元。

本项目还本付息预测如下：

表 4：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测算表（金额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余

额

本期新增本

金

本期偿还本

金

期末本金余

额
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

2022年 1,500.00 1,500.00 4.00% 30.00

2023年 1,500.00 1,500.00 4.00% 60.00

2024年 1,500.00 1,500.00 4.00% 60.00

2025年 1,500.00 1,500.00 4.00% 60.00

2026年 1,500.00 1,500.00 4.00% 60.00

2027年 1,500.00 1,500.00 4.00% 60.00

2028年 1,500.00 1,500.00 4.00% 60.00

2029年 1,500.00 1,500.00 4.00% 60.00

2030年 1,500.00 1,500.00 4.00% 60.00

2031年 1,500.00 1,500.00 4.00% 60.00

2032年 1,500.00 1,500.00 4.00% 60.00

2033年 1,500.00 1,500.00 4.00% 60.00

2034年 1,500.00 1,500.00 4.00% 60.00

2035年 1,500.00 1,500.00 4.00% 60.00

2036年 1,500.00 1,500.00 4.00% 60.00

2037年 1,500.00 1,500.00 4.00% 30.00

合计 1,500.00 1,500.00 900.00

（三）项目运营损益表

项目运营损益表见表 5。

表 5：项目运营损益表（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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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433.62 481.80 481.80 481.80 481.80

付现成本费用 225.49 257.80 269.37 280.95 292.53

现金净流入 208.13 224.00 212.43 200.85 189.27

加：支付的债券利息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可支付本息的项目收益 268.13 284.00 272.43 260.85 249.27

（续表）

项目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收入 481.80 481.80 481.80 481.80 481.80

付现成本费用 305.15 248.43 248.43 248.43 248.43

现金净流入 176.65 233.37 233.37 233.37 233.37

加：支付的债券利息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可支付本息的项目收益 236.65 293.37 293.37 293.37 293.37

（续表）

项目 2033年 2034年 2035年 2036年 2037年 合计

收入 481.80 481.80 481.80 481.80 481.80 7,178.82

付现成本费用 249.53 249.53 249.53 249.53 227.03 3,850.13

现金净流入 232.27 232.27 232.27 232.27 254.77 3,328.69

加：支付的债券利息 60.00 60.00 60.00 60.00 30.00 870.00

可支付本息的项目收

益
292.27 292.27 292.27 292.27 284.77 4,198.69

（四）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

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见表 6。

表 6：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一 筹资活动

（一） 现金流入 2,996.80

1 自有资本金流入 1,496.80

2 专项债券资金流入 1,500.00

3 银行借款资金流入

（二） 现金流出 30.00 60.00 60.00 60.00 60.00

1 付息 30.00 60.00 60.00 60.00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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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 偿还本金

（三） 筹资活动净流入 2,967.80 -60.00 -60.00 -60.00 -60.00

二 投资活动

（一） 现金流入

（二）
现金流出（基建支

出）
2,967.80

（三） 投资活动净流入 -2,967.80

三 经营活动

（一） 现金流入 433.62 481.80 481.80 481.80

（二） 现金流出 165.49 197.80 209.37 220.95

（三） 经营活动净流入 268.13 284.00 272.43 260.85

四 期末现金流入净额 208.13 224.00 212.43 200.85

（续表）

序号 项目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一 筹资活动

（一） 现金流入

1 自有资本金流入

2
专项债券资金流

入

3
银行借款资金流

入

（二） 现金流出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1 付息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2 偿还本金

（三） 筹资活动净流入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二 投资活动

（一） 现金流入

（二）
现金流出（基建

支出）

（三） 投资活动净流入

三 经营活动

（一） 现金流入 481.80 481.80 481.80 481.80 481.80

（二） 现金流出 232.53 245.15 188.43 188.43 188.43

（三） 经营活动净流入 249.27 236.65 293.37 293.37 29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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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期末现金流入净

额
189.27 176.65 233.37 233.37 233.37

（续表）

序号 项目 2032年 2033年 2034年 2035年

一 筹资活动

（一） 现金流入

1 自有资本金流入

2 专项债券资金流入

3 银行借款资金流入

（二） 现金流出 60.00 60.00 60.00 60.00

1 付息 60.00 60.00 60.00 60.00

2 偿还本金

（三） 筹资活动净流入 -60.00 -60.00 -60.00 -60.00

二 投资活动

（一） 现金流入

（二）
现金流出（基建支

出）

（三） 投资活动净流入

三 经营活动

（一） 现金流入 481.80 481.80 481.80 481.80

（二） 现金流出 188.43 189.53 189.53 189.53

（三） 经营活动净流入 293.37 292.27 292.27 292.27

四 期末现金流入净额 233.37 232.27 232.27 232.27

（续表）

序号 项目 2036年 2037年 合计

一 筹资活动 -

（一） 现金流入 2,996.80

1 自有资本金流入 1,496.80

2 专项债券资金流入 1,500.00

3 银行借款资金流入 -

（二） 现金流出 60.00 1,530.00 2,399.00

1 付息 60.00 30.00 899.00

2 偿还本金 1,500.00 1,500.00

（三） 筹资活动净流入 -60.00 -1,530.00 59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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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投资活动 -

