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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安丘市供水管网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

(二)项目单位

安丘市华安供水有限公司

(三)项目单位简介

单位名称:安丘市华安供水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国栋

通讯地址:山东省潍坊市安丘市兴安街道金山村东

邮政编码:262100

安丘市华安供水有限公司是注册成立于2011年07月08日，注

册资本50000万元，经营范围为:集中式供水;管道工程建筑，水

源及供水设施工程建筑，管道和设备安装，管道工维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项目规划审批

2020年3月潍坊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对该项目出具了《安丘市

供水管网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020年10月安丘市华安供水有限公司在山东省投资项目在线

审批监管平台备案登记了安丘市供水管网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

项目代码为2020-370784-46-03-121268;

2021年1月22日取得安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关于安

丘市供水管网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用地情况说明》;

I



2021年2月7日安丘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关于安丘市供水

管网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情况说明》;

(五)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

该工程新建管网延伸工程24处，涉及兴安街道、新安街道、大

汉河旅游开发区、经济开发区等，铺设供水管网182443米;配套供

水设施。

项目工程量统计

(六)项目建设期限

建设期:该项目建设期1年，原计划于2020年6月开工建设，

现已于2021 年6 月开工建设，预计2022 年5 月建成运行。

二、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

｜

序号项目名称单位数量备注

1土建工程

1.1挖方m32408248

1.2填方
m31685773

1.3土方调运
m3722474

1.4地面恢复m2364886

2管网工程

2.1Q800 球墨铸铁管m46521

2·2O630 球墨铸铁管m48862

2·3(D500UPV ffm20674

2.4(D450UPV Ifm23156

2·5CD355UPV ^m21156

2·6O315UPV ^m22074

3安装工程m182443

4检查井座365

5阀r@井座183

6管道附件m18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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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东省水利厅鲁水建字[2015]3号文颁发的《山东省水利

水电工程预算定额及设计概(估)算编制办法》。

(2)山东省水利厅鲁水建字口016]5号文颁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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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山东省水利厅鲁水建字[2019]33号文颁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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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水利部水国科[2005]515号文颁发的《水利水电工程设计

工程量计算规定》(SL328-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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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建设部文件发改价格[2006]1352号文 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

关于印发《水利、水电、电力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工程勘察收费暂行

规定》的通知"、计价格(1999@1283号文咽家计委关于印发建设

项目前期工作咨询收费暂行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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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水利厅文件鲁水建字[2009]38号文"关于贯彻水利

部《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有关工作的通知";

(8)山东省人民政府鲁政字[2010]307号文 "关于调整地方教

育费附加征收范围和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9)国家及上级主管部门颁发的有关法令法规、制度、规程等。



2、采用定额

(1)山东省水利厅2015年《山东省水利水电建筑工程预算定

额》(上册)。

(2)山东省水利厅2015年《山东省水利水电建筑工程预算定

额》(下册)。

(3)山东省水利厅2015年《山东省水利水电安装工程预算定

额》

(4)山东省水利厅2015年《山东省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机械台

班费定额》

(5)定额不足部分，参照其他专业定额补充。

·(6)采用预算定额编制估算，按规定工程单价乘仁10的扩大系

数。"

3、估算总额

该项目总投资估算为85980·0万元，其中土建工程费用21867·6

万元，设备材料购置费31290·7万元，安装工程费18244·3万元，工

程建设其他费用5，611·30万元，预备费6，161且0万元，建设期利息

2，700·00万元，铺底流动资金105·00万元。

(二)资金筹措方集

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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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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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用银行贷款等其他融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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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资金结构表

@

资金结构金额(万元)占比备注

估算总投资85，980·00100.00%

-、资本金20，980·0024.40%

自有资金20,980.00

二、债务资金65,000.0075.60%

专项债券65，000·00

银行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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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收入，年收入12，997·7万元。

*2:运营

出于谨慎性考虑，对项目计算期内整体运营收入下调3·00%进

行项目净现金流入测
表3:

