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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日照市岚山水厂（二期）工程项目

（二）项目单位

项目立项主体名称：日照市水务集团供水有限公司；

项目单位简介：日照市水务集团供水有限公司是隶属于日照市

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2015 年 11 月 13 日注册设立，注册资

本 5000 万元，由原日照市自来水公司、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供水公

司、日照市山海天自来水供水中心、岚山自来水（有限）公司等单

位组建而成。

供水公司主要负责新市区、东港区、岚山区、开发区、山海天、

高新区建成区域内的供水生产、输配、服务业务，负责城市供水管

网设施、饮用水水质的安全保障、取水河道水源地巡查保护，负责

城市供水基础设施建设、户表管理改造以及拓展供水业务市场。

（三）项目规划审批

2021 年 10 月，日照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市政

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出具了《日照市岚山水厂（二

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2021 年 10 月 21 日，日照市水务集团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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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市

岚山水厂（二期）工程项目》，项目代码：2110-371103-04-01-422601，

备案项目总投资为 22,994.5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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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

本次工程的主要建设内容为改造涛雒泵站及新建岚山水厂二期

工程，扩建 4 万 m³/d 的制水规模，并新建一二期的深度处理工程和

排泥水处理工程，进一步提升水厂出水水质，保障岚山区居民的生

活用水。

（1）对现状涛雒泵站进行改造，更换泵站的水泵，按照规模 6

万 m³/d 设计，使其满足岚山水厂扩建后的原水输送需求；

（2）新建“折板絮凝平流沉淀池+V 型滤池”的常规净水流程，

按照规模 4万 m³/d 设计；

（3）新建“臭氧接触池+活性炭滤池+消毒接触池”的深度处理

工艺流程，按规模 6 万 m³/d 设计；

（4）同步实施排泥水处理工程，使其对应 6 万 m³/d 的水处理

规模。

（五）项目建设期限

项目建设期自 2022 年 1月-2023 年 12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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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部颁发《市政工程投资估算指标》第四册（HGZ

47-104-2007）；

（2）2000 年出版的《给水排水设计手册》（第十册技术经济）；

（3）山东省建设工程概算定额及费用编制规定（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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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山东省市政工程消耗量定额（2016 年）；

（5）山东省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2016 年）；

（6）山东省安装工程消耗量定额（2016 年）；

（7）日照材价（2021 年 7 月）；

（8）类似工程技术经济指标。

2.估算总额

本项目估算总投资 22,994.53 元，其中建设投资 21,139.83 万

元，基本预备费 1,371.19 万元，建设期利息 386.06 万元，铺底流

动资金 9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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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资金结构表

资金结构 金额（万元） 占比 备注

估算总投资 22,994.53

一、资本金 7,994.53 34.77%

自有资金 7,994.53

专项债券用于资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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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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费收入。运营期各年收入预测如

下：

表 2：运营收入估算表（单位：万元）

年份 供水收入 合计

2024 3,947.48 3,947.48

2025 3,947.48 3,947.48

2026 3,947.48 3,947.48

2027 3,947.48 3,947.48

2028 3,947.48 3,947.48

2029 3,947.48 3,947.48

2030 3,947.48 3,947.48

2031 3,947.48 3,947.48

2032 3,947.48 3,947.48

2033 3,947.48 3,947.48

2034 3,947.48 3,947.48

2035 3,947.48 3,947.48

2036 3,947.48 3,947.48

2037 3,947.48 3,947.48

合计 55,264.65 55,264.65

根据日照市岚山水厂（二期）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数据，

收入预测方法说明如下：

1、水费收入

本设计日处理水量为 6 万 m³/日，日变化系数为 1.2，自来水

的水量增加系数为 1.05，全年运转 365 日，年处理规模 1916.25 万

m³/年，销售水价 2.06 元/ m³。

二、债务资金 15,000.00 65.23%

专项债券 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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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运营成本预测

本项目总成本费用包括原材料费、燃料动力费、工资福利费、

修理费、其他费用、折旧摊销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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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材料 燃料动力费 维修费 工资福利费 管理费用 合计

