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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

遵义经济技术开发区汇川机电制造工业园污水

处理厂及其配套管网工程

一、项目概况

该项目位于遵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汇川机电制造工业

园内，遵义市汇川区高坪镇片区 201 国道以东、川黔铁路以

西、高坪河以南、遵绥路以北。污水厂建设规模为：近期规

模 2.0 万吨/日；远期规模 4.0 万吨/日。中水回用规模 1.0

万吨/日。污水处理工艺为粗细格栅-提升泵房-初沉池-调节

池-水解池-A2/O 池-二沉池-高密度沉淀池-V型滤池-紫外消

毒渠-清水池；污泥处理工艺为污泥浓缩池-带式压滤机-外

运处置。

该项目自 2017 年 4 月份正式进入调试阶段，并于 4 月

底完成全部的单机调试，5 月中旬完成联机调试，6 月上旬

进入试运行，7 月 1 日正式运行。

二、运作模式

（一）项目具体模式

本项目采用 EPC+BOT 的运行方式，项目建设总投资

21394.68 万元（含建设期利息），其中：资本金约 6240 万元，

约占建设投资总额 30%，1560 万元来自政府，4680 万元来自

社会资本；其余资金约 15154.68 万元，由项目公司通过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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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贷款方式进行筹资。项目公司已于 2017 年 1 月 17 日向交

通银行遵义分行成功贷款 1.3 亿元，用作项目建设费用。

图六：该项目合作模式架构

（二）特许经营

根据特许经营协议，遵义市汇川区政府授予项目公司遵

义中黔汇水务有限公司特许经营权，双方形成长期稳定的合

作关系。特许经营权范围：项目公司负责污水处理厂及配套

管网建设、运营及维护，并由使用者付费。污水处理服务费

单价报物价部门备案，如遇国家政策调价或与现有可研水质

标准不符，按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三）收益回报机制

本项目的收益回报机制由“使用者付费+国家污水处理

补贴专项资金+可行性缺口补助”组成，其中使用者付费主

要来源于污水排放单位或个人支付的污水处理费。

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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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新方式，减少投入

该项目是汇川区政府和社会资本方中国能源（贵州遵义）

工程有限公司合作的第一个项目，该项目采用 BOT模式建设，

为减轻政府负债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政府对该项目的投入要

小于传统方式的投入，并且政府在项目的管理方面减少了大

量的人力物力。

（二）整体外包，效率优化

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等工作均由社会资本方采用 EPC

模式完成。项目的建设交给了具有一定资金、技术实力的社

会资本方，不管是施工进度和工程质量均得到了充分的保证。

该项目建设施工只用了半年时间全部完成并开始正式运行。

（三）整合实施，实现共赢

本项目实质是围绕城市污水处理的一个项目群，由于各

子项目之间具有较强的关联性，通过整合实施，达到了总和

优于子项的规模经济效益。污水处理包括多个相对独立的环

节，遵义经济技术开发区汇川机电制造工业园污水处理厂以

处理污水为核心，对城市排水污水进行一体化运营管理。形

成一体化的项目群，有效推进了汇川区排水污水一体化进程，

实现了政府、投资方和城市居民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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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该项目合作模式架构

（四）创新回报，强化监管

按照国家现行法规，项目公司在特许经营区域内对水费

的收取额应足以覆盖项目公司的合理成本＋税费＋合理利

润，同时提出并选用了“最高限价”和“标杆比较”模式作

为参考，并结合传统的价格监管模式，混合性地运用于 PPP

项目的价格监管。同时，本项目将履约管理、行政监管和公

众监督三方建立为“三位一体”的监管构架，优先保障公共

安全和公共利益。由于公众监管相对于政府监管缺少强制执

行力，因此本项目的监管将以行政监管为主导，履约监管和

公众监管为辅助。（本项目的监管总体构架见图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