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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山西省阳泉市供水管网建设专项债券 
项目情况及资金平衡方案 

一、区域情况  

（一）基本情况 

阳泉市位于山西省东部，是一座新兴工业城市，是晋东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现辖平定、盂县两县及城、矿、郊三区和经济技术开

发区，全市面积 4559平方公里，人口 140.88万人。 

阳泉是三晋门户，晋冀要衡，地处太原、石家庄两个省会城市的

中间位置，相距均为 100公里，一重一轻两大城市对阳泉经济互辅性

极强。阳泉市是山西省第三大城市，市区桃河横贯，境内山川叠翠，

矿藏资源丰富，开发历史悠久，是中国著名的无烟煤产地，素有“煤

铁之乡”之誉；阳泉市也是山西省重要的旅游业发展集中区，境内拥

有“天下第九关”娘子关、“赵氏孤儿藏身地”藏山、平定冠山、国

家 4八级旅游景区翠枫山、大汖温泉和桃林沟等。现今阳泉市正致力 

于打造晋东区域中心城市、晋东综合铁路枢纽、晋东旅游中心城市和

山西向东开放桥头堡。 

（二）阳泉市 2018 年经济发展概况 

2016年，全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622.90亿元，比上年增长 3.4%，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2.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7%，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长 6.2%，一般公共预算下降 6.5%，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分别增长 5.3%、5.9%。 

2017年，全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672亿元，比上年增长 6.3%， 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6.6%，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长 6.1%，一般公共预算增长 21.1%，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



 

 第 2 页 

收入分别增长 6.4%、6.5%。 

（三）阳泉全市财政收支情况 

1、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2016年，根据决算口径，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44896万元，

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执行 119467万元。 

2017年，根据决算口径，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97920万元，

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支出执行 179842万元。 

2018 年，根据初步决算口径，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136561万元，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16677万元。 

2、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情况 

2016 年，根据决算口径，全市国有土地出让收入 36439 万元，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 103548万元。 

2017 年，根据决算口径，全市国有土地出让收入 79447 万元，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 145690万元。 

2018 年，根据初步决算口径，全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18260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 185866万元。 

3、其他政府性基金收支情况 

2016年，根据决算口径，全市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2万元, 

其他政府性基金支出执行 1878万元。 

2017年，根据决算口径，全市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63万元, 

其他政府性基金支出执行 10937万元。 

2018年，根据决算口径，全市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190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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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其他政府性基金支出执行 1058万元。 

（四）阳泉全市政府性债务状况 

自国务院发布国发[2014]43 号文《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

债务管理的意见)〉以来，阳泉市按照财政部要求认真做好政府性债

务统计和分析工作，政府性债务管理工作持续深入。2018 年阳泉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阳泉市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

对债务风险事件建立分级响应机制，实施分类应急处置，进一步健全

政府性债务风险管理机制。 

2018年底，阳泉市政府债务限额 132.80亿元，阳泉市政府债务

余额 122.64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87.20 亿元、专项债务 35.44 亿

元，未超限额。 

从县区分布来看，市本级债务余额 62.05亿元，各县区 60.59亿

元。 

从债务资金的投向看，政府债务用于保障性住房、市政工程、交

通运输、科教文卫等方面。 

从债务期限结构看，全市政府债务 2019-2030年到期债务规模及

占比情况分别为：84566.77万元、222501.81万元、155484.65万元、 

万元、258551.53万元、173347.29万元、78649.75万元、133340.13

万元、129005.31万元、43015.18万元、129329.10万元、0万元、0

万元，分别占到期债务规模的：,6.90%、18.14 %、 12.68%、 21.08%、 

14.13%、 6.41%、 10.87%、10.52 %、 3.51%、 10.55%、 0%、0%。 

（五）阳泉本级财政收支情况 

1、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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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根据决算口径，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3807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执行 145938万元。 

2017年，根据决算口径，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21521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执行 141766万元。 

2018 年，根据初步决算口径，阳泉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完成 52269万元，阳泉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89931万元。 

2、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情况 

2016 年，阳泉市本级国有土地出让收入 111 万元，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支出 51348万元。 

2017 年，阳泉市本级国有土地出让收入 10974 万元，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支出 58134万元。 

2018 年，根据初步决算口径，阳泉市本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收入 39963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 72054万元。 