2024 407.09 392.45 450.05 59.92 192.65 1,502.16

2025 407.09 392.45 450.05 62.92 192.89 1,505.40

2026 407.09 392.45 450.05 66.06 193.14 1,508.80

2027 407.09 392.45 450.05 69.36 193.41 1,512.36

2028 407.09 392.45 450.05 72.83 193.69 1,516.11

2029 407.09 392.45 450.05 76.47 193.98 1,520.04

2030 407.09 392.45 450.05 80.30 194.28 1,524.17

2031 407.09 392.45 450.05 84.31 194.61 1,528.51

2032 407.09 392.45 450.05 88.53 194.94 1,533.06

2033 407.09 392.45 450.05 92.96 195.30 1,537.84

2034 407.09 392.45 450.05 97.60 195.67 1,542.86

2035 407.09 392.45 450.05 102.48 196.06 1,548.13

2036 407.09 392.45 450.05 107.61 196.47 1,553.67

2037 407.09 392.45 450.05 112.99 196.47 1,559.05

合计 5,699.26 5,494.30 6,300.70 1,174.35 2,723.56 21,392.17

说明：由于未来年度不可预知性以及出于谨慎性考虑，对项目计算期内工

资福利费考虑 5.00%/年的增速计算。

根据日照市岚山水厂（二期）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数据，

成本预测方法说明如下：

1. 原材料费

（1）水资源费（或原水费）最高日供水量为 6 万 m³/日，原水

单价为 0.17 元/ m³，每年费用为 6 万 m³/日×365 天×0.17×

1.05/1.2=325.7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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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工程所用药剂包括高锰酸盐、液氧、固体聚合氯化铝、

食盐、PAM 及活性炭粉末，每年所用药剂费用为 92.95×

1.05/1.2=81.33 万元；

2. 燃料及动力费

（1）电费电价

根据本工程工艺设计，污水处理厂年电耗为 565.75 万度，计

算期内按 0.674 元/度，用电年支出为 0.674 元/度×565.75 万度

×1.05/1.2＝333.65 万元;

（2）基本电价

本工程变压器容量总共为 2000KVA，费用为 2000KVA×28 元/

KVA×12 月×1.05/1.2=58.80 万元；

3.工资及福利费

根据建设部颁发的《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和《城

镇污水处理厂附属建设和附属设备设计标准》，污水处理厂扩建后计

划新增运行管理人员 8 人。参考山东省 2021 年社会平均工资，本

工程工资及福利费按每年 74906 元/人，年支出 74906×8/10000＝

59.92 万元；

4. 修理费

修理费依据《市政公用设施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中

的规定，结合岚山区现状污水厂实际情况，修理费按固定资产原值

的 2.0%计入，22502.62*2.0%=450.05 万万元；

5. 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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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水资源费（或原水费）、外购原材料费、外购燃料及动力费、

职工薪酬费、修理费、固定资产折旧费合计的 8.0 %计列；

6.折旧与摊销

固定资产折旧采用直线折旧法，折旧率按综合折旧率考虑，折

旧年限按 20 年，年综合折旧率按 4.8%计算，固定资产为 22888.68

万元，年折旧费合计为 22888.68*4.8%=1098.66 万元。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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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项目税费表

税目 税率 类别

增值税 3% 水费收入

城建税 7%

教育费附加 3%

地方教育附加 2%

企业所得税 25%

8.利息支出

根据本项目资金筹措计划，建设期拟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15,000.00 万元，本期发行假设年利率 4.20%，期限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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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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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400.00 11,400.00 239.40 239.40

2023 11,400.00 3,600.00 15,000.00 554.40 554.40

2024 15,000.00 15,000.00 630.00 630.00

2025 15,000.00 15,000.00 630.00 630.00

2026 15,000.00 15,000.00 630.00 630.00

2027 15,000.00 15,000.00 630.00 630.00

2028 15,000.00 15,000.00 630.00 6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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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9 15,000.00 15,000.00 630.00 630.00

