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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 

山东省烟台市供水及水利设施改造项目 

 

第三方评估人：三州技术顾问株式会社 

川畑 安弘 

0. 要点  

本项目旨在通过在山东省烟台市开展水库改建、地下水库建设、供水设施建设以及防

潮堤建设等项目，解决当地供水能力不足问题，满足未来用水需求，缓解地下水位的下降，

防止海水倒灌，从而实现稳定供水，并由此推动当地生活和卫生环境的改善，促进当地经

济发展。从相关性来看，本项目的实施完全符合中国的发展政策和发展需求，且与日本的

对华援助政策高度吻合，因此可予以高度评价。从效率来看，虽然项目经费成功控制在预

算范围之内，但实际工期远超原计划，因此将其效率评定为中等。本项目旨在解决当地供

水能力不足问题，满足未来用水需求，缓解地下水位的下降，防止海水倒灌，从而实现稳

定供水，从这些方面来看，总体上已呈现出预期效果，并且对当地生活和卫生环境的改善

以及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因此可以认为本项目有效性高。从可持续性来看，本项目

在运营维护管理的体制、技术以及财务层面均未发现任何问题，因此可以认为本项目所显

现的效果的可持续性高。 

 

综上所述，可对本项目予以极高的评价。 

 

1. 项目概要  

  
项目位置图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净水厂 

 

1.1 项目背景 

中国的国土大致可划分为9大流域，其中南方（长江流域以南）的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

的55％，水资源占到了全国总量的81％。北方（黄河流域以北）的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43％，但水资源却仅占全国总量的14％。本项目的所在地山东省烟台市即位于黄河以南。

南方的人均水资源量为3,440m
3
，北方的人均水资源量为750m

3
，仅为南方的五分之一。其中

山东、北京、河北、河南及山西等省市常年处于水资源短缺的状态，高度依赖地下水作为

水源，地下水供水量约占总供水量的47％-71％。 

山东半岛（本项目所在城市即位于该半岛）位于黄海与渤海之间，在对外贸易中占有

重要的战略地位，自古以来就是以贸易为中心的繁荣地区。尽管山东省拥有经济发展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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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沿海城市，但其境内没有大江大河，属于水资源缺乏地区。人均地表水资源量仅为418m
3

（全国人均2,288m
3
），总供水量对地下水的依赖度高达 46.6％，远超全国平均值

（29.1％）。由于其自来水需要通过抽取地下水来获得，从而引发了地面沉降、地下水位

下降以及海水倒灌等问题。 

 

1.2 项目概要 

通过在山东省烟台市开展水库改建、地下水库建设、供水设施建设以及防潮堤建设等

项目，解决当地供水能力不足问题，满足未来用水需求，缓解地下水位的下降，防止海水

倒灌，从而实现稳定供水，并由此推动当地生活和卫生环境的改善，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本项目的位置图如图1所示。 

 

图1 项目位置图 

日元贷款承诺额／支付额 60.08亿日元／59.91亿日元 

签署政府换文／签订贷款协议 1998年12月／1998年12月 

贷款条件 利率1.30％，偿还期限30年（其中宽限期10年）    

采购条件：不限定采购国 

借款人／实施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烟台市人民政府 

贷款结束日期  2004年7月 

主合同 ― 

咨询合同 ― 

相关调查（可行性调查：F/S）等 由山东省水利勘测设计院实施F/S（1997年7月） 

SAPROF调查（1998年5月） 

相关项目  

 

2. 调查概要  

王屋水库供水工程 

城子水库供水工程 

门楼水库供水工程 

王河地下水库供水工程 

防潮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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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第三方评估人 

川畑安弘（三州技术顾问株式会社） 

 

2.2 调查时间 

本次项目后评估调查日程安排如下： 

调查时间：2010年12月-2011年12月 

实地考察：2011年2月20日-3月5日、2011年5月15日-5月28日 

 

3. 评估结果（评级：A
1
）  

3.1 相关性（评级：③
2
） 

3.1.1 与发展政策的吻合性 

中国政府在“九五”计划（1996-2000）中将城镇供水基础设施建设列为了重点课题，

并设定了以下目标：“九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增供水能力4,000万m
3
/日，城市供水普及率

达到96％，城市人均生活用水量新增40L/日。截至1998年，实际新增设备产能1,315万m
3
/

日，算上在建设备在内，预计到2000年可达成目标。截至1998年，城市供水普及率提前达

成目标，城市人均生活用水量也已达成目标（新增40L/日），达到214L/日。 

然而，由于仍然存在着绝对缺水的地区，在2001年启动的“十五”计划中，继续将供

水工程列为城市建设规划的主要项目；在“十一五”计划（2006-2010）中提出，将进一步

加强城市水源保护，推进供水设施建设；“十二五”计划（2011-2015）将水源保护作为一

项重要课题，提出要推进病险小型水库的改建和新建、推进大中型灌溉设施的改建、推进

抗旱工程建设、推进地方小型水源设施的保护和建设以及推进耕地的水资源保护工程。 

山东省在其“九五”计划中提出，要在协调发展规划下，加强对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有

