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播电视基础设施改造项目（安徽省） 

第三方评估人：株式会社国际开发中心 津久井純 

０. 要点 

本项目通过在安徽省的安徽广播电视传输中心（以下，简称安徽有线电视）
1
、安徽

广播台（以下，简称安徽广播）
2
、监测台（以下，简称监测所）

3
、广播电视传输发射总

台（以下，简称发射所）
4
开展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建设和进修项目等，提高广播电视节目

的数量和质量，从而通过广播电视提高国民的教育、知识、文化水平，同时促进中日两国

的相互理解。本项目的实施与中国的发展政策、发展需求、日本的援助政策十分吻合，相

关性高。项目费用控制在计划内，但项目时间超过计划，效率为中等水平。人口覆盖率和

收视人数等本项目目标的达成标准均稳步上升，印证了项目效果的提升。广播电视台整体

通过更新设备提升了制作效率，减少了播出事故。播出内容方面，通过采购器材增加了频

道数量，通过配置转播车制作出了观众简明易懂的节目，提升了质量效果。广播电视硬件

和软件两个方面的改善，为安徽省内教育、知识、文化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充分的贡献，本

项目的成效与影响高。本项目的持续性方面，维护管理体制、技术、财务状况都没有问题，

项目效果的可持续性得到了保证。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综合评价为非常高。 

 

１. 项目概要 

  

项目位置               安徽广播 

 

1.1 项目背景 

中国广播电视行业实行中央、省级、地市级、县级 4 级管理，由各级人民政府直属部

                                            
1
 国家 100％持股的国有企业，从 2001 年开始开展有线电视业务。 

2
 2011 年改组，由安徽广播局更名为安徽广播台。业务没有变化（参照“3.5 可持续性”）。 

3
 安徽省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广电局”）直属单位，负责监测广播电视信号。 

4
 广电局直属单位，负责运营管理将广播电视信号分流到安徽省内各地的发射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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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广播电视厅（局）具体负责。截至 2001 年，地面波电视人口覆盖率达 94％，作为一种

信息传播手段，广播电视对人民群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了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中国政府提出，到 2010 年，将行政村电视覆盖率提升到 97％以上，力争向更多人民群众

传递信息，提高其文化水平。。 

项目对象地区安徽省 2001 年的人口总数为 6,325 万人，是中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

之一。由于地形复杂，河流众多，观光产业十分发达。但由于自然条件引起的干旱和水灾

则导致该地区农业发展缓慢，2001 年有 20 个县被列为国家贫困县。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

是信息闭塞和教育落后，因而该省提出了开发广播电视项目的课题，以期向省内居民普及

文化、教育、灾害预防、科学技术等相关知识。但作为广播电视负责机构的安徽有线电视

及安徽广播由于长年资金不足，在广电器材的技术和设备方面并不像沿海地区那样拥有较

高水平，影响了广播电视教育等节目的制作（JICA 提供资料）。 

基于这一背景，本项目力求通过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改善安徽省的广电项目，提高

人民群众的教育、知识和文化水平，并为促进中日两国的相互理解做出贡献。同时，本项

目适用日本技术有效利用条件（Special Terms for Economic Partnership，以下简称

“STEP”），计划将日本广播电视的相关技术和器材引进到中国
5
。 

 

1.2 项目概要 

通过在安徽省开展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建设和进修项目等，提高广播电视节目的数量和

质量，从而通过广播电视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知识和文化水平，同时促进中日两国的相

互理解。 

 

【日元贷款】 

日元贷款承诺额/支付额 33.01 亿日元 / 32.5 亿日元 

签署政府换文日期/签订贷款协

议日期 

2004 年 3 月 / 2004 年 3 月 

贷款协议条件        利息 

      偿还期限 

      （其中宽限期 

采购条件 

0.75％ 

40 年 

12 年） 

限定采购国为日本 

（日本技术有效利用条件） 

借款人/实施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安徽省人民政府 

贷款结束日期 2012 年 8 月 

主合同 ‐ 

咨询合同 ‐ 

                                            
5
中国广播电视基础设施改造项目（STEP 方式），共在中国 6 个省份实施。其他 5 个项目对象为山东省济

南市、青海省、云南省、吉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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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调查（可行性研究：F/S）

等 

由安徽省工程咨询研究所（安徽工程咨询中心）进

行 F/S（2003 年 7月） 

相关项目 ‐ 

 

 

２. 评估概要 

2.1 第三方评估人 

  津久井 纯（株式会社国际开发中心） 

 

