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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日环境合作示范城市（贵阳）项目（1）（2） 

ICNET 株式会社  青木宪代 

0．要点 

    本项目实施目的在于削减环境示范城市贵阳市的环境污染物，为改善贵阳市环境做出贡

献。 

    本项目与中国的发展政策及日本援助政策中的重点领域相吻合，发展需求高，项目整体

的相关性高。但是，由于受政策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子项目相继停止等，因此，在子项

目的选定上存在问题。虽然子项目的实施为削减污染物做出了大的贡献，但是，受停止运行

等影响，环境污染物的削减效果评级为中等。本项目成果的建设状况不能称之为良好，虽然

项目经费控制在计划值以内，但是，项目实施时间大幅超出计划时间，因此，效率评级为中

等。除解体、停止的子项目之外，贵阳燃气项目与空气质量监测项目未出现问题，运营维护

管理体制与技术水平的保持也基本未出现问题。关于贵阳钢铁项目，由于目前钢厂正在搬迁，

其今后的财务状况尚不能确定，因此，综合评估本项目的可持续性为中等。 

    综上所述，可认为本项目的评估面临一些课题。 

 

1．项目概要 

     

项目位置图            贵阳市城市燃气储气罐 

 

1.1 项目背景 

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同时，随着工业化发展和人口增加，环境污

染日益严重。大气污染中，因燃烧作为主要能源的煤炭而产生的二氧化硫（Sulfur Dioxide ：

SO2）、总悬浮颗粒物（Total Suspended Particular ：TSP）
1
、氮氧化物（Nitrogen Oxide ：

NOx）等导致的污染十分严重。在此背景下，1997 年 9 月，在中日首脑会谈上提出了环境示

范城市构想，其目的在于为了支援应对中国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将大连、重庆和贵阳

作为示范城市，集中开展治理环境污染的措施，并将成功事例向其他城市普及。作为三座示

范城市之一，贵阳市优先并集中开展应对粉尘和 SO2 污染问题，及解决水污染问题等治理环

境污染措施的项目（图 1 为三座城市的二氧化硫浓度示意图）。 

                                                   
1
 总悬浮颗粒物是指大气中浮游烟尘等颗粒物的总称。烟尘是燃烧时排放的，而粉尘一般是在粉碎、分类等

过程中产生的。 

项目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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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项目概要 

本项目在环境示范城市贵阳市实施以下措施，旨在为改善贵阳市的环境做出贡献：①实

现小型燃煤锅炉等的城市燃气化；②在炼铁厂安装集尘装置，并向燃气化转换；③安装水泥

厂粉尘处理设备；④对有机化工厂原有的锅炉进行改造并变更醋酸制造工艺；⑤安装发电厂

排烟脱硫装置；⑥通过建设洁净煤生产工厂，减少大气污染物和河流污染物；⑦通过完善空

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加强空气质量管理能力。 

 

日元贷款承诺额／支付额 第一期 62.66亿日元、第二期 81.69 亿日元／ 

第一期 39.79亿日元、第二期 42 亿日元 

签署政府换文日期／签订贷款

协议日期 

第一期 2000 年 3 月 27日、第二期 2001 年 3 月 30 日／ 

第一期 2000 年 3 月 28日、第二期 2001 年 3 月 30 日 

贷款协议条件 ・利息: 0.75% 

・偿还期限: 40 年（宽限期 10 年） 

・条件: 双边限定采购国 

借款人／实施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州省人民政府 

贷款结束日期 第一期 2011 年 1 月 12日、第二期 2011 年 1 月 27 日 

主体协议（协议金额在 10 亿日

元以上） 

千代田化工建设（日本） 

咨询协议 无 

相关调查 

可行性研究 （Feasibility 

Study : F/S）等 

・贵阳煤气输配扩建 F/S（贵阳市燃气热力规划设计研究院）

1999 年 6月、贵阳钢厂大气污染治理 F/S（北京钢铁设计院）

1998 年 12 月、贵州水泥厂粉尘治理 F/S（贵州建筑材料科

学研究设计院）1999 年 6 月、贵州有机化工厂 F/S（贵州省

化工医药规划设计院）1999 年 3 月、贵州有机化工厂 F/S

（资料来源） 1999年中国环境年鉴 
图1 环境示范城市大气污染状况 

环境示范城市二氧化硫浓度(1996 年) 

贵阳市 

重庆市 

大连市 

国家二级标准（城市） 

 
国家二级标
准（城市） 

大连市 重庆市 贵阳市 

□年平均值 0.06 0.06 0.321 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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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建筑设计化学研究院）2003 年 3 月、贵州有机化

工厂 F/S（贵州省化工医药规划设计院） 2003 年 3 月、贵

阳发电厂 F/S（贵州电力设计研究院）1998 年 12 月、林东

洁净煤厂建设 F/S（贵州第一工业设计院）2000 年 2 月 

・完善监测系统大气污染对策（SAPROF）2000 年 2 月 

・贵阳市大气污染对策规划调查（开发调查）2004 年 

相关项目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项目（阶段Ⅲ：2002～2006 年、

延长：2006 年 4 月～2008 年 3 月） 

・中国・公害防治管理员制度（培训项目）     

 

    本项目由数个子项目构成，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本项目的子项目在后评估阶段有

些已不再运行。以下为子项目的项目概要和后评估阶段的状况。 

 
子项目名称

2
 项目概要 后评估阶段运行状况 

<第一期>   

1） 贵阳煤气输配扩建工
程 

项目总经费
3
12.9 亿日元 

扩建城市燃气输送管线、建设储
气罐等 
 

运行顺利 

2） 贵阳钢厂大气污染治
理工程 

项目总经费 12.2 亿日元 
安装集尘器、向城市燃气化转换 
 

运行后、后评估阶段暂时停止： 
2004 年完成～2010 年作业。2010
年 5 月、政府命令要求其转移至
郊外，后评估阶段正在搬迁中。 

3） 贵州水泥厂粉尘治理
工程 

项目总经费 16.5 亿日元 
引进使用干烧窑，安装集尘器 

运行数年，后评估阶段停止运行：
2004 年完成～2010 年运行。2010
年 5 月、政府责令其停止运行。 

4） 贵州有机化工厂项目 项目总经费 93.8 亿日元 
变更醋酸制造工艺，改造锅炉 

中止（试运行阶段便未运行）。 

<第二期>   

5） 贵阳发电厂空气污染
治理工程 

项目总经费 125.7 亿日元 
新建发电设备，安装排烟脱硫装
置 

运行数年，后评估阶段停止运行：
2004 年完成～2010 年作业。2010
年 5 月、政府命令其停止运行。 

6） 完善监测系统项目 项目总经费 2.5 亿日元 
完善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 

运行顺利 

7） 林东洁净煤厂建设工
程 

项目总经费 13.5 亿日元 
建设洁净煤生产厂 

建设完成后，开始运行后不久便
停止生产 

 

 

2．评估概要 

2.1 第三方评估人 

青木宪代 （ICNET 株式会社）  

 

                                                   
2 使用该表中记载的子项目名称完成本报告书。 
3 为日元贷款支付额与中方自有资金实际金额总和。 



 

 4 

2.2 评估时间 

本次后评估实施日程如下。 

评估时间：2012 年 8 月～2014 年 1 月 

实地考察：2013 年 2 月 24日～4 月 4 日    2013 年 5 月 28 日～6 月 8 日 

 

2.3 评估的制约因素 

    本项目中，有的子项目在建设完成后一段时间内运行，有的子项目或已经停止运行，或

正在搬迁中，或已经解体。另外，由于一些子项目出现延期或被取消，后评估阶段，其他的

子项目已运行 7～9 年。运行停止的子项目在完成后运行的一定时间里取得了运行成果，在此

期间内其对环境的改善效果为改善贵阳市环境做出了较大贡献。因此，在评估本项目的有效

性时，除后评估阶段的效果外，还将纳入停止运行的子项目在其运行期间所产生的有效性
4
因

素。但是，在评估可持续性时，仅针对后评估阶段依然运行的子项目进行。 

 

 

图 2 子项目位置图 

 

