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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8 年度 第三方后评估报告 

日元贷款 “安徽省地方城市水环境治理项目” 

第三方评估人：IC·NET 株式会社 SUZUKI S.HIROMI 

０. 要点 

    本项目旨在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蚌埠市（市区、怀远县、五河县、固镇县）

建设自来水及下水道设施，减少流入淮河的水污染物排放量，实现稳定且安全的供水，从

而为改善该市居民的生活环境做贡献。本项目与立项阶段和后评估阶段中国及安徽省蚌埠

市的发展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发展需求及立项时的日本对华援助政策十分吻合，相关性

高。由于项目成果部分缩小，因此虽然受物价上涨的影响，但项目经费仍得以控制在计划

金额之内。项目时间由于项目地点变更以及投标等各项手续而大幅超出计划，故效率为中

等。本项目实施后期待实现的效果为“减少流入淮河的水污染物排放量，实现稳定且安全

的供水”，污水处理厂及净水厂均基本达到或达到了立项时设定的运用效果指标，项目有

效性高。另外，本项目实施后期待产生的影响为“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通过受益者分

组采访可知，本项目中自来水及下水道设施的建设确实改善了居民的生活环境。另外，“可

以持续利用改良饮用水源的人口比例”以及“能够使用改良卫生设施的人口比例”也得到

大幅改善。同时，淮河水质呈改善趋势。征地手续按照中国国内的流程妥善进行，未发生

居民搬迁的情况。此外，针对施工阶段及后评估阶段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进行恰当监测并采

取了环保措施，未产生负面影响。综上所述，本项目实现了预期效果，对项目有效性、影

响给予高评价。负责本项目运营和维护管理的 10 家公司的项目实施部门的体制、技术、

财务以及维护管理情况基本良好，本项目效果的可持续性高。 

    综上所述，给予本项目高评价。 

 

１. 项目概要 

 

项目位置图 

 

本项目建设的蚌埠第二污水处理厂的反应池  

 

1.1 项目背景
1
 

中国污水处理方面，2005 年城市污水处理率仅为 48%，河流水污染问题日益严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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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为改善水污染问题，提出通过推进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到 2010 年全国主要城市

污水处理率达到 70%的目标。自来水设施方面，2004 年城市自来水普及率为 89%，达到了

一定水平，但仍有许多城市面临区域性缺水以及从劣质水源取水并进行供水的问题。针对

上述情况，中国政府指定了重点保护对象流域，提出通过在作为饮用水源同样重要的相关

对象流域开展水污染防治来达到改善水质的目标。针对位于本项目对象地区——安徽省蚌

埠市的淮河流域，中国政府于 2004 年出台《关于加强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

提出通过推进自来水及下水道设施建设，到 2010 年底使淮河干流及城市饮用水源地水质

达到一般鱼类保护区及游泳区水平的目标。尽管蚌埠市曾进行过污水处理厂建设，但经济

快速发展导致污水量迅速增加，无法满足处理需求，且预计今后污水量仍将持续增加，淮

河水污染可能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蚌埠市自来水普及率较低，大量使用劣质地下水，

考虑到经济发展将导致供水需求进一步增加，要改善该市居民的生活环境，必须建设以水

质优良的河流为水源的自来水设施。基于上述情况，蚌埠市人民政府申请了日元贷款
2
。 

 

1.2 项目概要 

本项目旨在通过在安徽省蚌埠市（市区、怀远县、五河县、固镇县）建设自来水及下

水道设施，减少流入淮河的水污染物排放量，实现稳定且安全的供水，进而为改善该市居

民的生活环境做贡献。 

 

资料来源：实施单位提供的资料 

图１ 蚌埠市（市区、怀远县、五河县、固镇县）项目位置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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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银行也对淮河水质的改善提供了援助。特别是“安徽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项目（Huai River 

Pollution Control Project）” （2001 年-2009 年）及“安徽省蚌埠市城市综合环境整治项目（Bengbu 

Integrated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Project）” （2007 年-2015 年）中，同样进行了下水道基础设

施（污水处理厂、污水管网、雨水管网、泵站等）建设，与本项目为互补关系。 

固镇县（工业园区） 
（自来水及下水道设施） 

 

 

 
澥河（淮河支流）                               五河县 

（自来水及下水道设施）  

 

 

市区（下水道）        

淮河（干流） 

          1               2 
怀远县 
（自来水及下水道设施） 

 
淮河（干流） 

 

 水质监测站点 
1. 蚌埠闸上 
2. 沫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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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元贷款承诺额／支付额 84 亿日元/77.25 亿日元 

签署政府换文日期／签订贷款

协议日期 

2007 年 3 月/2007 年 3 月 

贷款协议条件 

 

 

 

 

 

利率 下水道项目、培训：0.75％ 

自来水项目：1.5% 

偿还期限 

 

（其中宽限期 

下水道项目、培训：40 年 

自来水项目：30 年 

  10 年） 

采购条件 不限定采购国 

贷款人／实施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蚌埠市人民政府 

项目完成时间 2016 年 5 月 

项目对象地区 安徽省蚌埠市 

主合同 

 

Beijing Zhonghui Unite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 Ltd.（中华人民共和国） 

咨询合同 - 

相关调查 

（可行性调查：F/S）等 

F/S：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院 2007 年编制 

相关项目 世界银行：“安徽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项目（Huai 

River Pollution Control Project）”（2001 年-2009

年）、“蚌埠市城市综合环境整治项目（ Bengbu 

Integrated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Project）”

（2007 年-2015 年） 

 

2.评估概要 

2.1 第三方评估人 

SUZUKI S.HIROMI（IC・NET 株式会社） 

 

2.2 调查时间 

 本次后评估调查日程安排如下： 

调查时间：2019 年 2 月-2020 年 1 月 

 实地考察：2019 年 4 月 8 日-4 月 20 日、2019 年 8 月 12 日-8 月 17 日 

 

3.评估结果（评级：A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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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非常高；B：高；C：存在部分问题；D：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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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相关性（评级：③
4
） 

3.1.1 与发展政策的吻合性 

立项阶段，由于第十个五年规划中的城市环境建设目标尚未实现，因此国家发展规划

《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 年-2010 年）提出继续加强环境改善的目标。下水道设施建

设的目标是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 70%，除建设基础设施外，还推动引进了市场原理，例如

实施排污收费制度；进行污水处理费用改革；在环境产业引入民间资本等。针对自来水方

面提出的目标是，通过新增城市自来水设备和更新老旧设备来增强供水能力，保障安全的

饮用水源，减少漏水率以节约水资源等。各地通过自来水费改革、强化水费征收来保证设

备投资资金，促进节约水资源，增强环境污染防治措施。淮河是本项目的取水源，同时也

是污水排放地，2004 年中国政府针对淮河制定了《关于加强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的

通知》，并提出了宏大的目标，即进一步促进污水处理设施及管渠建设，到 2010 年底使淮

河干流及城市饮用水源地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5
》III 类水平。

为响应以上规划及通知，蚌埠市人民政府制定了《蚌埠市环境保护第十一个五年规划》

（2006 年-2010 年），提出重点解决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及提升饮用水源水质的问题。 

后评估阶段的国家发展规划《第十三个五年规划》（2016 年-2020 年）中提出了维持

经济中高速增长等 7 个主要目标， 其中“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及“普遍提升人民生

活水平与质量”与本项目有关。针对前者具体提出了减少水资源消耗，针对后者提出了健

全公共服务等目标。下水道方面，提出到 2020 年底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 95%，使 70%的地

表水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III 类以上的目标。另外，还提出通过排污收费制

度、污水处理费用改革、投资污水处理技术开发来提高水资源再利用率等目标。自来水方

面，提出保证水资源有效、高效利用的目标，特别提出要增强以节约用水为重点的综合水

资源管理。在城市地区重点改善老化管网，推进节水技术的开发和引进，同时加强高需求

单位的用水情况监测、自来水费改革、计量仪设置以及水费征收。为响应国家规划，蚌埠

市人民政府制定了《蚌埠市环境保护第十三个五年规划》（2016 年-2020 年），提出城市发

展的同时保护自然环境的目标。在自来水及下水道设施以及水环境方面，提出了以下目标：

①保护水资源、贯彻节约用水；②防止水污染，严格遵守排水标准并加强管理；③加强自

来水及下水道设施以及管网建设，并保障其稳定运行。到 2020年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 95%，

处理后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6
》一级 A 标准

7
。 

                                            
4
 ③：高；②：中等程度；①：低 

5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将河流水质依次划分为五类（I-V）。Ⅰ类主要适用于源头水、

国家自然保护区；Ⅱ类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鱼

虾类产卵场、仔稚幼鱼的索饵场等；Ⅲ类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鱼虾类

越冬场、洄游通道、水产养殖区等渔业水域及游泳区；Ⅳ类主要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区及人体非直接接

触的娱乐用水区；V 类主要适用于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6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根据排向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地表水域的环境功能

