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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基本情况 

（一） 项目名称 

莱阳市农村饮水城乡供水一体化支管网及村内管网工程（一期）

项目 

（二） 项目单位 

莱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三） 项目单位简介 

莱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为成立于 2010 年莱阳城

乡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是莱阳市唯一的上规模政府投融资公司，在银

监会监管名单之外。定位为全市控股、参股主体和主要债务融资工具

的发行主体，集工程项目投融资建设、资产运营、资本运作、区域综

合开发建设于一体的集团公司。2020 年根据莱阳市委、市政府《关

于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的意见》、市政府《关于对莱阳市市直部门管

理企业统一监管调整整合请示的批复》《关于组建莱阳市城市建设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实施方案》等文件要求，对集团及下属公司进行改

制、整合。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正式办理集团工商营业执照，企业

名称变更为“莱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城投集团”），

是隶属市政府的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本 60000 万元，由莱阳市国有

资产运营中心出资。 

公司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城市建设项目投资（未经金融监管

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

城市建设项目的管理、运营；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

物业管理；工程招、投标代理服务；建筑工程施工；控股公司服务；

集团公司管理。（依法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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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项目规划审批 

项目已取得备案文件。2021 年 5 月 28 日，经莱阳市行政审批服

务局核准批复，项目代码 2105-370682-04-01-436275 

（五） 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覆盖 13 个镇、5 个街道办事处，规划实施 339 个村庄，新

建φ110~DN500 供配水管道 390.24km。 

（六） 项目建设期限 

预计工期为 2022 年 6 月至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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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水利厅鲁水建字（2015）3 号文颁发的《山东省水利水电

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办法》； 

《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工程量计算规定》（SL328—2005）； 

发改价格〔2015〕229 号文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

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知”； 

鲁水建字〔2016〕5 号文发布的“山东省水利水电工程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计价依据调整办法”； 

鲁水建函字〔2019〕33 号文发布的“山东省水利厅关于调整山

东省水利水电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计算标准的通知”； 

山东省水利厅鲁水建字（2015）3 号文颁发的《山东省水利水电

建筑工程预算定额》（上、下册）； 

山东省水利厅鲁水建字（2015）3 号文颁发的《山东省水利水电

工程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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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水利厅鲁水建字（2015）3 号文颁发的《山东省水利水电

设备安装工程预算定额》； 

《莱阳市农村饮水城乡供水一体化支管网及村内管网（一期）工

程申请报告》 

2.估算总额 

本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511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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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 

（2）发行政府专项债券向社会筹资。 

（3）采用银行贷款等其他融资方式。 

2. 资金来源 

本项目总投资规模 51,116.00 万元，银行借款 15,334.63 元，本年

度拟申请使用专项债券 25,500.00 万元（本次发行金额 19500.00 万元，

剩余金额本年度后续发行），项目资本金 10,281.37 万元，其中专项

债资金 0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为 20.12%，由建设单位自筹，

建设期债券产生的利息由自有资金来归还。假设拟申请使用债券的债

券票面利率 4.50%，期限 15 年，在债券存续期每半年支付债券利息

一次，到期一次还本。项目资金来源如下： 

表 1：资金结构表 
资金结构 金额（万元） 占比 备注 

估算总投资 51116.00 100%  

一、资本金 10281.37 20.12%  

自有资金 10281.37 20.12%  

二、债务资金 40834.63 79.88%  

专项债券 25500.00 4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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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借款 15334.63 30.00%  

三、项目预期收益、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 

（一）运营收入预测 

1.预测依据：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合理预测其运营收入。本项目预

期收入主要来源于供水水费。 

2.收入预测方法说明： 

本项目覆盖人口 69.99 万人，用水定额按照 150L/人·天，供水

价格按照 2 元/立方米，则项目运营期第 1 年水费收入为：69.99 万人×

150L/人·天/1000×365 天×2 元/立方米=7663.91 万元。 考虑物价的

影响，运营期收入按照每 3 年递增 1%。各年收入详见下表。 

表 3：运营收入估算表（单位：万元） 
年度 水费收入 年合计 

2022 年（建设期）   

2023 年（建设期）   

2024 年 7,663.91 7,663.91 

2025 年 7,663.91 7,663.91 

2026 年 7,663.91 7,663.91 

2027 年 7,740.55 7,740.55 

2028 年 7,740.55 7,740.55 

2029 年 7,740.55 7,740.55 

2030 年 7,817.96 7,817.96 

2031 年 7,817.96 7,817.96 

2032 年 7,817.96 7,817.96 

2033 年 7,896.14 7,896.14 

2034 年 7,896.14 7,896.14 

2035 年 7,896.14 7,896.14 

2036 年 7,975.10 7,975.10 

2037 年 3,322.96 3,32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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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04,653.74 104,653.74 