3．评估结果（评级：C
5
） 

3.1 相关性（评级：③
6
） 

3.1.1 与发展政策的吻合性 

3.1.1.1 项目立项阶段的发展政策 

                                                   
4
 由于后评估阶段收集这些运行一段时间后停止的子项目信息十分困难，根据《中日友好环境示范城市（贵

阳）项目报告书》（贵阳市环保局  2006 年）和 2010 年项目完成时的报告书等信息，进行评估。 
5 
A：非常高；B：高；C：有部分问题；D：低。 

6
 ③：高，②：中等，①：低。 

贵阳市市内地图 

贵阳燃气储气罐 

大气质量主要监测站 

贵州水泥厂 

贵阳发电厂 

贵阳钢厂 

贵阳市郊区地图 

贵州有机化工厂 

林东洁净煤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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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政策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1996～2000 年）中，提出了 2000 年要将主要污染

物排放总量减少至 1995 年的水平这一总量控制目标。“十五”计划（2001～2005 年）中指

出，经济顺利发展的同时，大气污染日益严重，规定与 2000 年相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

少 10%。另外，国家环境保护“九五”计划（1996～2000 年）提出要将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减少至 1995 年水平，所有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等目标。中国政府于 1995 年修订了《大气污

染防治法》
7
，引进“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酸雨

8
控制区”，并于 1998 年指定区域进行

重点治理。贵阳市被指定为“两控区
9
”。 

    为改善环境，国家环境保护“十五”规划（2001～2005 年）制定了到 2005 年二氧化硫、

烟尘、粉尘的排放量较 2000 年减少约 10%的目标。作为实行上述计划的积极措施，我们推进

环境示范城市建设，推动重点城市空气质量监测制度的构建，提高环境管理能力。 

 

2） 贵阳市环境政策 

    在贵阳市环境保护“九五”计划（1996～2000 年）中，提出要将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

少至 1995 年水平，所有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等目标。在贵阳市环境保护“十五”计划（2001～

2005 年）中，根据贵阳市总量控制计划，在考虑污染物排放现状、污染防治技术水平以及生

产经营状况的基础上，制定《总量控制分步实施计划》。强化总量控制的执行体制，明确各

区、市、县级的目标。另外，贵阳市作为环保城市，为推进清洁生产
10
大力提高工业部门的

生产技术水平，停止或淘汰污染物排放量过高、生产方式落后的项目和设备，同时加强生产

管理，防止能源和资源的浪费。 

 

3.1.1.2 后评估阶段的发展政策 

1） 国家政策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政府提出进一步强化环境保护措施贯彻落实的

方针。其中，目标规定作为防治大气污染的措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比 2010 年减少 8%～

10%，SO2排放量减少 8%，NOx 减少 10%。为实现上述减排目标，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2011～

2015 年）中提出，加强重点污染地区的管理，建设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节约型社会，加强生

态保护，为解决大气污染问题调整能源结构，以及改善环境监测体系。 

 

2） 贵阳市政策 

在贵阳市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2011～2015 年）中，规定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

以推进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的发展，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生产方式。这些伴随

                                                   
7 
中国大气污染防治对策的基本框架是根据《大气污染防治法》制定的。该法制定于 1987 年，在 1995 年、

2000 年进行了修订。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的根本是对污染物排放源的浓度控制。由国务院设定国家环境空

气质量标准，为实现该目标值规定国家排放标准。地方政府可规定国家未设定的地方标准，并且可以规定比

国家标准更加严格的地方标准。 
8
 酸雨是指燃烧化石燃料等生成的 SOx 和 NOx 等物质在大气中进行反应，吸收反应后生成的硫酸、硝酸等降

落形成的 pH 值较低的雨。雨之外，污染物随着雾、雪等（湿沉降）降落以及随着气体、气溶胶的形态（干

沉降）降落统称为酸雨。雨水的氢离子浓度（pH）值在 5.6 以下时，一般称为酸雨。 
9 既是 SO2污染控制区又是酸雨控制区的地区称为“两控区”。 
10 清洁生产是指，通过脱硫装置等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及改善管理技术等，控制在生产活动过程中产生污

染物的措施总称。2003 年 1 月，《清洁生产促进法》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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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控制的防治对策，自“十一五”规划开始，成为具有与法律同等强制力的约束性目标
11
，

“十二五”规划中继续保持该目标。其中，贵阳市作为生态文明示范城市，制定了贵阳市生

态文明城市“十二五”规划，命令污染企业转移或关停。 

  

综上所述，治理环境污染是国家及贵阳市发展计划中的重要部分，本项目目的在于改善

环境，因此，无论是项目立项阶段还是后评估阶段，本项目与发展政策的吻合性都很高。 

 

3.1.2 与发展需求的吻合性 

1）当时贵阳市的大气污染状况 

    贵阳市是盆地城市，计划阶段，由于重化学工厂等燃煤，导致贵阳市中心地区大气污染

情况严峻。特别是 SO2 浓度远远高于适用于城市居住地区的国家大气环境二级标准。以工厂

为主 SO2和 NOx 等物质造成的酸雨占年降水量的 21%，贵阳市被称为酸雨城市。 
 

表 3 贵阳市大气污染状况（年平均浓度）（单位：mg/m
3
） 

指标名称 1995 1996 1997 1998 国家二级标准 

SO2 0.42 0.42 0.37 0.35 0.06 

NOx 0.047 0.045 0.033 0.031 0.05 

TSP
12
 0.35 0.37 0.33 0.30 0.20 

 （资料来源） JICA 项目立项阶段资料 

 
表 4 污染源附近小学 PM10 测定

13
结果 

 PM10 （μg/m
3
） 参考 

南郊小学 223.5 贵阳钢厂附近 

大慈小学 147.7 贵州发电厂附近 

玉田小学 84.6 贵阳火车站附近 

（资料来源） JICA 内部资料 

 

项目对象的子项目工厂，特别是贵阳钢铁厂、贵州水泥厂、贵州有机化工厂，被国家认

定为在贵阳市内的重点大气污染源，为企业内部环境及周边环境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另外，当时，贵阳市的大气污染监测手段为手动化学实验室分析，样本率有限，对贵阳市污

染物总量与位置信息、污染源相关性的分析不够充分，导致不能通过环境控制管理污染源。 

根据《大气污染防治法》，贵阳市被认定为全国 47 个重点城市之一，为酸雨控制区，必

须采取应对措施。本项目的计划就是为了应对这些需求而制定的，采取应对措施十分必要。 

 

2）子项目的经过 

本项目实施的子项目运行情况分为以下三种类型。如本报告书前述项目概要中所述，在

后评估阶段，本项目的 7 个子项目中有 4 个已停止运行。 

 

类型 1：项目完成后继续运行的子项目 3 个
14
 

                                                   
11
 约束性目标区别于预期性目标，具有与法律同等的效力。“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 

12
 TSP 的标准适用至 1999 年。 

13
 PM10 是指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为 10 微米、捕集效率为 50%（50%捕集颗粒物的粒径为 10 微米）的颗粒物。 

由援助效果促进调查团测定 PM10，目前，中国根据 TSP 监测空气质量。 

 

http://baike.baidu.com/view/781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81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95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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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项目： 贵阳煤气输配扩建工程、贵阳钢厂大气污染治理工程、完善监测系统项目 

类型 2：项目完成后运行 5～6 年后停止的子项目 2个 

对象项目：贵州水泥厂粉尘治理工程、贵阳发电厂空气污染治理工程 

类型 3：项目中止或运行后不久停止生产的子项目 2 个 

对象项目：贵州有机化工厂项目、林东洁净煤厂建设工程 

 

    导致上述结果的原因总结两点为：项目开始至后评估阶段，环境政策日益严格和应对市

场需求变化的需要。 

1.政策环境的变化 

    为实现上述国家发展计划的目标，中国政府提高环境标准，针对不达标的工业污染源，

采取强制关闭、责令其停止运行或搬迁至郊外的措施。特别是根据 2006 年《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的规定，对关停或转移污染源工厂的约束力进一步提高。在此背景下，特别是本项目中

类型 2的子项目，在项目完成后的一段时间内虽然顺利运行，环境有所改善，但是，环境政

策变化后停止运行。类型 3的林东洁净煤厂由于政府环境控制严格，虽然生产设备可以运行，

但是并未进行正式生产，没有运行。 

 