效利用，同时要推进主要河流的治理、大中型水库的改建以及一系列水资源保护项目。 

 

山东省在其“十一五”计划（2006-2010）中提出，为确保自来水的安全供应，要推进

供水管网的建设，推进城市净水厂及输配水管线的建设，优化净化处理过程，加强对水源

及自来水水质的监测。 

在本项目的立项阶段以及项目后评估阶段，无论是国家层面的发展规划还是山东省和

烟台市的发展规划均将水源和供水设施的建设与普及作为了优先课题，因此我们认为本项

目完全符合国家政策以及项目所在区域的发展规划。 

 

3.1.2 与发展需求的吻合性 

尽管山东省拥有经济发展迅猛的沿海城市，但其境内没有大江大河，在全国属于水资

源缺乏地区。此外，由于其取水源长期依赖于地下水，从而引发了地面沉降、地下水位下

降以及海水倒灌等问题。而本项目的宗旨正是通过开展水库改建、地下水库建设、供水设

施建设以及防潮堤建设等工程来满足当地未来用水需求，由此可以认为，本项目完全符合

该地区的发展需求。 

                            
1
 A：“非常高”，B：“高”，C：存在部分问题”，D：“低” 
2
 ③：“高”，②：“中等”，①：“低” 



4 

烟台市在其“十一五”计划（2006-2010）中针对水利工作提出了多项发展目标，并且

提出要推进水资源的有效利用，推进主要河流的管理和净化，选择适当的地点增建蓄水池、

水库以及地下水库，推进沿海城市的防潮堤建设以抵御暴风潮的侵袭等。此外还提出可通

过在2010年之前每年新增供水2.1亿m
3
来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 

随着本项目所在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其人口将不断增长，用水需求也会相应上升，

因此无论是在本项目的立项阶段还是项目后评估阶段，本项目所在地区都有着极高的用水

需求。 

 

3.1.3 与日本对华援助政策的吻合性 

根据《海外经济合作业务实施方针》（1999年12月1日发布，有效期至2002年3月），

作为对华援助方针，为促进私营部门与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帮助正在推进市场经济的中国

实现均衡发展，日方将援助重点放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加大对内陆地区的援助力度

来帮助缩小地区间的差距，二是从促进自主型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为相关经济社会基础

设施建设提供支持。本项目作为社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属于日本对华援助政策框架下重

点项目的范畴。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实施完全符合中国的发展政策和发展需求，且与日本的对华援助

政策高度吻合，相关性高。 

 

3.2 效率（评级：②） 

3.2.1 成果 

本项目的成果（计划值与实际值）如下表1所示。 

表1 成果比较（计划值/实际值） 

 计划值 实际值 

① 门楼水库

供水工程

（经济技

术 开 发

区） 

･ 门楼水库改建（非贷款对象） 

･ 水泵 4台 

･ 导水管道建设 8.1km×2条 

･ 净水厂建设 净水能力12.6万m
3
/日 

･ 输水管道建设 5.8km×2条 

（非贷款对象） 

： 4台 与计划一致 

： 7.76km×2条 基本与计划一致 

： 净水能力12.6万m
3
/日 与计划一致 

： 5.1km×2条 基本与计划一致 

② 王屋水库

供水工程

（ 龙 口

市） 

･ 王屋水库改建 

･ 取水设施建设 2万m
3
/日 

･ 引水管线建设 4.84km 

 

･ 净水厂建设 净水能力提升至5.0万 

m
3
/日，新建2.0万m

3
/日 

･ 输水管道建设 17.78km 

･ 配水池建设 4000m
3
×2座 

･ 配水管道建设 72.11km 

（非贷款对象）：已从本项目中删除 

 
： 取消了原定4.84km的铺设计划，取其他线

路铺设了7.52km 

： 提升部分按原计划进行。取消了2.0万m
3
/

日的新建部分 

： 17.2km 基本与计划一致 

： 4000m
3
×2座 与计划一致 

： 延长至83.16km 

③ 城子水库

供水工程

（ 招 远

市） 

･ 城子水库改建（非贷款对象） 

･ 泵站建设 2台 

･ 引水管道建设 61.53km 

･ 水泵 3台 

･ 净水厂建设 净水能力2.0万m
3
/日 

（非贷款对象） 

： 2台 与计划一致 

： 缩短至41.5km 

： 变更为12台 

： 净水能力提升至6.0万m
3
/日 

④ 王河地下

水库供水

工程（莱

･ 地下水库建设 14.5km 

･ 堤坝改建和建设 22个区段 

･ 涵养池、涵养井建设 1300口 

： 14.0km 基本与计划一致 

： 压缩至16个区段 

： 1210口，其余改为建65个渗透排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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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 ･ 水井建设 20口 