及保护目标、污水处理厂的处理技术，制定了 12 个基本控制项目及 22 个选择控制项目的最高允许排放

浓度（日均值）。污染物标准值分为一级标准、二级标准、三级标准，一级标准又细分为 A 标准和 B 标

准。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排入国家和省确定的重点流域及湖泊、水库等封闭、半封闭水域时执行一级标

准的 A 标准。排向《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 类功能水域时适用一级 B 标准。（资料

来源：《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5 

综上所述，项目立项及后评估阶段，国家发展政策的重点均为强化自来水及下水道

设施建设及保护水资源，具体为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及节约水资源。蚌埠市人民政府

基于国家发展政策，在立项及后评估阶段均制定了环境保护政策，同样旨在通过建设自

来水及下水道基础设施，改善生活环境，同时保证安全的水源。本项目即基于以上目标，

吻合性高。 

 

3.1.2 与发展需求的吻合性 

项目立项阶段，蚌埠市人口显著增加，工业化及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促使自来水日

益增加，同时，淮河作为水源及污水排放地，水污染日益严峻。后评估阶段蚌埠市人

口进一步增长，工业化及城市化进一步发展，需要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各门类的

发展需求如下所示。 

A) 下水道：项目立项阶段蚌埠市人口约为 220 万，该市所在的淮河流域虽然近年来

建设了污水处理厂，但下水道普及率低，仅为 30%左右，正在运行的 3 座污水处理

厂总处理能力为 24 万 m
3
/日，而污水产量为 35 万 m

3
/日，已超出污水处理能力上

限，无法满足随着经济迅速发展而日益增长的污水处理需求。预计今后污水量将

持续增加，淮河水污染可能进一步恶化，改善该地区水环境迫在眉睫。后评估阶

段，本项目对象区域人口约为 260 万人，共有 8 座污水处理厂（参见表 1）运行，

2018 年下水道普及率达到 98%。出水排向淮河干流或支流，但由于中国污水排放

标准日益严格等原因，通过引进环保局水质实时监测系统等，出水全部达到《城

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 A 标准。由此，立项时处在《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IV 类以下的淮河水质在后评估阶段已经达到 III 类标准。但后评估阶段

城市化、工业化仍在不断发展，预计今后污水产量将会持续增加。 

 

表 1 后评估阶段蚌埠市的污水处理厂、净水厂、处理能力 

地区 污水处理厂名称 
处理能力 

（m
3
/日） 

净水厂名称 
处理能力 

（m
3
/日） 

市区 

1. 蚌埠第一污水处理厂 

2. 蚌埠第二污水处理厂 

3. 蚌埠第三污水处理厂* 

4. 蚌埠第四污水处理厂 

20.0 万 

20.0 万 

2.5 万 

2.5 万 

1.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 50 万 

怀远县 
5.怀远县国祯污水处理厂* 3.0 万 2．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第 1 净水厂 

3．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第 2 净水厂 

3.7 万 

2 万 

五河县 
6.五河县华骐水务有限公司  5.0 万 4. 五河县晶源水务有限公司（城北） 

5. 五河县晶源水务有限公司（城南） 

5 万 

4 万 

固镇县 
7.固镇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 

8.固镇县污水处理厂 

2.0 万 

2.0 万 

6. 固镇县经济开发区净水厂 

7. 固镇县中环水务有限公司 

2 万 

2.5 万 

合计 

（本项目占比） 

57.0 万 

（39%） 

合计 

（本项目占比） 

69.2 万 

（8%） 

                                                                                                                                
7
 据实施单位介绍，后评估阶段没有关于淮河水污染防治的具体政策，蚌埠市政府制定了《淮河流域水

污染防治计划》（2011 年-2015 年），代替了立项阶段下发的通知。蚌埠市实施了该计划中包括自来水及

下水道基础设施建设等在内的 33 个项目，由此，2015 年淮河干流的部分水质达到了《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GB3838-2002）》II 类，支流水质达到了 III 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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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实施单位提供的资料。 

注：带有下划线的粗体字是本项目建设的污水处理厂及净水厂。 

＊：标注＊的表示接入本项目建设的污水管网或由本项目建设的污水管网处理的污水处理厂。 

 

B) 自来水设施：立项阶段，蚌埠市共有 3 座净水厂运行，自来水普及率低，仅为 50%，

且大量使用劣质的地下水。预计随着经济发展供水需求将持续增加，要改善该市居民

的生活环境，必须建设以水质优良的河流为水源的自来水设施。后评估阶段，运行中

的净水厂增加至 7 座（参见表 1），自来水普及率提升至 99%。蚌埠市已禁止使用地下

水，《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III 类的淮河成为主要水源，虽保障了安全的水源，并实

现了稳定供水，但如前文所述，预计今后蚌埠市经济将继续增长，供水需求将随之增

加。 

综上所述，鉴于经济持续增长，本项目建设的自来水及下水道基础设施今后仍将

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本项目与发展需求仍然高度吻合。 

 

3.1.3与日本对华援助政策的吻合性 

项目立项阶段日本的对华援助政策有《对华经济合作计划》（2001 年）、日本国际

协力机构（JICA）（原国际协力银行（JBIC））的《海外经济合作业务实施方针》（2005

年-2007 年）以及《2006 年度国别业务实施方针》。《对华经济合作计划》（2001 年）中

提出，对华政府开发援助十分重视保护污染及破坏已十分严重的环境及生态系统，重视

内陆地区民生及社会发展等，提出 6 大重点领域。其中，“开展合作，以应对环境问题

等全球规模问题”中明确表示将对水资源管理相关工作提供援助，与本项目吻合性高。

《海外经济合作业务实施方针》（2005 年-2007 年）则有效应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

为改善生活提供援助，同时对全球性问题也积极做出贡献，与本项目吻合性高。《2006

年度国别业务实施方针》重视“环境保护”，在自来水及下水道设施方面的目标是进行

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等，总体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与本项目吻合性高。 

 

3.1.4项目计划及方法等的合理性 

后评估阶段，发现本项目的项目计划及项目管理存在以下两点不合理之处。 

① 项目范围变更及项目管理不到位：本项目的项目范围于 2010年及 2013年发生变更，

与立项时相比，怀远县 1 座污水处理厂及固镇县 1 座净水厂改为通过其他项目建设

（详见“3.2.1 成果”）。变更原因均为由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以及企业等庞大需

求方的增加超过立项时的预期，蚌埠市人民政府为提高资源效率，而决定变更项目

范围。一般，项目范围变更时需要重新探讨项目相关性，重新设定项目有效性相关

运用效果指标的目标值，由实施单位与 JICA 协商并获得 JICA 的批准。但本项目立

项时的注意事项中列举了中期管理的必要性，可见贯彻项目管理十分重要，但由于

JICA 的项目管理有待改善，加之实施单位不熟悉 JICA 项目等诸多原因，最终没有

执行以上流程。但关于上述项目范围变更，后评估阶段确认到以下两点：立项阶段

的发展需求已通过其他项目加以满足；从项目成果来看，项目范围变更未对达成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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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目标及影响的途径
8
相关逻辑造成影响，因此判断上述项目范围变更妥当。 

② 有效性指标的计算方法存在问题：本项目的有效性原计划根据事前评估表中记录的

运用效果指标
9
的目标完成度对各子项目分别进行评估，但立项资料中缺少关于上述

指标的设定标准及计算方法的依据。立项资料中对建设污水处理厂及净水厂的子项

目设定了各设施的运用效果指标及其目标值，故本次后评估采用了该指标。另外，

怀远县污水处理厂不包括在项目范围内，仅建设了污水管网，对于怀远县则从原计

划建设的污水处理厂指标中选取了可利用的指标。对于仅进行自来水管网及污水管

网建设的五河县，由于该县人民政府提出了基于 F/S 的目标值，因此通过该目标值

进行了评估（详见“3.3.1.1 有效性”）。 

根据以上内容可知，上述①和②均符合项目计划中项目目标的实现以及项目效果显

现的逻辑，因此认为不属于降低项目相关性的内容，但必须承认项目管理不充分的事实。

特别是本项目立项时便已明确指出中期管理的必要性，以上两个问题通过中期管理或监

测均能避免，实现妥善的项目管理，因此在本次后评估中将其作为教训。 

综上所述，本项目立项阶段及后评估阶段均符合中国国家发展规划、淮河流域水污

染防治相关政策以及安徽省蚌埠市环境保护规划中加强自来水及下水道基础设施建设、

保护水资源等目标，吻合性高。此外，本项目符合立项及后评估阶段蚌埠市的发展需求

以及立项阶段日本的对华援助政策，相关性高。虽然项目范围发生变更，项目管理中出

现问题，但均不属于降低项目计划及方法等的合理性的内容。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实施充分符合中国的发展政策、蚌埠市环境保护规划以及发展

需求、日本的援助政策，相关性高。 

 