2.应对市场需求的变化 

    类型 3 的两个子项目在上述政策环境变化的基础上，又受到项目对象工厂产品的市场需

求发生变化的影响，导致其在项目完成后在一定时间内运行或者在项目完成后没有运行便停

止。其经过分别如下。 

 

子项目名称 截至停止运行的经过 

林东洁净煤厂建设工
程 

虽然工厂已建成，但是政府加强管控，规定洁净煤的硫含量控制在 1%
以下，因此，引进的技术不能满足该条件，未投入生产运行便停止。     
 

贵州有机化工厂项目 为应对环境政策日益严格化，废弃设施的追加设备等建设大幅延期。
设备建成后，因种种技术原因导致试运行中断，为重新进行试运行需
进行修缮并购买化学药品，需要投入高额成本。在项目拖延过程中
（2011 年）, 醋酸能够低价产出或购得，这样完成本项目的经济理由
不再成立，因此，该子项目停止。 

 

项目计划阶段，关于对淘汰其他工厂、加强管控以及市场需求中长期的可持续性（计划

阶段是否能够预测到），根据向实施单位以及相关人员的访谈调查了解到，当时立项阶段的中

日双方相关人员预测到上述变化的可能性是极低的。关于是否由能够应对经济财务、判断经

营性质以及今后能够应对体制改革的国企运营，经向中日相关人员确认，他们回答，在立项

阶段进行了必要的合理详细调查。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为了应对市场需求的变化以及日益严格的环境政策，日方也通过其

他合作模式针对变化提供了辅助支持，比如：与其他技术合作项目的结合，巡回指导三个示

范城市，为促进实施环境改善措施向三城市的市环保局等提出建议，实施《贵阳市大气污染

防治对策规划调查（2003 年）》等。这样，可以说在本项目计划阶段和项目实施过程中，中

日双方的相关人员对子项目的选定以及环境政策的变化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应对。 

                                                                                                                                                     
14 其中贵阳钢厂由于搬迁转移，目前暂时停止运行，但是计划在搬迁后重新运行，因此划分为类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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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如上所述，构成本项目的子项目与最初预期的需求以及与技术的匹配性发生

了变化，一些子项目在未发挥预期作用的情况下便停止了运行。特别是像本项目这样的环保

项目，需要把握项目立项阶段到实施阶段的风险，即立项阶段未预见到的环境政策的迅速变

化、技术革新为子项目的实施所带来的重大影响。这一点可作为今后在中国，或者在类似中

国这样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兴国家实施环保项目的教训。 

    但是，在后面“有效性”一项中将进行说明。在项目实施后不久的一段时间里，通过这

些措施大气污染物大幅减少，根据该结果，从当时选定子项目时，与需求的吻合性这一角度

来看，评估本项目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3.1.3 与日本援助政策的吻合性 

项目立项阶段，JICA 将环境援助项目作为海外经济合作事业实施方针中对华日元贷款 3

个重点领域之一。在国别事业实施方针中，将中国的环境问题作为急需解决的全球规模课题，

制定了重点实施支援防治大气污染等措施的方针。 

    在日元贷款援助的以环境示范城市项目为首的综合性环境改善项目等中，日本拥有有利

于中国环境改善的先进经验，从大气污染防治对策的技术性优势来看，日方给予援助的相关

性高。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实施非常符合中国的发展政策，也十分符合日本的援助政策。由于

需快速应对发展需求，且对象项目的优先度很高，因此，项目整体的相关性高。虽然评估认

为子项目的选定有一些问题，但这是由于为促进解决环境问题这一项目目标而进行的政策临

时调整所致，有不得已的一面，因此，可评估本项目的相关性基本为高。 

 

3.2 有效性
15
（评级：②） 

3.2.1 定量效果 

3.2.1.1 运行效果指标 

如“相关性”一项中所述，本项目根据运行情况将子项目分为以下三大类型。 

类型 1：项目完成后至后评估阶段持续运行的子项目 3 个 

对象项目： 贵阳煤气输配扩建工程、贵阳钢厂大气污染治理工程、完善监测系统项目 

类型 2：项目完成后运行 5～6 年后停止的子项目 2个 

对象项目：贵州水泥厂粉尘治理工程、贵阳发电厂空气污染治理工程 

类型 3：项目中止或运行后不久停止生产的子项目 2 个 

对象项目：贵州有机化工厂项目、林东洁净煤厂建设工程 

 

    关于本项目有效性的评估，采取将从项目开始实施至后评估阶段（2013 年）子项目效果

的计划值和后评估阶段的实际值进行对比的方法。如上所述，本项目的子项目中，目前在运

行的子项目仅有 3个，因此，若只判断后评估阶段效果的显现情况，本项目的效果不得不评

估为低。但是，类型 2 的子项目在完成后一段时间内运行，在此期间，确实在改善贵阳市大

气环境方面取得了大的效果。本项目的目的在于“改善贵阳市的大气环境”，后评估阶段已停

                                                   
15 在判断“有效性”时，也将“影响”作为参考进行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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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运行的子项目在项目开始实施至后评估阶段（2000～2013 年）这段期间，为贵阳市的环境

改善发挥了作用，因此，应对其给予一定的肯定。分类型评估分析方法如下所述。 

    关于类型 1，根据可获得的关于从运行开始至后评估阶段的运行数据进行分析。关于类

型 2，由于后评估阶段已经停止运行，不能确定其详细数据，因此根据贵阳市环保局于 2006

年制作的项目报告书
16
进行评估。具体是将有监测指标记录的运行时（2005 年）的计划值和

实际值进行比较，在确定效果显现情况的基础上，根据运行时间的长短，对目前为止改善贵

阳市大气环境的贡献度进行评估。关于类型 3，没有运行的实际值，由于未进行正式的生产

运行，判定其没有成效。最后，结合各类型子项目的效果显现情况和效果的显现时间对项目

整体进行综合评估。 

下表表 5 为根据 2006 年制作的项目报告书，对 2005 年各类型子项目效果的实际值进行

的分析。 

 

表 5 各子项目大气污染削减情况（2005 年） 
指标名称 排放基准值 

（1999 年） 
减少目标值 

① 
减少实际值 
（2005 年）② 

目标值/实际值 
计划比①/② 

<类型 1> 

贵阳煤气输配扩建工程 

SO2排放量 1.85 万吨/年 1.82 万吨/年 1.84 万吨/年 101% 

烟尘、粉尘排放量 0.98 万吨/年 0.91 吨/年 0.97 万吨/年 106% 

贵阳钢厂大气污染治理工程
17 

SO2排放量 1.12 万吨/年 0.85 万吨/年 0.96 万吨/年 113% 

烟尘、粉尘排放量 0.46 万吨/年 0.45 万吨/年 0.43 万吨/年 95% 

<类型 2> 

贵州水泥厂粉尘治理工程 

SO2排放量 0.47 万吨/年 0.39 万吨/年 0.40 万吨/年 103% 

烟尘、粉尘排放量 1.00 万吨/年 0.94 万吨/年 0.96 万吨/年 102% 

贵阳发电厂 

SO2排放量 11 万吨 10.28 万吨/年 10 万吨/年 97% 

烟尘、粉尘排放量 3.59 万吨 3.3 万吨/年 3.4 万吨/年 103% 

<类型 3 > 

贵州有机化工厂
18
 

SO2排放量 不符合 0.36 吨/年 0 吨/年 0% 

烟尘、粉尘排放量 不符合 0.53 吨/年 0 吨/年 0% 

林东洁净煤厂建设工程 

SO2排放量 不符合 2.65 万吨/年 0 吨/年 0% 

烟尘、粉尘排放量 不符合 1.47 万吨/年 0 吨/年 0% 

（资料来源） 提问表答复、2006 年中日友好环境示范城市（贵阳）项目、访谈调查结果 

 

    根据上表可知，类型 1和类型 2的子项目在 2005 年的效果显现基本与计划一致，可评估

为良好。另一方面，后评估阶段各子项目的效果显现情况在上述政策和环境变化的影响下，

变化情况如下。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类型 1 贵阳煤气输配扩建工程 基本按计划运行       