･ 导水管道建设 6.77km 

･ 净水厂建设 净水能力3.0万m
3
/日 

： 12口 

： 缩短至1.59km 

： 净水能力缩减至1.5万m
3
/日 

⑤ 防潮堤项

目（莱州

市） 

･ 防潮堤改建 总长40.2km 

･ 丁字坝建设 8处 

･ 桥梁建设 1座 

･ 闸口改建 10处 

： 总长40.2km 与计划一致 

： 8处 与计划一致 

： 利用自有资金建成（非贷款对象） 

： 10处 与计划一致 

 

项目成果基本按原计划完成。其中部分发生了变更，主要变更点及其变更原因如下。 

王屋水库供水工程：1）原来所规划的水库（迟家沟：Chijiagou）的使用权在项目启

动后不久（2000年）便转让给一家民营开发企业，由于该企业已经建设了取水设施，因此

从本项目中删除了以下项目：取水设施建设（2万m
3
/日）、引水管道建设（4.84km）、净

水厂建设（新建2.0万m
3
/日）。但还是按照龙口市的城市发展规划，取其他路线铺设了一

条从王屋水库至吕家净水厂的引水管道（7.52km），并且延长了配水管道。 

城子水库供水工程：1）由于缺水，按照规定，作为用水大户的工厂等必须对自身产生

的废水进行净化处理然后加以重新利用，因此已无需再向其供应自来水，最终缩短了引水

管道的长度。2）为满足招远市快速增长的用水需求，山东省计划委员会建议将净水能力提

升至6.0万m
3
/日，最终按照该建议对计划进行了调整。 

王河地下水库供水工程：1）原来所规划的取水井中有一口位于海水渗透区域，由于当

时已停止从该水井取水，所以净水厂的净水能力随之缩减。2）由于取水点的位置发生了变

化，所以引水管道的长度随之缩短。3）其他项目在数量上的调整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设

计变更所致。 

防潮堤项目：1）出于当地实际需要，在本项目启动之前，白沙桥由莱州市公路局利用

自有资金进行了改建。 

以上调整均是根据项目的目标进行的，我们认为是合理的。 

  
龙口市王屋水库（改建工程） 莱州市防潮堤（改建工程） 

 

3.2.2 投入 

3.2.2.1 项目经费 

立项审查阶段估算的项目总经费为146.96亿日元（其中，日元贷款共计60.08亿日元，

只用在外汇采购部分，其余由中国政府以及烟台、龙口、招远、莱州这4座城市的市政府承

担），实际利用92.18亿日元（其中，日元贷款为59.91亿日元，其余由中国政府以及烟台、

龙口、招远、莱州这4座城市的市政府承担），成功控制在预算范围之内。虽然部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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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项目中的水库改建）包含在项目经费预算中，但未使用贷款，刨除这部分后，实际项

目经费为项目经费预算的71％。如果按照当地货币计算，实际项目经费为预算的82％。 

 

表2 项目经费比较（计划值/实际值） 

 

计划值 实际值 

日元贷

款 
国内配套资金 合计 

日元贷

款 
国内配套资金 合计 

百万日

元 
百万元 

百万日

元 
百万元 百万日元 

百万日

元 
百万元 

百万日

元 
百万元 百万日元 

门楼水库供水

工程 
1,644 110 1,755 

212 

（153） 

3,399 

（2,451） 
1,645 60.93 857 177.93 2,502 

王屋水库供水

工程 
1,557 83 1,332 

181 

（135) 

2,889 

（2,154） 
1,557 13.27 187 124.02 1，744 

城子水库供水

工程 
661 18 282 

59 

（52） 

943 

（835） 
936 50.36 708 116.91 1,644 

王河地下水库

供水工程 
916 60 963 117 1,879 1,110 53.62 754 132.55 1,864 

防潮堤项目 743 30 481 77 1,224 743 30.02 422 82.85 1,165 

物价上涨 201 49 787 62 988      

预备费 286 16 263 34 549      

征地 0 22 357 22 357  21.26 299 21.26 299 

管理费、税金

等 
0 154 2,468 154 2,468      

合计 6,008 543 8,688 
919 

（804） 

14,696 

（12,905） 
5,991 229.46 3,227 655.52 9,218 

注1：（  ）内的数值为刨除非贷款对象项目（水库的改建）后的项目经费 

注2：项目规划阶段的汇率：1元=16日元，项目评估阶段的汇率：1元=14.062日元（评估人员查得的2000

年-2004年期间的单纯平均值） 

注3：项目评估阶段的管理费及税金等已包含在各项项目经费中。 

项目经费增减的主要原因与3.2.1 成果一节中所述原因有关。 

  
莱州市丁字坝（新建工程） 莱州市地下水库（新建工程） 

 