（二）运营成本预测 

预测依据：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合理预测运营期间的

各项成本支出。年度运营支出预测如下： 

本项目总成本费用包括氯酸钠等药剂费、原水费、维护管理修理

费、动力费、人员费等。考虑物价的影响，每年递增 1%。 

成本预测方法说明：  

1.外购原辅材料 

项目所需辅料为氯酸钠、盐酸等药剂，项目年外购氯酸钠 11.86

吨，按 5000 元/吨；盐酸 23.73 吨，按 900 元/吨；经估算，项目正常

正常年外购原辅材料费为 8.06 万元。 

2.原水费 

项目原水费，按照供水量 3831.95 万吨和 0.16 元/吨估算。 

3.燃料及动力费用 

电力年需要量为 30 万 kW•h，单价 0.62 元/万 kW•h，项目年均外

购燃料动力费为 18.60 万元。 

4.工资及福利费 

项目劳动定员 20 人，年平均工资及福利费 3.6 万元/人，则年均

工资及福利费 72.00 万元。 

5.维护管理修理费 

项目维护管理修理费按建设投资额的 0.2%计算，年均修理费为

98.40 万元/年。 

6.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是在制造费用、管理费用、运营费用中扣除工资、修理

费后的费用。经测算，年均其他费用为 3.78 万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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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运营支出估算表（单位：万元） 

年度 
外购燃料

及动力费 
外购原水及

辅料 
人员 
费用 

修理费 
其他 
费用 

合计 

2022 年（建设

期） 
      

2023 年（建设

期） 
      

2024 年 18.60 621.17 72.00 98.40 3.78 813.95 
2025 年 18.79 627.38 72.72 99.38 3.82 822.09 
2026 年 18.98 633.65 73.45 100.37 3.86 830.31 
2027 年 19.17 639.99 74.18 101.37 3.90 838.61 
2028 年 19.36 646.39 74.92 102.38 3.94 846.99 
2029 年 19.55 652.85 75.67 103.40 3.98 855.45 
2030 年 19.75 659.38 76.43 104.43 4.02 864.01 
2031 年 19.95 665.97 77.19 105.47 4.06 872.64 
2032 年 20.15 672.63 77.96 106.52 4.10 881.36 
2033 年 20.35 679.36 78.74 107.59 4.14 890.18 
2034 年 20.55 686.15 79.53 108.67 4.18 899.08 
2035 年 20.76 693.01 80.33 109.76 4.22 908.08 
2036 年 20.97 699.94 81.13 110.86 4.26 917.16 
2037 年 8.74 291.64 33.80 46.19 1.78 382.15 

合计 265.67 8,869.51 1,028.05 1,404.79 54.04 
11,6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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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利息支出 

本项目总投资规模 51116.00 万元，银行借款 15334.63 元，本年

度拟申请使用专项债券 25500.00 万元（本次发行金额 19500.00 万元，

剩余金额后续发行），项目资本金 10281.37 万元，其中专项债资金 0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为 20.12%，由建设单位自筹，建设期债

券产生的利息由自有资金来归还。假设拟申请使用债券的债券票面利

率 4.50%，期限 15 年，在债券存续期每半年支付债券利息一次，到

期一次还本。自申请使用债券计息之日起 15 年债券存续期应还本付

息情况如下： 
 

债券存续期应还本付息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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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

