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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阳信县德惠新河综合治理工程

（二）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阳信县德惠新河蓄排引调水提升工程

项目单位简介：

阳信县境内德惠新河、双保二渠、五一干渠已运行多年，存在

排涝防洪能力低、蓄水能力差，无引调水工程，导致无法有效利用

雨洪水资源，周边农田灌溉保证率不足，严重影响当地群众的生产

生活。

本工程通过对 3 条河道进行清淤深挖，形成“以河代库”，增

大河道蓄水能力，同时修建河道排水、管护设施及 4 座提水泵站，

全面提高河道蓄水、引调水能力，解决周边供水问题，保护河道沿

线村镇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地区经济可

持续发展。

（三）项目规划审批

项目已取得的批复文件

（四）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主要对阳信县德惠新河综合整治及建设配套设施，包括完

善王杠子闸配套设施建设， 德惠新河河道清淤治理 20. 53 公里，

两岸堤防加高培厚.36.069 千米， 新建商东河末端节制闸 1 座，

新建秦口河引水泵站 1 座， 新建王坤兮引水泵站 1座 ， 拆除改

建穿堤涵闸 6 座， 拆除改建桥梁 3 座，修复建设管理道路，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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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疏通河道支流等。

（五）项目建设期限

本项目计划工期 18个月，自 2022 年 6月开始前期准备工作，

至 2023 年 12 月竣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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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水利厅鲁水建字[2015]3 号发布的《山东省水利水

电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办法》；

（2）水利部水国科〔2005〕515 号文“关于批准发布《水利水

电工程设计工程量计算规定》SL328-2005 的通知”；

（3）山东省水利厅鲁水建字[2016] 5 号颁发的《山东省水利厅

关于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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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通知》；

（4）山东省水利厅鲁水建函字〔2019〕33 号文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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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国家计委、建设部计价格〔2002〕10 号文发布的“关于印

发《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

（6）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发改价格〔2007〕670 号文发布

的“关于印发《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

（7）鲁水建字[2015]3 号文发布的《山东省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预算定额》；

（8）鲁水建字[2015]3 号文发布的《山东省水利水电设备安装

工程预算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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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鲁水建字[2015]3 号文发布的《山东省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机械台班费定额》；

（10）山东省水利厅鲁水建函字〔2021〕27 号发布的《山东省

水利厅关于调整山东省水利水电工程安全文明生产措施费计算方法

的通知》；

（11）安装工程执行:山东省安装工程消耗量定额 2016；

（12）建筑工程执行:山东省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 2016；

（13）国家及上级主管部门颁发的有关文件、条例、法规等；

（14）本工程设计说明书及图纸。

2.估算总额

本工程总投资 24000 万元，其中建安工程投资 20735.75 万元，

独立费用 2168.66 万元，基本预备费 1885.07 万元，征地补偿投资

2431.30 万元，环境保护工程投资 83.71 万元，水土保持工程投资

74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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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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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资金结构表

资金结构 金额（万元） 占比 备注

估算总投资 24,000.00 100%
一、资本金 5,000.00 20.83%
自有资金 5,000.00

二、债务资金 19,000.00 79.17%
专项债券 1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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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灌溉收入和居民用水供水收入。

出于谨慎性考虑，对项目计算期内整体运营收入下浮 2.00%进行项目

净现金流入测算。项目现金流入具体如下：

表 2：运营收入估算表（单位：万元）
年份 农业灌溉收入 原水收入 合计

2023
- - -

2024 1,528.80 901.60 2,430.40

2025 1,528.80 901.60 2,430.40

2026 1,528.80 901.60 2,430.40

2027 1,528.80 901.60 2,430.40

2028 1,528.80 901.60 2,430.40

2029 1,528.80 901.60 2,430.40

2030 1,528.80 901.60 2,430.40

2031 1,528.80 901.60 2,430.40

2032 1,528.80 901.60 2,430.40

2033 1,528.80 901.60 2,430.40

2034 1,528.80 901.60 2,430.40

2035 1,528.80 901.60 2,430.40

2036 1,528.80 901.60 2,430.40

2037 1,528.80 901.60 2,430.40

2038 1,528.80 901.60 2,430.40

2039 1,528.80 901.60 2,430.40

2040 1,528.80 901.60 2,430.40

2041 1,528.80 901.60 2,430.40

2042 1,528.80 901.60 2,4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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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3 764.40 450.80 1,215.20