3.2 效率（评级：②） 

3.2.1 成果
10
 

本项目在蚌埠市（市区、怀远县、五河县、固镇县）开展自来水及下水道基础设

施建设的土木工程、机器采购以及培训，共由 8 个子项目构成。 

关于建设自来水及下水道基础设施的土木工程以及机器采购，市区（下水道）、怀

远县（自来水设施
11
）、五河县（自来水及下水道设施）以及固镇县（工业园区自来水

及下水道设施）5 个子项目均按计划或基本按计划（与原计划的差距为±10％以下）实

                                            
8 排除在本项目范围外的子项目与范围变更后的成果构成互补关系。因此，本项目要达到立项时预期的

效果，排除在项目外的部分同样需要建设好。本次后评估通过对实施单位的调查、实地考察、检查运营

和维护管理记录、对受益者的访谈调查得知，排除在范围外的部分在建设过程中始终保持与本项目的互

补关系，后评估阶段达到了立项阶段预期的效果。 
9
 事前评估表中设定的指标如下。污水处理方面为污水处理覆盖人口、污水处理量、污水处理率、生化

需氧量（BOD）浓度（出口）、化学需氧量（COD）浓度（出口）五个指标。自来水方面为自来水普及率、

供水覆盖人口、供水量三个指标。全部为项目整体或项目对象区域整体的值。各子项目的具体指标及依

据不明。 
10
 立项阶段及实际值的详细信息参见“主要计划值与实际值的比较”。 

11
 怀远县自来水设施建设子项目由于净水厂地点变更，全部采用国内资金进行建设。但由于是在本项目

的 F/S 及环境影响调查范围内实施的，因此实施单位与 JICA 协商后，仍然将其保留在本项目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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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但怀远县下水道子项目中的 1 座污水处理厂以及固镇县（县城）自来水子项目全

部中止。变更内容及原因如下。 

 怀远县下水道建设子项目：该子项目中污水管网建设基本按计划进行，但由于蚌

埠市人民政府的城市规划发生变更，立项时属于本项目对象范围内的污水处理厂

建设中止，污水改为输送至怀远县国祯污水处理厂及位于临近的蚌埠市区淮上区

的蚌埠第三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蚌埠市人民政府为节约市政府资金，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且认为上述两座污水处理厂完全具备处理对象区域污水量的能力，因

此决定变更项目内容。本项目的污水处理厂建设虽然中止，但项目对象区域内的

污水仍然通过本项目建设的管网进行收集和处理，仍然满足了居民及企业的需求。 

 固镇县（县城）自来水设施建设子项目：该子项目原计划建设的自来水基础设施

（净水厂、自来水管网）全部中止。原因包括以下 3 点：①计划建设的净水厂，

其水源的水质未达到国家标准；②固镇县城镇区划发生变更，城镇地区新增 15km
2

的土地及居民，导致城市人口增加；③原计划建设的净水厂征地进展不顺利，导

致项目超期。在此背景下，固镇县人民政府 2013 年判断本项目无法满足迅速增长

的需求，于是对项目范围、项目地点、水源等全部进行变更，决定使用自有资金

建设新的净水厂。结果，作为其他项目实施了新的 F/S 及环评，在新地点征用土

地 79.5km
2
，建设了总处理能力达到 6.9 万 m

3
/日

12
的新净水厂。该项目满足了本项

目对象地区的需求。 

培训方面，立项时计划开展 2 次赴日培训，分别针对实施单位的管理层（10 人）

和技术人员（10 人）开展，但实际针对管理层（共 14 人）开展了 2 次培训
13
。 

 

3.2.2 投入 

3.2.2.1 项目经费 

立项时计划的项目总经费为 170.36 亿日元（其中国外资金 92.71 亿日元，国内

资金 77.65 亿日元）。日元贷款的对象是国外资金中的 84 亿日元，剩余的 86.36 亿

日元计划由蚌埠市人民政府的财政资金及中国国内银行贷款提供。实际项目总经费

为 132.92 亿日元（其中日元贷款 77.19 亿日元，国内资金 55.73 亿日元），计划比

为 78%，控制在计划经费范围内
14
。 

评估过程中获取的项目经费信息并非以子项目为单位，而是以对象地区（市区、

怀远县、五河县、固镇县）为单位。按照计划的成果实施项目的市区以及五河县，

                                            
12
 2015 年净水厂 I 期开始运行，处理量 2.5 万 m

3
/日，处理能力 2.5 万 m

3
/日的 II 期工程预计将于 2019

年底结束。剩余的 0.9 万 m
3
/日作为长期计划进行实施。 

13
 接收单位为财团法人太平洋人才交流中心（现公益财团法人太平洋人才交流中心）。第一次：2009 年

12 月 12 日-25 日（共 14 天）。参加人员数量为市区 4 名、怀远县 1 名、五河县 2 名、固镇县 1 名，研

修内容包括①污水处理及供水管理结构；②地区环境政策及城市规划；③建设计划、运营维护管理、自

来水费的设定及宣传在内的自来水管理政策；⑤自来水及下水道设施的水质检查；⑥自来水及下水道设

施参观；⑦大阪企业的环保工作。第二次于 2010 年 11 月 7 日-18 日（共 12 天）实施，参加人员数量

为市区 3 名、怀远县 1 名、五河县 1 名、固镇县 1 名，研修内容为①日本的城市规划和自来水及下水道

设施建设；②城市规划与环境政策；③参观东京及大阪的自来水及下水道设施等。 
14
 实际项目总经费中各地区项目经费占比为市区 68％、怀远县 13％、五河县 7％、固镇县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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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投标时以钢材为主的设备资材价格高涨及人工费增加，经费计划比分别为

181％和 119％，均超过计划金额，但怀远县和固镇县的项目经费分别由于污水处理

厂建设及自来水设施子项目全部被排除在项目范围外而均得以控制在计划金额内，

计划比分别为 44％和 71％。 

4 个项目对象地区中，2 个地区的实际项目经费超过计划金额，但其他 2 个地区

低于计划金额，因此项目总经费得以控制在计划金额内。但与项目成果的增减不相

匹配。 

 

3.2.2.2 项目时间 

项目计划周期为 2007 年 3 月-2010 年 12 月，共 3 年 10 个月（46 个月）。实际

周期为 2007 年 3 月-2016 年 5 月，共 9 年 3 个月（111 个月），计划比为 241％，出

现大幅延迟。全部子项目共同的超期理由为①国际投标方式变更为国内投标方式导

致手续增加；②实施单位不熟悉日元贷款项目且与融资顾问联络及沟通不畅；③项

目立项后需求增加，如人口增长等，市政府调整项目内容，以上变更手续需要花费

时间。下水道设施建设主要由于市区子项目而超期。2008 年施行的《安徽省人民政

府关于切实加强污染减排工作的通知（第 84 号）》中规定，新增污水处理厂第一年

度运转率需达到 60%，市区污水处理厂建设为了满足这一要求，原本立项时计划分 2

期建设，但同时进行的污水管网建设无法达到要求，很难实现该目标，于是改为分

3 期（第 1 期 10 万吨/日、第 2 期 5 万吨/日、第 3 期 5 万吨/日）进行，导致项目

超期。最终，污水处理厂于 2015 年投入运行。另外，市区的污水及雨水管网建设虽

2008 年 3 月即开始，但本应同时进行的蚌埠市人民政府主导的道路建设项目滞后，

导致工程于 2015 年 5 月方才竣工。自来水设施建设方面，特别是怀远县净水厂建设

地点变更导致项目超期，原计划于 2008 年结束，最终延期至 2012 年。 

综上所述，本项目由于项目范围变更引起的调整、同时实施的道路建设滞后、

建设地点变更、投标手续耗时较长等原因，项目实际用时远超计划，项目时间的延

长与项目成果的减少并不匹配。 

 

3.2.3 内部收益率（参考数值） 

财务内部收益率（FIRR）  

本项目立项时计算了全部子项目的财务内部收益率（以下称“FIRR”），后评估阶

段除了排除在项目对象范围外的 2 个子项目及 3 个相较项目收益更重视公益性或为了

招商引资而没有费用收入、运行和维护管理费用全部依靠补贴的子项目外，对市区下

水道项目、怀远县自来水项目、五河县下水道项目，根据能够收集到的信息，重新计

算了 FIRR
15
（参见表 2）。 

 

                                            
15
 立项阶段计算 FIRR 的前提是，成本为项目经费及运营和维护管理费，收益为水费收入，项目寿命为

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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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立项及后评估阶段的 FIRR 

子项目 
立项阶段 后评估阶段 

下水道项目 自来水项目 下水道项目 自来水项目 

市区 4.77%  2.94%  

怀远县 
4.04% 6.08% 本项目对象范

围外 
-1.8% 

五河县 4.37% 6.15% 无法计算 未重新计算 

固镇县(县城) 
 6.10%  本项目对象范

围外 

固镇县(工业园区) 4.10% 6.46% 未重新计算 未重新计算 

资料来源：立项阶段根据 JICA 提供的资料，后评估阶段根据实施单位提供的资料，由评估人进行重

新计算。 

 

