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于 2021 年 04 月开工建设，预计 2022 年 12 月底建设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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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安装工程价目表；

（2）山东省建筑工程综合定额；

（3）山东省安装工程综合定额；

（4）济宁地区材料预算价格；

（5）排水管网类似工程造价；

（6）现行投资估算的有关规定；

（7）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有关基础数据、资料。

2.估算总额

本项目总投资 50,227.00 万元，建设投资 48,795.13 万元，包

括：建筑工程费用 39,512.00 万元、设备购置费 1,182.72 万元、安

装工程费 225.28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6,453.91 万元、预备费

1,421.22 万元，建设期利息 1,412.6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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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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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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27.00 100.00%
一、资本金 12,227.00 24.34%
自有资金 12,227.00
二、债务资金 38,000.00 75.66%
专项债券 3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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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费、中水回用、地下管道

使用收入。运营期各年收入预测如下：

表 2：运营收入估算表（单位：万元）

年度 污水处理收入 中水回用收入 地下管道使用收入 合计

2023年 1,752.00 1,241.00 6,050.84 9,043.84

2024年 2,190.00 1,551.25 1,168.11 4,909.36

2025年 2,190.00 1,551.25 1,168.11 4,909.36

2026年 2,190.00 1,551.25 1,168.11 4,909.36

2027年 2,190.00 1,551.25 1,168.11 4,909.36

2028年 2,190.00 1,551.25 1,226.51 4,967.76

2029年 2,190.00 1,551.25 1,226.51 4,967.76

2030年 2,190.00 1,551.25 1,226.51 4,967.76

2031年 2,190.00 1,551.25 1,226.51 4,967.76

2032年 2,190.00 1,551.25 1,226.51 4,967.76

2033年 2,190.00 1,551.25 1,287.84 5,029.09

2034年 2,190.00 1,551.25 1,287.84 5,029.09

2035年 2,190.00 1,551.25 1,287.84 5,029.09

2036年 2,190.00 1,551.25 1,287.84 5,029.09

2037年 2,190.00 1,551.25 1,287.84 5,029.09

2038年 2,190.00 1,551.25 1,352.23 5,093.48

2039年 2,190.00 1,551.25 1,352.23 5,093.48

2040年 2,190.00 1,551.25 1,352.23 5,09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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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污水处理收入 中水回用收入 地下管道使用收入 合计

2041年 2,190.00 1,551.25 1,352.23 5,093.48

2042年 2,190.00 1,551.25 1,352.23 5,093.48

合计 43,362.00 30,714.75 30,056.19 104,132.94

收入预测方法说明：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本项目可用于偿还债券资金的收入

来源主要为污水处理费、中水回用、地下管道使用收入，预计正常

年可实现营业收入 4,909.36 万元。

1．依据邹城市物价局、邹城市财政局及邹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出具的《关于调整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的通知》（邹价字〔2017〕

17 号），城市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原则上每吨应调整至居民不低于

0.95 元，非居民不低于 1.4 元，综合考虑居民和非居民等因素，污

水处理费暂按 1.2 元/吨计算，日产污水量约 5万吨，按年 365 天计

算，年产污水约 1,825.00 万吨，年营业收入 2,190.00 万元。

2．参考国家水费收费标准中中水 1.00 元/立方米，本项目中水

回用收入按 1.00 元/吨计算，日产中水量约 4.25 万吨，按年 365 天

计算，年产中水约 1,551.25 万吨，年营业收入 1,551.25 万元。

3．依据《济宁市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管理办法》，并参考《威海

市物价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威海市区地下综合管廊有偿使用收

费的实施意见》（威价发[2016]13 号文）综合管廊入廊费与运营维护

费用标准，本项目地下管道使用收入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一次性

入廊费，污水管道按 850 元/米，雨水管道 1000 元/米，一部分是收

取的日常运营维护费，污水管道按 270 元/米/年，雨水管道按 98元

/米/年，每五年增长 5%，管道总长度 35,710.00 米，雨水管道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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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10.00 米，正常年营业收入 1,168.11 万元。