合计 29,811.60 17,581.20 47,392.80

（二）运营成本预测

本项目总成本费用包括人员工资福利、电费、维修费、运营管

理费、折旧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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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购原材料 外购动力及燃料 工资及福利 修理费 合计

2023 - - - - -

2024 60.18 14.31 129.65 28.56 249.96

2025 60.18 14.31 129.65 28.56 249.96

2026 60.18 14.31 129.65 28.56 249.96

2027 60.18 14.31 129.65 28.56 249.96

2028 60.18 14.31 129.65 28.56 249.96

2029 63.19 14.31 136.13 28.56 260.09

2030 63.19 14.31 136.13 28.56 260.09

2031 63.19 14.31 136.13 28.56 260.09

2032 63.19 14.31 136.13 28.56 260.09

2033 63.19 14.31 136.13 28.56 260.09

2034 66.35 14.31 142.94 28.56 270.74

2035 66.35 14.31 142.94 28.56 270.74

2036 66.35 14.31 142.94 28.56 270.74

2037 66.35 14.31 142.94 28.56 270.74

2038 66.35 14.31 142.94 28.56 270.74

2039 69.67 14.31 150.09 28.56 281.92

2040 69.67 14.31 150.09 28.56 281.92

2041 69.67 14.31 150.09 28.56 281.92

2042 69.67 14.31 150.09 28.56 281.92

2043 34.83 7.16 75.04 14.28 140.96

合计 1,262.08 279.06 2,719.04 556.92 5,172.60

成本预测方法说明：

（1）原材料费

主要包括由于本工程采用河道雨洪水资源充库，根据《山东省

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农业灌溉和农村非经营取水暂不征收

水资源费，本次仅考虑河道管理维护，费用为 0.009516 元/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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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正常运营期第一年原材料费约 59 万元，每五年成本上浮 5%。

（2）职工工资及福利费

定员、工资及福利费。工作人员正常年为 10人，工资按平均 5

万元/人/年。管理人员按照 10.5 万元/人/年测算，人员按 3人计算。

福利费按 14%计取，项目正常运营期第一年需工资及福利费 127.11

万元。由于考虑市场因素每五年上浮 5%。

（3）燃料动力费

项目正常年份年用电量 255 万度，电费 0.55 元/度，项目正常

运营期第一年电费 14.03 万元。

（4）折旧摊销费

按照直线折旧法计算折旧折旧年限按照 30年，固定资产残值按

照 5%计算，为 1200 万元，建设期不计提折旧，测算年折旧费 760

万元。

（5）修理费

维修费按同类规模运行经验，年测算维修费 28万元。

（6）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按照燃料动力费、修理费、工资福利费的 10%计取。项

目正常运营期第一年其他费用 16.91 万元。

（7）利息支出

拟发行专项债券融资 19,000.00 万元，占比为 79.17%，本次拟

发行 800.00 万元，债券发行期限 20年，剩余额度 18,200.00 万元，

假定在 2023 年发行完毕。假设债券利率 4.20%，项目债券本金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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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偿还，债券存续期内每半年支付一次债券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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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券期初余额 本期新增 本期减少 债券期末余额 付息合计 还本付息合计

2022 - 800.00 - 800.00 16.80 16.80

2023 800.00 18,200.00 - 19,000.00 415.80 415.80

2024 19,000.00 - - 19,000.00 798.00 798.00

2025 19,000.00 - - 19,000.00 798.00 798.00

2026 19,000.00 - - 19,000.00 798.00 798.00

2027 19,000.00 - - 19,000.00 798.00 798.00

2028 19,000.00 - - 19,000.00 798.00 798.00

2029 19,000.00 - - 19,000.00 798.00 798.00

2030 19,000.00 - - 19,000.00 798.00 798.00

2031 19,000.00 - - 19,000.00 798.00 798.00

2032 19,000.00 - - 19,000.00 798.00 798.00

2033 19,000.00 - - 19,000.00 798.00 798.00

2034 19,000.00 - - 19,000.00 798.00 798.00

2035 19,000.00 - - 19,000.00 798.00 798.00

2036 19,000.00 - - 19,000.00 798.00 798.00

2037 19,000.00 - - 19,000.00 798.00 798.00

2038 19,000.00 - - 19,000.00 798.00 798.00

2039 19,000.00 - - 19,000.00 798.00 798.00

2040 19,000.00 - - 19,000.00 798.00 798.00

2041 19,000.00 - - 19,000.00 798.00 798.00

2042 19,000.00 - 800.00 18,200.00 781.20 1,581.20

2043 18,200.00 - 18,200.00 - 382.20 18,582.20

合计 19,000.00 19,000.00 15,960.00 34,960.00

（三）项目运营损益表

项目运营损益表见表 5。

（四）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

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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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项目运营损益表（单位：万元）