市区下水道项目由于项目经费增加以及对象地区企业搬迁等原因水费收入未按预

期水平增加，这导致 FIRR 由立项阶段的 4.77%下降至后评估阶段的 2.94％。怀远县的

自来水项目虽然后评估阶段水费收入抵消了运营和维护管理费，但由于此前的项目经

费及今后计划投入的设备更新费用（详见 3.4.3 运营和维护管理财务）包括在内，因

此立项时 FIRR 为 6.08％，而后评估时 FIRR 下降至-1.8％。五河县下水道项目的项目

经费增加，且后评估阶段的水费收入无法覆盖项目寿命 30 年的项目经费及运营和维护

管理费用，因此立项时 FIRR 为 4.37％，而后评估阶段 FIRR 已无法计算。综上所述，

后评估阶段能够计算的子项目 FIRR 均低于立项阶段的数值，通常会认为该投资风险较

高。但根据对实施单位的访谈调查，今后预计招商引资等将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

展，且数年后极有可能修改自来水费及污水处理费用，可以认为今后的 FIRR 数值相较

后评估阶段会出现改善。另外，如“3.4.3 运营和维护管理财务”中所述，自来水及

下水道项目的基本经营方针是重视公益性，亏损部分会通过政府补贴进行填补，有时

相对不重视收益，因此以上结果仅供参考。 

 

本项目中，为了应对蚌埠市超出立项时的预估的人口增长等，提高项目效率，市政府

几次变更自来水及下水道设施建设计划。由此，一座污水处理厂及自来水设施建设子项目

被排除在项目范围之外，导致项目成果减少，项目总经费因此得以控制在计划金额内。但

项目范围变更引起的各项手续、地点变更以及其他外部因素导致项目用时远超计划，项目

实际用时与成果减少不相匹配。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项目经费虽然得以控制在计划金额内，但项目用时超过计划，因

此效率评估为中等。 

 

本项目建设的五河县污水管道 

  

本项目建设的固镇县污水处理厂水质检测室及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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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有效性及影响
16
（评级：③） 

本项目的成果为“减少流入淮河的水污染物排放量，实现稳定且安全的供水”。影响

为“为改善蚌埠市居民的生活环境做贡献”。 

3.3.1 有效性 

3.3.1.1 定量效果（运用、效果指标） 

关于本项目的成果“减少流入淮河的水污染物排放量，实现稳定且安全的供水”，

由于事前评估表中记载的指标及其目标值的计算依据不明确，因此本次后评估使用

的基本为立项阶段计算依据明确的运用效果指标及其目标值（详见“3.1.4 项目计

划及方法等的合理性”）。 

 

A) 减少流入淮河的水污染物排放量 

本项目中通过完善下水道设施建设的污水处理厂是蚌埠市第二污水处理厂及固

镇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针对以上污水处理厂采用表 3 中的以下指标进行了评估：

①污水处理覆盖人口、②污水处理量、③设施利用率、④污水处理率、⑤BOD（生化

需氧量，以下简称“BOD”）浓度（入口、出口）、⑥COD（化学需氧量，以下简称“COD”）

浓度（入口、出口）、⑦T-N（含氮总量，以下简称“T-N”）浓度（入口、出口）、⑧

T-P（含磷总量，以下简称“T-P”）浓度（入口、出口）、⑨SS（悬浮物，以下简称

“SS”）浓度（入口、出口）⑩污泥处理率、⑪水费回收率、⑫下水道普及率、⑬

下水道用户接管普及率。关于通过本项目建设了泵站及污水管网的怀远县及本项目

中仅实施了污水管网建设的五河县子项目，在与 JICA 及实施单位协商后，决定采用

以上指标中的①污水处理覆盖人口、②污水处理量、④污水处理率、⑬下水道用户

接管普及率指标，以及除此之外获取的⑭对本项目所建管网收集的污水进行处理的

污水处理厂的国家标准，作为“减少水污染物排放量”的判断依据，进行了评估
17
。 

 

 

 

 

 

 

 

                                            
16
 判断有效性时，也一并考虑影响，在此基础上进行等级评定。 

17
 近年来中国政府致力于推动城市新增下水道设施实行雨污分流，本项目建设的也是雨污分流式管网。

尤其市区，除建设污水处理厂之外，还重点进行雨水管网建设，因此本次后评估重点讨论的就是能够佐

证雨水管网建设有效性的指标。最终获得了关于洪水及浸水调节能力的信息。市区建设的雨水管网汇水

面积大约为 31.2km
2
，项目实施前的基础设施只能应对 2 年 1 次的小规模洪水及浸水。本项目实施后能

够应对 10 年 1 次的大规模洪水及浸水。由此可见，采用分流方法能够防止市区发生洪水或浸水灾害。

除此之外，能够降低污水处理厂运转负荷过重的风险，结果体现为未经处理的水不会直接排向淮河，减

轻了淮河流域的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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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下水道建设项目的有效性 

由表 3 数据可知，仅市区的指标②“污水处理量”没有完成目标（目标达成度

为 75%），其他指标方面，所有的子项目均已完成目标。市区污水处理量减少的原因

2016年

项目结束年

2017年

项目结束第1年

【市区/蚌埠市第二污水处理厂】

43.62 51 55 58 133% 达成目标

20 15.7 15.7 14.9 75% 未达成目标

100 100 100 100 100% 达成目标

70以上 95 98 98 ー 达成目标
⑤　BOD浓度 入口 210 92 80 85 ー 达成目标

（mg/L）
注1 出口 ≤10 8 6.5 2.7 ー 达成目标

⑥　COD浓度 入口 420 235 188 171 ー 达成目标

（mg/L）
注1 出口 ≤50 23.7 19.9 16.2 ー 达成目标

⑦　T-N浓度 入口 45 31.1 29.9 28.1 ー 达成目标

（mg/L）
注1 出口 ≤15 13.1 11.6 12.4 ー 达成目标

⑧　T-P浓度 入口 4 2.4 2.4 2.3 ー 达成目标

（mg/L）
注1 出口 ≤0.5 0.39 0.4 0.39 ー 达成目标

⑨　SS浓度 入口 180 108 107 107 ー 达成目标

（mg/L）注1 出口 ≤10 8 8 8 ー 达成目标

100 100 100 100 100% 达成目标
90 95 95 90 100% 达成目标

100 100 100 100 100% 达成目标
100 100 100 100 100% 达成目标

【固镇县/固镇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

2.2 3 3.5 3.5 159% 达成目标

2 2 3 3 150% 达成目标

100 100 100 100 100% 达成目标

70以上 95 98 98 ー 达成目标
⑤　BOD浓度 入口 180 122.8 114.8 101.1 ー 达成目标

（mg/L）
注1 出口 ≤10 9 8 9 ー 达成目标

⑥　COD浓度 入口 380 235 188 171 ー 达成目标

（mg/L）注1 出口 ≤50 21.6 33 30.9 ー 达成目标

⑦　T-N浓度 入口 40 31.3 32.7 36.2 ー 达成目标

（mg/L）注1 出口 ≤15 13.3 12.9 15.0 ー 达成目标

⑧　T-P浓度 入口 4 2.9 3.3 3.7 ー 达成目标

（mg/L）注1 出口 ≤0.5 0.39 0.45 0.36 ー 达成目标

⑨　SS浓度 入口 250 207 191 191 ー 达成目标

（mg/L）
注1 出口 ≤10 7 8 7 ー 达成目标

100 100 100 100 100% 达成目标

90 注2 注2 注2 ー ―

90 100 100 100 111% 达成目标

90 95 98 98 109% 达成目标

【怀远县：下水道建设】

12 14 14 18 150% 达成目标

4 4 4 5 125% 达成目标

70以上 100 100 100 ー 达成目标
90 95 98 98 109% 达成目标

1级A 1级A 1级A 1级A ー 达成目标

【五河县：下水道建设】

12 13 13 13 108% 达成目标

5 5 5 5 100% 达成目标
70以上 95 98 98 ー 达成目标

90 95 98 98 109% 达成目标

1级A 1级A 1级A 1级A ー 达成目标

②  污水处理量（万m3/日）
④　污水处理率

⑬　下水道用户接管普及率
⑭　对本项目所建管网收集的污水进行处理的污水处理

厂的国家标准*

资料来源：目标值根据JICA提供的资料，实际值根据实施单位提供的资料。

斜体粗字表示目标未达成。
注1：关于指标⑤-⑨的目标值，入口值为设计值，出口值为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A标准需要的值。

注2：固镇县工业园区为吸引企业，免除自来水费及污水处理费用，因此没有费用回收。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⑪　水费回收率（年、%）

⑬　下水道用户接管普及率

⑩　污泥处理率（％）
⑪　水费回收率（年、%）

⑫　下水道普及率（%）
⑬　下水道用户接管普及率（%）

指标名称
目标值

项目结束

2年后

③　设施利用率（%）

④　污水处理率（%）

⑩　污泥处理率（％）

实际值

2018年

项目结束第2年

目标达成度

⑭　对本项目所建管网收集的污水进行处理的污水处理
厂的国家标准*

①  污水处理覆盖人口(万人)

①  污水处理覆盖人口(万人)
②  污水处理量（万m3/日）

④　污水处理率

⑫　下水道普及率（%）

⑬　下水道用户接管普及率（%）

①　污水处理覆盖人口(万人)

②　污水处理量（万m3/日）

③　设施利用率（%）

④　污水处理率（%）

①　污水处理覆盖人口(万人)