                                                   
16 中日友好环境示范城市（贵阳）项目报告书  2006 年 
17 钢厂虽然运行至 2010 年，但是由于位于市内中心地区，政府责令限制其生产，间歇性运行，因此以 2005

年的数据进行评估。 
18 变更醋酸制造工艺的主要目的是除汞，也包括将燃料由煤炭转换为焦炭燃气，效果虽然小，但是也期待

其为削减大气污染效果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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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钢厂大气污染治理工程 基本按计划运行  由于政府政策限制运行状况不良 

 完善监测系统项目 基本按计划运行       

类型 2 贵州水泥厂粉尘治理工程 基本按计划运行    运行停止 

 贵阳发电厂空气污染治理 基本按计划运行    运行停止 

类型 3 贵州有机化工厂 运行停止     

 林东洁净煤厂建设 运行停止     

 基本按计划运行，并显现出效果 

 由于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效果仅显现一半水平 

 

以下为各类型子项目现在为止的详细情况。 

 

类型 1：完成后，继续运行 

1）贵阳煤气输配扩建工程 

    如表 6 所示，贵阳煤气输配扩建工程的供应户数和使用人数的年度目标均得以实现，如

图 3 所示城市燃气供应面积顺利增加。对实施单位相关人员的采访结果表明，后评估阶段，

设备运行情况持续良好，大气污染物的减排效果超过表 5所示规模。 

 

表 6 贵阳煤气输配扩建工程运行效果指标 

指标名称 目标值 
（2005 年） 

实际值 
（2005 年） 

后评估阶段 
（2012 年） 

燃气供应户数* 28.71 万户 29.24 万户 60.37 万户 

燃气使用人数 100.51 万人 102.35 万人 211.29 万人 

SO2排放量 265.5 吨/年 31.41 吨/年 62.02 吨/年 

烟尘、粉尘排放量 770.5 吨/年 6.91 吨/年 13.82 吨/年 

（资料来源）贵阳市燃气公司提问表答复 

 

    图 3 表示，截至后评估阶段燃气供应面积的增加趋势。2012 年燃气供应面积约达 60 万

立方米，比 2005 年翻了一翻。这是由于随着贵阳市城市开发的进程，人口及经济规模有所增

加，需求也随之增加导致的。 

 

 

 

 

 

 

 

 

 

 

（资料来源）贵阳市燃气公司提问表答复 
 

图 3  贵阳市城市燃气供应面积年度变化 

如果后评估阶段按服务面积的供热由项目实施前的老旧设备提供，则会排放大量污染物。

因此，可评估贵阳煤气输配扩建工程取得了超出当初预期的效果。 

 

2）贵阳钢厂大气污染治理工程 

贵阳钢厂大气污染治理工程的贵阳钢厂这一污染源为周边带来了粉尘、烟尘危害，通

贵阳市城市燃气供应面积（单位：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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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项目的实施，SO2、烟尘、粉尘的减排效果超过目标年度（2005 年）的目标值。但是，

政府限制贵阳钢厂生产，后评估阶段，其正在进行搬迁中，没有运行。本子项目 4年间取

得超出预期效果，当时，贵阳市的大气污染状况十分严重，考虑本子项目的实施改善了大

气污染状况，可评估该子项目的效果为高。 

 

表 7 贵阳钢厂大气污染防治对策运行效果目标 
指标名称 基准值 

（1999 年） 

实际值 

（2005 年） 

现在的运行情况 

运行率 89.6% 96.3% 由于搬迁停止 

炼钢 1 吨的煤耗量 506kg 367kg 由于搬迁停止 

（资料来源）项目完成时报告书、贵阳钢厂提问表答复、实地考察访谈调查结果 

   
（资料来源） 中日友好环境示范城市（贵阳）项目报告书 2006 年 

贵阳钢厂周边的大气污染情况（项目实施前）        贵阳钢厂周边（项目实施后） 

 

据钢厂的相关人员称，搬迁时，计划将继续利用本项目中引进的设备。综上所述，期待

本子项目在重新开工后的大气污染物减排效果。 

 

3）完善监测系统项目 

通过实施完善监测系统项目，监测能力在质量和数量方面均有所提高，此外，作为附

加效果，提供的正确信息有利于制定合理的政策以及做出正确决策，并推动了为市民提供

信息的工作等。 

具体成果有：使经常监测主要污染物成为可能，将以前手动采样的实验室化学分析体

制建设成自动化、高效的空气质量监测体制等。主要的监测项目为：SO2、TSP/PM10、NO/NO2、

CO、O3。通过一系列建设，使以下工作成为可能。 

・从环境管理中心远程操作进行24小时无人在线监测 

・环境因素监测浓度分析 

・污染源排放在不同时间段的分布和以天为单位的变化模式的数据化 

・反映在气象参数中的污染状况的分析 

其他的附加效果有：由于空气质量监测站能够测量污染数据，从 2008 年开始，使通过广

播、电视等多媒体发布大气污染指数和大气污染预报成为可能。大气污染防治对策宣传部开

展面向市民的宣传活动，提高了市民防治大气污染的意识。 

 

综上所述，类型 1 中，除贵阳钢厂外，其他项目的效果基本与计划一致，甚至超出计划

目标效果，有效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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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2：完成后运行 5～6年后，停止 

如表 5 所示、贵州水泥厂粉尘治理工程、贵阳发电厂空气污染治理工程在运行时，各自

的大气污染物削减率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效果。特别是贵阳发电厂新安装了发电设备和排烟脱

硫装置，为削减污染物做出了较大贡献。 

 

  
（资料来源） 中日友好环境示范城市（贵阳）项目报告书2006年、水泥厂相关人员提供图片 

贵州水泥厂的大气污染（项目实施前） 贵州水泥厂新建发电设备（项目实施后） 

 

    当时，贵阳市污染物排放量中，2005 年运行的子项目的污染物削减量所占比率如下表所

示。贵阳市整体 SO2 总量削减约 1/3，烟尘和粉尘削减计划阶段排放量的 63%。可以说这些数

据表明了 2005 年本项目为改善贵阳市大气环境发挥了较大作用。 

 

表 8 贵阳市整体大气污染物削减量与本项目削减量 

项目 贵阳市排放总量 

（1999 年） 

本项目削减量 

（2005 年） 

本项目削减贡献度 

SO2  42.8 万吨 13.20 万吨 削减 31% 

烟尘、粉尘 9.2 万吨 5.76 万吨 削减 63% 

 

    如上所述，本项目在完成后不久，虽然显现出好的效果，但是子项目的运行时间仅限约

5～6 年。考虑本项目投入的经费规模和时间，不能判定为几年中显现的效果足够充分。但是，

本项目实施时，对污染源采取防治措施的要求十分迫切，实施后不久所显现的效果确实具有

一定的意义。综上所述，评估类型 2 的子项目的效果为中等。 

 

类型 3：项目中止或运行后不久停止生产 

    有机化工厂和林东洁净煤厂未显现效果。由于贵州有机化工厂未运行醋酸成套设备，因

此未进行削减汞等
19
水污染物的生产。以前的汞法醋酸制造生产线在项目实施阶段被淘汰，

后评估阶段，未排放汞。因此，类型 3的子项目未产生效果。 

 

综上所述，对各类型子项目的有效性评估如下。 

 

表 9 各类型子项目有效性的判定 

                                                   
19 污水处理时，也期待 COD(Chemical Oxygen Demand: 化学需氧量) 的减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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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开始至后评估阶段，对项目整体的评估结果如下： 

1）项目完成后几年内效果良好，但是，后评估阶段效果显现结果为一半水平。后评估阶段，

7 个子项目中 3 个依然在运行的子项目的效果不足一半水平，因此，今后可期待的效果也

将不足一半水平，判定后评估阶段效果低。 

2）另外，项目完成后几年内，大气污染物减排效果良好，当时，中国政府尚未正式强化污染

源防治措施，效果显现时间虽然短暂，但可评估为效果良好。 

 

综上所述，评估本项目的有效性为中等。 

 

3.2.2 定性效果 

    由于定性效果与“影响”的显现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将在“影响”一项对其进行总结。 

 