2030 15,000.00 - 15,000.00 630.00 630.00

2031 15,000.00 15,000.00 630.00 630.00

2032 15,000.00 15,000.00 630.00 630.00

2033 15,000.00 15,000.00 630.00 630.00

2034 15,000.00 15,000.00 630.00 630.00

2035 15,000.00 - 15,000.00 630.00 630.00

2036 15,000.00 15,000.00 630.00 630.00

2037 15,000.00 11,400.00 3,600.00 390.60 11,790.60

2038 3,600.00 3,600.00 75.60 3,675.60

合计 15,000.00 15,000.00 9,450.00 24,450.00

（三）项目运营损益表

表 6：项目运营损益表（金额单位：万元）

年份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营业收入 - - 3,832.50 3,832.50 3,832.50

增值税 - - 114.98 114.98 114.98

税金及附加 - - 13.80 13.80 13.80

营业成本 239.40 554.40 3,230.82 3,234.06 3,237.46

利润总额 -239.40 -554.40 587.88 584.64 581.25

企业所得税 - - 146.97 146.16 145.31

净利润 -239.40 -554.40 440.91 438.48 435.93

（续表）

年份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营业收入 3,832.50 3,832.50 3,832.50 3,832.50 3,832.50 3,832.50

增值税 114.98 114.98 114.98 114.98 114.98 114.98

税金及附加 13.80 13.80 13.80 13.80 13.80 13.80

营业成本 3,241.02 3,244.77 3,248.70 3,252.83 3,257.17 3,261.72

利润总额 577.68 573.93 570.00 565.87 561.53 556.98

企业所得税 144.42 143.48 142.50 141.47 140.38 139.25

净利润 433.26 430.45 427.50 424.40 421.15 417.74

（续表）

年份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营业收入 3,832.50 3,832.50 3,832.50 3,832.50 3,832.50 -

增值税 114.98 114.98 114.98 114.98 114.98 -

税金及附加 13.80 13.80 13.80 13.80 13.80 -

营业成本 3,266.50 3,271.52 3,276.79 3,282.33 3,048.31 75.60

利润总额 552.20 547.18 541.91 536.38 770.40 -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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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 138.05 136.80 135.48 134.09 192.60 -

净利润 414.15 410.39 406.43 402.28 577.80 -75.60

（四）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

表 7：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金额单位：万元）

年份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

1.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
- - 3,947.48 3,947.48 3,947.48 3,947.48

2.经营活动支付的

现金流
- - 1,502.16 1,505.40 1,508.80 1,512.36

3.经营活动支付的

各项税金
- - 275.74 274.93 274.08 273.19

4.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小计
- - 2,169.57 2,167.14 2,164.59 2,161.92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

1.支付项目建设资

金
10,569.92 10,569.92 1,371.19

2.支付的铺底资金 97.45

3.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小计
-10,569.92 -10,667.37 -1,371.19 - - -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

1.项目资本金 7,994.53

2.债券及银行借款

筹资款
11,400.00 3,600.00 -

3.偿还债券及银行

借款本金
- - -

4.支付融资利息 239.40 554.40 630.00 630.00 630.00 630.00

5.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合计
19,155.13 3,045.60 -630.00 -630.00 -630.00 -630.00

四、现金流总计

1.期初现金 - 8,585.22 963.45 1,131.83 2,668.97 4,203.57

2.期内现金变动 8,585.22 -7,621.77 168.38 1,537.14 1,534.59 1,531.92

3.期末现金 8,585.22 963.45 1,131.83 2,668.97 4,203.57 5,735.49

（续表）

年份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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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

1.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
3,947.48 3,947.48 3,947.48 3,947.48 3,947.48 3,947.48

2.经营活动支付的

现金流
1,516.11 1,520.04 1,524.17 1,528.51 1,533.06 1,537.84

3.经营活动支付的

各项税金
272.26 271.27 270.24 269.16 268.02 266.82

4.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小计
2,159.11 2,156.16 2,153.06 2,149.81 2,146.40 2,14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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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00 630.00 630.00 630.00 630.00 630.00

5.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合计
-630.00 -630.00 -630.00 -630.00 -630.00 -630.00

四、现金流总计

1.期初现金 5,735.49 7,264.60 8,790.76 10,313.82 11,833.63 13,350.03

2.期内现金变动 1,529.11 1,526.16 1,523.06 1,519.81 1,516.40 1,512.81

3.期末现金 7,264.60 8,790.76 10,313.82 11,833.63 13,350.03 14,862.84

（续表）

年份 2034 2035 2036 2037 2038 合计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
-