余额 
本期 
新增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融资 
利率 

应付 
利息 

应付本息

合计 
2022
年 

 25,500.00  25,500.00 4.50% 573.75 573.75 

2023
年 

25,500.00   25,500.00 4.50% 1,147.50 1147.5 

2024
年 

25,500.00   25,500.00 4.50% 1,147.50 1147.5 

2025
年 

25,500.00   25,500.00 4.50% 1,147.50 1147.5 

2026
年 

25,500.00   25,500.00 4.50% 1,147.50 1147.5 

2027
年 

25,500.00   25,500.00 4.50% 1,147.50 1147.5 

2028
年 

25,500.00   25,500.00 4.50% 1,147.50 1147.5 

2029
年 

25,500.00   25,500.00 4.50% 1,147.50 1147.5 

2030
年 

25,500.00   25,500.00 4.50% 1,147.50 1147.5 

2031
年 

25,500.00   25,500.00 4.50% 1,147.50 1147.5 

2032
年 

25,500.00   25,500.00 4.50% 1,147.50 1147.5 

2033
年 

25,500.00   25,500.00 4.50% 1,147.50 1147.5 

2034
年 

25,500.00   25,500.00 4.50% 1,147.50 1147.5 

2035
年 

25,500.00   25,500.00 4.50% 1,147.50 1147.5 

2036
年 

25,500.00   25,500.00 4.50% 1,147.50 1,147.50 

2037
年 

25,500.00  25,500.00  4.50% 573.75 26,073.75 

合计  25,500.00 25,500.00   17,212.50 42,712.50 

银行借款筹集资金 15334.63 万元，假设年利率 5%，贷款期限 10

年，资金充裕时偿还部分本金。本项目还本付息预测如下： 
本期 融资 应付 

年度 
期初本金余

额 新增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余

额 利率 利息 
应付本息

合计 
2022 年 - 7,667.31 - 7,667.32 5.00% 191.68 19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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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7,667.32 7,667.32 - 15,334.63 5.00% 575.05 575.05 
2024 年 15,334.63  1,533.46 13,801.17 5.00% 766.73 2,300.19 
2025 年 13,801.17  1,533.46 12,267.70 5.00% 690.06 2,223.52 
2026 年 12,267.70  1,533.46 10,734.24 5.00% 613.39 2,146.85 
2027 年 10,734.24  1,533.46 9,200.78 5.00% 536.71 2,070.17 
2028 年 9,200.78  1,533.46 7,667.32 5.00% 460.04 1,993.50 
2029 年 7,667.32  1,533.46 6,133.85 5.00% 383.37 1,916.83 
2030 年 6,133.85  1,533.46 4,600.39 5.00% 306.69 1,840.15 
2031 年 4,600.39  1,533.46 3,066.93 5.00% 230.02 1,763.48 
2032 年 3,066.93  1,533.46 1,533.46 5.00% 153.35 1,686.81 
2033 年 1,533.46  1,533.49 - 0.05 76.67 1,610.16 
合计  15,334.63 15,334.63   4,983.76 20,318.39 

 

11.项目现金流收益规模测算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项目收入 项目支出 项目预期收益 

2022 年（建设期）    
2023 年（建设期）    

2024 年 7,663.91 813.95 6,849.96 
2025 年 7,663.91 822.09 6,841.82 
2026 年 7,663.91 830.31 6,833.60 
2027 年 7,740.55 838.61 6,901.94 
2028 年 7,740.55 846.99 6,893.56 
2029 年 7,740.55 855.45 6,885.10 
2030 年 7,817.96 864.01 6,953.95 
2031 年 7,817.96 872.64 6,945.32 
2032 年 7,817.96 881.36 6,936.60 
2033 年 7,896.14 890.18 7,005.96 
2034 年 7,896.14 899.08 6,997.06 
2035 年 7,896.14 908.08 6,988.06 
2036 年 7,975.10 917.16 7,057.94 
2037 年 3,322.96 382.15 2,940.81 
合计 104,653.74 11,622.06 93,031.68 

（三）项目运营损益表 

项目运营损益表见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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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 

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见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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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项目运营损益表（单位：万元） 
年度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一、收入/成
本/税金  

            
  

营业收入  7663.91 7663.91 7663.91 7740.55 7740.55 7740.55 7817.96 7817.96 7817.96 7896.14 7896.14 7896.14 7975.10 3322.96 
营业成本  813.95 822.09 830.31 838.61 846.99 855.45 864.01 872.64 881.36 890.18 899.08 908.08 917.16 382.15 
税金及附加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息税折旧及

摊销前利润  
6849.96 6841.82 6833.60 6901.94 6893.56 6885.10 6953.95 6945.32 6936.60 7005.96 6997.06 6988.06 7057.94 2940.81 