年份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营业收入 - - 2,430.40 2,430.40 2,430.40 2,430.40 2,430.40 2,430.40 2,430.40 2,430.40

增值税 - - - - - - - - - -

营业税金及附加 - - - - - - - - - -

营业成本 16.80 415.80 1,807.96 1,807.96 1,807.96 1,807.96 1,807.96 1,818.09 1,818.09 1,818.09

利润总额 -16.80 -415.80 622.44 622.44 622.44 622.44 622.44 612.31 612.31 612.31

企业所得税 - - - - - - - - - -

净利润 -16.80 -415.80 622.44 622.44 622.44 622.44 622.44 612.31 612.31 612.31

续上表：

年份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营业收入 2,430.40 2,430.40 2,430.40 2,430.40 2,430.40 2,430.40 2,430.40 2,430.40 2,430.40 2,430.40

增值税 - - - - - - - - - -

营业税金及附加 - - - - - - - - - -

营业成本 1,818.09 1,818.09 1,828.74 1,828.74 1,828.74 1,828.74 1,828.74 1,839.92 1,839.92 1,839.92

利润总额 612.31 612.31 601.66 601.66 601.66 601.66 601.66 590.48 590.48 590.48

企业所得税 - - - - - - - - - -

净利润 612.31 612.31 601.66 601.66 601.66 601.66 601.66 590.48 590.48 590.48

续上表：

年份 2042 年 2043 年

营业收入 2,430.40 1,215.20

增值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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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税金及附加 - -

营业成本 1,823.12 903.16

利润总额 607.28 312.04

企业所得税 - -

净利润 607.28 312.04

表 6：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单位：万元）

单位：万元

年份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 - 2,430.40 2,430.40 2,430.40 2,430.40

2.经营活动支付的现金流 - - 249.96 249.96 249.96 249.96

3.经营活动支付的各项税金 - - - - - -

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计 - - 2,180.44 2,180.44 2,180.44 2,180.4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支付项目建设资金 10,000.00 12,000.00 2,000.00

2.支付的铺底资金 - -

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计 -10,000.00 -12,000.00 -2,000.00 - - -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项目资本金 5,000.00

2.债券及银行借款筹资款 800.00 18,200.00 - - - -

3.偿还债券及银行借款本金 - - - - - -

4.支付融资利息 16.80 415.80 798.00 798.00 798.00 798.00

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合计 5,783.20 17,784.20 -798.00 -798.00 -798.00 -798.00



11

四、现金流总计

1.期初现金 - -4,216.80 1,567.40 949.84 2,332.29 3,714.73

2.期内现金变动 -4,216.80 5,784.20 -617.56 1,382.44 1,382.44 1,382.44

3.期末现金 -4,216.80 1,567.40 949.84 2,332.29 3,714.73 5,097.18

续上表

年份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2,430.40 2,430.40 2,430.40 2,430.40 2,430.40

2.经营活动支付的现金流 249.96 260.09 260.09 260.09 260.09

3.经营活动支付的各项税金 - - - - -

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计 2,180.44 2,170.31 2,170.31 2,170.31 2,170.3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支付项目建设资金

2.支付的铺底资金

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计 - - - - -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项目资本金

2.债券及银行借款筹资款 - - - - -

3.偿还债券及银行借款本金 - - - - -

4.支付融资利息 798.00 798.00 798.00 798.00 798.00

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合计 -798.00 -798.00 -798.00 -798.00 -798.00

四、现金流总计

1.期初现金 5,097.18 6,479.62 7,851.93 9,224.23 10,596.54

2.期内现金变动 1,382.44 1,372.31 1,372.31 1,372.31 1,37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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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期末现金 6,479.62 7,851.93 9,224.23 10,596.54 11,968.84

续上表：

年份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 - - - -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2,430.40 2,430.40 2,430.40 2,430.40 2,430.40

2.经营活动支付的现金流 260.09 270.74 270.74 270.74 270.74

3.经营活动支付的各项税金 - - - - -

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计 2,170.31 2,159.66 2,159.66 2,159.66 2,159.6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 - - -

1.支付项目建设资金 - - - - -

2.支付的铺底资金 - - - - -

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计 - - - - -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 - - - -