3、其他政府性基金收支情况 

2016 年，根据决算口径，市本级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1 万

元, 其他政府性基金支出执行 1778万元。 

2017年，根据决算口径，市本级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58万

元, 其他政府性基金支出执行 3697万元。 

2018 年，根据决算口径，市本级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123

万元, 其他政府性基金支出执行 490万元。 

（六）阳泉本级债务情况  

2018年底，阳泉市本级（含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府债务限额 6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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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阳泉市本级（含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府债务余额 58.77亿元，

其中：一般债务 36.21亿元、专项债务 22.56亿元，未超限额。 

从债务资金的投向看，阳泉市本级政府债务用于保障性住房、市

政工程、交通运输、科教文卫等方面。 

从债务期限结构看，阳泉市本级政府债务 2019-2030年到期债务

规模及占比情况分别为： 33385.92 万元、 129340.33 万元、 

61256.88万元、 115347.30万元、 69906.74万元、 38152.91万元、

76964.06 万元、52052.68 万元、36417.72 万元、52625.39 万元、0

万元、0 万元。分别占到期债务规模的：5.68%、22.01%、10.42%、

19.63%、11.89%、6.49%、13.10%、8.86%、 6.20%、8.95%、0%、0%。 

二、项目情况 

项目包含阳泉市娘子关供水一期更新改造工程、阳泉市饮用水水

质改善（净水厂）工程、阳泉市自来水城区老工业区老旧供水管网改

造工程三个工程。 

（一）项目主体 

项目实施机构：阳泉市水务局 

项目建设运营管理单位：阳泉市自来水公司 

（二）项目基本情况 

1、阳泉市娘子关供水一期更新改造工程 

阳泉市娘子关供水一期工程于 1980 年建成投产，其设计供水能

力为 12.96 万㎡/d，输水工程单线运行已达 30 多年来，由于管道老

化、管壁结垢逐年增加，使管线轻度与输水能力逐年降低，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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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工农业生产与人们群众的日常用水。2014 年 6 月山西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下达晋发改设计发〔2014〕874号《关于阳泉市娘子关供

水一期更新改造工程初步设计批复》，批复改造管网 23.89公里，设

计概算 18857万元，资金来源主要由当地政府筹措解决，省煤炭可持

续基金视项目进展情况和自筹资金到位情况以直接投资方式给予适

当支持。 

工程建设地点：娘子关水源管网。 

工程建设内容：主要包括采用离心球墨铸铁管，更新改造主线全

长 23.89公里（桩号 0+000-7+780.8为双线铺设）；沿线设检修阀室、

排气阀井、排水阀井、检査丼、流量计井等建构筑物，电力、线路信

息化等辅助系统。 

工程建设工期：工期为半年。 

工程施工进度情况：工程已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证，进行了两个施工标段的招标，于 2016 年 11 月 26 日开

工，目前完成平定县西岭村至郊区杏树坡东段和郊区杏树坡村至郊区

杏树坡东段、郊区黑土岩村西至阳五高速西段共计 2200余米的改造，

投资完成 1320.83万元。 

资金到位情况：已到位 1500万元，资金来源：2013年城镇供排

水实施中央基建投资预算资金。 

2、阳泉市饮用水水质改善（净水厂）工程 

因市饮用水总硬度、硫酸盐两项指标持续超标，严重影响了饮水

用的质量，阳泉市政府第 29 次常务会议决定将“阳泉市饮用水水质

改善工程”列为为民办事的重点民生工程。2014 年 8 月阳泉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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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改革委员会阳发改投〔2014〕169号关于阳泉市饮用水水质改善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批复项目总投资 19606.11 万元，其中拟

申请国家科技部门投资 2900万元，其余资金由市政府统筹解决。 

项目建设地点：阳泉市平定县娘子关一级泵站的南侧。 

项目规模及建设主要内容：日软化 3.5 万立方米， 主要建设内

容包括：提升泵房、软化处理车间、综合楼等，对部分原水采用两级

纳滤软化工艺后，与其余余水进行混合，降低水中总硬度、硫酸盐含

量。 

建设工期：14个月。 

工程建设进度：工程项目于 2015 年开工，已完成提升泵房、净

水车间、桥梁、办公楼等重要部分工程，投资完成 11770万元，尚有

7836.11万元尾工未完成。 

资金到位情况：已到位 12390 万元，其中财政预算 11390 万元

（2014年 7月 390万元、2015年 6000万元、2016年 3500万元、2018

年 8月 1500万元），中国农发建设基金 1000万元（年投资收益 1.2%，

已纳入存量债务）。 

3、阳泉市自来水城区老工业区老旧供水管网改造工程 

为有效解决阳泉市供水管网老化严重，供水漏损率高、供水能力

低等问题，不断提高阳泉市供水能力和满足城市化进程加快带来的供

水需求。2016年阳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阳发改投〔2016〕265号

核准立项，批复改造供水管网 55.5km，工程总投资 21638.61万元，

资金全部由项目单位自筹解决。 

项目建设地点：阳泉市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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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规模及主要内容：改造供水管网 55.5km，主要建设内