（二）运营成本预测

本项目运营成本和费用包括外购燃料和动力费、工资及福利费、

修理费、税金及附加、其他费用。具体明细如下：

表 3：运营支出估算表（单位：万元）

年度
外购燃料

和动力费

工资及福

利费
修理费

税金及附

加
其他费用 合计

2023年 21.37 13.68 39.51 30.26 11.62 116.44

2024年 21.37 13.68 39.51 37.88 13.77 126.21

2025年 21.37 13.68 39.51 37.88 13.77 126.21

2026年 21.37 13.68 39.51 37.88 13.77 126.21

2027年 21.37 13.68 39.51 37.88 13.77 126.21

2028年 21.37 13.68 39.51 37.88 13.77 126.21

2029年 21.37 13.68 39.51 37.88 13.77 126.21

2030年 21.37 13.68 39.51 37.88 13.77 126.21

2031年 21.37 13.68 39.51 37.88 13.77 126.21

2032年 21.37 13.68 39.51 37.88 13.77 126.21

2033年 21.37 13.68 39.51 37.88 13.77 126.21

2034年 21.37 13.68 39.51 37.88 13.77 126.21

2035年 21.37 13.68 39.51 37.88 13.77 126.21

2036年 21.37 13.68 39.51 37.88 13.77 126.21

2037年 21.37 13.68 39.51 37.88 13.77 126.21

2038年 21.37 13.68 39.51 37.88 13.77 126.21

2039年 21.37 13.68 39.51 37.88 13.77 126.21

2040年 21.37 13.68 39.51 37.88 13.77 126.21

2041年 21.37 13.68 39.51 37.88 13.77 126.21

2042年 21.37 13.68 39.51 37.88 13.77 126.21

合计 427.40 273.60 790.20 749.98 273.25 2,514.43

成本预测方法说明：

本项目成本和费用包括外购燃料及动力费、工资及福利费、修

理费、税金及附加、其他费用。

成本估算构成如下：

1、消耗定额及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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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技术方案确定的消耗指标估算，主要为建设期内管理人员及

临时设备消耗的能源。年用电量为 25万千瓦时，单价为 0.55 元/千

瓦时，费用为 13.75 万元；年用水量为 1.9 万立方，单价为 3.5 元/

立方，费用为 6.65 万元；年用柴油为 2.41 吨，单价为 0.4 万元/吨，

费用为0.97万元。该项目正常年外购燃料及动力费用为21.37万元。

2、工资及福利费

该项目劳动定员 5人，年工资总额为 12万元。福利费按工资总

额的 14%提取，年提取 1.68 万元，两项合计 13.68 万元。

工资及福利费估算表详见附表。

3、修理费

修理费按固定资产折旧原值的 0.1%计取，每年 39.51 万元。

4.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包括其他管理费和其他营业费用，其他管理费按人员

定额计取，共计 3.00 万元/年。其他营业费用正常年 13.84 万元/年。

5.税金及附加主要包括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增值税金按收入的 6%计取，其中，城市维护建设税按照营业税金的

7%计取，教育费附加按照营业税金的 3%计取（含 2%的山东省地方教

育费附加）。正常年度（第四年）税金及附加 37.88 万元。

（三）利息支出

根据本项目资金筹措计划，本项目计划分期发行专项债券

38,000.00 万元，2021 年山东省政府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专项债券

（二期）－2021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七期）已发行 20年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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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 5,000.00 万元，利率 3.83%；2021 年山东省政府交通水利及市政

产业园区发展专项债券（二十三期）－2021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

（五十期）已发行 20年期债券 10,000.00 万元，利率 3.62%，本次

计划发行 5,000.00 万元，2022 年度后续发行专项债券 18,000.00

万元，假设年利率 4.50%，期限 20 年，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

偿还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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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率 当年偿还

利息

当年还本

付息合计

第 1年
5,000.00 5,000.00 3.83% 191.50 191.50

5,000.00 10,000.00 15,000.00 3.62% 362.00 362.00

第 2 年
15,000.00 5,000.00 20,000.00 4.50%

1,588.50 1,588.50
20,000.00 18,000.00 38,000.00 4.50%

第 3-19

年
38,000.00 38,000.00

4.50%
1,588.50 1,588.50

第 20 年
38,000.00 5,000.00 33,000.00 4.50%

1,588.50 1,588.50
33,000.00 10,000.00 23,000.00 4.50%

第 21 年
23,000.00 5,000.00 18,000.00 4.50%

1,035.00 24,035.00
18,000.00 18,000.00 4.50%

合计 38,000.00 38,000.00 31,770.00 69,770.00

（四）项目运营损益表

项目运营损益表见表 5。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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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年 2030年 2031 年 2032年

一、收入/成本/

税金

营业收入 9,043.84 4,909.36 4,909.36 4,909.36 4,909.36 4,967.76 4,967.76 4,967.76 4,967.76 4,967.76