1.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
3,947.48 3,947.48 3,947.48 3,947.48 - 55,264.65

2.经营活动支付的

现金流
1,542.86 1,548.13 1,553.67 1,559.05 - 21,392.17

3.经营活动支付的

各项税金
265.57 264.25 262.87 321.37 - 3,82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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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小计
2,139.05 2,135.09 2,130.94 2,067.06 - 30,042.72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
-

1.支付项目建设资

金
22,511.02

2.支付的铺底资金 97.45

3.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小计
- - - - - -22,608.47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
-

1.项目资本金 7,994.53

2.债券及银行借款

筹资款
15,000.00

3.偿还债券及银行

借款本金
11,400.00 3,600.00 15,000.00

4.支付融资利息 630.00 630.00 630.00 390.60 75.60 9,450.00

5.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合计
-630.00 -630.00 -630.00 -11,790.60 -3,675.60 -1,455.47

四、现金流总计 -

1.期初现金 14,862.84 16,371.88 17,876.98 19,377.92 9,654.38 -

2.期内现金变动 1,509.05 1,505.09 1,500.94 -9,723.54 -3,675.60 5,978.78

3.期末现金 16,371.88 17,876.98 19,377.92 9,654.38 5,978.78 5,978.78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假设后续专项债券于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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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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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42.72

万元，融资本息合计为 24,450.00 万元，项目收益覆盖项目融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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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总额倍数达到 1.23 倍。

表 8：现金流覆盖倍数表（金额单位：万元）

融资方式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净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专项债券 15,000.00 9,450.00 24,450.00 30,042.72

融资合计 15,000.00 9,450.00 24,450.00 30,042.72

覆盖倍数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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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在建设地的选址、建筑规格、建筑标准、配套设施质量

标 准等方面要求严格。同时该项目建设规模较大、内容复杂，在建

设工 程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工程技术风险。且工程地质条件、水文地

质条件 与预测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工程量增加、投资增加、工期拖

长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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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项目收益相关的风险

1.经营管理风险

管理水平还须进一步提高，为此建设单位将在项目建设完成后

聘 请多个具有相关行业管理经营的管理人才，根据项目的特性、范

围、 对象等，加强与外部机构的合作，同时定期对关键管理人员进

行培训 来提升经营管理水平。针对经营管理风险，项目运营过程中，

聘请多 位具有行业成熟经验的管理人才，同时可与第三方管理咨询

机构建立 合作关系。

2. 运营资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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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事前项目绩效评估报告

（一）项目概况

日照市岚山水厂（二期）工程项目，项目主管部门为日照城投

集团有限公司，实施单位为日照市水务集团供水有限公司，本次拟

申请专项债券 11,400.00 万元用于日照市岚山水厂（二期）工程项

目建设，2023 年发行 3,600.00 万元，年限为 15年。

（二）评估内容

根据上述评估依据，制定指标体系见表 8：

表 8：事前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及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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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必要性

（20）

政策相关性 5

职能相关性 5

需求相关性 5

财政投入相关性 5

实施公益性（5） 建设公益性 5

项目实施收益性

（15）

投入合理性 5

成本控制措施有效性 5

收益预测合理性 5

建设投资合规性（20）

申报审批程序规范性 5

资金来源渠道、筹措程序合规性 5

投入渠道及方式合理性 5

筹资风险可控性 5

项目成熟程度（5） 项目实施成熟性 5

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

性（5）
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 5

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5） 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 5

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

债风险点及应对措施（5）
偿债计划可行性 5

绩效目标合理性

（20）

目标明确性 10

目标合理性 10

合计 100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项目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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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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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精神，对城市供水工程

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水资源供需矛盾将十分突出，属财政支持

范围，得分 5 分；与主管部门职能、规划及年度重点工作相关，得

分 5 分；项目有迫切的现实需求和明确的服务对象，得分 5 分；该

项目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并且已按规定履行主管部门审批程序



16

等，得分 5分；综上，该指标得分为 20分。

2、项目实施的公益性

项目的建设以服务为宗旨，为解决岚

山区供水能力不足的问题，进一步提高岚山区供水能力和供水

质量，推动岚山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岚山水厂二期工程的建设迫

在眉睫，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面向当地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符