1.项目资本金 - - - - -

2.债券及银行借款筹资款 - - - - -

3.偿还债券及银行借款本金 - - - - -

4.支付融资利息 798.00 798.00 798.00 798.00 798.00

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合计 -798.00 -798.00 -798.00 -798.00 -798.00

四、现金流总计 - - - - -

1.期初现金 11,968.84 13,341.15 14,702.81 16,064.47 17,426.12

2.期内现金变动 1,372.31 1,361.66 1,361.66 1,361.66 1,361.66

3.期末现金 13,341.15 14,702.81 16,064.47 17,426.12 18,787.78

续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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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2042 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 - - - -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2,430.40 2,430.40 2,430.40 2,430.40 2,430.40

2.经营活动支付的现金流 270.74 281.92 281.92 281.92 281.92

3.经营活动支付的各项税金 - - - - -

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计 2,159.66 2,148.48 2,148.48 2,148.48 2,148.48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 - - -

1.支付项目建设资金 - - - - -

2.支付的铺底资金 - - - - -

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计 - - - - -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 - - - -

1.项目资本金 - - - - -

2.债券及银行借款筹资款 - - - - -

3.偿还债券及银行借款本金 - - - - 800.00

4.支付融资利息 798.00 798.00 798.00 798.00 781.20

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合计 -798.00 -798.00 -798.00 -798.00 -1,581.20

四、现金流总计 - - - - -

1.期初现金 18,787.78 20,149.44 21,499.92 22,850.40 24,200.88

2.期内现金变动 1,361.66 1,350.48 1,350.48 1,350.48 567.28

3.期末现金 20,149.44 21,499.92 22,850.40 24,200.88 24,768.16

续上表：

年份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 - - - -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2,430.40 2,430.40 2,430.40 2,430.40 2,4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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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营活动支付的现金流 260.09 270.74 270.74 270.74 270.74

3.经营活动支付的各项税金 - - - - -

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计 2,170.31 2,159.66 2,159.66 2,159.66 2,159.6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 - - -

1.支付项目建设资金 - - - - -

2.支付的铺底资金 - - - - -

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计 - - - - -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 - - - -

1.项目资本金 - - - - -

2.债券及银行借款筹资款 - - - - -

3.偿还债券及银行借款本金 - - - - -

4.支付融资利息 798.00 798.00 798.00 798.00 798.00

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合计 -798.00 -798.00 -798.00 -798.00 -798.00

四、现金流总计 - - - - -

1.期初现金 11,968.84 13,341.15 14,702.81 16,064.47 17,426.12

2.期内现金变动 1,372.31 1,361.66 1,361.66 1,361.66 1,361.66

3.期末现金 13,341.15 14,702.81 16,064.47 17,426.12 18,787.78

续上表：

年份 2043 年 合计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 -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215.20 47,392.80

2.经营活动支付的现金流 140.96 5,172.60

3.经营活动支付的各项税金 - -

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计 1,074.24 42,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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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

1.支付项目建设资金 - 24,000.00

2.支付的铺底资金 - -

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计 - -24,00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 -

1.项目资本金 - 5,000.00

2.债券及银行借款筹资款 - 19,000.00

3.偿还债券及银行借款本金 18,200.00 19,000.00

4.支付融资利息 382.20 15,960.00

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合计 -18,582.20 -10,960.00

四、现金流总计 - -

1.期初现金 24,768.16 -

2.期内现金变动 -17,507.96 7,260.20

3.期末现金 7,260.20 7,26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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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假设本次专项债券于 2022 年发行成功，期限 20 年，每半年

付息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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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收入主要是本项目收入主要为农业灌溉收入和原水收入，

项目建设资金包含项目资本金及融资资金。通过对农业灌溉收入和

居民用水供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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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23.72 万元，融

资本息合计为 30,970.00 万元，项目收益覆盖项目融资本息总额倍

数达到 1.31 倍，内部收益率 8.2%。

表 9：现金流覆盖倍数表（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拟发行额度
净现金流入

测算

债券本息测

算

本息覆盖倍

数

阳信县德惠新河综合

治理工程
19,000.00 42,220.20 34,960.00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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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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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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事故风险：

