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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枞阳县沿江易涝区泵站圩内配套工程位于枞阳县永登圩、永赖

圩、永丰圩三个沿江圩口。项目建成后，各圩口泵站设计抽排流量

加大，装机规模增加，泵站排涝能力显著增强，各圩口被规划划为

城区部分已达到城排排涝标准，农排排涝标准由现状不足 5～7 年一

遇提高到 10 年一遇。 

枞阳县沿江易涝区泵站圩内配套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开扩

挖渠道 2.98km，疏浚整治排水干沟 59.7km，排水支沟 55.7km，拆

建节制闸、支渠蓄水节制闸 44 座，新建 24 座干､支渠节制闸，配建

交通桥 38 座，其中机耕桥 23 座，人行便桥 15 座，以及在渠系建筑

物上设置必要的水位观测设施，完善必要的办公、管理设备。 

本项目建设期为 3 年。目前，本项目已取得项目建议书批复、

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工程用地初步审

查意见、工程项目选址意见的复函等建设相关批复。 

本项目所属领域为公共基础设施领域，具有显著的社会公益性。

本项目对保障地方城镇工业及农村人畜等排涝的需求，提高或改善

现状灌溉沟断面的实际过流能力，改善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

生活条件，避免造成各排涝沟渠控排区域常年内涝积水，促进圩区

农作物增产、农民增收，促使农村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同时，项目的建设也能改善沟渠周边人居环境，保

障各泵站代排湖水工程任务，避免出现圩内局部内涝，站前无水可

抽的局面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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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总投资估算合计为 50946.50 万元，其中工程部分投资

47608.50 万元，水保环保投资 952.17 万元，征地移民补偿投资

2385.83 万元｡ 

本项目资金来源为县财政资金和本次债券融资，其中县财政资

金投入 10946.50 万元，占总投资的 21.49%。本次债券融资 4000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78.51%｡ 

本项目 2020 年已发行非标专项债券 10000.00 万元，主要用于

工程规划设计，环评、监理等前期准备，并支付征地移民补偿费和

部分工程进度款；拟 2021 年本期发行非标专项债券 4000.00 万元，

主要用于支付工程进度款、部分机电设备和金属结构设备的采购及

安装；拟 2022 年发行非标专项债券 26000.00 万元，主要用于工程

尾款、设备采购安装、后期工程绿化等环境投资。本次债券的期限

按照 10 年、参照近期类似地方政府债券的利率按照 4%进行测算。 

本项目运营收入主要为土地出让收入､水养殖蓄水量灌排调节

收入､排涝干沟清理河沙销售收入､圩内旅游收入和增加养殖水面收

入｡ 

本项目经营期预计项目运营净收益为 77383.94 万元，需偿还债

券本金 40000.00 万元，债券存续期内债券利息 15370.00 万元；债

券存续期内项目运营净收益对债券本息覆盖倍数为 1.40 倍，能够合

理保障融资资金的本金和利息，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的自求平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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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收入下降 10%、5%，非标专项债券对应的净经营性现金流量

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 1.26、1.33。当收入上升 5%、10%，非标专

项债券对应的净经营性现金流量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 1.47、1.54。 

本项目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具有较高的安全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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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主要内容 

(一) 债券基本信息 

枞阳县沿江易涝区泵站圩内配套工程拟使用非标专项债券资金

40000.00 万元，其中 2020 年已发行非标专项债券 10000.00 万元，

拟 2021 年本期发行非标专项债券 4000.00 万元，拟 2022 年发行非

标专项债券 26000.00 万元，发行期限均为 10 年，利息每半年支付

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此次债券品种为记账式固定

利率付息债券､新增债券。债券发行后可按规定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

场和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上市流通。债券基本信息如下: 

债券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枞阳县沿江易涝区泵站圩内配套工程 

募集规模 肆亿元整(RMB:400，000，000.00元) 