氧

营

项目现金流入具体如下:
业收入估算表(单位:万元)

单位:万元

246,901.19

VO

"一
一元/m，)

一一

收入(万元)
丁

生活用水200750001.9003814.3

2工业用水310250002.9609183.4

合计
12,997.7

2021 @

2022
7.354.50

7,354.50

2023
12.607.72

12,607.72

2024
12.607.72

12,607.72

2025
12.607.72

12,607.72

2026
12,607.72

12.607.72

2027
12.607.72

12.607.72

2028
12,607.72

12,607.72

2029
12,607.72

12,607.72

2030
12.607.72

12.607.72

2031
12,607.72

12,607.72

2032
12,607.72

12,607.72

2033
12,607.72

12,607.72

2034
12,607.72

12,607.72

2035
12.607.72

12,607.72

2036
12.607.72

12,607.72

2037
12,607.72

12.607.72

2038
12.607.72

12,607.72

2039
12.607.72

12.607.72

2040
12.607.72

12.607.72

2041
12.607.72

12,607.72

合计
246,901.19



(二)运营成本预测
本项目总成本费用包括外购原材料、外购动力及燃料、折旧和

摊销、维修费  其他费用、相关税费、利息支出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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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包括折旧、摊销)上浮3·00%进行项目净现金流出测算，年度运营

支出预测如下:

表4   运营支出估算表(单位，万元)

成本预测方法说明:

(1)外购原材料

该项目年供水5110 万m3，需水处理成本费用3832.5 万元( 0·75

X./m3)o

7

.

年份外购原材料外购动力及料修理费其他费用合计

@
2021

2022
2.302.6960.6286.8239.052.489.19

2023
3.947.48103.93148.8466.954.267.19

2024
3.947.48103.93148.8466.954.267.19

20253,947.48103.93148.8466.954.267.19

20263.947.48103.93148.8466.954.267.19

2027
3.947.48103.93148.8466.954.267.19

20283,947.48103.93148.8466.954.267.19

2029
3.947.48103.93148.8466.954.267.19

20303.947.48103.93148.8466.954.267.19

20313,947.48103.93148.8466.954.267.19

20323.947.48103.93148.8466.954.267.19

2033
3.947.48103.93148.8466.954.267.19

20343.947.48103.93148.8466.954.267.19

20353.947.48103.93148.8466.954.267.19

20363.947.48103.93148.8466.954.267.19

20373.947.48103.93148.8466.954.267.19

2038
3.947.48103.93148.8466.954.267.19

20393.947.48103.93148.8466.954.267.19

20403.947.48103.93148.8466.954.267.19

20413.947.48103.93148.8466.954.267.19

合计77,304.722.035.242.914.691.311.lo83.565.75



(2)外购动力及燃料

该项目新增电力126.1万kWh，燃动力费100.9 万元。

(3)折旧和摊销·

·该项目形成固定资产79672.0元，按分类折旧，建筑物折旧年限

30年，残值率为5%，设备材料折旧年限25年，残值率为5%。

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按照平均年限法计算推销费，不计残值，

该项目形成其他资产41.9元，按5年摊销。

"(4)维修费

该项目维修费按固定资产的5%计。

(5)其他费用

该项目其他费用包括管理费、运营费用等，按营业收入的0.5% 

计算。，¨⋯。     ·        。-·。，

(6)相关税费

结合本项目涉及的行业性质，测算中适用的主要税种税率如下:

表5:项目税费表

8

税目税率
类别

增值税

13%外购原辅材料费、动力费、修理费

9%工程类费用、供水收入

6%其他服务类费用

城建税7%

教育费附加3%

地方教育附加2%

企业所得税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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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利息支出

根据本项目资金筹措计划，拟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65，000·00

万元，已发行专项债券按照实际利率，本期及后期专项债券假设

利率4·20%，期限20年，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偿还本金。

项目还本付息预测如下:

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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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本