②　污水处理量（万m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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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市政府变更城市开发政策，产生污水的多数企业由市区搬迁至位于城乡结合

部的工业园区，污水产量少于立项阶段。但是，根据对实施单位的访谈调查结果得知，

市区今后将建设公寓等住宅，预计 2020 年以后能够完成立项时的目标。另外，表 3

的指标中应当关注的是与本项目的成果，即“减少流入淮河的水污染物排放量”直接

相关的、市区及固镇县两座污水处理厂的指标⑤-⑨，以及怀远县、五河县的指标⑭。

项目结束时所有指标均已实现，且今后仍然呈向好趋势。本项目建设的 2 座污水处理

厂及接入本项目建设的污水管网的 3 座污水处理厂（本项目范围外）均达到了中国国

家《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一级 A 标准，与污水不经处理直接流入淮河

时相比，项目结束时流入淮河的水污染物排放量大幅减少，项目显现出了明显的效果。 

 

B) 实现稳定且安全的供水 

本项目建设的净水厂包括怀远县“蚌埠中环

水务有限公司第一净水厂”及建设于固镇县工业

园区的“固镇县经济开发区净水厂”。五河县仅

进行了自来水管网建设。关于建设净水厂的子项

目，收集主要指标①供水覆盖人口、②供水量、

③设施利用率、④自来水普及率的数据，并将⑤

水质（色度）、⑥水质（浊度）、⑦断水时间作为

辅助指标进行了评估。针对五河县，则确认了①

供水覆盖人口、②供水量、③自来水普及率三项

指标。 

所有子项目的供水覆盖人口及供水量均完成了目标，因此，自来水普及率均达到

95%以上，远超目标值。建设净水厂的怀远县、固镇县（工业园区）的子项目，设施

利用率均达到 95%以上，超过目标值，水质色度和浊度达到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

卫生标准》，年断水时间分别为 8 小时/年及 5 小时/年，超额完成目标。从本项目成

果“实现稳定且安全的供水”来看，本项目显现出了明显效果。 

 

 

 

 

 

 

 

 

 

 

 

 
本项目建设的怀远县蚌埠中环
水务有限公司第一净水厂的沉

淀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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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自来水设施建设项目的有效性 

2016年

项目结束年

2017年

项目结束第1年

　

20 20 22 24 120% 达成目标

最大 3 3.2 3.3 3.6 120% 达成目标

平均 2.8 3.2 3.4 3.7 132% 达成目标

95 95 95 97 102% 达成目标

85 95 96 98 115% 达成目标

15以下 14 13 12 ー 达成目标

3以下 1.5 1 1.3 ー 达成目标

100以下 10 8 8 ー 达成目标

3 3 3.5 3.5 117% 达成目标

最大 2 2 2 2 100% 达成目标

平均 2 2 2 2 100% 达成目标

90 90 90 95 106% 达成目标

95 100 100 100 105% 达成目标

15以下 13 14 13 ー 达成目标

3以下 1.6 1.5 1.4 ー 达成目标

100以下 25 10 5 ー 达成目标
【五河县自来水管网建

设】
不明 16 18 18 ー 上升趋势

最大 5 5 5 5 100% 达成目标

平均 2 2 2 2 100% 达成目标

90 90 92 95 106% 达成目标

①       供水覆盖人口（万人）

②       供水量

（万m3/日）

④       自来水普及率（％）

资料来源：目标值根据JICA提供的资料，实际值根据实施单位提供的资料。

注1：将中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的标准值定为目标值。

注2：计划断水及计划外断水的合计值。

⑤       水质（色度）注1

⑥       水质（浊度）
注1

②       供水量

⑦       断水时间（小时/年）
注2

③       年平均设施利用率（％）

④       自来水普及率（％）

①       供水覆盖人口（万人）

②       供水量

（万m3/日）

【怀远县/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第一净水厂】

⑥        水质（浊度）
注1

⑦       断水时间（小时/年）
注2

④       自来水普及率（％）

⑤       水质（色度）注1

目标达成度

【固镇县工业园区/固镇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净水

厂】

①       供水覆盖人口（万人）

实际值目标值

项目结束

2年后

指标名称 2018年

项目结束第2年

③       年平均设施利用率（％）

 
 

综上所述，下水道方面，四个子项目中，仅市区污水处理厂的污水处理量未达成目

标，但今后有望改善。另外，在减少流入淮河的水污染物这一成果方面，全部污水处理

厂均达到中国国内标准。自来水方面，3 个子项目全部完成目标，实现了稳定且安全的

供水。总的来说自来水及下水道设施均显现出了效果，本项目有效性高。 

 

3.3.1.2 定性效果（其他效果） 

本项目的定性效果为“改善蚌埠市居民的生活环境”，可以将其理解为本项目影

响层面的效果，因此在“3.3.2.1 影响的显现情况”中进行了评估。 

 

3.3.2 影响 

3.3.2.1 影响的显现情况 

本项目的影响为“改善蚌埠市居民的生活环境”。本项目具体的贡献度虽然尚不

明确，但评估过程中获得了“可以持续利用改良饮用水源的人口比例”及“能够使

用改良卫生设施的人口比例”，将其作为定量评估项目影响的指标。随着中国经济的

增长，蚌埠市人口由 312 万人（2005 年）增长至 338 万人（2018 年），同期 GDP 由

313 亿人民币增长至 1,714 亿人民币，实现了大幅增长。随着城市自来水及下水道

设施建设的推进，“可以持续利用改良饮用水源的人口比例”从 65％（2005 年）上

升至 98％（2018 年），“能够使用改良卫生设施的人口比例” 从 63％（2005 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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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至 98％（2018 年），均实现了大幅改善。 

本次后评估在项目影响方面，除上述指标外，很难获取其他统计数据，因此通

过对受益者进行分组采访，进行了定性分析
18
。在分组采访中，就以下两项内容进行

了确认：①对本项目及目前自来水及下水道服务的满意度；②自来水及下水道服务

提升给项目实施前后生活及健康状态带来的变化（参见表 5）。 

 

表 5 项目的影响：分组采访获得的主要结果 

资料来源：根据评估者对后评估阶段分组采访结果的汇总。 

*：由于市区及各县的调查结果是相同的，因此统计结果时不是按照项目对象区域，而是按照项目门类。 

 

综上所述，本项目自来水及下水道项目的满意度均非常高，总体来讲本项目确

实对改善项目对象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3.3.2.2 其他正面、负面影响 

① 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18
 小组访谈实施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10 日-12 日、15 日、16 日，在市区实施 3 次，在各县实施 1 次。

人数为市区 33 人，怀远县 8 人，五河县 12 人，固镇县 20 人，共 77 人（其中女性 21 人，男性 56 人，

年龄分布于 20 岁至 60 岁之间）。本次调查的受益者具有以下特征：大多数为城市开发以前住在城乡结

合部的居民，自来水及下水道设施建设方面，未铺设下水道，部分地区铺设自来水管道。随着城市不断

开发，城乡结合部划为城市地区，2007 年至 2015 年该地区逐渐搬迁至政府建设的集体住宅中。除了后

评估阶段已经退休的非在职受益者，其余受益者全部从事新行业，不再从事农业。采访对象的选择方法

是实施单位表明进行小组访谈的目的，以及希望得到的样本后，由市及各县人民政府及项目实施单位进

行调整。具体方式是联系各项目对象区域内的居民委员会或房地产管理公司，通知小组访谈的时间后召

集能够参加的居民。 

 结果 

下
水
道 

①  对本项目及目前服务的满意度 
 所有调查对象的回答均为“非常满意”。主要理由为生活环境、自然环境发生大幅改善。

下水道方面，服务内容优，且定期进行检修，污水管网堵塞的情况显著减少。费用方面，
或许是由于家庭收入增加，受访者全部回答为“价格适中”。且支持多种支付方式，十分
便利。政府举行的教育活动整体改善了居民的生活习惯，例如不向下水道倾倒垃圾或油
等。 

②  服务提升给项目实施前后的生活带来的变化 
 项目实施前，在未建设下水道的区域，居民将生活废水排向附近的河流，在平房外挖坑，

充当简易式厕所，这对孩子及老人存在安全隐患。项目实施后建设了室内冲水式马桶，
居住环境和卫生环境均得到大幅改善。 

 项目实施前就已铺设下水道的集体住宅的居民反映，由于排水管管径较窄，经常堵塞。
且许多地区未铺设下水道，只能将生活废水排向道路或河流，因此产生了恶臭。项目实
施后城市总体变得整洁干净，市容得到改善，淮河污染及恶臭得到治理。但是水引起的
疾病问题在项目实施前后没有感受到明显变化。 

自
来
水 

①  对本项目及目前服务的满意度 
 4 个城市全体受访者的回答均为“非常满意”。水质和水压不再受到建筑物楼层的限制，

变得非常稳定，停水仅限于计划停电时，且一定会提前通知。费用方面或许有家庭收入
增加的因素，受访者的回答全部为“价格适中”。且支付的便利性显著提升，总体来说满
意度高的主要原因是服务得到整体改善。 