 二、折旧和

摊销  
              

总折旧和摊

销  
1618.67 1618.67 1618.67 1618.67 1618.67 1618.67 1618.67 1618.67 1618.67 1618.67 1618.67 1618.67 1618.67 1618.67 

息税前利润  6849.96 6841.82 6910.27 6978.62 6970.23 6961.77 7030.63 7021.99 7013.27 7082.64 7073.73 6988.06 7057.94 2940.81 
三、财务费用                
 利息支出  1722.55 1914.23 1837.56 1760.89 1684.21 1607.54 1530.87 1454.19 1377.52 1300.85 1224.17 1147.50 1147.50 573.75 
总财务费用  1722.55 1914.23 1837.56 1760.89 1684.21 1607.54 1530.87 1454.19 1377.52 1300.85 1224.17 1147.50 1147.50 573.75 
 税前利润  4935.73 5004.26 5072.71 5217.73 5286.02 5354.23 5499.76 5567.80 5635.75 5781.79 5849.56 5840.56 5910.44 2367.06 
 四、所得税                
所得税费用  1233.93 1251.07 1268.18 1304.43 1321.51 1338.56 1374.94 1391.95 1408.94 1445.45 1462.39 1460.14 1477.61 591.52 
 五、净利润  3701.80 3753.20 3804.53 3913.30 3964.52 4015.67 4124.82 4175.85 4226.81 4336.34 4387.17 4380.42 4432.83 1775.55 

 

 



11 

表 9：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单位：万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年度 合计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经营活动收入 104653.74    7663.91  7663.91  7663.91  7740.55  7740.55  7740.55  7817.96  7817.96  7817.96  7896.14  7896.14  7896.14  7975.10  3322.96  

经营活动支出 11622.06    813.95  822.09  830.31  838.61  846.99  855.45  864.01  872.64  881.36  890.18  899.08  908.08  917.16  382.15  

支付的各项税费                 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

额 

93031.68    6849.96  6841.82  6833.60  6901.94  6893.56  6885.10  6953.95  6945.32  6936.60  7005.96  6997.06  6988.06  7057.94  2940.8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0.00                  

建设成本支出 51116.00  38439.23  9609.81  3066.96  0.00  0.00             

流动资金支出 0.00    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

额 

-51116.00  -38439.23  -9609.81  -3066.9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三、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0.00                  

资本金 10281.37  6168.82  4112.55  0.00  0.00  0.00             

专项债券 25500.00  25500.00  0.00                

银行借款 15334.63  7667.31  7667.32  0.00  0.00              

偿还债券本金 25500.00                 25500.00  

偿还银行借款本金 15334.63    1533.46  1533.46  1533.46  1533.46  1533.46  1533.46  1533.46  1533.46  1533.46  1533.46  0.00  0.00  0.00  0.00  

支付债券利息 17786.25  573.75  1147.50  1147.50  1147.50  1147.50  1147.50  1147.50  1147.50  1147.50  1147.50  1147.50  1147.50  1147.50  1147.50  1147.50  1147.50  

支付银行借款利息 4983.75  191.68  575.05  766.73  690.06  613.39  536.71  460.04  383.37  306.69  230.02  153.35  76.67  0.00  0.00  0.00  0.00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

额 

-12488.63  38570.70  10057.32  -3447.69  -3371.02  -3294.35  -3217.68  -3141.00  -3064.33  -2987.66  -2910.98  -2834.31  -2757.64  -1147.50  -1147.50  -1147.50  -26647.50  

四、期初现金 311316.22  0.00  131.47  447.51  335.31  3806.10  7345.36  11029.62  14782.18  18602.95  22569.24  26603.58  30705.87  34954.20  40803.76  46644.32  52554.76  

期内现金变动 3927.05  131.47  447.51  335.31  3470.80  3539.25  3684.26  3752.56  3820.77  3966.29  4034.34  4102.29  4248.32  5849.56  5840.56  5910.44  -23706.69  

五、期末现金  131.47  578.98  782.82  3806.10  7345.36  11029.62  14782.18  18602.95  22569.24  26603.58  30705.87  34954.20  40803.76  46644.32  52554.76  2884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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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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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预期收入主要来源于供水水费。考虑物价的影响，收入每

3 年递增 1%；项目建设资金包含项目资本金及融资资金。通过对营

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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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31.68 万元，融资本息合计为