募集资金用途 拟用于枞阳县沿江易涝区泵站圩内配套工程的建设。 

债券期限 10年期 

债券利率 固定利率 

还本付息方式 利息按半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二) 项目名称 

枞阳县沿江易涝区泵站圩内配套工程，简称“本项目”。 

(三) 项目单位 

枞阳县水利局。 

(四) 项目地址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永登圩､永赖圩､永丰圩三个沿江圩口。 

(五) 项目性质 

本项目属于新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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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新开扩挖渠道2.98km，疏浚整治排水干沟59.7km，排水支

沟55.7km，拆建节制闸､支渠蓄水节制闸44座，新建24座干､支渠节制

闸，配建交通桥38座，其中机耕桥23座，人行便桥15座等。 

(七) 项目建设期 

本项目建设期为 2020年1月-2022年12月，共计3年。 

(八) 项目投资概况 

根据枞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的《枞阳县沿江易涝区泵站

圩内配套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本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50946.50

万元，其中工程部分投资 47608.50万元，水保环保投资 952.17万元，

征地移民补偿投资 2385.83 万元。 

(九) 建设方案 

本工程以泵站圩内配套工程除险加固为中心，其总体建设目标

是充分利用现有排灌渠系水资源，提高各排片沟渠排涝能力，与相

关泵站扩建相配套，防止出现圩内局部内涝，站前无水可抽的局面

出现，改善提高整个圩区排涝水平，为圩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创造

条件。其建设方案如下： 

（1） 项目排涝标准 

永登圩幕旗山站排区范围内长河村草圩､双龙村落成圩治治涝

标准采用 20 年一遇最大 24h 降雨地面不积水，自排标准为 20 年一

遇。高黄站排区农排标准为 10 年一遇最大 24h 暴雨 24h 排至田面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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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水。永登站排区采用 10 年一遇 24h 暴雨 24h 排至经济作物田面无

积水； 

永赖圩农排区机排排涝标准采用 10 年一遇 1d 暴雨 1d 排至经济

作物田面无积水。圩内 6.4km2桥港工业园区机排按 20 年一遇 24h

暴雨 24h 排除主要路面不积水。自排标准农排区采用非汛期 10 年一

遇 1d 暴雨 24h 排除，圩内 6.4km2桥港工业园区机排按非汛期 20 年

一遇 1d 暴雨 24h 排除。 

永丰圩仪山圩排区机排排涝标准采用 10 年一遇 1d 暴雨 1d 排除，

自排标准采用非汛期 10 年一遇 1d 暴雨 24h 排除；湖东老站､新站排

区设计抽排标准取 10 年一遇，按 3d 暴雨 3d 排至作物耐淹水深计算，

自排标准与抽排标准一致，按非汛期最大 1d 暴雨 1d 排出计算；湖

东一站排区及对汤沟河排片设计抽排标准取 10 年一遇 3d 暴雨 3d 排

至作物耐淹水深计算。 

（2） 项目建设等级标准 

按《防洪标准》(GB50201—2014)､《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

洪水标准》(SL252—2000)､《泵站设计规范》(GB/T50265—2010)､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GB50288—2018)等有关规范的规定，

工程等别可根据其设计流量确定，结合沿江易涝区实际情况，拟定

以下建设等级标准。 

1) 涵闸:设计流量在 5～20m3/s 之间，为 4 级建筑物。支沟及其

以下沟渠分水闸设计流量均小于 5m3/s，为 5 级建筑物。 

2) 沟渠:仪山新站代排湖水通道设计流量 28m3/s，永赖站扫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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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设计流量 35.1m3/s，大于 20m3/s 均为 3 级渠道；永登站站前南北

向总干渠设计流量为 20m3/s，其他设计流量 5～20m3/s 的沟渠，均

为 4 级渠道；设计流量小于 5m3/s 的沟渠，为 5 级渠道。 

（3） 项目建设布局 

从沿江易涝区渠系历史运行实践看，现状三个区渠系及建筑物

布置基本合理，本次项目建设对主要排涝干沟及支渠渠线均不变更，

通过工程措施，充分利用现有沟渠，对圩内部分排水干沟､支沟实施

疏浚整治；局部因干渠渠坡滑坡段实施渠坡整治，渠坡硬化､渠内堤

脚防冲防塌；另结合各圩排湖通道建设布局新开沟渠；并对部分桥

梁､涵闸等渠系配套建筑物实施拆除重建，并结合圩内灌溉蓄水要求

､排洪通道建设新增部分桥梁､节制闸。具体项目建设布局如下: 