3.3 影响 

3.3.1 影响的显现情况 

 1 ） 贵阳市大气污染状况的变化 

根据贵阳市空气质量监测站提供的大气污染浓度历年数据显示，如图 4 所示，SO2的浓度

每年呈减少趋势。自 2002 年开始，TSP 测量 PM10 的数据，PM10 的数据显示其浓度呈略微减

少趋势，NO2呈增加趋势。出现该变化的原因认为是：燃煤量减少，汽车等移动污染源增加，

两者效果相抵消造成的。 

 

   

类型 效果 

类型 1：运行中 显现出与计划一致或超出计划的效果 

类型 2：完成后仅运行

5～6 年 

运行时，对环境改善显现出好的效果，由于仅运行几年，

考虑投入费用的规模，评估其效果为中等。 

类型 3：中止或无运行

实际值 

由于中止或无运行实际值，没有显现效果，因此，其有效

性评估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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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贵阳市监测站提供数据 

图 4 贵阳市大气污染浓度的历年数据 
 

 

2 ） 城市生活环境的改善 

根据受益者调查的结果
20
表明，对贵阳钢厂周边的大气污染防治效果及生活环境的改善

进行了确认。回答结果分析如下：回答“可以开窗了”的人数占 86%、回答“可以在外面晾

晒衣物了”的人数占 68%、回答“眼睛、喉咙的疼痛减轻”的占 30%，回答“戴口罩、太阳镜

的次数减少了”占 24%、没有人回答“不清楚”。 

 

    表 10为贵阳市大气污染相关疾病的事前调查结果，与事前调查相比，样本数虽然有所减

少，但是依然进行了受益者调查。表 11 为受益者调查结果。虽然后评估阶段，位于盆地的贵

阳市面临大范围大气污染问题，但是，可以判定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大气污染对市民造成的

健康危害有所减轻。 

 

表 10 呼吸系统疾病导致的住院情况 （单位:1人/1年） 

 市中心 

南明区・云岩区 

郊外 

朱昌镇 

呼吸系统疾病入院天数 0.2021 0.0213 

呼吸系统疾病就诊次数 0.4690 0.0445 

（资料来源） JICA内部资料 

注）样本人数为 1021人，与本次受益者调查相比，调查规模不同。 

 

表 11 钢厂大气污染改善效果（多项作答） 
 % 

支气管疾病等问题有所减轻 

（咳嗽的次数有所减轻） 

34 

（资料来源）受益者调查结果 

 

3 ） 对开发周边地区的影响 

通过贵阳钢厂大气污染治理工程项目、

贵州水泥厂粉尘治理工程项目和贵阳发电

厂空气污染治理项目的实施，贵阳市内烟

尘、粉尘问题得以解决，推动了附近地区宅

地的开发。实施单位指出，由于这些项目的

工厂位于市内中心区南明河附近，推动了南

明河沿岸公园和绿化建设，以此为契机，这

里成为市民们休憩的场所。 

 

                                                   
20 以项目实施前就已居住在钢厂附近的居民为对象进行受益者调查。调查对象地区选定为受贵阳钢厂大气

污染影响的地区，调查对象为项目实施前就已居住在该地区的居民，以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 50 名对其进行

访谈调查。 

（资料来源）受益者調査結果 

图 5 贵阳钢厂大气污染问题的改善 

钢厂大气污染的改善状况 

大幅改善 略微改善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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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受益者调查结果               后评估阶段南明河

21
附近 

图 6 贵阳钢厂大气污染状况的改善对 
开发周边地区的影响 
 

    另外，贵阳钢厂的相关人员称，由于市内大气污染问题得以改善，有效减轻了酸雨
22
对

贵阳市重要历史建筑甲秀楼、观音庵的腐蚀，发挥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4 ） 对家庭环境的影响 

项目实施之前，未普及使用城市燃气的家庭使用煤、蜂窝煤。本项目使城市燃气得以普

及使用，减少了一氧化碳中毒情况，也使以前因为煤渣、燃灰而较脏的室内变得干净了。据

贵阳市燃气公司的调查结果显示，使用煤、蜂窝煤等煤炭的家庭 PM10 为 130.0 （μg/m3），

而使用城市燃气的家庭的 PM10 下降为 68.2 （μg/m
3
），为家庭环境的改善做出了贡献。 

5 ） 作业环境的改善 

由于烟尘、煤尘的减少，贵阳钢厂和贵州水泥厂的作业环境（卫生状况、场内排气状况）

有所改善
23
。 

 

3.3.2 其他正面、负面影响 

3.3.2.1 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无负面影响，贵阳市中心城区烟尘、粉尘减少，绿化树木等的树叶也由灰色变为绿色等
24
，

对自然环境产生了正面影响。 

针对根据环境影响评价（EIA）结果，是否采取了减轻环境压力措施这一问题，由于相关

人员不在，未能进行确认
25
。 

3.3.2.2 移民、征地 

关于征地，仅林东洁净煤厂建设工程项目需要铺设 3.7km 铁道的用地。关于征地面积、

征地价格及征地方式，由于相关人员不在无法进行确认，其他项目不需要征地。根据对子项

目相关人员的访谈调查结果可以确定没有移民。 

 

    关于有效性，后评估阶段仍在运行的子项目、以及在一定时间内运行的子项目效果达到

了计划值，对指标以外的效果和正面影响也进行了确认。由于一些子项目未运行，或者即使

运行了，也仅在一段时间内运行，效果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判定项目的有效性及影响评

                                                   
21 贵阳钢厂和贵州水泥厂位于南明河附近，因此，该地区在项目实施之前受大气污染问题影响最严重。 
22 贵阳钢厂的提问表答复。由于 2010 年以前和 2010 年以后的监测地点不同，未能获得近年 pH 值低于 5.6

的酸雨时间系列变化监测数据（贵阳市监测站）。 
23 贵阳钢厂和贵州水泥厂提问表答复。 
24 向贵州水泥厂和贵阳钢厂相关人员的访谈调查结果。 
25 历时过久，很难从当时参与工程的相关人员处获得相关信息。 

贵阳钢厂大气污染状况的改善是否促进了周

边地区的开发 

较大的 

促进了 
促进了 没有促进 不清楚 

贵阳钢厂大气污染状况的改善 

是否促进了周边地区的开发 

 

http://www.google.com/url?sa=i&source=images&cd=&docid=71RYzSsKiDoVqM&tbnid=J6bIpxWmjxd0sM:&ved=0CAgQjRwwAA&url=http://www.dojintabi.com/travel-guide/city_guiyang.html&ei=mOsiUqmpNcWFkAW73YDQAQ&psig=AFQjCNEWtSk9Lsl1ceZxtG05JRyzyELTJg&ust=1378106648905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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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为中等。 

 

3.4 效率（评级：②） 

3.4.1 成果 

本项目成果的计划值与实际值以及变化的经过如表 12所示。 

 

表 12  成果（计划值与实际值） 

 计划值 实际值与变更理由 

1） 贵阳煤气输配
扩建工程 

・10 万㎡城市燃气储气罐 1 座和加
压设施建设（外币部分） 
・5 万㎡城市燃气储气罐 1 座（人民
币部分）和加压设施 
・扩建约 172.1km 燃气供应管线（其
中外币部分为 144.5km，人民币部分
为 27.6km） 

・10 万㎡城市燃气储气罐 1 座（外币部分）
和加压设施（内币部分）建设 
・5 万㎡城市燃气储气罐 1 座（人民币部分）
和加压设施（人民币部分） 
・扩建约 172.1km 燃气供应管线（其中外币部
分为 144.5km，人民币部分为 27.6km）  
 
范围未变更 
 

2） 贵阳钢厂大气
污染治理工程 

・20 吨位电气炉 2 台、为 30 吨位精
炼炉 1 台安装集尘系统 
・建设煤气发生炉（7 台） 
・加热炉（16 台）转换为使用煤气 
・为原有锅炉（10 吨×2 台）安装脱
硫装置 
・安装污染源监测设备 

・为 30 吨位精炼炉 1 台安装集尘系统（外币） 
・建设煤气发生炉（7 台）（外币） 
・加热炉（16 台）转换为使用煤气（人民币） 
・为原有锅炉（10 吨×2 台）安装脱硫装置（外
币） 
・安装污染源监测设备（外币）  
 