2.2 评估日期 

 本次后评估调查日程安排如下： 

 评估时间：2014 年 8 月–2015 年 9 月 

 实地考察：2014 年 12 月 6 日–12 月 14 日、2015 年 3 月 4 日–3 月 9 日 

 

 

３. 评估结果（评级：A
6
） 

3.1 相关性（评级：③
7
） 

3.1.1 与发展政策的吻合性 

中国政府将广播电视项目作为确保人们文化生活的手段加以重视，致力于进一步提

高覆盖率，提高播出质量，以实现广播电视等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和现代化。从立项阶

段的“十五”规划（2001 年–2005 年）开始到后评估阶段的“十二五”规划（2011 年

–2015 年），这一政策从未动摇。最近实施的“十二五”规划中，在加强旨在为所有农

村地区提供公共服务的“村村通”政策的同时，力求实现广播电视在农村的普及。2010

年之后积极推进将广播电视等现有媒体与互联网相结合的（三网融合）国家政策。安徽

省带头实施“三网融合”政策，通过本项目建设完善了能够实现双向发布和交换广播、

电视、互联网等所有信息内容的环境（利用有线电视网的三网融合）。中国政府于 2009

年针对这一先进举措进行了补贴，可见在全国广播电视项目中本项目具有较高的地位。 

综上所述，国家及省级发展政策与本项目的相关性在立项阶段及后评估阶段始终得

到了保持。 

 

3.1.2 与发展需求的吻合性 

2013 年安徽省的人均地区总产值为 31,684 元，大幅低于全国平均值 41,908 元。

虽然经济持续发展，截至 2013 年贫困县的数量为 19 个，与 2003 年立项阶段的 20 个县

相比没有太大改善（资料来源：中国政府《2013 年安徽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

《安徽省十二五规划》（2011 年-2015 年）提出了要优化区内收入分配结构，增加低收

                                            
6
 A：“非常高”；B：“高”；C：“存在一定问题”；D：“低” 

7
 ③：“高”；②：“中等”；①：“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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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人群收入以及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等目标。为此，安徽省加强了包括广电项目在

内的、完善覆盖城乡的可持续基础设施及服务体系的建设，强调要让全省每一个人都平

等地享受发展成果。 

本项目实施后，安徽广播的数字化设备所占比例有所提升，但在后评估阶段仍存在

数字化条件下需要提高媒体信号转换设备能力的需求。后评估阶段传输中心的有线网络

在城市地区的覆盖率几乎达到了 100％，而农村地区覆盖率仅为 60％左右。为了缩短城

乡之间的信息接收差距，仍需要建设通往农村基层的光缆，以完善电视、广播、互联网

通信的基础设施。 

 

3.1.3 与日本援助政策的吻合性 

日本政府在《对华经济合作计划》（2001 年 10 月）中指出，要促进环境治理和两

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进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扩大民间层次的经济合作。JICA 的

《海外经济合作业务实施方针》中强调通过人才培养、缩小信息获取差距，进而缩小收

入差距。本项目力求在广播电视领域缩小信息获取差距，培养人才，促进两国人民的相

互了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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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本的对外援助

政策保持高度吻合。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3.2 效率（评级：②） 

3.2.1 成果 

针对安徽有线电视、安徽广播、监测所、发射所的（1）硬件方面的改善（广电器

材等广电基础设施改造）及（2）软件方面的强化（面向工作人员的进修项目等）进行

了评估。计划与实际情况对比如下。 

 

(1) 硬件方面的改善（播出器材等广电基础设施改造） 

从立项阶段到最初的采购历时 2 年，期间因器材技术革新，出现了如表 1 所示的器

材采购变更。各类器材的规格变更没有超过日元贷款的上限。器材的功能方面与用途方

面没有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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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成果（硬件方面）的计划与实际情况 

机构名称 计划内容 变更点 变更原因 
安徽有线电视  有线电视设备（光纤电缆、同轴电缆、

发射机等） 
（采购包 2、3、5、8 的一部分、9、
10、11） 

 各产品的
规格发生
变更，产
品的功能
没有变更 

 编制器材表
到购买花费
了一定的时
间，厂商的
产品规格发
生了变更 

安徽广播  播音室设备（灯光、数字磁带/CD、
录音机、编辑机等） 
（采购包 1、8 的一部分） 

监测所  监测监控设备（播出监视器、录像分
析器、接收机等） 
（采购包 6、采购包 4 的一部分、8
的一部分） 

发射所  发射设备（电视发射机、信号监测系
统、调节器、音视频切换台、音视频
输出器、微波发射机、微波接收机等） 
（采购包 7） 

资料来源：JICA 提供资料、实施机构提供资料、实施机构访谈 

 