3.2.2.2 工期 

项目实际工期远超计划。立项阶段制定的工期为1998年12月（L/A签署月）至2001年12

月（所有项目均投入使用），共37个月。实际工期则为1998年12月（L/A签署月）至2005年

10月（4座城市的所有土建工程全部完工），共83个月，为原计划的224％。 

门楼水库相关供水设施、王屋水库相关供水设施以及城子水库相关供水设施三项工程

直至2003年底才全部完工。其他工程以及子工程延期的主要原因在于：1）在征地以及居民

搬迁（较原计划推迟了4年半）方面，由于王屋水库相关供水设施建设工程是与其他相关工

程是同步进行的，因此征地及居民搬迁也是随着整体实施过程而进行的。2）王河地下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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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设施项目的延期原因在于：i)输配水管道的铺设以及取水泵站的建设遭到了部分附近

居民的反对，在补偿的谈判协商方面花费了很长时间；ii)在净水厂器材的最终调整和试运

行等方面花费了很长时间。3）防潮堤项目的延期原因在于：2002年主体部分完工后，又根

据当地实际情况增加了新的工程。 

 

综上所述，虽然本项目的实际项目经费成功控制在预算范围内，但由于工期大幅超出

原计划，故将其效率评定为中等。 

 

3.3 有效性（评级：③） 

3.3.1 定量效果 

3.3.1.1 运用效果指标 

（1）解决供水能力不足问题，满足今后的用水需求 

本项目所涉及的4座城市需水量与供水能力之间的供需平衡情况如表3-表6所示。 

 

表3 烟台开发区需水量与供水能力之间的供需平衡情况 

单位：万m
3
/日（日平均） 

年 2000 2004 2006 2008 2009 2010 

供水人口（万人） 5.1 14.4 16.2 17.5 17.7 17.9 

需水量① 1.7 2.9 3.6 4.4 4.9 5.6 

供水能力② 1.7 10 10 10 10 10 

供需平衡（②-①） 0 +7.1 +6.4 +5.6 +5.1 +4.4 

资料来源：JICA立项阶段的资料以及实施单位 

注1：截至2003年8月，受益于本项目，供水能力可达到12.6万m
3
/日（最大），平均新增供水能力10万m

3
/ 

日。 

注2：自本项目建成之日起，已停止从其他净水厂调水（1.7万m
3
/日）。 

 

表4 龙口市需水量与供水能力之间的供需平衡情况 

单位：万m
3
/日（日平均） 

年 2000 2004 2006 2008 2009 2010 

供水人口（万人） 15 20.6 22.0 22.9 24.9 25.1 

需水量① 5.1 6.71 7.69 8.82 9.45 10.12 

供水能力② 9 14 14 14 14 14 

供需平衡（②-①） +3.9 +7.29 +6.31 +5.18 +4.55 +3.88 

资料来源：JICA立项阶段的资料以及实施单位 

注1：截至2003年12月，受益于本项目，新增供水能力5万m
3
/日。 

 

表5 招远市需水量与供水能力之间的供需平衡情况 

单位：万m
3
/日（日平均） 

年 2000 2004 2006 2008 2009 2010 

供水人口（万人） 6.9 15.6 16.0 16.5 17.3 18.0 

需水量① 4.2 8.9 9.4 10.2 11.5 12.6 

供水能力② 4.5 11.5 11.5 11.5 11.5 11.5 

供需平衡（②-①） -0.3 +2.6 +2.1 +1.3 0 -1.1 

资料来源：JICA立项阶段的资料以及实施单位 

注1：截至2001年，其他净水厂新增供水能力1.0万m
3
/日，截至2003年5月，受益于本项目一期工程，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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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能力2万m
3
/日，截至2004年底，新增供水能力4万m

3
/日。 

注2：截至2010年依然存在供水能力不足的问题，目前正在进行相关建设规划，预计将于“十二五”期间 

完成。 

 

招远市净水厂（办公楼） 

表6 莱州市需水量与供水能力之间的供需平衡 

单位：万m
3
/日（日平均） 

年 2000 2004 2006 2008 2009 2010 

供水人口（万人） 28 35 45 50 55 65 

需水量① 3.5 3.9 5.4 6.0 6.7 6.9 

供水能力② 3.0 5.0 7.5 10.5 10.5 10.5 

供需平衡（②-①） -0.5 +1.1 +2.1 +4.5 +3.8 +3.4 

资料来源：JICA立项阶段的资料以及实施单位 

注1：截至2005年10月，受益于本项目，新增供水能力1.5万m
3
/日。 

注2：该表中的供水能力指莱州市全部5家净水厂的供水能力。 

 