O I O

9

一一
@
·

债券期末余额付息合计还本付息合计

2021
43.300.00

43.300.00550.44550.44

43.300.0021,700.00
65,000.002,094.072.094.07

2022

65.000.00
65.000.002.549.772,549.77

2023

202465.000.00
65,000.002.549.772.549.77

202565.000.00
65,000.002,549.77

2.549.77

202665.000.00
65,000.002.549.772.549.77

202765.000.00
65,000.002.549.772.549.77

202865,000.00
65,000.002.549.772,549.77

202965,000.00
65.000.002.549.772.549.77

203065,000.00
65,000.002,549.772.549.77

203165,000.00
65,000.002.549.772,549.77

203265.000.00
65,000.002.549.772.549.77

203365.000.00
65,000.002.549.772.549.77

203465,000.00
65.000.002.549.772.549.77

203565,000.00
65.000.002.549.772.549.77

203665.000.00
65,000.002.549.772,549.77

203765.000.00
65,000.002,549.772,549.77

203865.000.00
65,000.002.549.772.549.77

203965,000.00
65.000.002.549.772.549.77

204065,000.00
65.000.002.549.772.549.77

204165.000.0043.300.0021.700.001.999.3445.299.34

2042 I     21,700.00
21,700.00

-I      455.7022,155.7

合计65,000.00 I    65,000.00
50,995.40 I115,995.4



(三)项目运营损益表

项目运营损益表见表7。

(四)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

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见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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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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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收入主要是供水收入，项目建设资金包含项目资本金及

融资资金。通过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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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40，135·l2

万元，融资本息合计为115，995·40万元，项目收益覆盖项目融资本

息总额倍数达到1·21倍。

表9:现金流覆盖倍数表，安丘市供水管网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金

额单位:万元)

借贷本息文

本金       利息

1.21

t6

融资方式

付

一
本息合计

项目收益

专项债券65，000·0050,995.40115,995.40

银行借款

融资合计65，000·0050,995.40115,995.40140,135.12

覆盖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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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项目风险分析

(一)与项目建设相关的风险

据工程特性、移民征迁、区域社会经济构成和总体发展水平等

综合分析，木工程建设的社会稳定风险影响因素相对较少，且在不

同的建设阶段，表现为不同的影响因素。但也存在一定的社会稳定

性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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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群众关切问题

工程前期工作和实施过程中，应广泛宣传工程实施对当地经济

及水环境带来的好处、对群众的利益关系，与群众进行充分沟通和

交流，避免发生不必要的误会和误解，从而使群众文特工程建设。

亏



2、移民征迁受损补偿问题 ·

工程建设一定存在移民征迁及补偿问题。根据工程建设征地区

实物指标调查结果，受损群众补偿个人部分主要是房屋拆迁补偿、

占地补偿、地面附着物补偿等，这是工程能否顺利实施的重点和难

点，也是核心问题，将直接影响到受影响群众的满意程度和工程建

设顺利开展，所涉及的风险因素主要有:补偿项目、补偿标准和补

偿标准的理解、补偿时期、补偿政策和补偿程序等。

3、工程建设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协调问题

木工程施工过程中，场内施工道路、施工总布局等均可能与当

地已有的基础设施相贯通，需要利用当地交通道路;会对当地道路

产生破坏。如沟通不畅或协调不好，将有可能影响当地群众与工程

建设之间的相互关系。

4、利益诉求问题

工程建设过程中，当建设单位对群众的特殊需求考虑不周、补

偿过程出现新的问题，居民关心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能否安排

劳动就业等得不到解决时，而群众又无正常的沟通、反映和诉求渠

道，有可能发生阻工现象，并产生一定的矛盾得不到及时合理解决，

有可能发展为社会问题。

5、社会治安问题

与工程有关的社会治安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当地群众与建设

单位或施工单位人员发生矛盾引发的社会治安问题、施工单位内部

人员产生矛盾引发的社会治安问题、其他社会治安问题波及工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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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竿。无论那种形式的社会治安问题的出现，均会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或阻碍工程的顺利建设。