63030.89 万元，项目收益覆盖项目融资本息总额倍数达到 1.48 倍。 

表 10：现金流覆盖倍数表（金额单位：万元） 

融资本息支付 
融资方式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项目收益 

专项债券   25500.00      17212.50    42712.50  

银行借款   15334.63       4983.76    20318.39  

融资合计   40834.63      22196.26    63030.89  

93031.68 

覆盖倍数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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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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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风险分析 

（一）与项目建设相关的风险 

与建设相关的风险主要是技术风险和建设环境风险。 

项目技术风险主要指项目采用技术的先进性、可靠性、适用性和

可行性与预测方案发生较大变化，可能给项目带来风险。 

项目建设环境风险主要指选址的工程地质、水文地址条件与预测

值发生较大变化，将会造成投资增加、工期延长、工程量增大，并可

能对周边的自然生态环境带来一定的影响。 

针对上述风险，项目实施时制定了以下措施来防范和降低项目的

风险： 

1.深化各阶段设计方案，减少工程设计方案的变更，避免因设计

方案的变更而拖延工期。 

2.选择有较高施工技术与管理水平，经济实力雄厚并拥有先进施

工设备的施工队伍，确保工程的质量与进度；通过选择资信好、技术

可靠的设计、施工承包商，签订规范的合同（包括在承包商不能履行

合同时确定损失额的条款），切实做好合同管理的工作，可以达到抵

御风险的目的。 

3.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十分重要，如果对工程地质或水文地质情

况探测不清，将会致使项目在生产运营甚至施工中出现问题，造成经

济损失。本项目所在地址地势平坦，且在工程中已经进行了详细的工

程地质和水文地质勘测和评价，地质情况不复杂，故这方面不存在风

险。 

（二）与项目收益相关的风险 

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主要是收入与支出变动风险。因收入受到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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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经济、市场情况、相关政策等诸多因素影响，现实中可能存在运营

成本项目不确定等问题，可能影响项目收入规模，偿债能力减弱，影

响还本付息。 

1.项目单位将加强对经费的管理，坚决压缩不合理支出，减少资

金的浪费，保证还本付息资金。 

2.在项目存续期间，将项目的还本付息资金纳入预算管理，列为

优先支付，专项预算项目，以确保按时支付本息。 

六、事前项目绩效评估报告 

（一）项目概况 

莱阳市农村饮水城乡供水一体化支管网及村内管网工程（一期）

项目，项目主管单位为莱阳市人民政府，实施单位为为莱阳市城市建

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本项目覆盖 13 个镇、5 个街道办事处，规划

实施 339 个村庄，新建φ110~DN500 供配水管道 390.24km。本次拟

申请专项债券 25500.00 万元用于莱阳市农村饮水城乡供水一体化支

管网及村内管网工程（一期）项目，年限为 15 年。 

（二）评估内容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得益于莱阳市政府及莱阳市水务局等有关单位大力推进相关措

施解决全市的供水与饮水安全，目前莱阳市的城乡供水问题得到一定

程度上的缓解。但因受多种因素制约，部分村庄饮水安全仍然得不到

保障，水量、水质等指标均难以满足要求。从关注民生的角度出发，

通过实施支管网延伸入村和村内管网改造工程，实现莱阳市城乡供水

同源同质，改善农村居民饮水条件，使广大农村居民喝上更加方便、

稳定和安全的饮用水，打破“一村一网”的供水模式，实现城乡供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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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是十分必要的。 

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有利于水资源的合理利用，有利于供水

市场秩序的规范化、标准化，有利于实行“同网、同质、同价”，有利

于促进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 

2、项目实施的公益性 

实施农村饮水城乡供水一体化，是莱阳市政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优化农村基本服务，提高农村饮水安全水平，保障农村居民身体健康

的重要举措。这项列入烟台市“三重”且作为“两不愁、三保障”重点民

生事项，已编制在《烟台市农村饮水安全两年攻坚行动工作方案》中，

写入了烟台市政府 2019 年工作报告。以“不能把农村饮水不安全问

题带入小康社会”为底线，以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为导向，

以同源、同网、同质为方向，以水质水量达标为目标，以健全运行管

护机制为保障，全力推进农村饮水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为推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基础支撑。 

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的地位和作用在于： 

（1）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是保障农村饮水安全的重要举措。饮

水工程是农村重要的基础设施，关系到农村居民的生存、生活和生产

等切身利益。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可保证水质，减少疾病、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缩小城