②  服务提升给项目实施前后的生活带来的变化 
 项目实施前主要使用劣质的井水及共同的自来水，每天需要用手动泵取水，并且需要将

水储存在水桶中（储存每日用水平均需要花费 2 个小时）。由于水资源有限，因此需要限
制使用频率，卫生方面也存在问题。已建设自来水管道的地区，由于水管老化，自来水
中混有水锈等，水质及供水均不稳定，直接饮用生水经常会导致腹泻，因此饮用水也需
要烧开或过滤。 

 项目实施后，“只要拧开家中的水龙头”就可以使用水质优良的自来水，省去了手动取水
的过程。并且不用担心水会造成腹泻等疾病，可以更加频繁的洗手、淋浴，能够保持自
身清洁，总体来讲生活环境变得更加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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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的环评报告（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以下简称“EIA”）

于 2007 年 9 月 19 日获得了安徽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局的批复。立项阶段计划采取

的污染防治措施是，下水道设施出水全部满足中国国内出水标准后再排向河流，污

水处理厂产生的污泥全部经由填埋场进行妥善处理。此外，计划由蚌埠市环保局对

防治措施的实施和水质进行监测。通过后评估阶段进行的考察、访谈调查及监测记

录可知，污染防治措施均按计划实施。本项目建设的污水处理厂如“3.2.1 有效性”

部分所述，全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 A 标准。污水处理厂

产生的污泥也按照中国政府规定的标准由市及县人民政府指定的填埋场进行妥善

处理
19
。蚌埠市环保局对水质等进行了严格的监测，并对监测记录进行了妥善保管。

后评估阶段，对自来水及下水道设施的水质、取水及排水地——淮河的水质进行实

时监控，若不遵守国家标准，会进行严格指导并对项目实施部门或企业处以罚款。

关于本项目建设的污水处理厂排水地——淮河的水质，从环保局处获得了上游及下

游两处监测点（参见图 1）的指标，如表 6 所示。由数据可知，与项目实施前相比，

淮河水质得到明显改善，切实达到了国家 III 类标准。 

 

表 6 项目影响：淮河水质的改善情况* 
（单位：mg/L） 

监测站点
名称 

年 
高锰酸盐 

CODMn 
氨氮 
NH4+-N  

 监测站
点名称 

 
年份 

高锰酸盐
CODMn 

氨氮 
NH4+-N  

蚌埠闸上 

2005 年 4.34 0.927  

沫河口 

2005 年 4.79 1.388 
2016 年 3.50 0.387  2016 年 3.70 0.525 
2017 年 3.60 0.270  2017 年 3.70 0.390 
2018 年 3.50 0.410  2018 年 3.40 0.420 

III 类标准 ≤6.0 ≤1.0  III 类标准 ≤6.0 ≤1.0 

资料来源：实施单位提供的资料。 

*：后评估阶段以环保局公开的指标作为主要污染指标。 

注：斜体粗字表示未达标。 

 

通过实地考察得知，立项阶段及后评估阶段项目对象区域均不属于国家公园等易受影

响的区域，也不属于其周边区域，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已降低至最小限度。 

 

② 居民搬迁和征地 

立项时原计划征地 30 公顷，实际征地面积为 28 公顷，略低于计划值。主要原

因是市区污水管网建设项目的部分计划用地被与本项目同时进行的道路建设项目

征用。本项目征用土地为国家所有，因此按照中国国内制定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办理了相应手续，经市政府审批并支付费用后获得了土地使用权，没有产生补偿费

用。另外，立项阶段计划不产生居民搬迁，实际也未产生。 

 

③ 其他正面、负面影响 

项目立项阶段，蚌埠市面向贫困人口实施自来水费补助制度，计划将该制度同样适用

                                            
19 后评估阶段，蚌埠市相关法律禁止污泥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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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本项目。后评估阶段没有具体针对自来水费及污水处理费用的补贴，但了解到，会根据

《安徽省最低生活保障措施（第 268 号、2016 年公布）》及《蚌埠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实施办法（第 9 号、2003 年公布）》，向城市地区需要生活保障的家庭
20
提供包括自

来水费及污水处理费用在内的全部基础设施的生活补贴。 

 

综上所述，本项目实施后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对有效性及影响给予高评价。 

 

3.4 可持续性（评级：③） 

3.4.1 运营和维护管理制度及体制  

负责本项目所建基础设施的运营和维护管理的项目实施部门如表 7 所示。通过实

地考察及对员工的访谈调查可知，10 家公司的所有项目实施部门均具有明确的组织结

构及运营和维护管理的决策机制，人员规模能够保证正常的运营和维护管理，员工劳

动采用轮班制度，以保证业务能够安全且高效地运作
21
。 

 

表 7 项目实施部门的体制  

子项目 
下水道 

（员工总人数中技术人员的数量
注
） 

自来水设施 

（员工总人数中技术人员的数量
注
） 

市区 

 污水处理厂 

 

 淮河以南污水管网 

 

 淮河以北雨水管网 

 

蚌埠中环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28 人中 17 人） 

蚌埠市城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 

（26 人中 11 人） 

蚌埠市第二市政工程公司 

（60 人中 20 人） 

 

怀远县 怀远县国祯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14 人中 10 人） 

怀远县住建局公共事业管理科 

（14 人中 4 人） 

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 

（净水厂：43 人中 10 人、 

供水管网：40 人中 9 人） 

五河县 五河县市政公司 

（40 人中 20 人） 

五河县昌源水务有限公司 

（30 人中 23 人） 

固镇县（工业园区） 安徽阳光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污水处理厂：26 人中 12 人、 

污水管网：4 人中 4 人） 

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 

（净水厂：25 人中 6 人、 

供水管网：4 人中 2 人） 

资料来源：根据实施单位提供的资料以及实地考察时的访谈调查。  

注：技术人员指的是获得国家或省级专业资格证的员工 

 

后评估阶段，所有项目实施单位均为国营企业，且没有民营化的计划。10 家公司

中 4 家均为中国自来水及下水道服务中心大型企业中环保水务投资有限公司，特别是，

为实现污水处理厂更高水平的运营和维护管理，2013 年蚌埠市政府通过公开招标委托

                                            
20 根据以上措施规定，最低生活保障的对象家庭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①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当地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②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财产状况。 
21 后评估阶段，五河县昌源水务有限公司出现管理层的非法行为问题，因此无法直接进行访谈调查。评

估必要的信息收集及实地考察由五河县人民政府提供或安排。虽然发生了非法行为问题，但没有对自来

水设施的运营和维护管理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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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环保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子公司蚌埠中环污水处理公司运营和管理第二污水处理厂。为

实现怀远县自来水项目更高水平的运营和维护管理，县政府决定自 2018 年起由蚌埠中

环水务有限公司接管自来水项目的运营和维护管理，今后类似增强体制的举措有望持续

增加。 

综上所述，项目实施部门的组织结构明确，具备运营和维护管理所需规模，决策及

指挥系统、指导和监督等机制均发挥着作用，实施单位体制能够确保本项目的可持续性。 

 

3.4.2 运营和维护管理的技术 

本项目实施单位的运营和维护管理技术根据员工的运营和维护管理技术水平、运

营和维护管理手册编写及使用情况、运营和维护管理负责人培训制度建设及提高技术

水平方面的投资、培训实施情况等进行了评估。 

员工的运营和维护管理技术水平方面，立项阶段蚌埠市及各国营企业在下水道设

施的运营和维护管理方面经验较少，特别是对本项目所建污水处理厂采用的 A2O 工艺

认知尚浅，立项时不免担忧。但后评估阶段，通过对各污水处理厂的访谈调查可知，

此时已经具备了下水道设施的结构及处理（进水水质及处理中的水质监测与管理、活

性污泥浓度、厌氧度等基本运行条件等）、国家水质标准的确保及严守等可对自来水及

下水道项目进行安全运营和维护管理的知识及经验。此外，所有处理厂均达到了《城

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 A 标准，不存在大的问题。背景原因是随着中国

水质管理日趋严格，A2O 工艺得到广泛应用。此外，项目实施单位为专业从事自来水及

下水道设施服务的中国国内巨头企业中环保水务投资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和阳光水务有

限公司的子公司，对运营和维护管理业务熟练度较高。据了解，随着中国水质相关国

家标准日趋严格，项目实施单位也随时做出改善措施（净水厂及污水处理厂化学物质

的种类及投入量管理、设备器材更新、人才培养等）。自来水设施方面一直以来由蚌埠

埠地方国企蚌埠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与央企中环保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合资设立的蚌埠