1) 对干支沟渠淤积严重､过水断面严重不足地段进行清淤､拓宽

达设计断面；对于其他沟渠宽度较大的沟渠，保留现有断面且不小

于现状渠道宽度，以不减少圩内调蓄水面率为准； 

2) 对地质条件差､渗漏严重､边坡不稳定渠道进行固脚､防塌，对

渠坡进行硬化处理； 

3) 对干支沟渠上的渠底水草茂盛､渠坡杂树杂草横生，或应环境

改善要求对沟渠进行全断面硬化处理； 

4) 对部分侵占干支沟渠过水断面导致沟渠过流能力不足的房屋

建筑进行拆除； 

5) 对干支沟渠节制闸､分水涵闸等泄洪排水设施进行加固或拆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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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合进水闸､分水闸，新增观测设施； 

7) 成立沟渠管理段，配套建设管理房屋及办公､通讯设施； 

8) 配套必要的交通桥､人行桥。 

（4） 主要单项工程技术方案 

本项目均为圩区渠系治理及配套建筑物的建设，建筑物多为小

型工程加固､拆建，基本都有现成的建筑物定型设计图可用，沟渠除

险加固工程主要分为以下三种建设型式: 

1) 新开沟渠及现有沟渠疏浚整治 

实施方案主要为沟底清淤､渠坡整治，土方开挖及回填。 

2) 沟渠固脚､防塌 

实施方案主要为挖除滑塌土地，渠底两侧(单侧)做 C20 素砼挡

土墙，墙厚设连续砂石反滤排水带，挡墙顶设平台后接 1:2.5～3.0

边坡至堤顶，护坡型式采用草皮护坡或现浇砼护坡。为增加挡墙稳

定性，在部分承载力不足的墙基底插入 5m 长松木桩处理。 

3) 渠底､渠坡硬化衬砌 

渠道防渗有砼护坡护底式、砼预制块护坡护底式、三合土护坡

护底式 3 种方案；参照本地区经验，本项目选定砼护坡护底式渠道

防渗方案。 

 

二、 项目重大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一) 项目目前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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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排涝沟渠存在的问题 

1) 永登圩、永赖圩、永丰圩内的排涝沟渠自创圩以来，很多都

是利用原有自然水体联通、拓挖而成。具有建设年代久远，建设周

期长，工程现状质量标准不统一，过于迁就地形分布等特点，各沟

渠现状过流能力与规划建设的泵站设计流量不相配套，已成为制约

建设后的泵站发挥设计工程效益的瓶颈。这些沟渠主要存在以下问

题: 

2) 圩内渠系大部分淤积、堵塞严重，虽然各渠段各乡镇、村委

组织进行岁修、清淤，但效果不明显。近年来，农村“一事一论”、“以

工代赈”项目的实施，各排涝沟历年岁修清淤工作已很难发动受益群

众出工出力有效开展; 

3) 随着域内城镇化建设全面开展，同时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

化现象不断出现，原有一些有具体管理单位的沟渠的陷入无人管理

的状态，沟内垃圾遍布，渠底水草众生，渠坡杂树横生，严重降低

沟渠原有过流能力; 

4) 局部沟渠内渠角冲刷严重，迎水坡大面积滑塌，阻碍汛期涝

及时排除; 

5) 圩内沟渠穿越主要村镇居民点，沿渠建房缩小渠道过水断面，

沿渠排放生活污水及部分小型生产企业污水导致水体污染严重; 

6) 近年来，圩内渠道清淤、整治虽通过一些“农发”项目、“土地

整理”项目的实施得到了部分治理，但相对于整个圩区数量众多的排

涝沟渠急需整治而言资金投入明显不足，从而得不到系统治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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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规划建设泵站效益的发挥; 