  

监测所内的信号监测 安徽广播的录音设备 

 

(2) 软件方面：实施面向工作人员的进修项目等 

原计划由安徽有线电视、广播台、发射所的技术人员进行 2 个月–3 个月（合计 27

人月）的中期进修，实际变更为包括广电局
8
及监测所工作人员在内的共计 40 人次进行

了为期 12 天的短期进修（合计 16 人月）（表 2）。出于以下原因从提高项目效果的角度

上来看这一变更是合理的。首先，要尽量减少现场技术人员的脱岗时间。其次，通过让

同一岗位的多名工作人员一同参加进修，促进日本所学知识见解在工作中的灵活运用。

最后，需要掌握的技术在器材供应厂商的进修中可以充分掌握。 

未能购买日本音乐。原因是 2008 年中国政府的政策发生了变化，要购买时由于受

到相关法律的限制，安徽广播未能购买日本音乐。 

 

 

                                            
8
 对电视、广播、报纸、出版等报道及播出进行监督的省级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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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成果（软件方面）的计划与实际情况 

电视台名 计划内容 变更点 变更原因 

安徽有限电

视 

・ 赴日进修（有线电

视网络技术及管

理 2 个月×3 人 

・ 10 人×12 天，有线

电视网络技术及管

理、电视台视察 

・ 人数增加的原因是要在回国

后发挥在日本获得的知识和

见解的作用，由在同一岗位工

作的多名同事同时参加更为

有效。此外进修停留时间缩短

和进修内容变更的原因是，采

购设备的运用及维护管理技

术在接收设备时已经得到了

厂商充分的进修，因此比起技

术进修更多地将重心放在了

考察上。 

・ 此外，在立项阶段除了 3 个派

出单位之外，监测所及广电局

也追加派遣了进修人员。这是

由于在项目实施时产生了开

展关于广电项目管理的进修

的必要性。 

・ 未购买音乐。原因是 2008 年

要购买时由于受到相关法律

的限制，实施机构未能购买音

乐。 

安徽广播 ・ 赴日进修（设备维

护管理及技术：3

个月×2 人、录音

及维护：3 个月×1

人；网络技术及管

理：3 个月×1 人） 

・ 购买日本音乐 

・ 10 人×12 天，设备

维护管理及技术、

录 音 机 及 器 材 维

护、网络技术及管

理、节目编排等相

关进修、电视台视

察 

发射所 ・ 赴日进修（电视播

出传输技术 3 个

月×1 人、电视播

出发射技术 3 个

月×1 人、电视播

出技术管理 3 个

月×1 人） 

・ 10 人×12 天，传输

技术相关进修、传

输设施考察 

监 测所 /广

电局 

・ 无 ・ 10 人×12 天，广播

电视项目管理相关

进修、广播电视设

施考察 

资料来源：JICA 提供资料、实施机构提供资料、实施机构访谈 

 

（3）咨询服务 

按照立项阶段的计划开展了采购相关的咨询服务。 

 

（4）STEP 的应用对项目成果的影响 

本项目适用 STEP 方式，条件是采购的主合同中限定采购国为日本，从日本采购物

资器材的比例为本合同总额的 30％以上。项目遵守了该条件。 

关于作为 STEP 项目采购了日本器材这一点，实施机构对日本产品的优势及必要性

给予了认可。特别是，安徽广播对日本的麦克风设备给予了高度评价，安徽广播、发射

所对日本的计量仪器及信号类设备给予了高度评价，并针对今后的购买规格提出了建议。

实施机构对所采购器材设备的内容、级别的满意度高。关于限定采购国为日本，实施机

构指出主合同限定采购国为日本，限制了招标人数，影响了竞争招标的妥善性。但事实

上，如“3.2.2.1 项目费用”所示，未发现由于限定采购国为日本导致价格上涨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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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投入 

3.2.2.1 项目费用 

总项目费为 52.22 亿日元（为计划的 98％），控制在了计划之内。外币部分的项

目费为 32.5 亿日元（为计划的 98％），基本与计划相同。内币部分的项目费为 19.72

亿日元（为计划的 97％），基本按计划执行。 

 