从项目建成5年-6年后净水设施的利用率来看，除烟台开发区（56％）外，其他3座城

市的净水设施基本上都得到了有效利用（龙口市72％，招远市100％，莱州市66％）。烟台

开发区之所以利用率较低，原因在于附近已建有净水厂，从而导致原定供水范围缩小，需

水量随之减少。但未来该开发区内不断会有新企业入驻，预计供水人口和利用率也会相应

增长。 

本项目实施后，在1）供水能力的提升以及2）满足用水需求方面，均已显现出预期效

果。 

 

（2）缓解地下水位的下降 

按照计划，项目完成后，莱州市王河地下水库一带的地下水位将从项目启动前的-16ｍ

提升至-9ｍ，目前其地下水位已提升至-2.65m，得到明显改善。 

（3）防止海水倒灌 

按照计划，项目完成后，莱州市发生海水倒灌的区域将从项目实施前的80km
2
降至50km

2
，

目前（2011年）其发生海水倒灌的区域面积为46km
2
，已得到明显改善。（效果方面包括其

他相关项目产生的效果）。莱州湾曾于2003年（浪高3.14m）和2007年（浪高3.2m）遭受了

暴风雨的袭击，但在受防潮堤保护的地区并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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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来水的水质 

从各净水厂输送的自来水的水质来看，所有检测项目（pH、浊度、细菌总数、大肠菌

群、锰含量、铁含量、铅含量等）均符合国家标准，这证明作为自来水是合格的。受益者

调查结果同样显示，水质（特别是味、臭、色度）方面确实得到了改善。 

 

在解决当地供水能力不足问题，满足未来用水需求，缓解地下水位下降，防止海水倒

灌等方面，总体上已呈现出预期效果。 

3.3.1.2 内部收益率 

（1）财务内部收益率（FIRR） 

立项审查阶段以及项目评估阶段的FIRR（仅限净水厂）如表7所示。 

 

表7 立项审查阶段以及项目评估阶段的FIRR 

子项目 
立项审查阶段的

FIRR（％） 

项目评估阶段的FIRR

（％） 

门楼水库供水工程 5.34 6.1 

玉屋水库供水工程 5.72 5.26 

城子水库供水工程 8.63 6.99 

王河地下水库供水工

程 
16.66 6.21 

收益：水费收入 

费用：建设费、运营和维护管理费、税金等 

项目周期：30年 

 

门楼水库供水工程在评估阶段有着较高的FIRR，其原因在于实际项目经费低于预算。

玉屋水库供水工程在评估阶段则有着较低的FIRR，其原因在于尽管实际项目经费低于预算，

但水费的上调没有达到预期水平。城子水库供水工程的FIRR同样较低，其主要原因在于实

际项目经费较预算翻了一番。王河地下水库供水工程在立项审查阶段的FIRR要高于其他子

工程的。我们曾就这一点向实施单位进行了询问，但由于当时的负责人已经离职，所以未

能了解到其具体原因。（截至初步设计阶段，其FIRR为8.21） 

 

3.3.2 定性效果 

定性效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满足日益紧张的用水需求；减少洪灾损失；通过增

加供水量来提升生活质量；促进工业生产等经济发展。 

 

（1）满足日益紧张的用水需求 

据实施单位介绍，烟台开发区的净水厂得到了改善提升，在项目完成后再也没有发生

过缺水的问题。招远市的供水设施同样得到了改善提升（供水量、水质），由此，城子水

库具备了向该市城区集中供水的能力。王河地下水库的建设促进了地下水位的提升，从而

防止了海水倒灌，不仅增加了供水量，也促进了附近地区生态系统的保护。此外，受益者

调查结果显示，通过更换供水管道，管道的漏水率已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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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减少洪灾损失 

在改建王屋水库时，采用了比实际需求更高的设计标准，其防洪能力设计为可抵御千

年一遇的洪水，从而能够确保水库的安全运行，居住在该水库下游地区的5万名人民群众的

生命和财产安全也由此得到了保障。在城子水库的改建中，同样将防洪能力设计为能够抵

御千年一遇的洪水，从而确保了水库的安全，保护了下游地区3.5万名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此外，通过在莱州市建设地下水库，扩大了蓄水池的容量，不仅可以在雨季进行防洪调控，

还保护了王河下游的水质。 

 

（3）通过增加供水量来提升生活质量 

项目所涉及的4座城市无一例外地均通过提高供水能力以及改善供水水质而使居民的生

活环境得到了改善。此外，莱州市副市长向我们表示，供水量的提升已成为该市经济发展

的关键。 

 