中环水务有限公司负责运营和维护管理，本项目中新增净水厂额外雇用了必要人员，

加强人才培养，立项阶段及后评估阶段均未发生特别问题。 

运营和维护管理手册的编写及使用情况方面，所有项目实施单位的各部门均保管

有手册原稿，主要作业工序的内容放大后印刷成海报，张贴在墙上，员工可以随时查

看。主要设备及工序均有运营和维护管理记录。检修方面，除了每天进行日常检修外，

根据不同的设备按照每月一次、半年一次或每年一次的频率进行定期检修，并对检修

记录进行妥善保管。自来水及下水道设施所需的水质监测及监控均按照国家环保局规

定的频率实施并记录。另外，所有污水处理厂及净水厂都设置有环保局的实时线上监

测设备，且疾病控制中心每月会对净水厂进行水质抽查，进行严格的水质管理。 

关于运营和维护管理负责人的培训制度建设及提升技术水平方面的投资以及培训

实施情况，后评估阶段各项目实施单位会对员工的国家资格证获得情况进行管理，各

业务实施单位了解掌握各部门每年的培训需求后，汇总至各人才培养部门，由该单位

制定年度人才培养计划，将所需预算编入次年预算中，并按计划实施。培训包括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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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专家举办讲座或 OJT 培训的内部培训以及在外部培训机构举行的外部培训。外部

培训主要针对需要国家资格证的工种，例如电工、焊接工、水质检查技师、下水道管

道工、污水处理操作员、安全管理人员。所有项目实施单位每月至少举办一次“安全

管理”、“下水道基础知识”、“自来水设施基础知识”、“劳动守则”等培训。除此之外，

每年至少举办一次各设施的机器操作方法、设备故障的发现与维修、国家资格证的重

新学习等培训。除此之外，本项目开展了 2 次赴日培训（详见“3.2.1 成果”），共有

16 名员工参加，但后评估阶段仍然在实施单位或项目实施部门工作的只有 4 人。根据

员工的反馈，赴日培训均为短期培训，内容广泛，能够直接运用到项目中的知识相对

较少，更应该说是一次去日本拓宽眼界的机会。 

综上所述，所有业务实施单位中负责运营和维护管理的员工均具有足够的技术水

平，培训制度完善，且努力保持并不断完善技术水平，拥有充足的技术以保证本项目

的效果的持续显现。 

 

3.4.3 运营和维护管理的财务 

本项目立项时设定的前提是基本依靠水费收入填补运营和维护管理费用，后评估

阶段，由于价格设定带有公益性质，因此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亏损。但蚌埠市人民政府

建立了于资金不足时追加财政资金的制度。 

项目立项及后评估阶段，蚌埠市地方政府（市、县发改委的物价局）均享有自来

水费及污水处理费的定价权，且没有固定的调价频率，各企业单位根据物价变动，向

政府提出申请，召开听证会倾听用户的心声，通过以上程序调整费用。立项阶段在自

来水费的基础上加收污水处理费用，2005 年污水处理费用平均 0.6 元/m
3
，2010 年上调

至平均 0.8 元/m
3
，预计可由此覆盖运营和维护管理费用。2018 年污水处理费用为

0.8-1.4 元/m
3
，基本实现甚至超过了预期价格。自来水设施的运营和维护管理费用由

自来水费填补，2005 年自来水费为平均 0.9-1.2 元/m
3
，2010 年上调至 1.48-1.6 元/m

3
，

预计能够覆盖运营和维护管理费用。截至 2018 年，仅市区的价格（1.65-1.86 元/m
3
）

超过立项阶段的价格水平，县自来水费为 1.0-1.45 元/m
3
，没有提升至预期的价格水平。 

因此，如附件中所示，仅靠水费收入能够维持运营和维护管理费用的只有蚌埠中

环水务有限公司，9 家公司中 7 家均需要政府的补贴
22
来覆盖运营和维护管理费用。同

时也存在个例，如市区及五河县污水管网全部依靠补贴，固镇县享受政府对工业园区

的优惠政策，因此没有收取自来水费及污水处理费用，截至 2018 年全部依靠政府的补

贴。 

自来水及下水道设施直接关系民生，因此以注重公益性的价格设定和经营为方针，

亏损的部分由政府进行补贴，财务方面能够保证可持续性。 

 

3.4.4 运营和维护管理情况 

                                            
22 项目实施单位与市、县人民政府签订的合同中规定了自来水费及污水处理费用、费用调整及费用补贴

等内容。且注明水费收入无法覆盖运营和维护管理费用时由蚌埠市人民政府调拨财政资金进行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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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及器材的使用和维护管理状况方面，总体来讲所有子项目均进行了妥善的运

营和维护管理。污水处理厂及净水厂为 24 小时运营，平均 3-4 人为一组，实行三班倒

制度。雨水管网日常清扫为 1 人 1 组，实行两班倒制度。排水管及输水管网分别每月

一次、两个月一次进行定期检修。在实地考察及访谈调查中发现今后应该改善的地方

如下。 

1) 需要加强现场的安全管理、工具等的整理以及清扫工作。特别是固镇县污水处理

厂的驻场员工饲养家畜，为保证安全管理以及妥善的运营和维护管理，应该将居

住空间及工厂设施设备彻底分开。 

2) 负责怀远县净水厂运营和维护管理的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由于 2018 年 1 月刚接

手业务，因此后评估阶段仍然在进行修理修缮工作。净水厂运行情况正常，今后

为保证国内巨头企业应有的品质，公司将追加投资，目前正在制定设施设备的更

新计划。因此需要保证必要的预算，并切实加以落实。 

3) 在备用零件采购方面，负责固镇县污水处理厂的运营和维护管理的安徽阳光水务

有限公司在处理厂使用了进口器材（主要为泵），采购备用零件需要花费时间。目

前在探讨更换为国产机器。其他项目实施单位的器材设备以及其他药剂等全部为

国产产品，或在国内能够购买到的产品，没有发生问题。 

4) 关于今后是否有需要或有计划进行设施完善及器材更新，在实地考察时，污水处

理厂及净水厂正在进行潜水泵维护，泵站引进了自发电设备，以应对紧急停电的

情况，但未提供详细信息。 

通过实地考察及对各项目实施单位的访谈调查可知，所有设备运营和维护管理情况

基本良好，各项目实施单位提高设施运营效率，引进新设备等，不断进行完善。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运营和维护管理在制度及体制、技术、财务、情况上均无问 

题，本项目显现的效果的可持续性高。 

 

4.结论及建议、教训 

4.1 结论 

本项目旨在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蚌埠市（市区、怀远县、五河县、固镇县）

建设自来水及下水道设施，减少流入淮河的水污染物排放量，实现稳定且安全的供水，从

而为改善该市居民的生活环境做贡献。本项目与立项阶段和后评估阶段中国及安徽省蚌埠

市的发展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发展需求及立项时的日本对华援助政策十分吻合，相关性

高。由于项目成果部分缩小，因此虽然受物价上涨的影响，但项目经费仍得以控制在计划

金额之内。项目时间由于项目地点变更以及投标等各项手续而大幅超出计划，故效率为中

等。本项目实施后期待实现的效果为“减少流入淮河的水污染物排放量，实现稳定且安全

的供水”，污水处理厂及净水厂均基本达到或达到了立项时设定的运用效果指标，项目有

效性高。另外，本项目实施后期待产生的影响为“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通过受益者分

组采访可知，本项目中自来水及下水道设施的建设确实改善了居民的生活环境。另外，“可

以持续利用改良饮用水源的人口比例”以及“能够使用改良卫生设施的人口比例”也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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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改善。同时，淮河水质呈改善趋势。征地手续按照中国国内的流程妥善进行，未发生

居民搬迁的情况。此外，针对施工阶段及后评估阶段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进行恰当监测并采

取了环保措施，未产生负面影响。综上所述，本项目实现了预期效果，对项目有效性、影

响给予高评价。负责本项目运营和维护管理的 10 家公司的项目实施部门的体制、技术、

财务以及维护管理情况基本良好，本项目效果的可持续性高。 

综上所述，给予本项目高评价。 

 

4.2 建议 

4.2.1 对实施单位的建议 

1) 安徽阳光水务有限公司：正如“3.4.4 运营和维护管理情况”中所述，固镇经济

开发区污水处理厂要保证安全及妥善的运营和维护管理，就需要尽早将家畜在内

的员工生活空间与污水处理设施设备进行明确划分，并严格贯彻执行。 

2) 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该公司自 2018 年接管怀远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第一净

水厂的运营和维护管理工作，目前正在按计划实施设施设备的更新，该净水厂中

出现多处设备老化的现象，因此应确保实施上述计划所需要的预算，继续维持安

全且稳定的供水。 

 

4.2.2 对 JICA 的建议 

 向实施单位传达以下内容并对进展情况进行确认，即努力切实落实上述“4.2.1 对

实施单位的建议”中所述举措，促使今后本项目的效果得以持续显现。 

 

4.3 教训  

 通过加强中期管理确保合理的项目内容变更及项目效果的显现 

本项目的项目范围发生大幅变更，但后评估阶段得知不曾针对该变更与 JICA 进行协

商并获得批准。虽然本项目中未对相关性及项目效果显现产生影响，但由于项目立项时即

强调了中期管理的重要性，因此该事件有可能对相关性及项目效果产生负面影响。针对该

事件，在对实施单位的访谈调查中，对方给出的理由是实施单位与中国的融资管理顾问以

及 JICA 当地事务所之间沟通不畅。在类似中国这样的广大区域内开展多个项目时同样需

要贯彻执行必要的跟进工作，例如实施单位需要提交进展报告并由相关人员对其进行详细

检查等，贯彻落实保证效果显现的手续。 

 