容包括土石方工程、阀门及检查井改造、供水管网更新改造等。  

建设工期：工程计划 2017 开始实施，2020 年建设完成，共计 4

年。 

工程建设进度：截止目前已完成勘察设计等前期工作，投资完成

346.40万元。  

资金到位情况：已到位 3271 万元，其中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

调整改造专项（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中央基建投资预算 3121 万

元。自筹资金 150万元。 

（三）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意义 

1、阳泉市娘子关供水一期更新改造工程 

阳泉市娘子关一期供水工程做为阳泉市主要供水水源，肩负着全

市 80%以上的供水任务，其水源原来却取自娘子关电厂冷却尾水。阳

泉供水工程管道安全运行期一般为 20~25年，质量差的在 10-15年。

工程运行多年来，不仅因水温过高，在水质上造成热污染，而且因为

温度高、硬度大、容易结垢，一期混凝土管道开始老化、锈蚀和失修，

不安全因素普遍存在，对城市供水设施和设备造成严重危害。为确保

工程在 21 世纪能继续发挥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对阳泉供

水工程进行更新改造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迫在眉睫。 

2、阳泉市饮用水水质改善（净水厂）工程 

根据阳泉市饮用水水质检测报告，阳泉市饮用水总硬度、硫酸盐

两项指标自2008年以来持续超标，至2014年两项指标分别超标4.46%

和 2.93%，因此建设部、省建设厅要求严令整改，并将“阳泉市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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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质改善工程”列为为民办事的重点民生工程，预计工程建成后，

出水总硬度指标降至 355mg/L（国标为 450mg/L），硫酸盐指标降至

205mg/L（国标 250mg/L），能有限改善阳泉市全市范围内的饮用水

水质问题。因此，针对目前供水水质，增加进一步处理是非常必要的。 

3、阳泉市自来水城区老工业区老旧供水管网改造工程 

阳泉市区水资源匮乏，90％的供水量来自 40 公里以外的娘子关

泉，供水扬程达 470余米，供水成本在山西省同行业中最高，但由于

城市供水管网老化、超期服役、地形高差大带来的高压差等原因，造

成爆管事故时有发生，管道的暗漏无法及时发现，致使供水漏损率，

超过国家规定的 12％，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浪费了极其宝贵的水资

源。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市的变迁，城市的功能对供水的要求也越来

越高。现状管网是依据若干年的规划和建设积累而成的，有的甚至被

压到建筑物下无法维修，局部管网的规模、口径、走向已不适应用户

用水要求，管网的最不利点、不利管段在不断变化，尤其是阳泉市采

用高位水池、重力流供水的特点，对供水管网的布局和走向要求极高。 

早期铺设的供水管道所使用的管材为灰铸铁和普通钢管，很少有

内衬，这些管材受腐蚀成为水质的最大污染源，同时管材受腐蚀还降

低了管道的寿命。因此，对过时管材实施改造，并根据口径、使用条

件、随工技术选用合适的管材是确保水质不受二次污染的有效方法。 

综上所述，阳泉市老工业区的供水管网问题直接影响了人民的正

常生产生活，制约着城镇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升级改造老工业

区供水管网是解决区域内供需矛盾的最佳选择。 

（四）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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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阳泉市娘子关供水一期更新改造工程 

本工程具有工业供水、城镇生活供水等利用功能，其供水能力:

东线娘子关主力水源供水能力为 12.96万吨/日；西线属季节性水源，

平均产水 1万吨/日左右；现阳泉市实际日供水 10万吨左右，供水范

围:包括城区、矿区、开发区，以及郊区的 70%左右，平定县的 2.5%

左右，受益人口约 60 余万人。在经济效益方面，按调查目前水价水

平的水价平均值计算每年可增加收入 3000多万元。 

2、阳泉市饮用水水质改善（净水厂）工程 

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降低供水水质的硬度，可以大大提高

人民的生活水平。据国内外关于硬度对健康的影响研究，人民群众长

期饮用含沉淀物和水垢的水，会产生不安情绪和抱怨心里，并对身体

健康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降低硬度不仅可以改善饮用水的口

感，消除生活中的结垢现象，而且可以不断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这

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民生工程。 

节约运行成本、节约水资源，该项目的实施，改善了饮用水水质，

且水质可以达到工业冷却用水的标准。用于工业冷却用水，可以明显

降低管道的结垢倾向，提高冷却用水的循环率。用于工业化学用水，

吨水的利用率提高，总用水成本降低 。各种工艺用水，由于软化水

水质较好，因此对各种工艺设备的运行影响较低，降低了设备自身的

损耗的系统的能耗。由此可见，软化水用于工业领域，不是增加了工

业用户的用水成本，而是更大可能的提高了各种工业用水的循环利用

率，降低了相关设备的自身折旧速率和整个系统的能耗，因此在一定

程度上节约了运行成本。本工程节约了水资源，从一定程度增强可利

用水资源的总量，因此其社会效益是十分显著的，经济效益是十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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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 

3、阳泉市自来水城区老工业区老旧供水管网改造工程 

在经济方面，阳泉市自来水城区老工业区老旧供水管网改造工程

主要是对现有城市供水管网的改造，工程实施后管网水量漏失率可由

原来的 16%降低至 12%，满足城市供水管网漏损控制及评定标准

（CJJ92—2002）的要求，改造管网运行后每年可减少漏水失水量，

可节省运营费用。 

在社会效益方面，通过改善供水管网工程，可以提高自来水的保

证率，使城镇居民及企事业单位用水更有保障。有效遏制对地下水无

节制的开采，从而防止城市地下水下降漏斗的再发展，使地下水逐步

回升，保护地下水源。 

总之，供水管网改造工程市供水保证率保护水体、促进城镇经济

发展步入良性循环的重要举措。 

（五）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 

1、编制依据及原则 

项目投资估算主要依据如下法律法规进行编制： 

（1）山西省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的通知(晋水

规计[2003]716号) 

（2）山西省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补充调整的

通知(晋水规计[2009]891号) 

（3）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建设部《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

与参数》(第三版)(发改投资[2006]32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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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利部《水利建设项目经济评价规范》(SL72-94) 

（5）《阳泉市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实施方案（2015-2022》 

（6）《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2013-2022年）》 

（7）《阳泉市城市给水工程专项规划》（2011-2030） 

（8）阳泉市城区老工业区现状管线图 

2、项目总投资 

本项目总投资 60,546.77万元，其中建设投资成本 60,101.72万

元、建设期债券利息费用参考当前 5年国债收益率利率（基准日 2019

年 1月 4日）上浮 30%测算，利率约为 3.75%，利息共计 375.05万元，

发行债券相关费用 70万元（发行相关费用按照发行金额的 1%进行预

估）。 

目前已完投资 13,437.23万元，未完投资 47,109.53万元。 

3、资金筹措方案 

（1）项目资本金到位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 60,546.77万元，资本金已到位 17,061.00万元，

其中 2013年城镇供排水实施中央基建投资预算资金到位 1,500.00万

元、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专项中央基建投资预算到位

3,121.00 万元、地方财政资金到位 11,44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26.52%；中国农发建设基金到位 1,000.00万元（已纳入存量债务），

占总投资的 1.65%。 

（2）融资来源及本次发行债券情况 

本项目未到位资金为 43,485.77万元，拟通过政府筹措和企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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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解决 36,485.77 万元、剩余资金通过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融资