表 3 项目费的计划和实际金额    （单位：亿日元） 

项目 计划 实际 

外币 内币 外币 内币 外币 内币 

（全额

贷款对

象） 

（全额

非贷款

对象） 

整体 其中贷

款对象 

（全额

贷款对

象） 

（全额

非贷款

对象） 

整体 其中

贷款

对象 

广电设备 30.63 19.32 49.95 30.63 31.86 19.72 51.58 31.86 

进修项目 0.07 － 0.07 0.07 0.24 － 0.24 0.24 

价格上涨* 0.17 － 0.17 0.17 － － － － 

准备金 1.54 0.97 2.51 1.54 － － － － 

咨询服务 0.60 － 0.60 0.60 40 － 0.40 0.40 

合计 33.01 20.29 53.30 33.01 32.50 19.72 52.22 32.50 
资料来源：JICA 提供资料、实施机构提供资料  

立项阶段汇率：1 元＝14.3 日元。实际汇率：1 元＝13.9 日元（各年的内币支出详情不明，因此根

据器材部分采购时间 2007 年－2011 年的 IMF 汇率平均值计算得出）。 

*为应对物价上涨导致项目费增加的准备金 

 

 

实际分包情况从最初的 7 包变为 11 包。（表 4）。 

追加第 8 包的原因是，第一次采购出现了延迟，因此将调整的必要性较低的器材

分离出来，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包。立项阶段计划的器材包含在包 1 至包 8 中，这些器

材的功能没有变更。第 1 包至第 8 包的设备采购额在立项阶段为 30.63 亿日元，实际

金额为 23.49 亿日元，出现了大幅下降。原因是：1）从立项阶段开始到变更为上述

分包（第 1 包-第 8 包）经历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器材的技术创新不断推进，各个器

材出现了规格的变更及价格下降的情况；2）第 8 包在实际投标金额上价格大幅降低。 

第 9 包至第 11 包是在之前计划的第 1-8 包的器材采购完成后，如上所述,采购价

格与计划相比出现了大幅下降，为了有效运用剩余资金，进一步扩大现有采购器材覆

盖的有线网络，向安徽广播电视传输中心追加了传输器材。该中心为了提高电视覆盖

率，预定在本项目结束后进行扩大，但可以判定利用日元贷款的剩余资金是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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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采购包的计划值与实际值 

（单位：亿日元） 

采购包 计划值 实际值 

1. 广电器材 1.72 2.85 

2. 网络器材 5.25 6.36 

3. 网络器材 2.94 2.13 

4. 微波发射接收器材、车辆 8.64 5.41 

5. 网络器材 8.29 1.85 

6. 监控装置 0.32 0.46 

7. 发射器材 3.47 2.24 

8. 传输电缆（包含光缆）*  2.19 

小计 30.63 23.49 

9. 网络器材**   3.82 

10. 网络器材**   2.53 

11. 网络器材**  2.02 

合计 30.63 31.86 
       资料来源：JICA 提供资料、实施机构提供资料 

      *第 8 包为从第 1、3、6 包中剔除一部分后，追加的采购包 

       **第 9、10、11 包为项目开始后追加的采购包 

 

3.2.2.2 项目实施时间
9
 

项目整体时间为计划的 119％，超出了计划（表 5）。项目延迟的原因有如下 3 点：

1)实施机构首次经手 STEP 项目，选定雇佣日本咨询企业要经过国内外双重审批手续，

需要花费 2 年时间；2)第 1 次招标完成后，中国的退税政策发生了变化，退税时需要

在国内外办理双重手续；3)采购项目为技术更新迅速的产品，在 1）和 2）的延迟期

间出现了产品改款，需要对采购项目进行再次调整。 

 

表 5 项目实施时间的计划与实际 

 计划 实际 

项目整体 2004 年 3 月（签署 L/A）–2009

年 12 月（70 个月） 

2004 年 3 月（签署 L/A）–2011 年 1

月（83 个月）（为计划的 119％） 

a) 设备完善 2004 年 10 月–2007 年 9 月 2007 年 7 月–2011 年 1 月 

b) 进修等 2004 年 10 月–2009 年 12 月 2009 年 11 月–2009 年 12 月 

c) 咨询服务 2004 年 4 月–2009 年 12 月 2006 年 11 月–2009 年 12 月 

资料来源：JICA 提供资料、实施机构提供资料 

 