乡差别，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 

（2）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有利于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对水源进

行合理配置，政府可以宏观调控，对水务部门统筹调度，有利于缓解

供需矛盾，提高供水保证率。 

（3）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有利于供水市场秩序的规范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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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通过供水系统的统一规划建设、统一管理、统一调度、统一定价，

提高饮用水质量，让群众喝上放心水，彻底解决城乡用水供需的矛盾，

实现由原来的“定时供水”向现在的“24 小时供水”转变。 

（4）城乡供水一体化有利于实施供水、排水价格统一政策。实

施城乡供水一体化后，根据相关产业政策和水价政策，从促进水资源

保护、节约用水到优化资源配置，按不同时期确定统一价格政策标准，

实行“同网、同质、同价”，有利于降低成本及运营费用，有利于水价

政策的统一实施。 

（5）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之后，有利于促进节约用水。现状供

水方式缺少合理的管网设计和计量设施，缺乏统一的收费管理模式，

节水宣传教育不够，尤其是在农村，节水意识非常淡薄，存在不同程

度的浪费水现象。 

实行城乡供水一体化后，可建立起从源头到水龙头的一整套科学

管理模式，逐步实现阶梯水价制度，保证人民群众既能喝上放心水，

又做到合理用水、节约用水，有效保护水资源。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要求“健全城乡一体化必须健全体质机制，

形成以供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让广大农民平等的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烟台市

农村饮水城乡一体化的建设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希望能让更

多的人分享现代化成果。 

3、项目实施的收益性 

本项目预期收入主要来源于供水水费，通过对营业收入以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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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31.6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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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 

（1）建设投资估算合规性 

山东省水利厅鲁水建字（2015）3 号文颁发的《山东省水利水电

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办法》； 

《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工程量计算规定》（SL328—2005）； 

发改价格〔2015〕229 号文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

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知”； 

鲁水建字〔2016〕5 号文发布的“山东省水利水电工程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计价依据调整办法”； 

鲁水建函字〔2019〕33 号文发布的“山东省水利厅关于调整山

东省水利水电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计算标准的通知”； 

山东省水利厅鲁水建字（2015）3 号文颁发的《山东省水利水电

建筑工程预算定额》（上、下册）； 

山东省水利厅鲁水建字（2015）3 号文颁发的《山东省水利水电

工程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 

山东省水利厅鲁水建字（2015）3 号文颁发的《山东省水利水电

设备安装工程预算定额》； 

本项目建设投资估算严格按照相关定额规定进行，符合相关文件

的规定要求。 

（2）筹资合规性 

本项目总投资规模 51116.00 万元，银行借款 15334.63 元，本年

度拟申请使用专项债券 25500.00 万元（本次发行金额 19500.00 万元，

剩余金额本年度后续发行），项目资本金 10281.37 万元，其中专项

债资金 0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为 20.12%，由建设单位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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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期债券产生的利息由自有资金来归还。假设拟申请使用债券的债

券票面利率 4.50%，期限 15 年，在债券存续期每半年支付债券利息

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经过论证，项目资金筹措方案可行，建议加强建设期的成本管控。 

（3）筹资风险可控性 

①项目通过合理安排筹资结构、降低资金成本，科学控制运营

成本（合理安排项目建设进程），将利率风险进一步降低至可控范围

之内。 

②调研多种融资和建设模式，“多条腿”走路，合理转移和降低风

险发生概率。融资模式可采用政策性银行贷款、地方商业银行贷款、

专项债、融资租赁、信托基金等。 

③在项目实施前期建立良好的财务监管机制，评估资金的使用

效率，督促资金的划拨到位，监督资金的使用途径，完善资金使用申

请汇报制度，把好资金的专款专用环节，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价值。 

④采取与施工单位通过协议方式直接锁定利率风险等措施减少

利率风险对项目的影响。 

项目资金来源、筹措程序合规，投入渠道及方式合理，筹资风险

基本可控。 

5、项目成熟度 

（1）实施内容的明确性 

项目覆盖 13 个镇、5 个街道办事处，规划实施 339 个村庄，新

建φ110~DN500 供配水管道 390.24km。 

本工程建设目的是通过水资源优化调度解决莱阳市农村用水问

题，改善生态环境，为地区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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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保障，项目建设十分必要，项目建设条件具备，时机成熟，实施后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 