在进行项目后评估时，我们前往项目所在地区，以采访的形式进行了受益者调查。受

访者共250人，每项工程各50人，从受访者的性别比例（5项子工程的平均值）来看，女性

占25％，男性占75％。在受益者调查中，有99％的人对本项目对提升生活水平所做出的贡

献予以了肯定。 

主要调查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8 受益者调查结果 

（单位：％） 

 门楼水库供水

工程 

玉屋水库供水

工程 

城子水库供水

工程 

王河地下水库

供水工程 

为稳定供水做出了贡献 100 92 100 100 

认为供水量已非常充足 100 92 100 100 

认为水压明显改善 100 92 100 98 

认为水质（浊度、味、臭）得到改善 100 92 100 96 

节约了做家务的时间 100 94 100 100 

 

从对防潮堤工程的评价（海水倒灌区域减少、生活环境得到改善、促进商业发展）来

看，所有受访者均予以了肯定评价。 

 

由此可以认为本项目对于生活、卫生和环境的改善切实起到了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实施本项目后，预期效果基本已呈现，项目有效性高。 

 

3.4 影响 

3.4.1 影响的显现情况 

（1）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 

对项目实施地区之一——烟台开发区的投资额及其出口额的变化情况如表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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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对烟台开发区的投资额及其出口额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国内企业投资额（百万元） 1,801 372 231 675 813 

外国企业投资额（百万元） 340 363 326 330 338 

出口额（百万美元） 3,002 6,535 12,280 12,815 15,934 

资料来源：实施单位 

 

本项目完成后，自来水实现了稳定供应，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也不断推进，包括外国企

业在内，每年都会有企业到烟台开发区进行投资，开发区的出口额逐年递增。此外，约有

40家世界500强企业入驻于此，三井物产、日冷、电装等日本企业也纷纷开始进驻。随着落

户企业数量以及用人需求的増长，就业率也在不断上升。在莱州市，王河水库的建设项目

使得向新建工业园区及其附近区域供水成为了可能，促进了当地的开发，为该市经济的快

速发展做出了贡献。 

 

3.4.2 其他正面、负面的影响 

 

（1）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污泥处理：烟台开发区净水厂以门楼水库为水源，在处理过程中几乎不会产生污泥，

即使产生了污泥也可将其干燥后作为肥料使用。此外，王屋水库的原水水质优良，几乎不

含污泥，因此在获得环境保护局的批准后，目前免予进行污泥处理。此外，以城子水库为

水源的招远市净水厂以及以地下水为水源的王河净水厂目前均无需进行污泥处理。 

水库水源的环境保护：禁止带发动机的小型渔船或船舶在水库内航行，除设有警示标

识外，还在上游河道以及水库取水口周边安装了护栏。通过加强对水库水源环境的保护，

使水质得到了有效保护。 

 

（2）居民搬迁与征地 

各市的项目征地面积以及征地搬迁补偿费用如表10所示。 

 

表10 征地面积及征地费用/搬迁补偿费用 

项目 征地面积（ha） 
征地/搬迁补偿费用（百万

元） 

门楼水库供水工程 100 12.05 

王屋水库供水工程 76.09 7.08 

城子水库供水工程 39.56 0.98 

王河地下水库供水工程 42.5 1.15 

合计 258.15 21.26 

注1：城子水库供水工程在项目启动之前便已完成了征地，因此并未包含

在上述费用中。 

本项目未出现居民搬迁的情况，所发生的费用仅涉及征地、施工过程中的临时征地以

及对农田及果园收入的补偿等。实施单位表示，补偿内容以及补偿金额均按照国家、山东

省以及地方政府制定的标准和规定来执行，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12 

（3）其他影响 

本项目在完成后，雇用了部分当地居民负责各净水厂的运营维护管理工作，由于实现

了稳定的自来水供应，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落户于这些城市，本项目对于上述地区的经济发

展切实起到了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本项目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3.5 可持续性（评级：③） 

3.5.1 运营和维护管理体制 

本项目中已建成的各项设施均按照立项审查阶段的规定，由以下各机构负责 

其运维管理。 

供水水库： 各市水利局（烟台市、龙口市、招远市、莱州市） 

净水厂： 各市自来水公司 

防潮堤： 莱州市防潮堤管理局 

 

各市自来水公司负责净水厂运维管理的员工人数如下表所示。 

 

表11 各市自来水公司运维管理人员数量 

 员工总数 运维管理人员总数 

烟台开发区自来水公司 130 35 

龙口自来水公司 120 25 

招远自来水公司 110 26 

莱州自来水公司 90 20 

 

3.5.2 运营和维护管理技术 

各市自来水公司负责净水厂运营维护管理的员工均拥有相应领域的从业资格，其人员

配置合理。此外，各自来水公司还从人才培养以及技术提升的角度出发，围绕运营/维护管

理编写了各类操作手册，并且会定期对员工进行各种培训，内容涉及安全生产、质量管理、

劳动者保护相关的国家标准及法律法规、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公司规定以及各岗位的专业

知识。安全管理培训方面，各自来水公司会派相应人员参加市里每年开展的培训。 

 