营业成本 86.18 88.33 88.33 88.33 88.33 88.33 88.33 88.33 88.33 88.33

税金及附加 272.33 340.91 340.91 340.91 340.91 340.91 340.91 340.91 340.91 340.91

息税折旧及摊

销前利润
8,685.33 4,480.12 4,480.12 4,480.12 4,480.12 4,538.52 4,538.52 4,538.52 4,538.52 4,538.52

二、折旧和摊销

总折旧和摊销 1591.09 1591.09 1591.09 1591.09 1591.09 1591.09 1591.09 1591.09 1591.09 1591.09

息税前利润 7,094.24 2,889.03 2,889.03 2,889.03 2,889.03 2,947.43 2,947.43 2,947.43 2,947.43 2,947.43

三、财务费用

利息支出 1588.5 1588.5 1588.5 1588.5 1588.5 1588.5 1588.5 1588.5 1588.5 1588.5

总财务费用 1588.5 1588.5 1588.5 1588.5 1588.5 1588.5 1588.5 1588.5 1588.5 1588.5

税前利润 5,505.74 1,300.53 1,300.53 1,300.53 1,300.53 1,358.93 1,358.93 1,358.93 1,358.93 1,358.93

四、所得税

所得税费用 296.78 548.33 548.33 548.33 548.33 548.33 548.33 548.33 548.33 548.33

五、净利润 5,208.96 752.20 752.20 752.20 752.20 810.60 810.60 810.60 810.60 810.60

（续）表 5：项目运营损益表（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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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2033 年 2034年 2035年 2036年 2037年 2038年 2039年 2040年 2041 年 2042 年

一、收入/成本/税金

营业收入 5,029.09 5,029.09 5,029.09 5,029.09 5,029.09 5,093.48 5,093.48 5,093.48 5,093.48 5,093.48

营业成本 88.33 88.33 88.33 88.33 88.33 88.33 88.33 88.33 88.33 88.33

税金及附加 340.91 340.91 340.91 340.91 340.91 340.91 340.91 340.91 340.91 340.91

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4,599.85 4,599.85 4,599.85 4,599.85 4,599.85 4,664.24 4,664.24 4,664.24 4,664.24 4,664.24

二、折旧和摊销

总折旧和摊销 1591.09 1591.09 1591.09 1591.09 1591.09 1591.09 1591.09 1591.09 1591.09 1591.09

息税前利润 3,008.76 3,008.76 3,008.76 3,008.76 3,008.76 3,073.15 3,073.15 3,073.15 3,073.15 3,073.15

三、财务费用

利息支出 1588.5 1588.5 1588.5 1588.5 1588.5 1588.5 1588.5 1588.5 1588.5 1035

总财务费用 1588.5 1588.5 1588.5 1588.5 1588.5 1588.5 1588.5 1588.5 1588.5 1035

税前利润 1,420.26 1,420.26 1,420.26 1,420.26 1,420.26 1,484.65 1,484.65 1,484.65 1,484.65 2,038.15

四、所得税

所得税费用 548.33 548.33 548.33 548.33 548.33 548.33 548.33 548.33 548.33 548.33

五、净利润 871.93 871.93 871.93 871.93 871.93 936.32 936.32 936.32 936.32 1,489.82

表 6：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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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合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 年 2025年 2026年 2027 年 2028年 2029年 2030 年 2031 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经营活动收入 104,132.94 9,043.84 4,909.36 4,909.36 4,909.36 4,909.36 4,967.76 4,967.76 4,967.76 4,967.76

经营活动支出 1,764.45 86.18 88.33 88.33 88.33 88.33 88.33 88.33 88.33 88.33

支付的各项税费 17,464.67 569.11 889.24 889.24 889.24 889.24 889.24 889.24 889.24 889.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 84,903.82 8,388.55 3,931.79 3,931.79 3,931.79 3,931.79 3,990.19 3,990.19 3,990.19 3,990.1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建设成本支出 50,227.00 15,000.00 35,227.00

建设期利息支出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 -50,227.00 -15,000.00 -35,227.00

三、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资本金 1 12,227.00 12,227.00

资本金 2（专项债券） 38,000.00 15,000.00 23,000.00

偿还债券本金 38,000.00

支付债券利息 31,770.00 553.50 1,588.50 1,588.50 1,588.50 1,588.50 1,588.50 1,588.50 1,588.50 1,588.50 1,588.50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 -19,543.00 15,000.00 34,673.50 -1,588.50 -1,588.50 -1,588.50 -1,588.50 -1,588.50 -1,588.50 -1,588.50 -1,588.50 -1,588.50