1、水灾、淹溺

工程施工时，若工程区域防水设施不完善，将会发生淹没事故，

导致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噪声、振动危害

噪声对人体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噪声可以使人耳聋，还可能引

起高血压、心脏病、神经功能症等疾病。振动不仅诱发噪声，而且

可以直接对人体产生影响，使人降低工作效率，危害身体健康。本

项目主要为施工期噪声。

3、温度、湿度危害

温度、湿度危害主要指工程的工作环境中存在气温过高、气温

过低、高温高湿、低温高湿对人体产生的危害。高温除能造成灼伤

外，高温、高湿环境可影响劳动者的体温调节，体内水盐代谢及循

环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等。低温可以引起冻伤。温度急剧变

化，热胀冷缩，造成材料变形或热应力过大，会导致材料破坏，低

温下金属会发生晶型转变，甚至引起破裂而引发事故。

4、交通安全

工程区内的公路路面较窄，错车困难，部分路段出现急弯，视

距不佳会对工程产生影响，此外还要注意路侧的深沟等路段。

5、机械伤害

工程中机械伤害主要来源于人为因素与机械设备本身缺陷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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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伤害事故，其中人为因素包括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的因素，如人

员选配不力、安全意识差， 违章作业、违章指挥、无证上岗等；机

械设备本身缺陷主要有使用技术和安全性能不合格的机械；维修保

养不及时，存在安全隐患等。

6、电气伤害

工程中电气伤害会造成人员伤亡、爆炸起火、大面积停电等严

重安全问题，主要原因有电工不按规定穿戴劳动保护用品；电气设

备、电气材料不符合规范要求，绝缘受到磨损破坏；施工现场电线

架设不当、拖地、与金属物接触、高度不够；电箱不装门、锁，电

箱门出线混乱，随意加保险丝，并一闸控制多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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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量项目需求减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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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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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信县骨干河道供水及防洪治理工程，项目主管部门为阳信县

水利局，实施单位为未定，本次拟申请专项债券 1.9 亿元用于阳信

县德惠新河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建设，年限为 20年。

（二）评估内容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根据《山东省海河流域综合规划》（2012-2030）德惠新河防

洪标准应提高至 20年一遇，排涝标准提高至 5年一遇。其中阳信县

段现状河道淤积严重、据测量资料分析，阳信段平均淤 1.5m，个别

淤积严重处达 2.0m 以上，行洪能力平均降低 33.6%，排涝能力平均

降低 42.9%，如遇设计标准洪涝水，排涝水位抬高达 1.34~1.65m，

行洪水位抬高 0.41~1.22m，严重危及河道行洪除涝安全。另外河道

两岸现状堤防高度及宽度均不满足 20年防洪标准。河道沿线道路较

少，对管理带来一定困难，特别是在汛期，基本无法沿河道进行巡

视，实施阳信县德惠新河治理工程，可有效缓解德惠新河流域洪涝

灾害威胁，对促进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双保二渠、五一干渠清淤已运行多年，淤积严重，且由于渠道

供水保证率不足，需新建泵站进行提水。

根据德惠新河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确定本工程的工程任务为

通过对德惠新河、进行河道清淤、加高堤防、配套建筑物、新建防

汛路、信息化管理等工程措施，全面提高德惠新、双保二渠、五一

干渠河流域内蓄排引调水能力，并保护河道沿线村镇的工农业生产

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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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实施的公益性

1.水环境

工程所引水源主要为项目区地表水，因此地表水水质符合《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

2.大气和声环境

项目所在地区位于平原区，环境空气好，但不宜扩散，人口密

度较小，区域不涉及大型环境空气污染源，废气排放量小，SO2、NO2

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因此，环

境空气质量良好。

3.土壤

该地区中、西部地段土质为砂壤土或轻壤土，易于农作物生长，

也是该地区农作物较为高产的地段，东部地段土质为轻壤土，由于

易受海潮影响，加之排水不畅，致使土地盐碱化程度较高，是农作

物的低产区，同时还有大片的荒碱地待开发利用。

4.生态环境

（1）陆生生物

1）植被

以栽培植物为主，主要有小麦、玉米、棉花、花生、豆类等。

在林业方面，主要有杨树、榆树、柳树、槐树、桐树等；在果树方

面主要有苹果、梨，其次是杏和桃；灌木植被主要有紫穗槐、黄荆

等；自然植被主要有爬蔓草、茅草、马绊草、蟋蟀草、芦草、碱蓬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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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工程涉及区域无国家重点保护珍稀野生植物种和古树

名木分布。

2）动物

野生畜禽有野兔、刺猬、猫头鹰、仓鼠、蝙蝠、锦鼠、燕子、

麻雀、碧玉、乌鸦、喜鹊、啄木鸟、黄鹂、白翎、鹌鹑、红项等；

家禽饲养类主要有：猪、牛、羊、鸡、鸭、猫、狗、兔、狐狸等。

根据资料和现场调查，工程拟占用区域属人为活动频繁区域，

一般野生动物数量稀少，无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个体分布；没有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原生地分布，也无明显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栖息繁殖区域存在。