6、其他不可预见性问题

诸如少数居民受利益所趋，在无法满足其额外要求时，采取纠

缠、取闹和纠集其他不明真相或有同样想法的人员阻碍施工和影响

社会稳定。

"(二)与项目收益相关的风险

1、收入达不到预期风险

从财务分析中的敏感性分析计算表可知，项目收益对供水量较

为敏感，如果市场供需态势发生较大变化，用水量需求减少或供水

单价降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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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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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事前项目绩效评估报告

(一)项目概况               ·         ，

1、项目概况

安丘市供水管网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项目实施单位为安丘

市华安供水有限公司，本次拟申请专项债券12，100·00万元用于安丘

市供水管网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年限为20年。

2、项目单位简介

单位名称:安丘市华安供水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国栋

通讯地址:山东省潍坊市安丘市兴安街道金山村东

-      邮政编码:262100

安丘市华安供水有限公司是注册成立于2011年07月08日，注

册资本50000万元，经营范围为:集中式供水;管道工程建筑，水

源及供水设施工程建筑，管道和设备安装，管道工维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

该工程新建管网延伸工程24处，涉及兴安街道、新安街道、大

汉河旅游开发区、经济开发区等，铺设供水管网182443米;配套供

水设施。

·4、项目建设期限

建设期:该项目建设期1年，原计划于2020年6月开工建设，

现计划于2021年6月开工建设，预计2022年5月建成运行。



(二)评估内容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水对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以及生态系统是至关重要的，并且是经

济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因此，珍惜水资源已成为全世界倡导的主

题之一。输配水管网是城市供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建设

和人民生活的生命线。保证管网输水畅通、水质稳定，确保用户对

水量、水压、水质的要求是城市供水企业的宗旨。同时，输配水管

网的安全运行，也直接影响到供水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本项目属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鼓励类

中第二十二项 饿市基础设施"第7条 "城镇安全饮水工程、供水

水源及净水厂工程"，因此本项目的建设是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项目，

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

(2)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及地方的相关发展规戈u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系统

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系

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加快第五代移动通信、工业互联网、大数据

@心等建设。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综合运输大通道、综合交通

枢纽和物流网络，加快城市群和都市圈轨道交通网络化，提高农村

和边境地区交通通达深度。推进能源革命，完善能源产供储销体系，

加强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加快油气储备设施建设，加快全国干线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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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管道建设，建设智慧能源系统，优化电力生产和输送通道布局，

提升新能源消纳和存储能力，提升向边远地区输配电能力。加强水

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水资源优化配置和水旱灾害防御能力。

中央水利工作对下一阶段的水利重点工作作出安排:要全面提

高防汛抗旱减灾能力，加快中小河流治理，加快小型水库除险加固

步伐，加快山洪灾害防治，加快抗旱水源建设。要大力推进节水型

社会建设，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建立健全节约用水的利

益调节机制，大力推广节水技术和产品。要加大水生态治理和水环

境保护力度，加强水污染防治，实施地下水超采治理和保护，推进

生态脆弱河湖修复，继续加强水土保持。要突出加强农田水利建设，

充分发挥现有灌溉工程作用，因地制宜扩大有效灌溉面积，健全农

田水利建设新机制。要着力保障城乡居民饮水安全，加强水资源配

置工程建设，提高城乡供水保障能力，解决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加强城市供水能力建设。要健全加快水利发展的保障机制，加大水

利建设投入，推进水利改革创新，加快水利科技进步。

《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

目标纲要》中提出 强化基础设施保障。构建系统完备、高效实用、

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泛在连接、智能

融合的 "网、云、端"数字设施，加速第五代移动通信基站布局和

商用步伐。优化数据中心规划布局，推进黄河大数据中心等建设，

推动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落地，打造国家量子保密通信产业基地。

完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构建现代化高铁网络，推进干线铁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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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铁路、市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陋网融合"，建设现代化机场群