3.2.3 内部收益率 

本项目效果不仅体现在广播电视基础设施的改造，亦涵盖了通过进修加深中日两国

间的相互理解；提高环保意识和健康意识；以及对市场规则的宣传教育等多个方面，无

                                            
9
  在本项目的评估中，将完成“设备改造”、“进修”、“咨询服务”的全部内容视为项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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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使用内部收益率对效果进行定量和综合性测评，因此，立项阶段和后评估阶段均未计

算内部收益率。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项目费控制在计划之内，但项目时间超出计划，效率为中等水平。 

 

3.3 有效性
10
（评级：③） 

3.3.1 定量效果（运用、效果指标） 

本次后评估中对立项阶段设定的项目完成 1 年后的目标值与实际值进行了比较。

如下，由于立项阶段计划的器材设备和进修部分在 2009 年完成，因此将项目完成年定

为 2009 年，对项目完成 1 年后的 2010 年进行验证。 

运用、效果指标包括信号覆盖率、收视人数两方面，其实际值在项目完成年已经

超过了目标值。除信号覆盖率和收视人数之外作为参考指标的定量指标也大多在项目

完成 1 年后达到了目标值。 

安徽有线电视的用户数量从 2003 年的 84 万户增加到 2013 年的 321 万户，约增加

到原来的 3.8 倍。此外，通过采购的器材实现了双向通信，使得互联网广播电视通信

服务11的用户从 6 万户（服务开始于 2009 年）增加到 20 万户（2013 年），约增加到

原来的 3.3 倍。（安徽有限电视提供资料）。 

 

表 6 运用、效果指标 

指标 

基准值 目标值 实际值 实际值 实际值 

2003 年 2010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3 年 

审批年 
项目完

成 1 年后 

项目完

成年 

项目完

成 1年后 

最新年

份 

广电信号覆盖率（安徽省内）(％) 95.0 95.0 98 98 98 

收视人数（安徽省内）（万户） 5,985 6,111 6,200 6,205 6,286 
资料来源：JICA 提供资料、实施机构提供资料 

 

 

 

 

 

 

 

 

 

 

                                            
10
 在有效性的评级上，还加入了对影响的分析结果。 

11
 使用双向通信，用户可自行选择节目（点播收看），根据有线电视个单独节目表的不同，还可以接收

地区新闻和天气预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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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其他定量指标 

指标 

对

象

单

位 

基准值 目标值 实际值 实际值 实际值 

2003 年 2010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3 年 

审批年 
项目完成

1 年后 

项目完成

年 

项目完成

1 年后 
最新年份 

自制节目数（部/周） R 123 168  169 176 182 

自制节目制作率（％） R 83.7 96 96 96 96 

频道数 R 4 7 9 9 9 

播出时间（小时／天） R 79.5 152.5 198  214.5  219  

教育节目的每天播出时间（小

时） 
R 1 6 7 10 15 

教育节目数 R 2 8 8 10 12 

防灾类节目数（部／月） R 10 12 13 15 18 

环保类节目数（部／天） R 3 6 7 11 19 

公共卫生类节目数（部／天） R 3 6 5 11 20 

强化市场秩序类节目数（部／

周） 
R 3 6 5 10 19 

面向女性观众的节目数（部／

周） 
R 20 26 22 28 31 

少儿节目数（部／周） R 14 20 17 23 28 
资料来源：JICA 提供资料、实施机构提供资料 

（R: 安徽广播） 

 

  

通过安徽有线电视接收电视广播
的画面 

 安徽有线电视 
 传输有线网络器材 

 

3.3.2 定性效果（其他效果） 

据安徽省广电局称，通过使用采购的器材，节目的质量和制作效率得到了提升，

播出事故减少，更易于制作收听收视者易懂的，吸引收听收视者的节目，促进了节目

内容的创新。 

关于进修项目的效果，除了尝试应用 NHK（日本放送协会）的资料存档之外，还有

实际采购在进修项目中获知的日本生产的器材（光纤电缆等）的事例。可以判断软件

和硬件产生了相辅相成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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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者调查
12
显示，安徽广播的听众人数整体上呈现减少的倾向，但以该台播出的

节目作为主要信息来源的居民达到了近半数。这些听众评价称，安徽广播提供了根植

于地区的具有即时性的信息。此外，与 5-10 年前相比,该广播台的地区紧密性、即时

性也得到了好评。例如，在回答广播节目对生活有帮助的听众中，有 41％的听众表示

交通频道具有实用性。安徽交通频道作为在全国率先采用直播形式报道交通信息的广

播频道而获得好评，2013 年安徽广播获得“全国广播电影电视先进组织奖”。该奖项每

年由广电总局
13
颁发给几家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节目中获得听众好评的还有新闻节目