（2）在设计中，项目认真执行国家或地方现行的有关设计规范

和规程，遵照安全实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的原则，以满足专业要

求。项目方案选择合理，在建材选取、施工方法上能够做到：因地制

宜，就地取材，施工规范化，从而加快本项目的建设进度。 

项目严格按照批复的设计文件进行建设。项目设计方案因地制宜，

科学合理，与项目建设内容及绩效目标匹配。 

（3）项目组织及实施进度安排合理性 

为确保项目的规范管理和顺利实施，承办单位对项目实施“项目

招投标制”“质量终身制”“项目监理制”“资金专款专户制”等管理制度。 

项目组织机构健全、职责分工明确，进度安排合理，能够满足项

目组织协调和管理工作需要。 

（4）过程控制有效性 

①施工组织管理 

在项目经理的统一部署下，工程技术部负责编制项目招标文件，

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对项目的

勘察、设计、监理等采购活动依法进行招标。 

②严格执行工程监理制度 

建设单位应通过招标有资格的工程质量监理机构，全面负责工程

监理，并实行监理工程师负责制，以确保项目工程质量和建设工期要

求。 

③工程实施方案 

项目具有开发强度大、品质要求高、施工建设水平要求高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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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工程实施过程中要未雨绸缪，精心组织，精心管理，保证既

定目标的顺利实现。 

结合本工程的特点，为完成工程实施计划应采取下述措施： 

A.抓紧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如立项、材料询价、施工队伍及材

料的考察等工作。 

B.做好设计的准备工作，准备好设计所需的基础资料，如工程地

质勘探、地形测量的技术资料。 

C.做好施工的技术准备工作，引进必要的施工机械。同时，在施

工中注意工种的配合，对某些可控制性工程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提前

施工。力争高质量、快速度地完成工程的施工任务。 

④质量保证 

A.建立健全施工现场监理质量保证体系，坚持“质量第一”的指导

思想，对质量工作实施统一组织，统一指挥，统一管理，分工明确，

各负其责。 

B.施工过程中严格按照规范要求质量标准精心组织施工，加强质

量信息反馈，作为必要检查和实践，按标准进行工程质量检验和评定。 

③施工过程中选择合格厂家加强进货检验，严格过程检验及最

终检验，确保质量目标实现。 

C.加强基础资料管理工作，单位工程完工后，及时编制竣工资料，

作好工程收尾工作，保证工程及时竣工验收。 

项目业务管理制度、技术规程健全、完善，质量及进度方面配有

相应的保障措施，保证项目实施能够得到有效管控。 

6、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 

本项目总投资规模 51116.00 万元，银行借款 15334.63 元，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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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拟申请使用专项债券 25500.00 万元（本次发行金额 19500.00 万元，

剩余金额本年度后续发行），项目资本金 10281.37 万元，其中专项

债资金 0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为 20.12%，由建设单位自筹，

建设期债券产生的利息由自有资金来归还。假设拟申请使用债券的债

券票面利率 4.50%，期限 15 年，在债券存续期每半年支付债券利息

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项目资本金目前已到位。同时，项目考虑采用银行贷款、专项债

等多种融资渠道筹集资金。 

经过论证，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方案可行。 

7、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性 

本项目预期收入主要来源于供水水费收取，本项目覆盖人口

69.99 万人，收费标准根据莱阳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市区居民用水

综合水价延期执行的通知》的（莱发改〔2020〕69 号），考虑物价

的影响，收入每年递增 1%，预测具备合理性。 

本项目总成本费用包括氯酸钠、盐酸等药剂费、原水费、维护管

理修理费、动力费、人员费、折旧摊销费、利息支出等，所需费用按

照类似项目取值，估算具备合理性。 

本项目政府专项债券以项目预期实现的经营收益为还本付息基

础，根据本项日达到设计规模后的收入成本进行预测。经过详细估算，

专项债券存续期间本项目有稳定的经营收益，可覆盖债券存续期间项

目融资各年利息及到期偿还本金的支出需求，本项目经营收益对项目

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48。项目偿还债券本金后期末仍有结余。本

项目资金稳定性较可靠。 

8、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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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总投资规模 51116.00 万元，银行借款 15334.63 元，本年