和通用航空网络，提升高速公路通达能力，实现小清河通航。优化

煤炭开发布局和煤电结构，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氢能，

拓展外电入鲁通道，稳步推动核电、海上风电项目建设，完善油气

储输网络。加快补齐水利设施短板，建设重点水源、重大引供水工

程，构建完善现代水网，加快河道治理、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

蓄滞洪区建设，实施小型涉水工程综合治理，全面提升根治水患、

防治干旱能力。实施引黄灌区、水库灌区、引河(湖)灌区节水工

程。

《潍坊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

目标纲要》中提出 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坚持智能化、网络化、

现代化，建设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综合支

撑体系。全面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尽快实现5G基站全覆盖，

加快 "物联潍坊"建设，实施智慧交通、智慧能源、智慧水利建设

行动，创建省级和区域物联网创新研究中心，推进超算中心建设。

提升交通枢纽建设水平，加快济青中线、明董高速、疏港高速等高

速公路建设，有序实施干线公路快速化改造，构建 "市域1小时通

勤圈"，建成京沪高铁二通道、摊烟高铁，规划建设潍坊至滨海、潍

坊至董家口、潍坊至安丘至沂源竿铁路，形成 "一纵四横"高速铁

路网。培育特色 "亿吨枢纽港"，建成5万吨级航道工程，推进3-5

万吨级深水泊位建设。加快潍坊机场迁建，推进潍坊滨海、青州大

马山、安丘高山、安丘牛沫岭等通用机场建设。加快城市轨道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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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实施峡山水库战略水源地水质提升保护工程、河道巩固提升

整治工程。优化能源供给体系，加大外电入潍力度，增加天然气供

给，"推进安丘抽水蓄能电站、昌邑三峡海上风电等可再生能源项目

建设，加快发展氢能，逐步降低煤炭消费比重，合理布局城市热源

点，完善油气储输网络。

《潍坊水利发展 "十四五"规划((2021-2025))》中提出:潍

坊市水利局在深入调查研究、客观分析形势、多方协调对接、充分

征求意见、考虑需求与可行性的基础上，全面评估水利发展  叶

三五"规划实施情况，认真分析水利改革发展面临的老问题和新形

势，充分吸纳专题调研和专项规划成果，研究提出了今后五年我市

水利改革发展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主要任务、重点工程和保障

措施。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统

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陋个全面"战略布局，

全面践行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加 的新时代

治水思路，坚持 "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的总基调，

以绿色发展为主题，以"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

为主线，积极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依托 "潍

河河湖海优质水源带打造行动、全域美丽示范河湖建设行动、农村

供水放心工程行动、水利工程补短极强功能行动和水利行业强监管

行动"五大行动，以问题为导向，积极稳妥深化水利改革，大力加

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补齐水利工程建设短板，加强依法治水

24



和科技兴水。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全面提升建设管理质量和水平，

着力完善水利监管体制机制，构建全方位水利行业监管体系，进一

步构建完善节水供水、防洪减灾、水生态文明建设体系，解决水灾

害和水资源保障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全面提升全市水安全保障能力。

十四五时期，继续坚持以不断提升供水保证率、水质达标率和群众

满意率臣率"为核心，实施唯水放心工程行动"。规划要求在全

市农村饮水安全工作实现整建制、全覆盖基础上，对有条件的地区

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农村供水要达到与城镇供水绸质、同

网、同服务"标准，实现城乡供水公共服务均等化。安丘市供水管

网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的建设对项目区范围内的城乡供水管网、

原水输水管道进行改造提升，是进一步提高安丘市农村供水保障水

平，切实保障全市农村居民饮用安全水、放心水的重要工程举措，

符合《潍坊水利发展 "十四五"规划》规划要求。

(3)符合饮用水安全卫生的需要

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与权益委员会2002年11月将饮水权

确认为一项基本权益。联合国千年宣言(第55届联合国大会第8次

全体会议通过)提出 在2015年年底前，使无法得到或负担不起安

全饮用水的人口比例降低一半。2003年世界水论坛部长级会议首要

议题就是解决饮水安全问题。2003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是:水一一

二十亿人生命之所系，强调了水对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作

用。解决饮用水安全问题已成为我国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构建

设和谐社会，关注人权，展示国际形象的重要方面，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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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学发展观为指事，"坚持把让人民群众喝上放心水作为首要