四、期初现金 -

期内现金变动 -553.50 6,800.05 2,343.29 2,343.29 2,343.29 2,343.29 2,401.69 2,401.69 2,401.69 2,401.69

五、期末现金 15,133.82 -553.50 6,246.55 8,589.83 10,933.12 13,276.41 15,619.70 18,021.39 20,423.09 22,824.78 25,226.47

（续）表 6：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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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032年 2033 年 2034年 2035年 2036 年 2037年 2038 年 2039年 2040年 2041 年 2042 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经营活动收入 4,967.76 5,029.09 5,029.09 5,029.09 5,029.09 5,029.09 5,093.48 5,093.48 5,093.48 5,093.48 5,093.48

经营活动支出 88.33 88.33 88.33 88.33 88.33 88.33 88.33 88.33 88.33 88.33 88.33

支付的各项税费 889.24 889.24 889.24 889.24 889.24 889.24 889.24 889.24 889.24 889.24 889.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 3,990.19 4,051.52 4,051.52 4,051.52 4,051.52 4,051.52 4,115.91 4,115.91 4,115.91 4,115.91 4,115.9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建设成本支出

建设期利息支出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

三、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资本金 1

资本金 2（专项债券）

偿还债券本金 15,000.00 23,000.00

支付债券利息 1,588.50 1,588.50 1,588.50 1,588.50 1,588.50 1,588.50 1,588.50 1,588.50 1,588.50 1,588.50 1,035.00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 -1,588.50 -1,588.50 -1,588.50 -1,588.50 -1,588.50 -1,588.50 -1,588.50 -1,588.50 -1,588.50 -16,588.50 -24,035.00

四、期初现金

期内现金变动 2,401.69 2,463.02 2,463.02 2,463.02 2,463.02 2,463.02 2,527.41 2,527.41 2,527.41 -12,472.59 -19,919.09

五、期末现金 27,628.17 30,091.18 32,554.20 35,017.22 37,480.24 39,943.26 42,470.67 44,998.08 47,525.49 35,052.90 15,13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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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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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小结

本项目收入主要是污水处理费、中水回用和地下管道使用收入，

项目建设资金包含项目资本金及融资资金。通过对运营收入以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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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903.82 万元，融资本息合计为 69,770.00 万元，

项目收益覆盖项目融资本息总额倍数达到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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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00.00 31,770.00 69,770.00

银行借款

融资合计 38,000.00 31,770.00 69,770.00 84,903.82

覆盖倍数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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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市场风险

本项目需对市场加强监测和对不确定因素进行分析论证，针对市

场风险的特点，制定相关风险规避措施，进一步提高项目市场抗风险

能力。

2.工程风险

项目建设需对工程地质条件、水文条件和工程设计方案进行详细

勘测和分析论证，需重点对工程量增加、投资额增加、建设工期延长

等可能问题进行分析论证，并要考虑到项目总体布局和分期建设的规

划，做好与后续项目的衔接工作。

3.资金风险

企业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融资方案，确保资金准确到位，应防

止资金链中断、供应不足或因利率变化导致融资成本增加，给项目建

设和以后的经营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二）与项目收益相关的风险

1.价格达不到预期风险

从财务分析中的敏感性分析计算表可知，项目收益对产品价格较

为敏感，如果市场供需态势发生较大变化，产品价格波动较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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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外购燃料及动力、工资及福利费、

和修理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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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城市城区排水设施提升改造一期工程，项目主管部门为邹城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本项目拟申请专项债券 38,000.00 万元，2021

年山东省政府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专项债券（二期）－2021 年山东

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七期）已发行 20年期债券 5,000.00 万元，利率

3.83%；2021年山东省政府交通水利及市政产业园区发展专项债券（二

十三期）－2021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五十期）已发行 20年期债

券 10,000.00 万元，利率 3.62%；本次计划发行 5,000.00 万元，2022

年度后续发行专项债券 18,000.00 万元。

（二）评估内容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引导社会投资，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一、二、三产业健康协调发展，逐步形