《早间新闻》、《新闻直通车》等，这些节目根植于地区且具有即时性，为听众的生活

提供了帮助。从受益者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安徽广播播出节目的优点获得了听众的

认可。 

 

  

安徽广播录制演播室 安徽发射所的发射塔 

 

3.4 影响 

3.4.1 影响的显现 

（1）人民教育、知识、文化水平的提高 

如成效栏所示，教育、文化、社会、生活信息方面的电视、广播的播放节目数、

时间数与本项目审批时相比出现了增加。 

   安徽广播通过增加频道数量向更广泛的听众群体播出节目，此外通过面向听众的

活动创作出了符合听众需求的节目。促使省内居民的知识、教育水平得到提高。从

“3.3.2 定性效果（其他效果）”的受益者调查结果中也可看出，省内居民能够从交通

信息及新闻节目中受益。由此可以判断本项目对于省内居民的教育、知识、文化水平

的提高有一定影响。 

 

（2）促进中日相互理解 

受益者调查结果显示，关于日本相关信息的接触频率，有 71％的人回答没有变化

                                            
12
 2015 年 1 月，在合肥市、亳州市 2 个市的约 10 个地点（包含少数民族居住地区）使用提问表进行了

受益者调查。提问表由调查员直接通过访谈填写、回收。有效回答数为合肥市 50 人、亳州市 30 人、涡

阳县 20 人、合计 100 人（男性 50 人、女性 50 人）。访谈内容主要涉及，广播电视收听收视动向、对

安徽广播节目的评价、通过广播电视节目对外国（美国、韩国、日本）的了解关心情况。 
13
 对广播、电视、报纸、出版等广播电视行业进行监督的国家级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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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比以前多。关于对日本的印象，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分析后，整体上未能看出对日本

的印象得到了改善。 

 

3.4.2 其他正面、负面影响 

本项目中没有产生与自然环境、居民搬迁有关的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本项目实施产生的效果基本上如计划预期，项目的有效性和影响较大。 

 

3.5 可持续性（评级：③） 

3.5.1 运营、维护管理体制 

 2010 年改组后安徽广播电影电视局成为了广电局。广电局是管辖安徽广播台、传

输发射总台的部门，现在这三个台成为了同级机构。监测所由广电局监管。其他方面，

广播电视传输中心为国有部门 100％持股的股份公司，对有线电视项目进行独立核算。，

现在组织经营体制也没有变化。 

本项目采购设备的持续运行由运营、维护管理技术负责人负责，具体内容如表 8

所示。据实施机构称，能够确保足够的人才对采购器材进行充分的运营、管理。 

 

表 8 实施机构的运营管理体制 

安徽有线电视 包括子公司在内，在安徽省内共有 3,500 名工作人员。其中负责运营、

维护管理的技术人员约为 1,000 人。 

安徽广播 共有 500 名工作人员。其中负责运营、维护管理的技术人员为 70 人

–80 人。 

监测所 监测所工作人员几乎全部为技术人员。技术人员人数为 17 人。 

发射所 省内共有 28 座发射塔，相关工作人员约为 500 人左右。基本上均为

进行运营的技术人员。位于安徽省中心的发射所共有 42 名工作人员，

其中技术人员为 6 人左右。 

 资料来源：实施机构访谈 

 

3.5.2 运营、维护管理技术 

在安徽有线电视、安徽广播、监测所和发射所等实施机构，为保障 24 小时安全运

行，由国家制定了各类规定等，此外各部门还对细节做了规定。运营、维护管理技术的

适用和更新依照表 9 所示方法进行。没有发现技术水准不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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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运营、维护管理技术的适用、更新情况 

安徽有线电视 进行采购设备的运营与维护。各技术相关部门设定了运营规定。市级

与县级设备委托第三方进行维护管理。 

安徽广播 为提高技术水平，除每季度进行一次集体进修外，在引进新器材时，

由供货厂商开展进修。 

编制日元贷款手册，汇总采购器材的采购和使用方法。复印后分发到

各个部门，器材在各个部门得到了有效使用。 

监测所 器材维护由供货厂商进行。在业务运行方面遵守国家规定的各项规

定。定期开展进修。 

发射所 除国家制定的维护管理相关规定外，发射所还进一步制定了细则。 

 资料来源：实施机构访谈 

 