2 台 20 吨位电气炉每台有 3 处烟尘排放处，
不能集尘，因此不能安装集尘系统。 
 
 
 
 

3） 贵州水泥厂粉
尘治理工程 

・建设一条φ3.5×54m 湿磨干烧预
分解窑系统 
・ 4 条φ3×88.68m 老湿法回转窑生
产线，拆卸 30 ㎡立式电除尘器 
・安装 1 台 120 ㎡卧式电集尘器 
・ DXC（B） 多管旋风集尘器（用于
出口冷却器） 

・ 安装MDC防爆型集尘器（用于煤粉

制备系统） 

 

・建设一条φ3.5×54m 湿磨干烧预分解窑系
统 
・ 4 条φ3×88.68m 老湿法回转窑生产线，拆
卸 30 ㎡立式电集尘器 
・安装 1 台 120 ㎡卧式电集尘器 
・ DXC（B） 多管旋风集尘器（用于出口冷却
器） 
・ 安装 MDC 防爆型集尘器 
变更：增设污水处理系统、在原有回转窑上追
加安装集尘设备。这是继续使用老设备的需
要。 

4） 贵州有机化工
厂 

・燃气化装置（8 万吨/年）（人民币） 
・CO 提纯装置（2 万吨/年）（人民币） 
・甲醇合成装置（3 万吨/年）（人民
币） 
・建设羰化合成醋酸成套设备
（36,000 吨/年） 
・建设污水处理设施（200m3/ｈ） 
・改造原有锅炉（5 台） 
・安装污染源监测仪器 

・燃气化装置（8 万吨/年）（人民币） 
・CO 提纯装置（2 万吨/年）（人民币） 
・甲醇合成装置（3 万吨/年）（人民币） 
・建设羰化合成醋酸成套设备（3.6 万吨/年） 
・建设污水处理设施（200m3/ｈ） 
・改造原有锅炉（5 台）（20t/h） 
・安装污染源监测仪器 
 
以下为变更范围： 
・原有锅炉的粉尘、炉渣/污水治理措施（35t/h
×4、75t/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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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值 实际值与变更理由 

・水泥生产工艺的技术改造（2500t/d） 
・建设水泥生产有机废水处理设施（4800m3/d） 
・汞污染治理项目（原醋酸制造厂的拆解、除
汞及排水渠 3.17km）  
 
追加原因为：需要根据中国三废（废水、废弃
物、大气污染）总量控制政策和贵阳市的饮用
水源水质控制政策，采取应对措施。 
 

5） 贵阳发电厂空
气污染治理 

・为新建 200MW 发电设备（旧式设备
报废）和原有 200MW 发电设备安装排
烟脱硫装置 

・建设 200MW 发电设备 
・为新建 200MW 发电设备和原有 200MW 发电设
备安装排烟脱硫装置 

6） 完善监测系统 ・普通空气质量自动监测分站（监测
点：13 处） 
・总站 1 处 
・通信系统品质保证实验室 1 间 
・系统支援实验室 1 间 

・普通空气质量自动监测分站（监测点：8 处 
・总站 1 处 
・通信系统品质保证实验室 1 间 
・系统支援实验室 1 间 
 
监测分站由 13 处减少至 8 处的原因：贵阳市
为盆地城市，优先盆地内地区的监测。位于
2000 年建设的开发新区及郊外的监测分站，
在人员调整后，利用人民币进行建设。 
 

7） 林东洁净煤厂
建设 

建设 2 座洁净煤制造厂（处理量 50
万吨/年×2） 

・建设 1 座洁净煤制造厂（处理量 50 万吨/
年×2） 
 
洁净煤制造厂由 2 座减少为 1 座的原因：考虑
环保因素，政府命令煤矿山休矿，因此，虽然
采购了器材，但是没有建设另一个工厂。 
 
 

（资料来源） JICA 内部资料、提问表答复 

 

3.1.2 如在“与发展需求的吻合性”一项中所述，上述“成果”7 个子项目中，4个在完

成后不久或者在完成后运行 5～6 年停止运行，现在处于运行停止状态。因此，根据现在的利

用状况，本项目成果的建设状况与投入的项目经费和时间相比，不能说达到了预期目标。但

是，停止运行的“成果”中的 2个子项目，在项目完成后的 5～6年间发挥了作用，在当时的

环保对策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进行综合评估时，需要考虑这一点。 

 

3.4.2 投入 

3.4.2.1 项目经费 

    第一期和第二期本项目的计划总经费共计 286.39 亿日元，其中外币 144.35 亿日元、人

民币 10.28 亿元。项目经费中，日元贷款对象为外币部分的 144.35 亿日元
26
。 

本项目总经费的实际值为 277.57 亿日元、其中外币 81.8亿日元、人民币 13.91亿元。

项目经费中，日元贷款对象为外币总额 81.8 亿日元
27
。关于贵阳发电厂项目，由于结合中国

                                                   
26 汇率：第一期汇率： 1 元＝15 日元、第二期汇率： 1 元＝13 日元。 
27 汇率：第一期 2000 年 3 月～2004 年 8 月使用平均汇率、1 元=14.166 日元、第二期 2001 年 3 月～2005

年 4 月使用平均汇率、1 元＝14.133 日元。有机化工厂的汇率使用 2001 年 3 月～2012 年 10 月的平均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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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供电政策，需要尽快实施，因此由中国政府出资实施。 

    项目总经费实际值的计划比为 96%，低于计划值。这是因为部分由国内资金负担，而且，

在钢厂、煤气输配项目中，器材在涨价之前已采购完毕，因此，国内资金的支出有所减少。 

 

3.4.2.2 项目时间
28
 

    本项目计划时间为 2000 年 3 月至 2003 年 12 月，共 46 个月，但是，实际实施时间为 2000

年 3 月至 2012 年 10 月，共 152 个月（计划比 330%）。 

表 13 项目时间 

子项目 计划值 实际值与延期原因 

1） 贵阳煤气输配
扩建工程 

2000 年 3 月～2003 年 6 月 
（3 年 4 个月:40 个月） 

2000 年 3 月～2003 年 12 月 
 （3 年 10 个月:46 个月）  
根据贵阳市城市规划，需要变更供气输配管铺设
路线，因此花费时间。 

2） 贵阳钢厂大气
污染治理工程 

2000 年 3 月～2001 年 6 月 
（1 年 6 个月:16 个月） 

2000 年 3 月～2004 年 8 月 
（4 年 6 个月:48 个月）  

获取关于设计的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花费时间，
工程开工延期，于 2002 年开工。 

3） 贵州水泥厂粉
尘治理 

2000 年 3 月～2001 年 10
月（1 年 8 个月:20 个月） 

2000 年 3 月～2004 年 5 月 
（4 年 3 个月:51 个月） 
增加安装集尘装置花费时间。 

4） 贵州有机化工
厂 

2000 年 3 月～2002 年 6 月 
（2 年 4 个月:28 个月） 

2000 年 3 月～2012 年 10 月 
（12 年 8 个月:152 个月）  
在本子项目实施基础设计、协商协议过程中，由
于器材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中方需要自行增
加补贴金额，而办理减少部分项目内容等相关手
续需要时间。之后，由于中国环境标准发生变化，
本项目醋酸成套设备的排水标准随之变得严格，
因此，需要变更成套设备的一部分，实施设计变
更，办理相关手续花费时间。因此，醋酸成套设
备的主体工程于 2007 年开始，2009 年 6 月完工，
进入试运行准备阶段。2009 年 7 月，虽然试运行
开始，但是由于种种技术问题，试运行中断。终
止协议的最主要原因是：重新开始试运行，需要
进行设备修缮，采购化学药品等，这需要高额费
用。另外，在项目延期期间，醋酸生产相关技术
迅速进步，能够以比本子项目更低价而且更环保
的方式生产醋酸。 

5） 贵阳发电厂 2001 年 3 月～2003 年 12 月 
（2 年 10 个月:34 个月） 

2001 年 3 月～2004 年 12 月 
（3 年 6 个月:46 个月）   
由于相关人员不在，相关情况不明。   

6） 完善监测系统 2001 年 3 月～2002 年 6 月 
（1 年 4 个月:16 个月） 

2001 年 3 月～2003 年 4 月 
试运行开始   2002 年投标开始。 
（2 年 1 个月:25 个月） 
由于测定方法发生改变，选定符合测定方法的器
材供应商花费时间。 