7) 规划建设的永登圩的幕旗山站、永登站;永赖圩的永赖站、白

荡站;永丰圩的仪山新站、湖东站、湖东二级站都有在大水年份带排

湖水的工程任务，现状各圩内渠系还不能满足代排湖水通道要求。 

8) 随着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及圩内基础设施及经济建设发展，沟

渠现状排涝标准低，与圩内道路、房屋、桥梁等其他基础设施建设

严重不配套，影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面貌，同时导致洪涝灾

害频繁，严重制约了域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渠系配套建筑物存在的问题 

永登圩、永赖圩、永丰圩内的排涝沟渠渠系配套建筑数量众多，

建设年代不一，结构型式多样，同时具有建设年代久远，建设周期

长的特点。自创圩以来，圩内配套工程建设前后跨度近 60 年。由于

年投资水平太低，加上建设期间诸多因素，制约着基建计划的具体

实施，原批准的投资远不能满足工程建设的实际需要，致使原规划

设计中的部分工程项目没有建设。 

早中期建筑物如跨渠桥梁、节制闸、进水闸、自排闸等，运行

时间都在 40～60 年，受建设时投资、建筑材料和施工技术等多种因

素的制约，没有除险加固的建筑物均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表现为部

分建筑物为砌石结构;砼不密实、老化、碳化、脱落、裂纹;钢筋露出、

锈蚀、锈断;止水老化、失效，渗漏严重;机电设备陈旧、简陋;启闭

机启闭力偏小、锈蚀老化、磨损和变形大，埋件锈蚀;启闭机台板、

梁高度限制了门体的检修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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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闭机房陈旧、简陋，破烂不堪。建筑物工程标准低，圩区建

成几十年，区内变化较大，排涝标准一直在提高，排涝模数加大，

作物种植结构不断调整，造成各沟渠排涝设计流量的变化，部分渠

系及建筑物的标准普遍偏小，不能满足农作物及时排涝的要求。 

圩内汛期排涝管理水平低，目前圩内很多节制闸、分水闸无控

制设施，观测设施缺乏，管理设施和管理手段落后，控制运用无法

操作，计划难以落实，这样很容易造成局部内涝严重，站前无水可

抽的局面。这些渠系配套建筑工程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 现有沟渠节制工程年久失修，破坏较严重。圩内沟渠淤积严

重，配套建筑物老化，欠缺; 

2) 节制闸雍水严重，检修闸门表面脱落、蜂窝、露筋。进水口

无拦污清污设施; 

3) 渠道过水涵箱建设年代久远，沉降缝内表面脱落、蜂窝、露

筋、流白乳液，止水失效，出现不均匀沉陷，上下错位差达 3-5cm，

汛期涵箱背多处漏水。 

4) 跨渠桥梁建设标准低，不能满足圩内交通要求; 

(二)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是提高各沟渠控制排片排涝能力的需要 

现状圩内渠系淤积､堵塞严重,节制工程年久失修,破坏较严重｡

圩内沟渠淤积严重,配套建筑物老化､建设标准低,欠缺,已造成圩内

各沟渠控制排片部分地区逢雨易涝,现状排涝标准不足 3～5 年一遇｡

因此通过本次泵站圩内配套工程的实施,提高或改善现状灌溉沟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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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实际过流能力,避免造成各排涝沟渠控排区域常年内涝积水,实