3.5.3 运营和维护管理财务 

各市自来水公司的收支情况如表12-15所示。此外，水费作为销售额主要组成部分，如

表16所示。 

 

表12 烟台开发区自来水公司的收支情况 

单位：百万元 

项目 2006 2007 2008 2009 

年销售额（总收益） 41.2 65.6 69.0 67.2 

成本费用 38.6 60.5 66.0 65.7 

销售及各项经费 10.9 11.4 9.6 7.1 

运营利润/亏损 -8.3 -6.3 -6.6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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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龙口自来水公司的收支情况 

单位：百万元 

项目 2006 2007 2008 2009 

年销售额（总收益） 17.1 18.3 22.3 24.0 

成本费用 11.9 13.8 16.2 16.3 

销售及各项经费 6.7 6.7 6.5 7.9 

运营利润/亏损 -1.5 -2.2 -0.4 -0.2 

 

表14 招远自来水公司的收支情况 

单位：百万元 

项目 2006 2007 2008 2009 

年销售额（总收益） 17 20 23 26 

成本费用 13 14 18 19 

销售及各项经费 3 5 5 6 

运营利润/亏损 1 1 0 1 

 

表15 莱州自来水公司的收支情况 

单位：百万元 

项目 2006 2007 2008 2009 

年销售额（总收益） 14 16 17 21 

成本费用 10 14 13 16 

销售及各项经费 4 4 4 5 

运营利润/亏损 0 -2 0 .0 

 

表16 各市的水费 

单位：元/m
3
 

 
烟台开发

区 
龙口 招远 莱州 

成都（参

考） 

普通家庭 2.8 1.8 1.5 1.8 1.95 

商业 3.8 2.9 2.35 2.8 2.90 

工业 3.8 2.9 2.35 2.8 2,90 

其他 3.8 5.0 3.0 2.8 6.60 

 

从这4座城市（烟台、龙口、招远、莱州）的自来水公司的收支情况来看，有的亏损有

的略有盈利。城市供水原本就是一个低收益的行业，因此一直是作为公共事业来运营。实

际上，这4座城市的自来水公司全部都是100％依靠政府的出资来运营。此外，水费作为影

响城市供水收支平衡的主要因素，是由市物价局结合自来水公司的收支情况、物价上涨率

以及其他公共事业的收费水平等因素来决定的。因此，一旦城市供水项目的收支恶化，市

政府便会以补贴的形式提供援助，从财务角度来看，其始终能够保持稳定的状态，所以本

项目在持续性方面并不存在任何问题。此外，这4座城市的运维管理预算也都处于合理的范

围内。 

供水水库的维护管理预算来自于各市水利局的日常维护管理预算，莱州市防潮堤的维

护管理预算来自于该市防潮堤管理局的维护管理预算。我们在进行实地走访时，与现场工

作人员进行了访谈，并且从中了解到，尽管维护管理的预算并不充足，但是日常维护管理

作业方面并未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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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运营和维护管理情况 

本项目在这4座城市安装设置的所有设备及设施均处于正常运转状态，并未发现任何异

常。各城市的运维管理方式也基本相同。每天的日常巡检由4个小组（运营团队、技术维护

管理人员、安全设备专业团队以及管理人员）进行，他们会对各自负责的设施和设备进行

检查。同时，会根据实际运行情况，按照安全操作手册的要求定期进行维护管理。此外，

每年还会选择在用水需求较小的冬季，对设备及装置进行预防性的检查维修。 

 

综上所述，本项目在运营和维护管理的体制、技术以及财务层面均不存在问题，本项

目所显现的效果的可持续性高。 

 

4. 结论及建议、教训  

4.1 结论 

本项目旨在通过在山东省烟台市开展水库改建、地下水库建设、供水设施建设以及防

潮堤建设等项目，解决当地供水能力不足问题，满足未来用水需求，缓解地下水位的下降，

防止海水倒灌，从而实现稳定供水，并由此推动当地生活和卫生环境的改善，促进当地经

济发展。从相关性来看，本项目的实施完全符合中国的发展政策和发展需求，且与日本的

对华援助政策高度吻合，因此可予以高度评价。从效率来看，虽然项目经费成功控制在预

算范围之内，但实际工期远超原计划，因此将其效率评定为中等。本项目旨在解决当地供

水能力不足问题，满足未来用水需求，缓解地下水位的下降，防止海水倒灌，从而实现稳

定供水，从这些方面来看，总体上已呈现出预期效果，并且对当地生活和卫生环境的改善

以及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因此可以认为本项目有效性高。从可持续性来看，本项目

在运营维护管理的体制、技术以及财务层面均未发现任何问题，因此可以认为本项目所显

现的效果的可持续性高。 

 

综上所述，可对本项目予以极高的评价。 

 

4.2 建议 

4.2.1 对实施单位的建议 

无。 

 