任务，开展饮用水水源保护和城乡居民饮用水安全法律法规执法检

查。通过执法检查，进一步强化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各级政府及有

关责任部门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和城乡居民用水安全重要性的认识，

增强法治观念，推动各级政府依法行政、依法治水，更好地让人民

群众喝上干净、放心、安全的饮用水，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

康。饮用水安全问题近年来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饮用水源水质保护的方面主要措施是建立饮用水源保护区制度。

《水污染防治法》及《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规定:在生活饮用

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禁止向水体排放污水，禁止从事旅游、

游泳和其他可能污染生活饮用水水体的活动，禁止新建、"扩建与供

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已设置的排污口，限期拆除或
匝"'。"，'

者限期治理;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禁止新建、扩

建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改建项目必须削减污染物排放量

并禁止超标排放污染物，禁止设立装卸垃圾、油类及其他有毒有害

物品的码头。环保部门应加大执法力度，做好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

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水利部门应当按照《水法》和《入河排污

口监督管理办法》(水利部第22号令)的要求，对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内的排污口现状情况进行调查，并提出整治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

批准后实施，同时加大对另外，在重要饮用水源的上游和周边城镇，

要大力推进污水处理厂或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并保证正常运行，对工

业污染源进行污染物总量控制;由于面源污染己经成为危机饮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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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重要因素，还要大力推动生态农业建设，努力控制农用化学

物质污染，防止规模畜禽养殖场有机污染，同时做好水土保持工作，

拦截面源污染物。

(4)项目建设适应安丘市城市发展需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臻完善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安丘市的社

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城市内、外部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第

一，县委县政府对城市建设空前重视，积极发展城市已成为一项重

大的战略措施;第二，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对安丘市的城市建

设提供了新的机遇，也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城市发展更是已

经突破了原有总体规划。第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乡差别进

"一步缩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迫切要求改善居住的生活环境，

享受城市文明和现代文明。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安丘市经济得到迅猛发展，

，"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明显加快，城市人口不断膨胀，人民生活水平

逐步提高，日需供水量急剧增加，供需缺口也逐渐扩大。随着城区

的扩大，增加供水能力，已成为满足城市居民生活和生产需求的当

务之急。

(5)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

"十四五"期间，安丘市全面聚焦脱贫攻坚辆不愁三保障"

和饮水安全总体目标，紧扣全市工作大局，强化组织保障，重视责

任落实，发挥资源技术优势，履行行业监管职能，农村饮水安全保

障工作扎实开展，有效推进。对农村饮水安全实施了动态监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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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安丘市防返贫致贫动态监测网络，压实网格员责任，定期对贫

困户的饮水安全状况进行评估，全面掌握其饮水安全动态，确保发·

现问题及时整改。

(6)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需求

安丘市北部、西部南部、东部和南岭四大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

建威并成功运行，使全市形成了四个规模化供水系统，供水管网含

盖我市农村所有村庄，标志着真正解决了全市农村供水的水源问题，

初步实现了"农村供水城市化、城乡供水一体化"。但在运营管理城

乡供水仍存在差别，"十四五"期间，安丘市积极推进农村供水运行

管理模式，改变三级供水管理模式，减少供水管理层级，降低供水

成本，但在信息化缴费、管护维修方面还达不到城市供水的标准。

(7)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居民对农村公共供水服务需求也越来越

高，这就需要政府以积极的态势寻求与市场和社会的合作，建立多

元化联动供给机制，满足农民的公共需求。让农民参与基本公共服

务的供给决策，表达自已的真实需求，通过进行系列制度创新逐步

实现城乡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利于促进当地

经济的快速发展，具有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项目的建设是十分

必要的。

2、项目实施的公益性

项目建成后，可为项目区内用水区的供水工程形成较完善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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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网系统，区内生活水平将会进一步提高，这对促进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型社会具有