4.人群健康

工程影响范围内均设有三级医疗机构，其技术力量一般能满足

当地需要。近几年当地发病率较高的疾病有病毒性肝炎、肺结核、

细菌性痢疾等，说明该地区发病率较高的疾病为肠道传染病和呼吸

道疾病。

5.环境敏感点

工程区景观主要为农作物植被，一些成片林木。根据地质勘察

和收集相关资料，本工程项目区范围内无文物。

按照现场查勘和图上作业结合的方式，重点调查施工场地周围

及工程沿线的居民点、饮用水源取水口、自然保护区、文物古迹等。

除了村庄外，本工程不涉及医院、学校和文物等敏感区。

3、项目实施的收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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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考阳信县与项目周边收费标准及《阳信县德惠新河综合

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本项目收入主要为农业灌溉收入和居

民用水供水收入等。

（1）农业灌溉收入

农业灌溉收入：本工程建成以后，可为阳信县德惠新河流域沿

线农田加强优化灌溉水源问题，根据《山东省农业用水定额》

（DB37/T3772—2019）以及阳信县 2021 年供水情况，年灌溉用水

总量为 3900 万 m3，根据阳信县物价局提供数据，现行农业灌溉用

水收费标准是 0.4 元/m³，初步估算农业灌溉用水收入为 1560 万

元/年。

（2）原水收入

本工程建成之后，河道可供水至现状自来水厂，进而输送至

附近村庄、乡镇供人饮及牲畜饮水，年供水量约为 2300 万 m3，根

据阳信县物价局《阳信县物价局关于调整自来水基本水价及居民生

活用水实行阶梯水价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原水至自来水厂水价为

0.4 元/m3，初步估算居民生活用水收入为 920 万元/年。

2、运营期各年收入估算情况

出于谨慎性考虑，对项目计算期内整体运营收入下浮 2.00%进

行项目净现金流入测算。项目现金流入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年份 农业灌溉收入 原水收入 合计

202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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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1,528.80 901.60 2,430.40

2025 1,528.80 901.60 2,430.40

2026 1,528.80 901.60 2,430.40

2027 1,528.80 901.60 2,430.40

2028 1,528.80 901.60 2,430.40

2029 1,528.80 901.60 2,430.40

2030 1,528.80 901.60 2,430.40

2031 1,528.80 901.60 2,430.40

2032 1,528.80 901.60 2,430.40

2033 1,528.80 901.60 2,430.40

2034 1,528.80 901.60 2,430.40

2035 1,528.80 901.60 2,430.40

2036 1,528.80 901.60 2,430.40

2037 1,528.80 901.60 2,430.40

2038 1,528.80 901.60 2,430.40

2039 1,528.80 901.60 2,430.40

2040 1,528.80 901.60 2,430.40

2041 1,528.80 901.60 2,430.40

2042 1,528.80 901.60 2,430.40

2043 764.40 450.80 1,215.20

合计 29,811.60 17,581.20 47,392.80

4、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

项目区位于滨州市阳信县境内，地势平坦无起伏。地势总体平

缓，西高东低，南高北低，地貌单元属于第四纪黄河三角洲冲积平

原滨海地带。项目建设区地层分布比较均匀、稳定，成层规律明显，

地层结构及成因简单，稳定性较好，不具备强地震发震构造条件，

没有全新世活动断裂，无不良地质作用，适宜本工程的建设。

项目区土壤类型以潮土为主，区域内主要植物群落有人工刺槐

林、天然柽柳林、天然柳林、芦苇荡、荻群落、盐地碱蓬群落等。

近年来，由于各级政府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当地水土保持工作

有了较大进展。结合县内实际情况，以小流域为单元，以生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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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程措施相结合，治理与开发相结合，开展了水土流失治理工作。