 应记录有效性指标及目标值设定的过程依据，并时常确认记录内容的吻合性 

本项目中，事前评估表与立项资料中的运用效果指标的目标值不一致，对后评估的顺

利实施造成了影响。运用效果指标是项目管理中的重要因素，是掌握项目显现的效果、使

项目回归正轨不可或缺的信息。对于像本项目这样子项目众多的项目，很多时候事前评估

表中各子项目的详细信息大多记录不明确，但必要最低限度的要求是通过立项时的资料可

确认数据来源。其他项目中也需要确认运用效果指标的定义、设定、目标值的计算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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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差错，因此妥善保管作为根据的资料同样非常重要。另外，希望在像本项目这样，

范围发生变更的情况下，能够尽快重新制定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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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运营和维护管理的财务：业务实施部门的损益表 

 

附件6：运营和维护管理财务 　 　 单位： 万人民币

【市区】 【五河县】
项目实施单位名称/项目 具体项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项目实施单位名称/项目 具体项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收入 收费收入 3,911.2 3,927.8 4,382.0 4,846.9 收费收入 23.7 26.1 28.7 31.6

政府补贴 191.8 380.6 384.2 386.5 政府补贴 NA NA NA NA

其他费用**收入 2.8 50.4 3.1 0.1 小计 23.7 26.1 28.7 31.6

小计 4,105.8 4,358.8 4,769.3 5,233.5 人工费* 16.8 18.9 19.9 20.9

人工费* 343.5 344.3 399.1 406.2 其他费用** 23.4 27.8 25.4 28.4

其他费用** 4,163.4 3,987.8 4,087.7 3,960.5 小计 40.2 46.7 45.3 49.3

小计 4,506.9 4,332.1 4,486.8 4,366.8 ▲ 16.5 ▲ 20.6 ▲ 16.6 ▲ 17.7

▲ 401 27 283 866.7

项目实施单位名称/项目 具体项目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项目实施单位名称/项目 具体项目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收费收入 0.0 0.0 0.0 0.0

收费收入 0.0 0.0 0.0 0.0 政府补贴 18.0 19.0 19.0 20.0

政府补贴 35.9 37.9 53.9 63.9 其他收入 260.0 270.0 270.0 290.0

小计 35.9 37.9 53.9 63.9 小计 278.0 289.0 289.0 310.0

人工费* 7.9 7.9 7.9 7.9 人工费* 18.0 19.0 19.0 7.9

其他费用** 28.0 30.0 46.0 56.0 其他费用** 26.0 27.0 27.0 30.0

小计 35.9 37.9 53.9 63.9 小计 44.0 46.0 46.0 37.9

0.0 0.0 0.0 0.0 234.0 243.0 243.0 272.1

项目实施单位名称/项目 具体项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固镇县】
项目实施单位名称/项目 具体项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收费收入 0.0 0.0 0.0 0.0

政府补贴 400.0 450.0 500.0 500.0 收费收入 0.0 0.0 0.0 0.0

小计 400.0 450.0 500.0 500.0 政府补贴 370.0 450.0 520.0 562.0

人工费* 200.0 250.0 300.0 300.0 其他收入 0.0 0.0 0.0 0.0

其他费用** 200.0 200.0 200.0 200.0 小计 370.0 450.0 520.0 562.0

小计 400.0 450.0 500.0 500.0 人工费* 190.0 190.0 190.0 190.0

0.0 0.0 0.0 0.0 其他费用** 180.0 260.0 330.0 372.0

小计 370.0 450.0 520.0 562.0

【怀远县】 0.0 0.0 0.0 0.0

项目实施单位名称/项目 具体项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项目实施单位名称/项目 具体项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收费收入 630.0 655.0 720.0 618.0

政府补贴 88.0 90.0 90.0 90.0 收费收入 0.0 0.0 0.0 0.0

其他收入（若有） 0.0 0.0 0.0 0.0 政府补贴 217.0 272.0 282.0 265.0

小计 718.0 745.0 810.0 708.0 其他收入 0.0 0.0 0.0 0.0

人工费* 360.0 368.0 373.0 378.0 小计 217.0 272.0 282.0 265.0

其他费用** 279.0 261.0 320.0 330.0 人工费* 197.0 197.0 197.0 197.0

小计 639.0 629.0 693.0 708.0 其他费用** 20.0 75.0 85.0 68.0

79.0 116.0 117.0 0.0 小计 217.0 272.0 282.0 265.0

0.0 0.0 0.0 0.0

项目实施单位名称/项目 具体项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收费收入 421.0 435.0 564.0 592.0 资料来源：实施单位提供的资料。

政府补贴 0.0 0.0 0.0 0.8

小计 421.0 435.0 564.0 592.0

人工费* 128.3 156.3 163.9 175.0

其他费用** 225.0 212.9 269.4 280.0

小计 353.3 369.2 433.3 455.0

67.7 65.8 130.7 137.0

运营和维护管理费用 运营和维护管理费用

蚌埠中环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市区污水处理厂） 　五河县市政公司（污水管网）

收入

运营和维护管理费用

运营和维护管理费用
收支

收支

五河县昌源水务有限公司(供水管网）
蚌埠市城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市区排水管网）

收入
收入

收支 收支

蚌埠市第二市政公司（市区雨水管网）

收入
 安徽阳光水务有限公司 (工业园区污水处理项目）

收入

运营和维护管理费用

运营和维护管理费用收支

收支

收支

　怀远县国祯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污水管网）

收入

 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工业园区自来水项目）

收入

运营和维护管理费用

运营和维护管理费用
收支

收支

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自来水项目）

收入 ＊：五河县人民政府提供的信息。五河县昌源水务有限公司在后评估时由于发生违法行为被
取缔，无法公开信息。
NA:　二次调查时再次尝试获取信息。

运营和维护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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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计划值与实际值的比较  

项目 计划值 实际值 

①成果 
设施建设、采购器械 

【市区】 
下水道建设 
1. 污水管渠 
 
2. 污水处理厂 
3. 泵站 

【怀远县】 
下水道建设 
1. 污水管渠 
 
2. 污水处理厂 
3. 泵站 
自来水设施建设 
4. 自来水管渠 
5. 净水厂 
6. 泵站 

【五河县】 
下水道建设 
1. 污水管渠 

 
自来水设施建设 
2. 自来水管渠 

【固镇县】 
下水道建设 
工业园区 
1. 污水管渠 
2. 污水处理厂 
 
自来水设施建设 
A. 工业园区 
1. 自来水管渠 
2. 净水厂 
3. 泵站 
B. 县城 
4. 自来水管渠 
5. 净水厂 
6. 泵站 
 

【培训】 
1. 对象及人数 

 
2. 内容 
 
3. 周期与次数 

 
 
 
 
158km（污水管网 9.9km、雨水管网
148.4km） 
新增 1座（A2O工艺*、20万 m

3
/日） 

1 座 
 
 
169km（无详细信息） 
 
新增 1座（A2O工艺、2万 m

3
/日） 

2 座 
 
67km 
新增 1座（3万 m

3
/日） 

1 座 
 
 
48km（污水管网 219km、雨水管网 21km） 
 
43km 
 
 
 
15km（全部为污水管网） 
新增 1座（A2O工艺 2万 m

3
/日） 

 
 
 
22km（上水管网 15km、取水管 7km） 
新增 1座（2万 m

3
/日） 

1 座 
 
39km 
新增 1座（1万 m

3
/日） 

1 座 
 
 
实施单位、项目实施部门管理人员（10
人）、技术人员 1次（10人） 
 
日本的下水道及自来水项目 
 
2007年 10月及 11月，共 2次 

 
 
 
 
165km（污水管网9.9km、雨水管
网148km） 
与计划一致 
与计划一致 
 
 
167km（污水管网59km、雨水管
网108km） 
中止 
与计划一致 
 
与计划一致 
与计划一致（地点变更） 
与计划一致 
 
 
与计划一致 
 
 
与计划一致 
 
 
 
与计划一致 
与计划一致 
 
 
 
与计划一致 
与计划一致 
与计划一致 
 
中止 
中止 
中止 
 
 
实施单位、项目实施部门管理人
员2次（共16人） 
日本的环境政策、自来水及下
水道设施运营和维护管理、自
来水费等 
2009年12月12日-25日、2010
年11月7日-18日共2次 

②时间 
 
 

2007年3月-2010年12月 
3年10个月 

（46个月） 

2007年3月-2016年5月 
9年3个月 

（111个月） 
③项目经费 
  日元贷款 

 
92.71亿日元 

 
77.19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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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资金 
 
  合计  
  其中日元贷款的部

分 
  汇率 

77.65亿日元 
（5.24亿人民币） 

170.36亿日元 
84.00亿日元 

1人民币＝14.8日元 
（截至2006年12月） 

55.73亿日元 
（3.86亿人民币） 

132.92亿日元 
77.19亿日元 

1人民币＝14.43日元 
（2008年3月-2015年5月的平均

值） 
④贷款完成   2015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