施本工程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当地政府和群众改善农村生产生活

环境的迫切要求,同时也能改善沟渠周边人居环境,促进当地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 

2.是与圩口抽排泵站配套的需要 

永登圩､永赖圩､永丰圩三个圩口属于枞阳县沿江易涝区,通过

枞阳县重点地区排涝能力建设工程项目的安排,对三个圩口沿江抽

排泵站工程进行进行合并重建､拆除重建､新建及机电更新改造｡通

过对以上三个圩口沿江排涝泵站的工程建设项目的开展,各圩口泵

站设计抽排流量加大,装机规模增加,泵站排涝能力显著增强,各圩口

部分排区已达到城排排涝标准,农排排涝标准由现状不足 5～7 年一

遇提高到 10 年一遇｡ 

圩内沟渠及其建筑物工程是圩区除涝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大

部分圩区在建设排涝站时,仅对站前主干沟进行了适当处理,很少兴

建必要的排水沟渠和控制建筑物,圩内涝水由于现沟渠淤塞导致圩

内涝水不能及时流入站前,制约了新建､扩建泵站排涝功能的发挥,因

此实施泵站圩内配套工程也是与各圩口抽排泵站配套的需要,避免

出现局部内涝,站前无水可抽的局面出现。 

3.是新建圩口排湖通道的需要 

永登圩新建的幕旗山站排区为枞阳县城规划城区,按城排标准

建设幕旗山站,设计抽排流量为 30m3/s｡已基本建成的永登站永登泵

站不仅排自身排涝区涝水,由于位置较低,大水年,还要承担位置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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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戚矶村王冲排涝区涝水抽排任务,设计流量20.0m3/s,其中麦园村排

区 4.96km(流量 7.05m3/s),由汴泗倒虹吸引至永登站｡现状因永登二

站排涝规模小,汛期难以降低羹脍赛涝水,致使石矶长河水位高,给枞

阳县城及羹脍赛周边防洪､除涝造成压力,为了减少内涝,为羹脍赛洪

水的第二通道｡当石矶长河水位较高时,在排区涝水排除后,可适时开

启新建的进水闸,通过贯穿南北的永登总干沟引羹脍赛涝水至本站

代排｡ 

根据《安徽省灾后水利建设总体规划》中湖泊防洪治理中的《白

荡湖流域防洪综合治理规划》中相关规划成果,白荡湖起排水位为

12.5m,白荡湖 20年和 50年一遇设计洪水位分别为 14.55m和 15.00m,

排洪泵站总流量在现状基础上增加到 106m3/s｡现状拟规划永赖圩大

砥含站不再纳入代排湖水任务 ,永赖圩带排白荡湖湖水能力为

43.7m3/s,其中永赖站扩容至 35.1m3/s､白荡站 8.6m3/s｡再加上仪山新

站 28m3/s,白荡湖闸站 37.5m3/s,总排湖流量达 109.2m3/s,大于白荡湖

治理规划要求的 106m3/s｡ 

(三) 公益性和环境效益分析 

本项目的建设任务是以泵站圩内配套工程为中心，完善配套圩

区排灌渠系输水功能，项目建成后，恢复和改善了排涝面积，可使

整个沿江易涝区在大水年份农作物得到有效保障，防止严重内涝发

生，促进农业生产稳产高产，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

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显著。项目实施后，将调节农田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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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调节各年份的土壤含水量圩内水位变幅，对改善圩区的水质､

局部气候､生态环境起到促进作用。 

(四) 项目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分析 

本工程实施后，其效益主要是防洪排涝效益，另外，还将产生

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有利于地区的社会稳定，为保护区内的社会

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本工程防洪效益主要包括工矿企业的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居

民家庭财产、工商业停产停业、农田受淹损失和受灾房屋修复等直

接经济损失和相应的间接损失，即有无工程条件下洪灾损失之差值。

目前，除部分保护区现状排涝标准约为 3～5 年一遇 24h 暴雨 22h

排除，工程实施后，排涝标准提高到 10～20 年一遇。采用多年平均

防洪效益按频率法计算，经计算，本工程年直接防洪效益为 3490 万

元。 

本项目实施后，在债券存续期内可带来 111226.64 万元的收入，

极大的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因此，本项目的实施具有较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五) 绩效指标及绩效评估 

基于本项目建设目标和建设任务，特梳理以下绩效目标: 

新增债券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枞阳县沿江易涝区泵站圩内配套工程 

主管部门 枞阳县水利局 实施单位 枞阳县水利局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在建项目 

项目资金 项目投资总额: 50946.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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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其中:财政资金 10946.50 万元 

债券资金 40000.00 万元 

总 
体 
目 
标 

实施目标(2020 年—2032 年) 

目标 1:解决圩内配套工程的安全运行问题。 
目标 2:改善排灌面积各圩拟建、在建泵站相配套，提高给圩口排涝标准。 
目标 3:实行科学管理、计量收费做准备。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标准 