合国家、山东省及日照市发展规划的要求。

本项目的建设，新建及现有水厂实施排泥水处理系统已成为各

地方政府的一项环保政策，它体现了国家节能减排的总体要求。岚

山水厂现有平流沉淀池排泥水的上清液直接排放进入附近河沟，长

此以往对周围的环境造成不利的影响，与现在日渐严格的环保要求

不符，也造成了一定的水资源浪费。因此，在进行岚山水厂扩建的

同时，进行该厂的排泥水处理系统的建设也是非常必要的。属于公

益性项目，该指标得分为 5 分。

3、项目实施的收益性

该项目投入产出比合理，成本测算充分，得分 5 分；该项目采

取了相关成本控制措施，成本控制有效。但项目实施过程中，缺少

完善的成本控制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控制措施扣 1 分，得分 4

分；项目收入预测以项目规划为上限，结合当地建筑垃圾现状，进

行适当修正，适当考虑经济长期增长的情况而确定；项目成本以收

入为基础确定维修费、水电费等运行维护费用，并按现行国家法律

法规的规定预测各项税费，得分 5 分；综上，该指标得分为 1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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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

该项目申报、审批、调整及项目资金申请、审批、拨付等方面

已履行或计划履行的程序规范，得分 5 分；资金来源渠道、筹措程

序合规，得分 5 分；投入渠道及方式合理，得分 5 分；筹资风险可

控，资金筹措体现权责对等，财权和事权匹配，已按规定开展财政

承受能力评估和债务风险评估等得分 4分；综上，该指标得分为 19

分。

5、项目成熟度

项目建设单位成立建设筹备小组，主要负责项目的实施。

本项目现已办理完成部分手续，而且本项目建设内容为一般性

基建施工，分标段施工，且施工过程风险性较低，该指标得分为 4

分。

6、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

本项目报批总投资 22,994.53 万元，其中项目资本金 7,994.53

万元，申请地方债券 15,000.00 万元。项目资本金已落实到位，该

指标得分为 5 分。

7、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性

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是依据《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

参数》(第三版)、《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山东省建筑工程消

耗量定额》及同类工程投资情况进行编制的。根据估算结果，项目

财务内部收益率高于行业基准收益率，财务净现值为正数，投资利

润率、投资利税率较高，投资回收期低于行业基准投资回收期，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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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具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本项目在财务上较为可行，该指标得

分为 5 分。

8、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

项目的建设是一项具有重要社会效益和长远经济效益的工程，

它的建设使岚山区人民群众生活用水的水量和水质得到可靠保障，

同时保证了当地工业经济发展的用水需求，本项目的建设完善了当

地基础设施建设，保障了岚山区的供水安全，并且本项目属于国家

鼓励建设的产业项目，因此本工程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债券资

金可以极大的缓解项目建设的资金压力，对于提高资源利用率、减

少资源浪费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综上，该指标得分为 5分。

9、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及应对措施

根据项目未来数据的合理预测在专项债券发行期限内产生的可

用于还付本息金额的净现金流入能够覆盖债券本息金额，用于还本

付息资金的充足性能够得到保障。

项目风险贯穿于项目建设和运营的全过程。参考本类项目的实

施和运营状况，其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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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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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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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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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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该指标得分为 5 分。

10、绩效目标合理性

该项目绩效目标是明确，与相关规划、计划相符，绩效目标与

绩效指标和现实需求匹配，绩效目标和指标是已细化、量化，得分

10分；目标值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得分 8 分。综上，该指标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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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8分。

11、其他需要纳入事前绩效评估的事项

无。

综上，该项目事前绩效评估综合评价得分为 95分，建议予以支

持。

（三）评估结论

日照市岚山水厂（二期）工程项目收益 30,042.72 万元，项目

债券本息合计 24,450.00 万元，本息覆盖倍数为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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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成后能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

市场前景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因而该项目是可行的，

也是必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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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