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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9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城镇供排水一体化项目

一、项目概况

沿河县是典型的山区地形，境内流域面积 20 平方公里

河流 25 条，纵横交错，对地形深度截割，绝对海拔高度相

差达 1240 米以上。全县属亚热带湿润气候，水资源丰富但

时空分布不均，工程缺水较重。到 2017 年底，全县尚有近

22 万人饮水不安全；除县城供水厂和污水处理厂外，其余

19 个乡镇政府所在地均无规范的污水处理和供水设施。

本项目含沿河县域内 21 个新建供水厂、两个存量供水

厂、县城污水处理二期工程、护岸工程。供水规模为 7.55

万立方米/日（其中，存量项目供水规模为 1.5万立方米/日），

污水处理规模为 1.40 万立方米/日。

二、运作模式

（一）项目具体模式

本项目采用 BOT 模式。新建项目在 BOT 模式下实现了项

目风险的高效分配，社会资本方承担建设和运营等相关风险，

政府方实现了风险的有效转移，社会资本方可利用其资源和

技术优势实现风险有效控制；此外，项目有融资需求，在 BOT

模式下，社会资本方或项目公司承担全部融资责任，社会资

本方可利用其企业优势进行多元化融资，为项目落地提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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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保障；项目运营期满后，项目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资产及

相关权利无偿移交县水务局或沿河县政府指定的其他机构。

图十六 项目交易结构图

（二）投融资结构

该供排水一体化项目总投资为 56269.03 万元，资金需

求量较大，综合考虑到项目收入波动性风险，项目融资等边

界条件，将资本金比例设定为 25%，即社会资本方出资

10067.23 万元（占股权比例为 71.57%），沿河县城乡供排水

公司出资 4000 万元（占股权比例为 28.43%）；由项目公司向

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 42201.8 万元（占总投资比例为 75%）。

在融资过程中，融资风险由社会资本方承担，如果项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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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不到位或者是在项目合作期内项目

投资额增加，则由社会资本方负责补足资金缺口。

（三）回报机制

该项目的收益主要来源于供水自来水费、污水处理服务

费、政府可行性缺口补助。本项目自来水费和污水处理服务

费由项目公司向用户收取。项目公司股东投入的资本金及回

报主要通过按照各方股东所占的股份比例进行项目公司收

益的分红、项目公司在续存期满清算时的剩余权益分配等方

式来获取。

三、借鉴价值

（一）项目内容设计特色

本项目将供水和排水一起统筹建设，且包含了县域内的

存量供水厂，新旧结合，做到全县城镇供排水一盘棋。本项

目将供水和排水项目进行合理的结合，真正从内容上做到供

排一体化，可以做到合理规划合理建设，避免了过度建设和

不合理建设情况出现。同时本项目包含了与供水和排水相关

的管网建设，避免分开建设的时间、财力等浪费。从工程角

度和管理角度来看本项目的整体建设更科学、更实用、更具

有经济性。

（二）项目自身的效益

本项目的存量资产转化既解决了存量资产的债务问题，

又解决了原有水厂的运营和人员安置问题。本项目在进行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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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资产转化后，原有水厂不再单独供水，原本实际供水与设

计供水不符的问题通过改造和统一管理得到有效改善。原有

水厂工作人员进入到项目公司工作，解决了政府对本地企事

业单位人员的安置问题，避免因为新项目建设和运营造成的

企业和员工冲突，更是提高了原工作人员的收入和管理技能。

专业运营公司带来的先进管理经验加上原有水厂员工的本

地工作经验，这既是管理与经验的结合，也是科学本土化的

结合，使项目进入运营期后能高效快速的提供高质量的公共

服务。同时，本项目在设计时将收费权直接放到了项目公司，

这减轻了政府的工作压力和日常事务。原有供水厂员工成为

项目公司员工，解决了普通公司对居民收费难的问题，管理

的合理设计凸显了项目的效益。

（三）项目带来的附加效益

从项目建设内容和机制设置来看，合理的设计为项目带

了较高的附加值。常规基础建设分属各个部门管理，建设时

间、建设队伍等因素不能很好的进行协同配合，经常出现路

面、管道等工程重复建设、重复拆除的情况，既浪费成本也

浪费政府公共资源更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而本项目的供水

工程与排水工程的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有效地避

免了前面的问题，使项目真正做到了统筹安排、合理规划、

经济建设，合理避免了交叉重复工作造成的浪费、质量不合

格、长期影响居民生活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