（一） 现金流入 -

（二） 现金流出（基建支出） 2,967.80

（三） 投资活动净流入 -2,967.80

三 经营活动 -

（一） 现金流入 481.80 481.80 7,178.82

（二） 现金流出 189.53 197.03 2,980.13

（三） 经营活动净流入 292.27 284.77 4,198.69

四 期末现金流入净额 232.27 -1,245.23 1,828.69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假设本次专项债券于 2022 年 1 月发行成功，期限 15 年，每

半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偿还本金。

2.各项表格数据计算时若存在尾差系保留小数位数所致，数据

无实质性差异。

（六）小结

本项目收入主要是水费收入，项目建设资金包含项目资本金及

融资资金。通过对管输费收入以及相关营运成本、税费的估算，测

算得出本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项目的息前净现金流量为 4,198.69

万元，融资本息合计为 2,400.00 万元，项目收益覆盖项目融资本息

总额倍数达到 1.75 倍。

表 7：现金流覆盖倍数表（金额单位：万元）

融资方式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专项债券 1,500.00 900.00 2,400.00 4,198.69

覆盖倍数 1.75

四、专项债券使用与项目收入缴库安排

项目单位（包括项目单位的管理单位）保证严格按照《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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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

〔2018〕161 号）等政府债券管理规定履行相应义务，接受财政部门

的监督和管理，并保证政府专项债券专款专用。

专项债券收支纳入政府预算管理，根据专项债券《信息披露文

件》规定的还本付息安排，项目单位（包括项目单位的管理单位）

应以本方案中的项目收入按照对应的缴库科目上缴财政，按时、足

额支付政府专项债券本息。

五、项目风险分析

（一）与项目建设相关的风险

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应加强防范，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应进行有效

化解，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为维护社会稳定，应成立维护社会稳

定和平安建设工作协调领导工作组，以采取有效措施，制定化解社

会稳定风险措施，维护社会稳定。

1、群众支持问题风险

在群众总体支持项目建设的前提下，针对群众较为关心和关注

的问题，如环境保护、生态破坏等采取相应的措施，作为重要关注

点。

2、受损补偿问题风险。

3、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协调问题的风险。

4、利益诉求问题风险。

经分析，社会稳定风险影响主要因素有群众支持问题、受损补

偿问题、工程建设对地区生态环境影响问题、工程建设与当地基础

设施建设协调问题、利益诉求问题和社会治安问题以及其他不可预

见性问题等。综合归为如下 5 类风险:项目合法性及合理性遭质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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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项目可能造成环境破坏的风险、群众抵制征地及移民安置的

风险、项目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的风险、群众对生活环境变化的不

适风险。

（二）与项目收益相关的风险

1.数量达不到预期风险

从财务分析中的敏感性分析计算表可知，项目收益对数量较为

敏感，如果市场供需态势发生较大变化或水量不及逾期，将会对项

目的收益带来一定风险。

2.运营成本增加风险

项目建成后的运营管理，特别是日常检查、养护、大修和安全

等方面的管理存在一定的风险，项目管理部门的运营管理水平直接

关系到项目投入运营后的正常安全运营、抢险救灾及运营效益。

六、事前项目绩效评估报告

（一）项目概况

概述项目主管部门、实施单位、申请专项债券资金规模及年限

等情况

东阳拦河坝工程，项目主管部门为山东省平邑县水利局，实施

单位为山东省平邑县水利局，本次拟申请专项债券 0.15 亿元用于东

阳拦河坝工程建设，年限为 15年。

（二）评估内容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的需要

平邑县属于祊河流域，人均水资源量较少，且时空分布不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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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凉河上游缺乏大型多年调节水库，调控能力有限，存在着工程性

缺水。另外温凉河上游拦蓄水建筑物不足，造成工程性缺水，枯水

期尤为明显。因此，在温凉河上兴建拦河坝工程，进行河道拦蓄，

增加地表水的利用量是十分必要的。

(2)农村饮水供水需求

魏庄水厂位于郑城镇魏庄村南，承担着白彦镇、郑城镇两个镇

的农村饮水供水任务，该水厂从温凉河取水，日供水量 6000m3/d，

由于项目所在温凉河段蓄水工程不足，导致水厂用水受到制约。为

增加蓄水量，缓解当地水资源紧缺的局面，规划在温凉河上新建东

阳拦河坝工程是十分必要的。

(3)水生态景观的要求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生态环境

的要求越来越高，水环境也逐步的提高到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上。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十分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十八大以来多次对