3.5.3 运营、维护管理资金 

从收支情况和 2002 年开始切实增加的广告收入来看，安徽广播、安徽有线电视的

资金情况处于稳定状态。监测所、发射所从财政厅获得了充分的运行维护管理预算保障。

（表 12 及表 13）。因此，可以判断在资金方面没有问题。 

 

表 10 安徽有线电视的收支情况 

（单位: 万元） 

项目 2002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全年总收入 117 324 403 549 647 838 

 业务收入：广告收入 NA 1 5 10 21 28 

 业务收入：其他收入 NA  323 398 539 626 810 

 财政资金（补贴等） NA 0 0 0 0 0 

 其他收入 NA 0 0 0 0 0 

全年总支出 140 313 379 506 579 743 

 工作人员工资 NA 102 121 169 187 223 

 节目制作、购买费用 NA 16 23 19 21 26 

 维护管理费 NA 1 1 1 1 2 

 上缴金额 4 7 6 18 21 20 

 其他支出 NA 187 228 299 349 472 
资料来源：实施机构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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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安徽广播的收支情况 

  （单位: 万元） 

项目 2002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全年总收入 76.4 188 256 294 346 337 
 业务收入：广告收入 54 154 208 244 267 229 
 业务收入：其他收入 1 0 0 0 0 0 
 财政资金（补贴等） 21 34 48 50 79 103 
 其他收入 0.4 0 0 0 0 5 
全年总支出 72.7 184 258 295 335 330 
 工作人员工资 32 23 26 35 41 56 
 节目制作、购买费用 39 14 10 14 14 11 
 一般管理费 0 99 188 179 229 214 
 （其中，维护管理费） 0 (4) (5) (7) (8) (2) 
 固定资产投资 0.4 17 5 24 7 15 
 上缴金额 0 1 5 5 13 27 
 其他支出 1.3 30 24 38 31 7 

资料来源：实施机构提供资料 

 

 

表 12 安徽监测所的收支情况 

（单位: 万元） 

项目 2002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全年总收入 NA 2.7 3.3 2.9 2.4 4.2 

 财政资金（补贴等） NA 2.2 2.7 2.4 2.0 3.5 

 其他收入 NA 0.5 0.6 0.5 0.4 0.7 

全年总支出 NA 2.6 3.1 2.8 2.3 4.1 

 工作人员工资 NA 0.9 1.1 1.0 0.8 1.4 

 一般管理费 NA 1.7 2.0 1.8 1.5 2.7 

 （其中，维护管理费） NA (1.5) (1.8) (1.7) (1.4) (2.4) 

 其他支出 NA 0 0 0 0 0 
资料来源：实施机构提供资料 

 

表 13 安徽发射所的收支情况 

（单位: 万元） 

项目 2002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全年总收入 NA 22 25 32 34 42 

 业务收入 NA 0 0 0 0 0 

 财政资金（补贴等） NA 22 25 32 34 42 

全年总支出 NA 21 22 26 29 36 

 工作人员工资 NA NA  NA  NA  NA  NA  

 维护管理费 NA 10 11 12 14 14 

其他支出 NA NA  NA  NA  NA  NA  
资料来源：实施机构提供资料 

 

3.5.4 运营、维护管理情况 

安徽有线电视、安徽广播、监测所、发射所的运行使用情况良好维护管理方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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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运行及维护管理技术中提到的，方法在规则等中有规定，并在遵照规定执行。也在进

行维护修补，确保零部件的提供。因此，可以判断维护管理情况上没有问题。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维护管理在体制、技术和资金方面均没有问题，本项目所产生

效果的可持续性高。 

 

４ 结论及建议、经验及教训 

4.1 结论 

本项目通过在安徽省的安徽广播电视传输中心、安徽广播台、监测台、广播电视传输

发射总台开展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建设和进修项目等，提高广播电视节目的数量和质量，从

而通过广播电视提高国民的教育、知识、文化水平，同时促进中日两国的相互理解。本项

目的实施与中国的发展政策、发展需求、日本的援助政策十分吻合，相关性高。项目费用

控制在计划内，但项目时间超过计划，效率为中等水平。人口覆盖率和收视人数等本项目

目标的达成标准均稳步上升，印证了项目效果的提升。广播电视台整体通过更新设备提升

了制作效率，减少了播出事故。播出内容方面，通过采购器材增加了频道数量，通过配置

转播车制作出了观众简明易懂的节目，提升了质量效果。广播电视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的

改善，为安徽省内教育、知识、文化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充分的贡献，本项目的成效与影响