成农业为基础、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

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

现可持续发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

录（2019 年本）》。该目录由鼓励、限制和淘汰三类产业组成。该项

目属于鼓励类第二十二项“城市基础设施”第 9 条“城镇供排水管

网工程、管网排查、检测及修复与改造工程、非开挖施工与修复技术，

供水管网听漏检漏设备、相关技术开发和设备生产 ”相关内容，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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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家鼓励类项目。因此该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2）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纲要》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中指出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城市供水设施改造与建设。加强市政管网

等地下基础设施改造与建设。加强城市道路、停车场、交通安全等设

施建设，加强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设施建设。全面推进无障碍设施

建设。严格执行城市新建居民区配套建设幼儿园、学校的规定。严格

执行新建小区停车位、充电桩等配建标准。加强城市防洪防涝与调蓄、

公园绿地等生态设施建设，支持海绵城市发展，完善城市公共服务设

施。提高城市建筑和基础设施抗灾能力。

（3）符合《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要求

《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指出：

提高公用设施规划建设水平。统筹城市电力、通信、给排水、供热、

燃气、消防等设施规划建设，加强网络设施建设与改造，推进老旧设

施更新换代，确保供电、供水、供热、供气安全。加强城市地下空间

统一规划管理，加快城市各类管网改造，城市新建道路、新区建设、

各类园区和集中连片的旧城改造，采取综合管廊模式建设地下管网，

开展省级综合管廊试点。加强园林绿化和环卫管理，改善市容市貌。

提升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能力，鼓励有条件的相邻县（市）共同规划建

设污水垃圾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推广透水地面、



17

雨水回用等绿色低碳技术，实施雨污分流工程，提升汇聚雨水、蓄洪

排涝、净化生态等功能。

（4）符合《邹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要求

《邹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指出：

基础实施建设一体化。坚持标准化、信息化、精细化方向，提升城乡

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水平，形成适度超前、相互衔接、满足需求的功能

体系，全面增强综合承载能力。公用设施，统筹电力、通讯、广播电

视、给排水、供热、燃气等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构筑集信息传递、能

源输送、排涝减灾、废物排弃等于一体的城市生命线。本项目的建设

能够完善当地的排水等城市基础设施完善，符合邹城市的相关要求。

（5）项目的建设是邹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

随着山东省邹城市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山东省邹城市经济将不

断快速稳步发展，城区规模扩张程度逐步加快，再加上逐年众多招商

引资项目的建成投产，必将带来排水量的急剧增长，而排水的配套设

施跟不上，将会严重制约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也会影响居民的正

常生活。建设本项目，对促进经济、社会和城区建设，提高居民的生

活水平等具有重要意义。

（6）项目的建设是完善城镇基础设施，控制水体污染，提升城

市形象，保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建设污水收集系统，是控制水污染的有效手段，也是城市基础建

设的重要一环，这一目标的实现与否，不仅直接影响邹城市城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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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功能的发挥，也标志着城镇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成为衡量城市

现代化程度的标准之一。污水处理工程的建设不仅反映了城镇的经济

实力、人口素质和社会文明水准，也可通过污水的集中处理降低企业、

社区污水处理费用，减少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增强对内资和外资的

吸引力。否则就会形成与城区发展不协调的局面，势必影响和制约本

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

因此，为保护城市水源，改善城市居民生活环境和邹城市的环境，

建设邹城市城区排水设施提升改造一期工程，集中处理城镇污水，已

势在必行。

（7）建设该项目，符合城市总体规划，改善了城市生态环境，

体现了以人为本，建设和谐城市的原则。

通过对项目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和建设，使水、绿、城融为一体，

相得益彰，形成环抱城市的生态景观线。完善了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

为居民生活创造一个舒适、宜人、方便、和谐的人居环境，为经济建

设提供一个安全、便捷、高效、完善的投资环境，为区域发展构筑一

个有机有序、相互促进的整体框架，形成功能齐全、布局合理、环境

优美、特色突出的现代化城市。项目实施后投资环境的改善，使得项

目周围用地价值得到提升，良好的环境优势，可以吸引外来资金，兴

业建城，促进城镇发展和经济建设。

（8）是避免城区河流污染、保护水资源、保持街道良好环境状

况的需要

目前邹城市城区内排水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部分路段依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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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雨污合流现象，导致不同程度的雨污混流现象，雨污合流现象导致

雨季污水外溢，污染水源地。二是部分路段污水管线建设年代较早，

污水管线管径偏细或严重损坏，污水渗漏严重。本工程施工后可彻底

解决部分路段雨污合流、污水管线破损渗漏等问题，减少污水直排河

道的现象，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

（9）项目的建设能够改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随着邹城市城区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区人口的不断增加，城