度拟申请使用专项债券 25500.00 万元（本次发行金额 19500.00 万元，

剩余金额本年度后续发行），项目资本金 10281.37 万元，其中专项

债资金 0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为 20.12%，由建设单位自筹，

建设期债券产生的利息由自有资金来归还。项目资本金比例符合《国

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国发〔2019〕26

号）中项目资本金比例 20%的要求。 

9、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及应对措施 

本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项目的息前净现金流量为 93031.68 万

元，融资本息合计为 63030.89 万元，项目收益覆盖项目融资本息总

额倍数达到 1.48 倍。 

项目在借款偿还期内各年可用于支付利息的税息前利润与当期

应付利息费用的比值为利息备付率，付息能力保障充足，无付息风险。 

偿债备付率是指项目在借款偿还期内，各年可用于还本付息资金

与当期应还本付息金额的比值，还本付息有保障。 

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主要是收入与支出变动风险。因收入受到宏

观经济、市场情况、相关政策等诸多因素影响，现实中可能存在运营

成本项目不确定等问题，可能存在因运量和运费价格下降影响项目收

入规模，偿债能力减弱，影响还本付息。 

（1）项目单位将加强对经费的管理，坚决压缩不合理支出，减

少资金的浪费，保证还本付息资金。 

（2）在项目存续期间，将项目的还本付息资金纳入预算管理，

列为优先支付，专项预算项目，以确保按时支付本息。 

10、绩效目标合理性 

https://wiki.mbalib.com/wiki/%E9%A1%B9%E7%9B%AE
https://wiki.mbalib.com/wiki/%E5%80%9F%E6%AC%BE%E5%81%BF%E8%BF%98%E6%9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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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建设进度目标： 

本项目计划建设期 2 年，自 2022 年 6 月开始至 2023 年 12 月结

束。 

（2）项目经济效益目标： 

由于本工程项目为城市基础设施，以服务于社会为主要目的，它

既是生产部门必不可少的生产条件，又是居民生活的必要条件，对国

民经济的贡献主要表现为外部效益。近年来，随着工农业的发展 ，

给水增长较快，目前的供水量已无法满足需求，城乡供水矛盾突出，

农村居民无法使用安全保障的供水，地下水开采量大，造成很多环境

问题，本工程一旦建成，将缓解该区域内的供水矛盾，对规划区内居

民生产生活和经济更快速的腾飞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11.其他需要纳入事前绩效评估的事项 

（1）工程控制 

工程的顺利实施需要各单位在时间上、空间上协调一致。为使工

程在实施过程中不受到干扰。 

①管理和监督工程实施 

实施控制的首要任务是监督。工程实施控制过程，监督工作必须

保证实时性，必须立足现场，通过经常性的监督以保证整个工程和各

工程活动按照计划和合同(预定的质量要求，预计的支出，预定的工

期)有效地和经济地实施，达到预定的目标。 

②跟踪工程实施过程 

通过对实施工过程的监督获得反映工程实施情况的资料以及对

现场情况的了解，将这些资源经过信息处理，管理者可以获得工程实

施状况的报告，将它与工程的目标，项目的计划相比较，可以确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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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与计划的差距，并在实施过程中采用动态控制的方法，阶段性地检

查实际值与计划目标值的差异，采取措施纠正偏差，制定新的计划目

标值，使工程的实施结果逐步接近最终目标。 

③工程监理 

本工程必须严格执行监理制，将整个工程管理任务以合同的形式

委托给监理公司，代行业主单位部分或全部权力，监理工程师作为业

主的代理人为业主提供专职的咨询、设计、工程实施控制，甚至运行

管理等全套的咨询和管理服务，为业主承担工程管理的大量事务性工

作，以保证工程建设的顺利完成。 

④质量目标 

全部创优质工程。确保全部工程达到国家现行的工程质量验收标

准。工程一次验收合格率达到 100%，优良率达到 95%以上，并满足

全段创优要求。安全目标：无重大安全事故，年负伤频率不超过 5‰，

安全生产指标达国标。 

（三）评估结论 

本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项目的息前净现金流量为 93031.68 万

元，融资本息合计为 63030.89 万元，项目收益覆盖项目融资本息总

额倍数达到 1.48 倍，项目偿债计划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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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

工程有利于水资源的合理利用，有利于供水市场秩序的规范化、标准

化，有利于实行“同网、同质、同价”，有利于促进节约用水、保护水

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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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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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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