重要的推动作用J

(1)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针对以往实施的供水工程调查资料显示，工程实施后，项目区

供水水源得到有效保护，饮水水质有显著改善，均可满足国家标准

要求。随着水质量的提高和用水条件的改善，满足了区内居民的个

人卫生用水，从而与饮用水相关的各类疾病如肠道传染病等均得到

有效控制，由此引发的病例大大减少，居民健康程度大大提高，从

而减少了医药费用的支出，增加创业机会，使得员工在生活水平的

提高和奔小康步伐上得到了明显的加快。

(2)拉动社会就业

随着工程建设的发展完善，与之相配套的管理机构、管理人员、

工程技术人员得到增加，会为项目区提供新的直接就业岗位，如企

业工作人员，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工程维护维修人员、供水工程协

管员等。另外，因供水条件的改善所产生的关联行业，如建筑材料、

机电和金属结构设备产业竿，还会提供大量的间接就业机会。因此，

从社会就业角度考察，本工程在促进当地国民经济建设、拉动经济

增长等方面具有较大效益。

(3)维护社会安定

供水工程的实施，将会有效解决区内水资源分配不当而引发的

各类问题，有利于备街道园区之间的和谐相处，增强群众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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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稳定感，实现居民安居乐业，维护社会安定。

@4)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 "十四五"·规划，对促进

当地的和谐社会的建设，增加当地居民的经济收入，具有十分重要

的现实意义。项目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该地区的基础配套设施，满

足该地区下一步招商引资的要求。同时项目的建设也将促进安丘市

工业化、城市化、开放化发展。

3、项目实施的收益性"

项目建成后，年营业收入12，997·7万元，正常年利润总额

2，501·99万元。财务分析表明，项目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8·74%，财

务评价指标较好，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本项目能够适应市场变化，

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4、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

(1)项目投资
本项目总投资85980·0万元，其中建设投资83，175·00万元，建

设期利息2，700·00万元，铺底流动资金105·00万元。

(2)投资合理性

项目严格按照如下编制依据进行投资估算:

O山东省水利厅鲁水建字[2015]3号文颁发的《山东省水利水电

工程预算定额及设计概(估)算编制办法》。

Q山东省水利厅鲁水建字[2O16]5号文颁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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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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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O山东省水利厅鲁水建宇口2019]33号文颁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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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水利部水国科2005]515 专文颁发的《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工程

量计算规定》(SL328-2005)。

O国家计委、建设部计价格C2002)lo 号文发布的"关于印发  :

《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建设部文件发改价格2006]1352号文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关

于印发《水利、水电、电力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工程勘察收费暂行规

定》的通知"、计价格C19993 1283 专文唱家计委关于印发建设项

目前期工作咨询收费暂行规定的通知";                                            ;

O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发改价格C2007)670 专文发布的"关

于印发《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

O山东省水利厅文件鲁水建字2009]38 号文"关于贯彻水利部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有关工作的通知";

O山东省人民政府鲁政宇2010]307 号文"关于调整地方教育费

附加征收范围和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O《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实用手册》、《投资项目经济

咨询评估指南》、《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及《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

法与参数》(第三版)

Q其他国家财政部税务局相关标准要求。

项目在按以上编制依据的前提下，结合潍坊当地造价标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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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项目投入资源与成本与预期产出基本匹配，投资合规合理。

5、项目成熟度
项目目前已取得立项、环评、节能、规划等前期批复要件，建

设条件完善成熟。

6、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

项目总投资85，980·00万元，其中申请专项债券65，000·00万元，

项目单位自筹20，980·00万元，项目已取得自有资金证明文件，资金

来源有保障。

7、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性

(1)收入合理性
本项目预期收入主要来源于供水收入。运营期年收入预测如下:

·表叮:                       运营收入估算表

序号   收入名称

收入(万元) 