区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量也日益增大，由于项目区排水系统不完

善，污水无法有效收集入污水管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不断增加，已

经对周围环境产生了影响，对环境造成了极大危害，严重影响城市居

民生活质量。

随着城市发展、居民小区和企业的建设，急需增设雨污水管网，

以满足城市居民和企事业单位生产生活的需要。本工程的建设可有效

地减轻水体的污染，使周围的环境质量得以提高，同时可有效的改善

水体水质，有利于保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是国民经济的生命线。污水管网工程

的实施可以有效的改善城市投资环境，改变城区的对外形象，有利于

对外招商引资，促进城区经济的腾飞，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邹城市城区排水设施提升改造一期工程的建设对于保

护水源地，促进城区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改善生态环境，完善城市

基础设施，发挥城市整体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2、项目实施的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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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邹城市城区排水设施提升改造一期工程的建设运行，将更大

程度地改善市容市貌，增强城区污水收集和防洪排涝的能力，减少水

环境和洪涝灾害，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

本工程可以改善城市环境，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促进经济发展，

产生间接的和潜在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本工程建成投产后，不仅能改善邹城市河道水质，增强城区防洪

排涝的能力，减少洪涝灾害，为实现生态水利目标，为人民创造一个

良好的生活、工作、学习、休闲环境。还可促进城市旅游事业的发展，

促进国民收入，从而对城市建设和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间接经济效

益。

3、项目实施的收益性

经估算，项目正常每年可创收 4,909.36 万元。通过与运营成本

对比分析，到期预计可达到的资金覆盖倍数为 1.22 倍，因此该项目

实施的收益性可观。

4、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

项目的实施，符合国家及地方发展规划和企业发展要求，是加快

企业发展，全面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必然要求。2020 年 12 月 16 日，

邹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对本项目进行了《关于邹城市城区排水设施提

升改造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批复文号：邹行审字〔2020〕

449 号。

5、项目成熟度

通过工程分析，该项目的选址合理，项目实施进度安排合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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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设计和功能要求规范，消防、环保和劳动卫生符合有关规范要求。

因此从项目实施角度分析，该项目的实施是比较成熟的。

6、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

本项目资本金 12,227.00 万元，占总投资 24.34%，为项目单位

自有资金；发行专项债券筹资 38,000.00 万元，占总投资 75.66%。

资金来源渠道及筹措程序合规。项目总投资为 50,227.00 万元，但未

直接通过申请财政现有资金的渠道获取，而是主要通过发行专项债筹

集，资金支持方式科学，到位可行性强。

7、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性

项目收入是在结合济宁及济宁周边地区相同业务基础上，参照国

家发改委、建设部颁发的《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

规定的原则和要求进行预测，估算数据合理。

8、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

项目总投资为 50,227.00 万元，发行专项债券筹资 38,000.00 万

元，占总投资 75.66%；项目资本金 12,227.00 万元，占总投资 24.34%，

项目资本金不低于项目总投资的 20%，因此债券资金需求合理。

9、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及应对措施

本项目收入为污水处理费、中水回用、地下管道使用收入，结合

项目所处区域及行业运营情况，合理考虑该项目的运营期收入，通过

测算本期覆盖倍数及收益平衡抗压测试，项目偿债计划可行。

本工程项目投资大、耗用资源较多，并且项目建成后经营收入受

到宏观经济及市场的影响，若未能按计划实现收入将导致不能偿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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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债券本息。

若某一年度内，上述假设条件未能满足，导致相关收益不能按进

度足额到位，出现债务还本付息资金短缺，项目实施单位和邹城市财

政局拟通过增加项目资本金方式进行弥补，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10、绩效目标合理性

（1）目标明确

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明确，与部门单位的职责和中长期规划目标、

年度工作目标一致，项目受益群体定位准确，绩效目标和指标设置与

项目高度相关。

（2）目标合理

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预计解决的问题相匹配，绩效目标与现实需

求匹配，绩效目标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挑战性。绩效指标已经细化、

量化，指标值设置合理。

（三）评估结论

邹城市城区排水设施提升改造一期工程累计可用于还本付息的

净现金流入为 84,903.82 万元，累计需支付融资债券及银行贷款本金

和利息共 69,770.00 万元，本息覆盖倍数为 1.22 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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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成后能带动当地经济及相关产业的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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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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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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