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工程建成后蓄水水面与滩地、河畔植被连成一体，构成

一个完整的河道生态系统，对鱼类等水生动物及两岸植物都带来更

适宜的环境，对保持生物多样性具有积极意义。因此通过工程建设，

为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拓展发展空间创造有利条件，对提升城镇化

发展，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必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2、项目实施的公益性

（1）可扩大水域面积，减少河滩沙地裸露面积，抑制扬沙现象

的发生，改善区域小气候，建坝也将增加水体的滞留时间，从而加

强河流的光照作用，延长河水净化时间，从而改善县区河段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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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局部抬高水位，为引水补源提供源头和动力，为县区水

系提供水源，盘活县区水系，增加水景观，满足人民意义需要的美

好水环境，使人们群众以水兴业、依水而居的梦想成为现实,也给群

众带来了亲水、享水的真实感受，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3）可增加城区地下水补水给量，改善市区地下水资源状况，

涵养水源。

（4）改变天然的丰、枯水期水量不平衡状况，控制江河径流量，

使河流在枯水期具有一定的水量来稀释净化污染物，提供河流的稀

释自净能力，改善水资源质量，特别是对于干旱缺水地区和城市的

水环境治理，可以明显改善天然河道枯水期径流量，改善水环境状

况。

3、项目实施的收益性

本项目预期收入主要来源于建设完成后供水收入。根据市场预

测及工程建设计划，本项目建设完成后供水规模预计 219 万 m3，供

水单价暂按收费标准 2.20 元/m3 计算，预计建设完成后每年收入为

481.8 万元。

4、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

2021 年 9 月 7日取得临沂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关于临沂市平邑

县东阳拦河坝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5、项目成熟度

本工程设计、实施技术成熟，不存在工程建设的重大技术难题，

且工程效益显著，当地政府、人民非常支持工程的建设。

6、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

平邑县东阳拦河坝工程项目投资概（估）算总额 2996.8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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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工程部分投资 2887.14 万元，专项投资 109.66 万元。工程部

分估算总投资包括：建筑工程 1947.74 万元；机电设备购置及安装

工程 169.93 万元；金属结构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 2.09 万元；临时

工程 131.13 万元；独立费用 373.78 万元；预备费 234.47 万元，

建设期利息 30.00 万元。

本项目资金来源包含自有资金 1496.80 万元，专项债券 1500.00

万元。

7、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性

本项目收入主要是水费收入，价格根据政府指导价确定；成本

根据类似行业成本测算，预测具有合理性。

8、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

本工程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2996.8 万元，其中自有资金 1496.8

万元，占比 49.95%；专项债券 1500 万元，占比 50.05%，债券资金

需求合理。

9、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及应对措施

本项目收益覆盖项目融资本息总额倍数达到 1.75 倍，项目偿债

计划上是合理可行的。

可能会对偿债造成影响的风险主要归为如下 5 类：项目合法性

及合理性遭质疑的风险、项目可能造成环境破坏的风险、项目可能

引发的社会矛盾的风险、群众抵制征地的风险、群众对生活环境变

化的不适风险。

针对各种不可预见的风险，建设单位在日常工作中，除与当地

居民多沟通交流外，还应注重与当地党委、政府沟通交流和互通情

况，建设单位所依靠的主要是当地政府，因此建设单位应与政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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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当地群众及时交流信息，将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和事关群

众利益的问题尽可能圆满解决，前期各项工作积极稳妥地推进，保

证项目的顺利完工投入使用，从而将偿债风险降到最小。

10、绩效目标合理性

该项目在绩效目标细化方面存在不足，但本项目绩效目标指向

明确，与相应的财政支出范围、方向、效果紧密相关，项目绩效可

实现性较强，绩效目标较为合理。

11、其他需要纳入事前绩效评估的事项

无。

（三）评估结论

东阳拦河坝工程收益 4,198.69 万元，项目债券本息合计

2,400.00 万元，本息覆盖倍数为 1.75，符合专项债发行要求；项目

可以以相较银行贷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为本项目

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保证本项目的顺利施工。项目建设符合本地区

的经济发展水平，能在较短时间内为本地区社会和人文环境所接受。

项目建成后能持续产生稳定现金流。但该项目在绩效目标细化、项

目退出清理调整机制、项目全过程制度建设、筹资风险应对措施等

方面存在不足。总的来说，本项目绩效目标指向明确，与相应的财

政支出范围、方向、效果紧密相关，项目绩效可实现性较强，实施

方案比较有效，资金投入风险基本可控，本项目事前绩效评估符合

专项债券申报使用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