产 
出 
指 
标 

数量

指标 

新开挖扩宽新渠道  2.98km  合格，满足设计要求 

疏浚整治排水干沟 
 

59.7km 
 

合格，满足设计要求 

疏浚整治排水支沟 
面积 

55.7km 合格，满足设计要求 

新建挡土墙 
 

17980m 
 

合格，满足设计要求 

硬化渠底、渠坡 59.1km 合格，满足设计要求 

渠坡硬化总面积 
 

176 万平方米 
 

合格，满足设计要求 

渠底硬化面积 
 

89.8 万平方米 
 

合格，满足设计要求 

拆建节制闸、支渠

蓄水节制闸 
 

44 座 合格，满足设计要求 

新建干、支渠节制

闸 
24 座 合格，满足设计要求 

配建交通桥 38 座 合格，满足设计要求 

 
永登圩幕旗山站排

区范围排涝标准 

20 年一遇最大 24h 降雨

地面不积水，自排标准

为 20 年一遇年一遇最大

24h 降雨地面不积水，自

排标准为 20 年一遇 

验收合格 

 
永赖圩农排区机排

排涝标准 
10 年一遇 1d 暴雨 1d 排

至经济作物田面无积水 
验收合格 

 
永丰圩仪山圩排区

机排排涝标准 

10 年一遇 1d 暴雨 1d 排

除，自排标准采用非汛

期 10年一遇 1d暴雨 24h
排除 

 

验收合格 

质量

指标 

新开挖扩宽的新渠

道  
合格 

验收合格并正常投

入使用 

疏浚整治的排水干

沟  
合格 

验收合格并正常投

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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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浚整治的排水支

沟 
合格 

验收合格并正常投

入使用 

 
新建干、支渠节制

闸 
合格 验收合格并正常投

入使用 

 配建交通桥 合格 验收合格并正常投

入使用 

时效

指标 

年度目标任务完成

率 
100% 

按照建设进度，完成

建设任务 

项目建设期 3 年 按时完工 

成本

指标  

项目总投资 50946.50 万元 不超过估算值 

工程部分投资 47608.50 万元 不超过估算值 

水土保持投资 523.69 万元 不超过估算值 

  环境保护投资 428.48 万元 不超过估算值 

  征地移民补偿投资 2385.83 万元 不超过估算值 

效 
益 
指 
标 

经济

效益 
指标 

土地出让收入 53013.49 万元 
项目收入达到预期

标准 

其他收入 143799.4 万元 
项目收入达到预期

标准 

社会

效益 
指标 

防洪排涝效益  

工矿企业的固定资产、

流动资产、居民家庭财

产、工商业停产停业、

农田受淹损失和受灾房

屋修复等直接经济损失

和相应的间接损失  

项目可产生直接效

益 3490 万元 

 涝灾损失率 
洪涝灾害后，各项财产

遭受的损失占总值的百

分比 
 

5.27 

生态

效益 
指标 

区域环境 
区域水环境、人居环境

提升 

洪涝灾害减少，水环

境、人居环境提升，

建设美丽乡村 

可持

续影

响指

标 

本项目为公益性项

目，使社会更加稳

定和谐､经济发展

人民生活更加幸福 

幸福率 
社会更加和谐，人民

幸福感更强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指标 2:对项目周边

人群进行满意度调

查 

满意率 
满意率须达到 90%

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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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枞阳县财政局将按照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

的要求，将专项债券资金的使用纳入到项目主管单位的绩效评价范

围之内，绩效评价结果将决定债券资金的拨付额度及拨付进程及同

类项目非标专项债的再次申报批复。 

三、 项目资金情况､项目建设计划及现状 

(一) 项目资金情况 

1.投资测算依据 

根据枞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的《枞阳县沿江易涝区泵站

圩内配套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本工程设计估算按安徽省现

行有关规定､标准进行编制，其主要依据有: 

a)安徽省水利厅关于发布《安徽省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估)算编

制规定》(皖水建函[2018]258 号文件)。 

b)建筑工程主要采用《116 号文》颁发的《水利建筑工程概算

定额》。水利厅(08)《安徽省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概算补充定额》。 

c)安装工程主要采用水利部水建管[1999]523 号文颁发的《水利

水电设备安装工程概算定额》。 

d)施工机械台时费采用《116 号文》颁发的《水利工程施工机

械台时费定额》。 

e)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安徽省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皖政