基本以经济林、水保林为主要内容建立水土保持防护体系，沟道内

因地制宜修建了拦、截、蓄等小型水保工程，建立健全了完善的水

土保持综合防护体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

(SL190-2007)，确定项目区地处于水土流失轻度侵蚀区，土壤侵蚀

模数约为 400t/(km²•a)；依据土壤侵蚀容许量标准，项目区容许土

壤流失量为 200t/km²•a。根据全国水土保持区划项目区属北方土石

山区—华北平原区—津冀鲁渤海湾生态维护区。

5、项目成熟度

德惠新河位于徒骇河与马颊河之间，开挖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

为山东省海河流域主要排水河道之一，干流河道长 173.3km，涉及

德州、济南、滨州三市，流域面积 249km2。

据测量资料分析，河道平均淤高 2m，最大达 4.0m，行洪能力

平均降低 33.6%，排涝平均降低 42.9%，如遇设计标准洪涝水，排

涝水位抬高 1.34～1.65m，行洪水位将抬高 0.41～1.22m，严重危

及河道行洪除涝安全。另外河道两岸现状堤防高度及宽度均不满足

20年防洪标准。河道沿线道路较少，对管理带来一定困难，特别是

在汛期，基本无法沿河道进行巡视，河道沿线无液位监控，拦河建

筑物也缺少自动化控制系统，加大了工程管理及防汛调度难度。

实施阳信县德惠新河治理工程，可有效缓解德惠新河流域洪涝

灾害威胁，对促进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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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经济效益费用比大于 1.0，拦蓄用水可置换企业用水指

标，供水价参照物价局定价执行，从借款还本付息表上看出利息备

付率为 1.72，大于 1，具有较强的还款能力。

6、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

该项目总投资 24,000.00 万元，资金来源为：

1、项目资本金暂定为 5,000.00 万元，占比为 20.83%，由项目

单位自筹解决。

2、拟发行专项债券融资 19,000.00 万元，占比为 79.17%，本

次拟发行 800.00 万元，债券发行期限 20 年，剩余额度 18,200.00

万元，假定在 2023 年发行完毕。假设债券利率 4.20%，项目债券本

金到期一次性偿还，债券存续期内每半年支付一次债券利息。

7、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性

1、参考阳信县与项目周边收费标准及《阳信县德惠新河综合

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本项目收入主要为农业灌溉收入和居

民用水供水收入等。

（1）农业灌溉收入

农业灌溉收入：本工程建成以后，可为阳信县德惠新河流域沿

线农田加强优化灌溉水源问题，根据《山东省农业用水定额》

（DB37/T3772—2019）以及阳信县 2021 年供水情况，年灌溉用水总

量为 2884 万 m3，根据阳信县物价局提供数据，现行农业灌溉用水收

费标准是0.4元/m³，初步估算农业灌溉用水收入为1153.6万元/年。

（2）原水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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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建成之后，河道可供水至现状自来水厂，进而输送至

附近村庄、乡镇供人饮及牲畜饮水，年供水量约为 2300 万 m3，根

据阳信县物价局《阳信县物价局关于调整自来水基本水价及居民生

活用水实行阶梯水价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原水至自来水厂水价为

0.4 元/m3，初步估算居民生活用水收入为 920 万元/年。

2、运营期各年收入估算情况

出于谨慎性考虑，对项目计算期内整体运营收入下浮 5.00%进

行项目净现金流入测算。项目现金流入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年份 农业灌溉收入 原水收入 合计

2023
- - -

2024 1,528.80 901.60 2,430.40

2025 1,528.80 901.60 2,430.40

2026 1,528.80 901.60 2,430.40

2027 1,528.80 901.60 2,430.40

2028 1,528.80 901.60 2,430.40

2029 1,528.80 901.60 2,430.40

2030 1,528.80 901.60 2,430.40

2031 1,528.80 901.60 2,430.40

2032 1,528.80 901.60 2,430.40

2033 1,528.80 901.60 2,430.40

2034 1,528.80 901.60 2,430.40

2035 1,528.80 901.60 2,430.40

2036 1,528.80 901.60 2,430.40

2037 1,528.80 901.60 2,430.40

2038 1,528.80 901.60 2,430.40

2039 1,528.80 901.60 2,430.40

2040 1,528.80 901.60 2,430.40

2041 1,528.80 901.60 2,430.40

2042 1,528.80 901.60 2,430.40

2043 764.40 450.80 1,215.20

合计 29,811.60 17,581.20 47,39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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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运营成本预测