7） 林东洁净煤厂
建设 

2001 年 3 月～2003 年 9 月
（2 年 7 个月:31 个月） 

2001 年 3 月～2005 年 4 月（4 年 1 个月:49 个月）  
F/S 计划阶段，计划使用卡车将煤炭从工厂运至火
车站。但是，实际上，使用卡车每年运输 50 万吨
煤炭十分困难，于是，追加建设 3.7 公里的铁路

                                                                                                                                                     
1 元＝13.939 日元。 
28 项目开始时期为签订贷款协议的当月，完成时间基本上定义为试运行开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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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项目 计划值 实际值与延期原因 

专线，建设工程需要时间。 

 

 

3.4.3 内部收益率的分析结果（参考数值） 

立项阶段，没有计算财务内部收益率（FIRR）和经济内部收益率（EIRR），由于经费、效

益和项目周期等条件不明确，所以在后评估阶段也没有对其进行计算。 

 

关于效率的综合评估，一般采取根据成果的建设状况，比较项目经费和项目时间的计划

值与实际值的方法。在本项目中，需要调整在评估项目整体中如何对上述“成果”运行停止

的情况进行评估。 

1）由于“成果”一半以上为运行停止状态，“成果”的建设状况相对于投入，不能说是

有效率的。另外，一部分子项目的项目时间大幅超出计划时间，效率评估不得不评为低。 

2）各“成果”至运行停止的情况已经在“有效性”一项进行了集中评估。在评估效率时，

基本采取比较项目时间和项目经费的方法，“成果”的建设状况仅作为参考进行评估。 

3）考虑到运行停止的子项目的一部分在完成后运行的 5～6 年间显现了效果，并且在此

期间为改善贵阳市的大气污染状况发挥了大的作用，因此，认为停止运行的“成果”中，一

部分也得到了有效的利用。鉴于此，可评估“成果”的建设状况的评级为中等。 

4）综上所述，虽然不能说“成果”的建设状况良好，但也不能认为是进一步降低了项目

时间和项目经费的评级。效率的评级基于比较项目时间和项目经费的计划值与实际值进行评

估，判定该评估方法是合理的。 

 

基于以上判断，认为虽然项目经费控制在计划范围内，但是因为项目时间大幅超出计划

时间，因此，效率评级为中等。 

 

3.5 可持续性（评级：②） 

如上所述，本项目当初计划的 7 个子项目中，有 4 个已经停止运行。由于可持续性评估

的重点是对显现效果的可持续性进行验证，所以，在评估“有效性”一项中对运行停止的子

项目进行评估。关于可持续性，将集中分析后评估阶段仍在运行的子项目的可持续性，并进

行评估。 

 

3.5.1 运营、维护管理体制 

3.5.1.1 实施单位 

2009 年，子项目的监督单位由项目计划阶段、项目实施时的负责单位——贵阳市环保局

变更为贵阳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外资处。2012 年末，贵阳市环保局作为生态委员会下属单位重

组。 

 

3.5.1.2 运营、维护管理单位 

运营维护管理单位如表 14 所示。计划阶段和后评估阶段，企业全部是由省和市 100%出

资的国有企业。空气质量监测站是政府机构的一个部门。 

表 14 运营、维护管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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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项阶段 后评估阶段 

1） 贵阳煤气输配扩建工程 贵阳燃气输配分公司 贵州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贵阳钢厂大气污染治理工程 第一轧钢分厂 首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贵阳第
一轧钢分厂 

3） 完善监测系统 贵阳市环保局 贵阳市生态委员会环保局 

（资料来源） 各子项目的项目完成报告书、提问表答复、实地考察结果。 

 

3.5.2 运营、维护管理技术 

1 ） 员工人数和技术水平 

目前正在运营的子项目在人才构成和技术水平方面，在运营中都保持着高水平，没有特

别的问题。详细情况如下所示。 

贵阳燃气公司聚集了一些持有资质的人才，可期待他们今后能够进行持续的维护管理。

焊接工 12名，安全检验员 5 名，应急维修员 10 名，技术水平高，持有资格证书、拥有技能，

运营维护管理的技术水平高。 

贵阳钢厂员工取得 ISO 认证，致力于运营维持管理水平的提高。打磨工 10 名、电气工程

师 15 名、石工 15 人。打磨工 10 人均持有资格证书、拥有技能，基础技术达到一定水平。他

们正在接受总公司首钢集团的技术指导。空气质量监测站的 4 名技术人员均持有资格证书、

拥有技能、经验等丰富。监测站正致力于掌握近年新成为监测项目的 PM2.5、光化学氧化剂

和气溶胶等的监测技术。 

 

2 ） 培训制度 

贵阳煤气输配扩建工程项目中，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在上岗前，需要接受培训和学习。

接受现场专家的指导，合格后才能在上岗。贵阳钢厂对电气工程师和打磨工在公司内部进行

培训。空气质量监测站定期开展培训，同时也需要接受设备机器制造商的相关培训29。 

 

3.5.3 运营、维护管理的财务 

虽然各子项目没有提供财务报表，但是根据提问表等获得的信息情况如下。 

贵阳煤气输配扩建工程项目持续呈营利状态，财务状况良好。计划将贵州省的主要气源

部分转化为天然气。为了实现能源来源结构的多元化，贵阳燃气公司计划今后在工业部门中

推广使用焦炭煤气。 

贵阳钢厂因国际钢铁市场需求下降而出现亏损状况。总公司首钢未提供财务补贴。该厂

计划通过有效利用工厂土地确保收益。搬迁后的工厂旧址如果得到正式有效利用，预计工厂

财务状况将有所改善，但是因为钢厂的收益尚不明确，所以，财务状况是否能够转为良好，

目前尚不能确定。 

空气质量监测站是政府机构的一个部门，相关人员称，能够确保合理的预算措施，财务

上没有问题。近年来，贵阳市政府强化了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整体预算呈持续增加趋势。 

关于贵阳钢厂的财务状况，目前尚有不明确的地方，所以，整体上来讲，现在运营维护

管理费用的评级为中等。 

                                                   
29 对各单位的访谈调查结果。 



 

 21 

 

3.5.4 运营、维护管理状况 

1） 贵阳煤气输配扩建工程项目的运营维持管理状况良好。燃气配管的检查、配套设施的检

查、配管及配套设施的保养、燃气配管运输配送的应急处置和应急修理等，均由应急维修

员等进行作业合理管理。同时贯彻落实对设备的外壁采取除锈防腐的措施。 

2） 贵阳钢厂从 2007 年开始根据贵阳市城市规划向郊外搬迁，2009 年，停止集尘装置的运

行。但是，考虑搬迁成本，实行分阶段搬迁。搬入地征地已完成，目前厂房正在建设中，

计划转移集尘装置。煤气发生炉由于生产能力低下，被列入贵阳市设备淘汰清单而被拆毁。

加热炉只移转锻造加工工艺30部分。原有锅炉的脱硫装置因不使用煤炭而被淘汰。发生源

监测装置的一部分传感器出现故障，而且是几年前的设备，因此购置了新设备。同时，确

立了运营维护管理制度，由值班维护人员检查各个设备，控制系统指示等。计算机显示器

实时检查各个控制点（袋滤集尘器、电子集尘器温度、空气鼓风机、收集器、油压等）的

状况。通过调取运行记录，定期进行检查维护。 

3） 空气质量监测站原设备使用寿命为 8 年，2010 年，将监测器材更新为能够监测包含新监

测项目的器材。后评估阶段主要监测站、通信系统质量保证实验室和系统支援实验室仍然

在使用，并且按照操作手册规定记录检查情况。在设备运营管理方面，制定了 24 小时值

班制度。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确保及时发现设备故障，进行应急修理，以及获取相关数据。

员工们根据国家空气质量监测相关规定，定期对各监测点的设备进行维护保养，保证了各

监测点和设备的正常运行。而且每年都通过国家环境监测中心组织的质量控制审查。此外，

每年制定备用零件采购计划，并制定有配置能够测定国家新追加的测定项目的新设备的计

划。 

 