〔2015〕24 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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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国家､省､地方其他有关规定和标准。 

2.项目总投资 

根据枞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的《枞阳县沿江易涝区泵站

圩内配套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本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50946.50

万元，其中工程部分投资 47608.50万元，水保环保投资 952.17万元，

征地移民补偿投资 2385.83 万元。项目投资评估明细表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名称 估算价值 
一 工程部分投资 47608.50 
第一部分 建筑工程 37487.5 
第二部分 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190.80 
第三部分 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 445.61 
第四部分 临时工程 1315.92 
第五部分 独立费用 3840.62 
第六部分 基本预备费用 4328.05 
二 水保环保投资 952.17 
1 水土保持投资 523.69 
2 环境保护投资 428.48 
三 征地移民补偿投资 2385.83 
四 项目总投资 50946.50 

3.资金筹措 

枞阳县沿江易涝区泵站圩内配套工程总投资为 50946.50 万元，

其中项目资本金 10946.50万元，拟使用专项债券资金 40000.00万元。

其中 2020 年已发行非标专项债券 10000.00 万元，拟 2021 年本期发

行非标专项债券 4000.00 万元，拟 2022 年发行非标专项债券

26000.00 万元。本项目资本金来源于财政资金，项目资本金占比为

21.49%，专项债券资金占比为 78.51%。项目资金来源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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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金额 比例 

一 项目资本金 10946.50 21.49% 
 县财政资金 10946.50 21.49% 

二 专项债券 40000.00 78.51% 

三 合计 50946.50 100.00% 

(二) 项目建设及投资计划 

本项目建设期为 2020 年 1 月-2022 年 12 月，共计 3 年。根据项

目的实施进度，本项目 2020 年投入 10000.00 万元， 2021 年投入

8000.00 万元，2022 年投入 32946.50 万元。 

(三) 项目建设现状及相关批复资料 

目前，本项目已经取得的建设相关批复资料如下: 

1. 枞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枞阳县沿江易涝区泵站圩内

配套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枞发改投资〔2019〕321 号)； 

2. 枞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枞阳县沿江易涝区泵站圩内

配套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枞发改投资〔2019〕109 号) ； 

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202034082300000012)； 

4. 枞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枞阳县沿江易涝区泵站圩内

配套工程用地初步审查意见》(枞自然资规函[2020]16 号) ； 

5. 枞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枞阳县沿江易涝区泵站圩内

配套工程项目选址意见的复函》(枞自然资规函[2020]17 号)。 

(四) 项目参与主体 

本项目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均为枞阳县水利局，其具体信息如

下所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40722003125765N 

机构名称 枞阳县水利局 
机构性质 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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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地址 枞阳镇连城东路 20 号 
法定代表人 方勤俭 
颁证日期 2017 年 05 月 02 日 

赋证机关 枞阳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四、 项目预期收益分析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

43 号)的规定:专项债务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通过对应的政府

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债券偿付资金主要来自于项目土地出让收

入､水养殖蓄水量灌排调节收入､排涝干沟清理河沙销售收入､圩内

旅游收入和增加养殖水面收入。根据《枞阳县沿江易涝区泵站圩内

配套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运营收入､运营成本等作为预测

编制基础，并对项目单位进行了调研，根据现行政策预测项目预期

收入现金净流量。 

(一) 收入来源和基本假设 

根据枞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的《枞阳县沿江易涝区泵站

圩内配套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本项目运营收入主要为土地出让

收入､水养殖蓄水量灌排调节收入､排涝干沟清理河沙销售收入､圩

内旅游收入和增加养殖水面收入。2032 年按照 6 个月估算。 

1) 土地出让收入 

本项目实施后，与拟建及在建的泵站相结合，将枞阳县工业园

及枞阳经济开发区桥港工业园由现装较低的农排标准提高到 20 年

一遇最大 24h 暴雨 24h 排除的城排标准，为两片园区的防洪保安

提供了有效的保证。根据枞阳县人民政府公布的《枞阳县土地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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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2016-2020 年)中关于枞阳县工业园及枞阳经济开发区桥港工