3814.3 

9183.4 

合计                                     12,997.7 

项目叮@ 的单价由安丘当地自来水价格确定，项目取值范围冶理。

8、债券资金需求冶巧里性

项目总披1资85,980.00 

目申请债券比例为75.60%，符洽颅卷发行要求。

表12:                       项目资金结构表

@金结构        金额(万元)      t     占比           @;主

亻古算总投资        85,980.00        1100.00% 

一、资本，金        20,980.00        124.40% 

自有资金         20,980.00        1

二债务资金-            65,000.00        175·60%

万元，其中申请债券65,000.00 万元，项

数量(m)单价(元/m，)

1生活用水20075000
1.900

2工业用水31025000
2.960



专项债券         65，000·00

银行借款

9、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及应对措施

(1)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

项目拟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65，000·00万元，根据本项目债券

偿债计划，年利率4·20%，期限20年，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

偿还本金，经评估分析，项目偿债备付率为1·21，偿债能力充足，

偿债计划可行。

(扰偿债风险点

O收入达不到预期风险

从财务分析中的敏感性分析计算表可知，项目收益对用水需求

较为敏感，如果市场供需态势发生较大变化，用水量需求减少，供

水单价降低，将会对项目的收益带来一定风险。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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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应对措施
在防范偿债风险方面，积极实施品牌战略，大力开拓市场，创

建具有企业自身特点的营销策略。不仅需要有雄厚的资本实力来支

撑，更需要用一流的管理、创新的经营、一流的人才、一流的服务

质量为项目注入丰富的内涵。

10、绩效目标合理性



(l)目标明确性
评价要点:O绩效目标设定是否明确;O与部门长期规划目标、

年度工作目标是否一致;O项目受益群体定位是否准确;Q绩效目

标和指标设置是否与项目高度相关。

本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经济效益指标均有设置，项目建设过

程中所需的建材、设备将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同时，项目的建设

将明显改善当地投资环境，也能实现一定的税收，对区域经济起到

一定的促进作用。

(2)目标合理性
评价要点:O绩效目标与项目预计解决的问题是否匹配;O绩

效目标与现实需求是否匹配;O绩效目标是否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

挑战性;Q绩效指标是否细化、量化，指标值是否合理。

通过查看预算项目申报表发现大部分绩效目标设置符合实际、

合理可行，与上述要求相符。

1l、评估的相关建议
(1)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目标。绩效目标设定应符合指向明确、

细化量化、合理可行、相应匹配四个要素，确保绩效目标具有可操

作性、实效性。如效益指标的经济效益未设置。·

(奶加强项目成本控制，如预算有增减，应严格按程序调整预

算，提高预算管理水平，推进预算管理科学化，规范化，切实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
·(3)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执行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做到流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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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合规;对于不切合实际的相关制度，从实际出发加以完善。质

量控制、跟踪管理制度不健全，应尽快完善，"以便检查相关制度执

行的有效性。
12、其他需要纳入事前绩效评估的事项

项目的建设是促进安丘市发展，改善生态环境和投资软环境最

有效的工程措施，进而提升居民整体生活环境，促进当地经济的发

展，最终实现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结合，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空

间，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三)评估结论
·安丘市供水管网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收益140，135·12万元，

项目债券本息合计115，995·40万元，本息覆盖倍数为1·21，符合专

项债发行要求。
项目建成后，可为项目区内用水的供水工程形成较完善的供水

管网系统，区内生活水平将会进一步提高，这对促进物质文明、精

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型社会具有重

要的推动作用。
本项目的实施，将提高供水保证程度，进一步完善了安丘市供

水保证体系建设，提升农村供水水平，对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实现

城乡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对促进安丘市城乡一体化建设起到极为有利的推动作用。

本工程涉及的供水规模提升和水质改善建设内容，建设完成后，

增加了安丘市的供水保证能力，将改善当地城乡居民生活、生产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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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条件，增加了供水能力，提高供水保证率，城乡居民的饮水安

全水平和生活质量将得到明显改善，人民的健康水平将会进一步提

高，这对促进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对于全面建设小康型社会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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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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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由事前绩效评估符合专项债券申报使用要求。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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