   

贵阳市太慈桥监测站    空气质量监测自动控制屏幕  监测和维护管理记录 

 

综上所述，贵阳煤气输配扩建工程项目和空气质量监测项目效果的可持续性没有问题，

运营维护管理的体制和技术的维持也基本没有问题。由于正在搬迁中的贵阳钢厂今后的财务

状况尚不能确定，因此，综合评估项目的可持续性为中等。 

 

4．结论及建议、经验及教训 

4.1 结论 

本项目实施目的在于削减环境示范城市贵阳市的环境污染物，为改善贵阳市环境做出贡

                                                   
30 炼钢并加工的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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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本项目与中国的发展政策及日本援助政策中的重点领域相吻合，发展需求高，项目整体

的相关性高。但是，由于受政策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子项目相继停止等，因此，在子项

目的选定上存在问题。虽然子项目的实施为削减污染物做出了大的贡献，但是，受停止运行

等影响，环境污染物的削减效果评级为中等。本项目成果的建设状况不能称之为良好，虽然

项目经费控制在计划值以内，但是，项目实施时间大幅超出计划时间，因此，效率评级为中

等。除解体、停止的子项目之外，贵阳燃气项目与空气质量监测项目未出现问题，运营维护

管理体制与技术水平的保持也基本未出现问题。关于贵阳钢铁项目，由于目前钢厂正在搬迁，

其今后的财务状况尚不能确定，因此，综合评估本项目的可持续性为中等。 

综上所述，可认为本项目的评估面临一些课题。 

4.2 建议 

4.2.1 对实施单位的建议 

・无。 

 

4.2.2 对运营维护管理单位的建议 

・无。 

 

4.2.3 对 JICA 的建议 

・无。 

 

4.3 教训 

・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预测环保对策和环境标准的严格化，引进环境技术是非常重要的。由

于环境标准日益严格，本项目出现了设备不能运行、或者对工程和设备安装进程产生不良影

响的情况等。因此，在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日元贷款项目中，由于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和发展速

度制定的环保对策和环境标准日益严格，需要根据政策和标准的变化制定应对计划。 

・在以国有企业为对象的项目中，需要研究该项目是否能够应对经营财务、经营性质和以后

市场行情的变化，应在进行慎重研究之后再决定项目对象。如果财务较大程度依靠国家预算，

那么，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改善实施单位的体制和性质是十分必要的。如果计划利用民间资

本或民营化，那么，需要在事前调查阶段对项目对象经营性质进行评估等，以此作为前提条

件评估项目是否适合。 

・本项目中存在重点污染企业，因此，作为应对措施启动了一些项目。在重点污染企业存在

的情况下，需要事前对向郊外转移的可能性等进行信息收集，如果预测到在今后的城市规划

中需要转移，那么，需要灵活应对，对项目计划进行研究调整。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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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计划值／实际值比较 

项目 计划值 实际值 

①成果    

1） 贵阳煤气输配
扩建工程 

・10 万㎡城市燃气储气罐 1 座和加
压设施建设（外币部分） 
・5 万㎡城市燃气储气罐 1 座（人民
币部分）和加压设施 
・扩建约 172.1km 燃气供应管线（其
中外币部分为 144.5km，人民币部分
为 27.6km） 

・10 万㎡城市燃气储气罐 1 座（外币部分）
和加压设施（内币部分）建设 
・5 万㎡城市燃气储气罐 1 座（人民币部分）
和加压设施（人民币部分） 
・扩建约 172.1km 燃气供应管线（其中外币部
分为 144.5km，人民币部分为 27.6km）  

2） 贵阳钢厂大气
污染治理工程 

・20 吨位电气炉 2 台、为 30 吨位精
炼炉 1 台安装集尘系统 
・建设煤气发生炉（7 台） 
・加热炉（16 台）转换为使用煤气 
・为原有锅炉（10 吨×2 台）安装脱
硫装置 
・安装污染源监测仪器 

・为 30 吨位精炼炉 1 台安装集尘系统（外币） 
・建设煤气发生炉（7 台）（外币） 
・加热炉（16 台）转换为使用煤气（人民币） 
・为原有锅炉（10 吨×2 台）安装脱硫装置（外
币） 
・安装污染源监测仪器（外币）  

3） 贵州水泥厂粉
尘治理工程 

・建设一条φ3.5×54m 湿磨干烧预
分解窑系统 
・ 4 条φ3×88.68m 老湿法回转窑生
产线，拆卸 30 ㎡立式电集尘器 
・安装 1 台 120 ㎡卧式电集尘器 
・ DXC（B） 多管旋风集尘器 
・ 安装 MDC 防爆型集尘器 

・建设一条φ3.5×54m 湿磨干烧预分解窑系
统 
・ 4 条φ3×88.68m 老湿法回转窑生产线，拆
卸 30 ㎡立式电集尘器 
・安装 1 台 120 ㎡卧式电集尘器 
・ DXC（B） 多管旋风集尘器 
・ 安装 MDC 防爆型集尘器 
・增设污水处理系统 
・在原有回转窑上安装集尘器 

4） 贵州有机化工
厂 

・燃气化装置（8 万吨/年）（人民币） 
・CO 提纯装置（2 万吨/年）（人民币） 
・甲醇合成装置（3 万吨/年）（人民
币） 
・建设羰化合成醋酸成套设备
（36,000 吨/年） 
・建设污水处理设施（200m3/ｈ） 
・改造原有锅炉（5 台） 
・安装污染源监测仪器 

・燃气化装置（8 万吨/年）（人民币） 
・CO 提纯装置（2 万吨/年）（人民币） 
・甲醇合成装置（3 万吨/年）（人民币） 
・建设羰化合成醋酸成套设备（36,000 吨/年） 
・建设污水处理设施（200m3/ｈ） 
・改造原有锅炉（5 台）（20t/h） 
・安装污染源监测仪器 
・原有锅炉的粉尘、炉渣/污水治理措施（35t/h
×4、75t/h×1） 
・水泥生产工艺的技术改造（2500t/d） 
・建设水泥生产有机废水处理设施（4800m3/d） 
・汞污染治理项目（原醋酸制造厂的拆解、除
汞及排水渠 3.17km）  

5） 贵阳发电厂空
气污染治理 

・为新建 200MW 发电设备（旧式设备
报废）和原有 200MW 发电设备安装排
烟脱硫装置 

・建设 200MW 发电设备 
・为新建 200MW 发电设备和原有 200MW 发电设
备安装排烟脱硫装置 

6） 完善监测系统 ・普通空气质量自动监测分站（监测
点：13 处） 
・总站 1 处 
・通信系统品质保证实验室 1 间 
・系统支援实验室 1 间 

・普通空气质量自动监测分站（监测点：8 处 
・总站 1 处 
・通信系统品质保证实验室 1 间 
・系统支援实验室 1 间 

7） 林东洁净煤厂
建设 

建设 2 座洁净煤制造厂（处理量 50
万吨/年×2） 

・建设 1 座洁净煤制造厂（处理量 50 万吨/
年×2） 

②时间 

 

2000 年 3 月～2003 年 12 月 
（3 年 10 个月） 

2000年3月～2012年10月 
（12年8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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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计划值 实际值 

③项目经费 

  外币 

  人民币 

 

  合计  

  

 其中日元贷款 

 

  汇率 

 

144.35 亿日元 

154.2亿日元 

（10.28 亿元） 

286.39 亿日元 

 

144.35 亿日元 

 

第一期 

15日元＝1 元 

（2000 年 3 月） 

 

第二期 

13日元＝1 元 

（2001 年 3 月） 

 

 

81.8 亿日元 

196.96 亿日元 

（13.91 亿元） 

277.57 亿日元 

 

81.8 亿日元 

 

第一期 

14.16日元＝1元 

（2000 年 3 月～2004 年 8 月平均汇率） 

 

第二期 

使用 2001年 3月～2005年 4月的平均汇率： 

1元＝14.133 日元。仅有机化工厂使用 2001

年 3 月～2012 年 10 月的平均汇率。1 元＝

13.939 日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