业园土地整治及出让相关内容，两片园区与本项目相关的 200 亩居

住用地和 300 亩工业用地出让产生的可支配收益偿还债券本息，假

设土地出让预计于 2024 年完成。 

根据近年内项目周边成交的土地情况，可出让地区的居住用地

成交均价为 221.12 万元/亩，工业用地成交均价为 10.08 万元/亩。本

次预测参照项目周边市场成交价格作为参考价格。考虑不同地块区

域差异､项目规划､市场情况等差异做适当修正，下浮 20%对本项目

进行价格预测，拟定居住用地参考价格为 176.89 万元/亩，工业用地

参考价格为 8.06 万元/亩。 

拟出让地块临近或情况相近宗地出让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地块标号 地块位置 
土地面积

(亩) 
土地类型 

土地出让单

价(万元/亩) 
出让总价    

(万元) 
1 2018-C5 枞阳城东蒲洲 91.02 居住 243.90 22200 
2 2018-C10 枞阳城东蒲洲 66.81 居住 190.08 12700 
3 2019-6K-1 桥港工业园 20.05 工业 10.08 202 
4 2019-6K-2 桥港工业园 49.85 工业 10.09 503 
5 2019-6K-3 桥港工业园 23.16 工业 10.06 233 

参考枞阳县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的 GDP 增长率 7.8%､7.1%

､6.2%，按谨慎性原则考虑 GDP 增长率为 7%，故土地于 2024 年出

让的居住用地单价为 248.10 万元/亩，工业用地单价为 11.31 万元/

亩。故土地出让总价为 53013.49 万元。 

2) 水养殖蓄水量灌排调节收入 

本项目涉及的圩区内经营水面养殖的较多，包括养鱼､蟹､虾等，

除此之外，还有种植成片莲藕，进行地方旅游开发与农家乐等。由

于水面养(种)殖对水面的的水量有一定要求，在枯水､涨洪水期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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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养(种)殖区域内的水量进行控制，从主流河道内进行抽､排水。

由于主河道水位直接影响到周边村镇居民的生产生活，河道水位是

受到严格控制的，为保证主河道水位不受到影响，水面养(种)殖抽､

排的水量需通过圩内排沟沟渠及排涝泵站向长江进行调节，由此，

给本项目带来了水养殖蓄水量灌排调节收入。 

经对排涝泵站涉及的河道流域内水面养(种)殖情况的初步统计，

年承包经营水面养(种)殖的面积约为 6.46 万亩，规模性经营面积约

占三分之二，面积 4.31 万亩，综合枯水与洪水期养殖区内水面上下

水位幅度为 50 厘米，估算年水位调节量约为 2874 万立方米。 

由于圩内水养殖蓄水量灌排调节任务由各圩排水泵站(建设内

容不在本项目范围内)和泵站圩内配套工程(本项目建设内容)两方共

同承担，水养殖蓄水量灌排调节费的收取的排水费，扣除支付给各

泵站供排水开机的实际发生费用，余下费用均为泵站圩内配套工程

水养殖蓄水量灌排调节年收入。根据各圩历年水养殖蓄水量灌排调

节排水费的实际收支情况测算，泵站圩内配套工程抽排水价格为

0.25 元/立方米。因此在本项目预测期内，水养殖蓄水量灌排调节可

为圩内配套工程带来约为 718.5 万元的年收入。 

3) 排涝干沟清理河沙销售收入 

根据本项目现有资料统计，本项目由于实行沟底清淤及土方开

挖共计约 25 万方。由于项目区处长江中下游低山丘陵向冲积平原过

渡区，由于自然和人为原因，区内地势高低不平，堤内沟塘遍布，

沟塘内淤泥及土方含沙率较高，按含沙率 50%计。 

根据铜陵市 2019 年 11 月份的建材信息价，粗河沙价格为 250

元/立方，预测期内，枞阳县沿江易涝区泵站配套工程排涝沟清理河

沙销售年收入为 312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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