高。本项目的持续性方面，维护管理体制、技术、财务状况都没有问题，项目效果的可持

续性得到了保证。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综合评价为非常高。 

 

4.2 建议 

4.2.1 对实施机构的建议 

无 

4.2.2 对 JICA 的建议 

无 

 

4.3 经验教训  

（1）对实施不确定性高的部分进行风险分析的必要性 

本项目原计划购买日本音乐，希望通过购买价值 140 万日元的日本音乐

并进行播放（实施机构访谈）促进中日间的相互了解。但是这一计划最终未

能实现。这是由于中国相关法律变更导致的。特别是当项目中包含容易直接

受政府批准等法律制度影响的部分时，需要在立项阶段，针对阻碍达成项目

目的的风险所在及程度进行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例如，本项目中未能购买日本音乐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政府的法律制度

限制，而在立项阶段的资料中未能明确认识这一风险。另一方面，项目开始

后，JICA 对购买国外制作节目及广播电视相关法律制度实施了调查，获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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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对购买国外制作节目的严格限制及购买的具体方法等信息。通过购买

音乐促进中日间的相互了解这一目标本身对于提高两国合作的意义及效果是

值得给予积极评价的，因此有必要在立项阶段进行上述的信息收集并在这些

信息的基础上，在两国的相关人员之间共享能够达成的项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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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计划内容/实际内容的对比 

项  目 计 划 内 容 实 际 内 容 

①  成果 

【硬件方面】 

 

 

 

＜安徽有线电视＞ 
 有线电视设备（光纤电缆、同轴
电缆、发射机等）（共3个采购

包） 
 
 
＜安徽广播局＞ 
 播音室设备（灯光、数字磁带
/CD、录音机、编辑机等） 

（广播台、监测所、发射所共4
个采购包） 
 
＜监测所＞ 
 监测监控设备（播出监视器、录
像分析器、接收机等） 

 
＜发射所＞ 
 发射设备（电视发射机、信号监
测系统、调节器、音视频切换台、
音视频输出器、微波发射机、微
波接收机等） 

＜安徽广播电视传输中心＞ 
 有线电视设备（光纤电缆、同轴
电缆、发射机等）（共7个采购

包） 
 
 
＜安徽广播＞ 
 按计划进行 
 
 
 
 
＜监测所＞ 
 按计划进行 

 
 

＜广播电视传输发射总台＞ 
 按计划进行 

【软件方面】 ＜安徽有线电视＞ 
 赴日进修（有线电视网络技术及
管理2个月×3人 

 
＜安徽广播局＞ 
 赴日进修（设备维护管理及技
术：3个月×2人、录音及设备维
护：3个月×1人；网络技术及管
理：3个月×1人） 

 购买日本音乐 
 

＜发射所＞ 
 赴日进修（电视播出传输技术：
3个月×1人、电视播出发射技
术：3个月×1人、电视播出技术
管理：3个月×1人） 

＜安徽广播电视传输中心＞ 
 10人×12天，有线电视网络技术
及管理、电视台视察 

 
＜安徽广播＞ 
 10人×12天，设备维护管理及技
术、录音机及器材维护、网络技
术及管理、节目编排等相关进
修、电视台考察 

 
＜广播电视传输发射总台＞ 
 10人×12天，传输技术相关进
修、传输设施考察 

 
 
＜监测所/广电局＞ 
 10人×12天，广播电视项目管理
相关进修、广播电视设施考察 

【咨询服务】 (a) 采购相关内容 

① 协助制作详细设计（D/D）

及资格预审（P/Q）文件（技

术方面） 

② 协助得出 P/Q 评估结果

（技术方面） 

③ 协助制作标书（技术方面） 

④ 协助评估招标结果（技术

方面） 

(a) 采购相关内容 

・按计划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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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进修相关内容 

协助实施赴日进修 

 

(b) 进修相关内容 

协助实施赴日进修 

 

②时间 2004年3月–2009年12月 

（70个月） 

2004年3月–2011年1月 

（83个月） 

③项目费 

  外币 

  内币 

 （本地货币） 

  合计  

  其中日元贷款部

分 

  汇率 

 

33.01亿日元 

20.29亿日元 

（1.42亿元） 

53.30亿日元 

33.01亿日元 

1元 ＝14.3日元 

（2003年9月） 

 

32.50亿日元 

19.72亿日元 

（1.42亿元） 

52.22亿日元 

32.50亿日元 

1元 ＝13.9日元 

（2007年-2011年平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