7,000.00 万元。债券票面利率参考当前 5 年国债收益率利率（基准

日 2019年 1月 4日）上浮 30%来测算，约为 3.75%。本批次发行政府

专项债券 3,000.00万元，余下 4,000.00万元根据债券额度计划另行

确定发行日期。债券到期一次性还本。 

4、资金使用计划 

本项目未完投资 47,109.53 万元分三年使用，其中 2019 年拟投

入 23,362.24 万元，2020 年拟投入 19,601.92 万元、2021 年拟投

入 4,145.37万元。 

（六）项目预期收益、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 

1、项目收入 

本项目收入为供水收入，属于项目专项收入。2020 年建设项目

工程基本完工后，保证了阳泉市区供水率，根据谨慎性原则，从 2020

起居民用水量增长速度按 2018年水量增长速度 4.12%持续稳定增长，

非居民用水增长速度按 2018 年水量增长速度 4.36%持续稳定增长，

特种用水量在原基础上不变。不考虑水价的变化，跟据 2016 年 9 月

阳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阳发改价管〔2016〕282号核定的居民生活

用水价格为 2.8 元/吨、非居民用水 5.92 元/吨、特种用水 50 元/吨

的标准进行预测，本项目债券存续期累计项目收入 112,518.83万元。 

2、项目运营成本 

项目运营成本主要为动力电费、人员薪酬、维修费、 管理费、

工程维护费等，因本项目只涉及更新改造管网，不需考虑运营人员的

增加，从 2020起按照 2016年、2017年山西省人均收入平均增速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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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稳定调增人员工资福利等人员经费，生产成本、维修费、管理费

用等成本费用按每年递增 0.4%测算，债券存续期累计运营支出

117,254.16万元，发行债券利息 1,312.68万元，发行手续费用 70.00

万元。 

财务费用测算表 

单位：万元 

年份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合计 

债券利息  112.52 262.54 262.54 262.54 262.54 150.02 1,312.68 

发行费用 30.00 40.00      70.00 

财务费用 30.00 152.52 262.54 262.54 262.54 262.54 150.02 1,382.68 

3、相关税费 

本次供水项目涉及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所得

税。由于供水项目用于购买生产原材料的资金很少，所以进项较少，

分析测算中暂不考虑，增值税中主要考虑销项税额，税额以阳泉自来

水公司目前执行的 3%测算，本项目债券存续期累计税金支出

4,413.35万元。 

4、资金测算平衡情况 

根据前述财务数据进行如下项目资金平衡测算，据测算数据，该

项目收入可以覆盖债券的本金以及利息支出，能够达到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 

资金测算平衡表 

  单位：万元 

 

年份/项目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一、经菅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经菅活动产生的现金 16,868.16 17,580.01 18,322.46 19,096.83 19,904.49 20,746.88 21,625.49 

2.经菅活动支付的现金 15,061.72 15,571.62 16,111.43 16,683.01 17,288.33 17,929.45 18,608.60 

3.经营税金及附加 554.96 578.38 602.81 628.29 654.86 682.57 711.48 

4.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 1,251.48 1,430.01 1,608.22 1,785.53 1,961.31 2,134.86 2,305.4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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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项目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1.支付项目建设资金 23,332.24 19,449.41 3,882.84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23,332.24 -19,449.41 -3,882.84     

三、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项目资本金 16,520.36 14,816.29 1,000.00     

2.债券融资款 3,000.00 4,000.00      

3.债券发行费 30.00 40.00      

4.偿还债券本金      3,000.00 4,000.00 

5.支付债券利息  112.52 262.54 262.54 262.54 262.54 150.02 

6.偿还基金本金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7.支付基金投资收益 12.00 12.00 12.00 9.60 7.20 4.80 2.40 

8.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9,478.36 18,651.77 525.47 -472.14 -469.74 -3,467.34 -4,352.42 

四、现金流小计 -2,602.41 632.38 -1,749.16 1,313.39 1,491.58 -1,332.47 -2,047.01 

五、期初现金 5,344.96 2,742.56 3,374.93 1,625.78 2,939.17 4,430.75 3,098.27 

六、期末现金 2,742.56 3,374.93 1,625.78 2,939.17 4,430.75 3,098.27 1,051.26 

经上述测算，在各项假设前提下，本项目全部 7,000万元专项债

到期时，在偿还当年到期的债券本息后，将仍有 1,051.26 万元的累

计现金结余，期间将不存在任何资金缺口。 

本息覆盖倍数如下： 

年度 

债券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息覆盖

倍数（8）

=（7）/（4） 
 本金 （1）  利息（2）  

手续费

（3） 

本息合计

（4）=（1）

+（2）+（3） 

运营收入（5） 运营成本（6） 

净现金流入

（7）=（5）-

（6） 

2019 年    30.00  30.00   16,868.16   15,616.68   1,251.48   

2020 年   112.52   40.00  152.52   17,580.01   16,150.00   1,430.01   

2021 年   262.54    262.54   18,322.46   16,714.24   1,608.22   

2022 年   262.54    262.54   19,096.83   17,311.30   1,785.53   

2023 年   262.54    262.54   19,904.49   17,943.18   1,961.31   

2024 年  3,000.00   262.54   3,262.54   20,746.88   18,612.02   2,134.86   

2025 年  4,000.00   150.02   4,150.02   21,625.49   19,320.08   2,305.41   

合计  7,000.00   1,312.68   70.00   8,382.68   134,144.32   121,667.51   12,476.81   1.49  