4.2.2 对JICA额建议 

无。 

4.3 教训 

1. 本项目的贷款支付完成日期为2004年7月，此外，贷款对象项目的完成日期（4座

城市所有土建工程的竣工月份）为2005年10月。我们之所以选择在此时（2010年

度）对本项目进行后评估，是因为包括那些利用自有资金开展的建设项目（非贷

款对象项目）在内，所有项目（包括这4座城市在内，中方将所有项目作为一个整

体（即莱州湾供水项目）来实施）直到2010年底才全部竣工并完成验收（由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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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负责）。项目后评估距离项目完工已经过去了6年，无论是数据和信息的收集，

还是与项目参与者的面谈都变得非常困难，在进行评估和分析时，其准确性和精

度很可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因此，我们建议，对于那些已经完成主要组成部分

的项目，应当从确保项目后评估质量的角度出发，自完成贷款支付之日起2年后即

着手进行项目后评估。 

 

2. 本项目的各项工程分散于多座城市（本项目覆盖了4座城市），而且各个城市又包

含了许多子工程，即类似于所谓部门贷款（Sector loan）这种形式，设定了多项

发展目标以及效果指标（用以监测各目标的达成程度），这将导致项目后评估阶

段的分析变得复杂化，而且还会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在立项审查阶段设定发展

目标和效果指标时，应当尽可能本着单一简单的原则来进行。（以本项目为例，

可以将发展目标限定为解决供水能力不足问题以及满足未来的用水需求，并将自

来水的需求与供水能力之间的差距作为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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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计划值／实际值比较 

 计划值 实际值 

①成果   

· （非贷款对象） 

· 4台 与计划一致 

· 7.76km×2条 基本与计划一致 

· 净水能力12.6万m
3
/日 与计划一致 

· 5.1km×2条 基本与计划一致 

 

1)  门楼水库供水工程（经济技术开发

区） 

· 门楼水库改建（非贷款对象） 

· 水泵 4台 

· 引水管道建设 8.1km×2条 

· 净水厂建设 净水能力12.6万m
3
/日 

· 输水管道建设 5.8km×2条 

2)  王屋水库供水工程（龙口市） · 王屋水库改建 

· 取水设施建设 2万m
3
/日 

· 引水管道建设 4.84km 

 

· 与计划一致（自有资金/非贷款对

象） 

· 已从本项目中删除 

· 取消了原定4.84km的铺设计划，取

其他线路铺设了7.52km 

· 提升部分按原计划进行。取消了2.0

万m
3
/日的新建部分 

· 17.2km 基本与计划一致 

· 与计划一致 

· 延长至83.16km 

 

 

 

· 净水厂建设 净水能力提升至5.0万 

m
3
/日，新建2.0万m

3
/日 

· 输水管道建设 17.78km 

· 配水池建设 4000m
3 
× 2座 

· 配水管建设 72.11km 

3)  城子水库供水工程（招远市） · 城子水库改建（非贷款对象） 

· 泵站建设 2台 

· 引水管道建设 61.53km 

· 水泵 3台 

· 净水厂建设净水能力 2.0万m
3
/日 

· （非贷款对象） 

· 2台 与计划一致 

· 缩短至41.5km 

： 变更为12台 

： 净水能力提升至6.0万m
3
/日 

 

4)  王河地下水库供水工程（莱州市） · 地下水库建设 14.5km 

 

· 堤坝改建和建设 22个区段 

· 涵养地、涵养井建设 1300口 

· 水井建设 20井 

· 引水管道建设 6.77km 

· 净水厂建设 净水能力3.0万m
3
/日 

· 14.0km 基本与计划一致（非贷款对

象） 

· 压缩至16个区段 

· 1210口，其余改为建65个渗透排水

沟 

· 变更为12口 

· 缩短至1.59km 

· 净水能力缩减至1.5万m
3
/日 

 

5)  防潮堤项目（莱州市） · 防潮堤改建 总长40.2km 

· 丁字坝建设 8处 

· 桥梁建设 1座 

· 闸口改建 10处 

· 总长40.2km 与计划一致 

· 8处 与计划一致 

· 利用自有资金建成 

· 10处 与计划一致 

② 工期 1998年12月（L/A）- 

2001年12月（所有项目全部投入使用）

（37个月） 

1998年12月（L/A）- 

2005年10月（4座城市的所有土建工程全

部完工）（83个月） 

③ 项目经费 

日元贷款 

国内配套资金 

 

合计 

其中日元贷款 

汇率 

 

60.08亿日元 

86.88亿日元 

5.43亿元 

146.96亿日元 

60.08亿日元 

1元＝16日元 

（截至1998年5月） 

 

59.91亿日元 

32.27亿日元 

2.29亿元 

92.18亿日元 

59.91亿日元 

1元＝14.062日元 

（2000年9月-2004年9月单纯平均汇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