1、项目成本预测

项目建成后，影响本次发行债券还本付息的支出（即 2024-2037

年）主要包括外购动力及燃料、工资及福利、折旧费、摊销费、修

理费、其他费用等。

1、项目成本费用

（1）原材料费

主要包括由于本工程采用河道雨洪水资源充库，根据《山东省

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农业灌溉和农村非经营取水暂不征收

水资源费，本次仅考虑河道管理维护，费用为 0.009516 元/吨，项

目正常运营期第一年原材料费约 59 万元，每五年成本上浮 5%。

（2）职工工资及福利费

定员、工资及福利费。工作人员正常年为 10人，工资按平均 5

万元/人/年。管理人员按照 10.5 万元/人/年测算，人员按 3人计算。

福利费按 14%计取，项目正常运营期第一年需工资及福利费 127.11

万元。由于考虑市场因素每五年上浮 5%。

（3）燃料动力费

项目正常年份年用电量 255 万度，电费 0.55 元/度，项目正常

运营期第一年电费 14.03 万元。

（4）折旧摊销费

按照直线折旧法计算折旧折旧年限按照 30 年，固定资产残值

按照 5%计算，为 1200 万元，建设期不计提折旧，测算年折旧费 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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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5）修理费

维修费按同类规模运行经验，年测算维修费 28万元。

（6）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按照燃料动力费、修理费、工资福利费的 10%计取。

项目正常运营期第一年其他费用 16.91 万元。

参照《阳信县德惠新河综合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由于

未来年度不可预知性以及出于谨慎性考虑，对项目计算期内整体运

营成本上浮 2.00%，进行项目净现金流入测算，项目每年运营成本如

下表：

2、本项目运营成本现金流出测算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年份 外购原材料 外购动力及燃料 工资及福利 修理费 合计

2023
- - - - -

2024
60.18 14.31 129.65 28.56 249.96

2025
60.18 14.31 129.65 28.56 249.96

2026
60.18 14.31 129.65 28.56 249.96

2027
60.18 14.31 129.65 28.56 249.96

2028
60.18 14.31 129.65 28.56 249.96

2029
63.19 14.31 136.13 28.56 260.09

2030
63.19 14.31 136.13 28.56 260.09

2031
63.19 14.31 136.13 28.56 260.09

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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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9 14.31 136.13 28.56 260.09

2033
63.19 14.31 136.13 28.56 260.09

2034
66.35 14.31 142.94 28.56 270.74

2035
66.35 14.31 142.94 28.56 270.74

2036
66.35 14.31 142.94 28.56 270.74

2037
66.35 14.31 142.94 28.56 270.74

2038
66.35 14.31 142.94 28.56 270.74

2039
69.67 14.31 150.09 28.56 281.92

2040
69.67 14.31 150.09 28.56 281.92

2041
69.67 14.31 150.09 28.56 281.92

2042
69.67 14.31 150.09 28.56 281.92

2043
34.83 7.16 75.04 14.28 140.96

合计 1,262.08
279.06

2,719.04
556.92

5,172.60

8、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

拟发行专项债券融资 19,000.00 万元，占比为 79.17%，本次拟

发行 800.00 万元，债券发行期限 20年，剩余额度 18,200.00 万元，

假定在 2023 年发行完毕。假设债券利率 4.20%，项目债券本金到期

一次性偿还，债券存续期内每半年支付一次债券利息。

9、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及应对措施

1、工程风险

工程地质条件、水文地质条件与预测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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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增加、投资增加、工期拖长等。

2、资金风险

项目资金来源的可靠性、充足性和及时性不能保证，导致项目

工期拖延甚至被迫终止；由于工程量预计不足或设备、材料价格上

升导致投资增加。

3、组织管理风险

由于项目组织结构不当、管理机制不完善等因素，导致项目不

能按期建成；未能制定有效的企业竞争策略，而导致企业在市场竞

争中失败。

4、社会风险

预测的社会条件、社会环境发生变化，给项目建设和运营带来

损失。

（二）风险防范对策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资金风险是项目存在的风险。为了合理

有效地做到事前控制，使各项风险发生的概率和后果降到最低点，

建议做好以下防范对策：

1、建设单位应根据项目建设投资进度，保证各阶段的资金及时

到位，以保证项目按计划完成，使预测的各项财务指标实现；

2、项目前期应认真做好招标工作，选择好设计单位和设备材料

供货商，项目建设过程中，确保资金及时到位，合理安排资金的使

用计划，做好投资控制。

10、其他需要纳入事前绩效评估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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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三）评估结论

阳信县德惠新河综合治理工程项目收益 42,220.20 亿元，项目

债券本息合计 34,960.00 亿元，本息覆盖倍数为 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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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成后能根本上实现阳信县德惠新河、双保

二渠、五一干渠雨洪水资源的再利用，形成“以河代库”，增大河

道蓄水能力，全面提高河道水源引调水能力，解决周边农田灌溉问

题，对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缩小城乡差别，保障城乡经济发展，提

高人民生活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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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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