项目本息保障倍数为项目收益净现金流入 12,476.81 万元除以

债券本息成本之和 8,382.68万元，即为 1.49倍，能够满足专项债券

的还本付息要求，并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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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经测算项目相关收益能够覆盖融资成本 1.49 倍。项目相

关收益优先用于偿付债券本息，如有不足，由财政统筹安排政府性基

金补贴。 

三、项目评估和发行人对债券信用评级情况 

项目资金平衡方案委托山西国元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并

出具专业评估报告；项目要素委托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认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 

专项债券委托发行人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信用

评级，评定等级为 AAA。 

四、预见风险及防范措施 

（一）财务风险 

在项目建设期间，建设单位存在诚信风险导致工期延期，工程质

量差，施工成本增加等问题。风险控制措施：通过招标选取诚信建设

单位及监理单位，在成本方面加强施工预算管理减少财务风险。 

（二）管理风险 

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受管理单位的组织水平和施工技术的不

足，导致突发性的工程事故。风险控制措施：要求各项目单位严格按

照要求做好设计，勘察工作，选择具有较高技术与管理水平的承建商，

督促施工队伍积极学习、引进先进可靠的施工技术和装备，加强施工

安全管理，保证项目工期和质量。 

（三）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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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项目投入运营后的实际收入未能达到预测值，将影响项目整体

收益。对债券还本付息产生影响，同时，项目日常经营性支出涉及人

力成本，维修费用等变动因素，实际支出增加也降低偿债能力。风险

控制措施：要求项目管理单位密切关注水价定价情况，加强项目运营

及资金管理，压缩不合理支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保证还本付息资

金。 

（四）项目风险管理措施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 10月 27日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

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第

7.1点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结合实际制定当地债务风

险应急处置预案。经山西省政府批准，山西省财政厅印发《山西省地

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建立山西省政府债务应急处置机

制，提前防范财政金融风险。二是本项目建设期间，政府可根据项目

实施情况调整项目资本金比例，以确保专项债券按时还本付息。三是

加强项目管理、财务管理，保持合理的资产负债比例，并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增加资本金数量；准确把握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国家产业政

策和证券发行债券政策变化，及时调整策略。四是为控制项目融资平

衡风险，可动态调整债券发行期限、还款方式及时间，做好期限配比、

还款计划和准备，加快资金周转，适当增大流动比率，充分盘活资金，

用资金使用效率收益对冲利率波动风险。 

五、专项债券发行方案 

债券发行计划如下表所示： 

债券发行计划表 

发行年份 发行额度（万元） 发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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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3,000.00 5年期 

根据债券额度计划另行确定发行日期 4,000.00 5年期 

本项目未到位资金为 43,485.77万元，拟通过政府筹措和企业自

筹解决 36,485.77 万元、剩余资金通过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融资

7,000.00 万元。债券票面利率参考当前 5 年国债收益率利率（基准

日 2019年 1月 4日）上浮 30%来测算，约为 3.75%。本批次发行政府

专项债券 3,000.00万元，余下 4,000.00万元根据当地的债券额度计

划另行确定发行日期。债券到期一次性还本。 

六、主管部门职责 

项目主管部门和单位在依法合规、确保工程质量安全前提下，加

快项目对应专项债券资金支出进度，形成实物工作量，推动项目早见

成效；项目主管部门和单位加强收益资金调度，及时足额度将还本付

息资金缴入国库；财政部门加强基金预算管理，提早催调项目收入，

保证债券按时还本付息。 

七、总体评价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以及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的专项债券的要求，并根据我们对项目资金平衡方案中的相关数

据进行分析测算，认为阳泉市水务专项债券能以相较银行贷款利率更

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同时，阳泉自来水公司经营收入现金

净流量能为项目提供了充足、稳定的现金流收入，能够完全覆盖专项

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充分满足债券发行还本付息的要求。 

 

 

                                       阳泉市财政局 

二〇一九年一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