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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项目基本情况项目基本情况项目基本情况项目基本情况

（一）（一）（一）（一）项目概况项目概况项目概况项目概况

1.1.1.1. 项目背景项目背景项目背景项目背景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是完成惠州市污染减排任务的

重要措施，是改善惠州市水环境、保障东江水质安全和城乡

饮用水安全，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重要手段，是巩固提

高文明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和创建国家生态示范市的硬

性指标。一直以来，惠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镇级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工作，特别是近几年来，周密筹划，加大

投入，强化督办，大力加强镇级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构

建了基本覆盖全市城乡的生活污水处理体系。

因建设污水处理设施资金投入较大，为进一步缓解各县

区及乡镇财政压力，加快全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进度，根据

市政府常务会议纪要（十一届 19 次〔2012〕19 号），出台

了《关于发布〈惠州市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以奖代补”

实施办法〉的通知》（惠市环〔2013〕1083 号），对县区及

乡镇一级的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根据其建设规模，给予责任单

位进行一定资金的补助，进一步加快惠州市县区及乡镇一级

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工作。

2.2.2.2. 项目实施情况项目实施情况项目实施情况项目实施情况

根据 2016 年市财政局根据《关于发布〈惠州市城镇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以奖代补”实施办法〉的通知》（惠市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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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83 号）的要求，按照《关于下达 2016 年惠州市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以奖代补”资金的通知》（惠财工

〔2016〕228 号）的要求，依据各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进度

和情况，本次补助资金总额为 820 万元，共补助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11座，设计总处理能力7.7万吨/日，其中1座为2014

年底前按时建成投产的设施，设计处理能力为 0.5 万吨/日；

1 座为要求 2014 年建成投产，但延至 2015 年建成投产的项

目，设计处理能力为 4 万吨/日；9 座为 2016 年开展土建施

工的污水处理设施，设计处理能力为 3.2 万吨/日。上述资

金均于 2016 年 12 月 22 日拨付至各县区财政局。

（二）（二）（二）（二）项目绩效目标项目绩效目标项目绩效目标项目绩效目标

根据市政府印发的《惠州市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十三

五”规划》（惠府函〔2016〕490 号）文的要求，我市计划

在 2016 年底前完成“一镇一厂”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任

务，并且 2016 年全市城镇污水处理率达到 96%以上，2020

年全市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达 97%以上。

（三）（三）（三）（三）项目资金安排和使用情况项目资金安排和使用情况项目资金安排和使用情况项目资金安排和使用情况

该专项资金 820 万已全部到位，资金到位率为 100%。

资金到位情况表资金到位情况表资金到位情况表资金到位情况表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县（区县（区县（区县（区）））） 污水处理设施名称污水处理设施名称污水处理设施名称污水处理设施名称 安排金额安排金额安排金额安排金额 到位率到位率到位率到位率

1 大亚湾 第三水质净化厂（霞涌） 100 100%

2 惠阳区 惠阳城区第二污水处理厂二期 400 100%

3 惠城区 横沥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2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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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惠东县

惠东大岭洪湖污水处理设施 70 100%

5 安墩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10 100%

6 高潭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5 100%

7 宝口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5 100%

8

博罗县

麻陂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30 100%

9 石坝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30 100%

10 杨侨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50 100%

11 罗阳小金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100 100%

合计 820 100%

该专项为奖补资金，其资金用途为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主

体工程建设或建成后支付运营商的运营费用，2016 年度专项

资金主要投入到后期运营费用中。根据现场专家核查情况，

截止 2017 年 7 月 31 日，只有大亚湾第三水质净化厂（霞涌）

建设已经完成并已经投入运营（该厂于 2015 年建成投产，

设计处理能力为 4 万吨/日），其他污水处理厂处于建设阶

段中尚未验收，故其专项经费仍未支出，该专项经费实际总

支出率为 12%。

资金支付情况表资金支付情况表资金支付情况表资金支付情况表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县县县县（（（（区区区区）））） 污水处理设施名称污水处理设施名称污水处理设施名称污水处理设施名称
本次安本次安本次安本次安

排金额排金额排金额排金额
支出金额支出金额支出金额支出金额 支出率支出率支出率支出率

1 大亚湾 第三水质净化厂（霞涌） 100 100 100%

2 惠阳区 惠阳城区第二污水处理厂二期 400 0 0%

3 惠城区 横沥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20 0 0%

4

惠东县

惠东大岭洪湖污水处理设施 70 0 0%

5 安墩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10 0 0%

6 高潭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5 0 0%

7 宝口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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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博罗县

麻陂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30 0 0%

9 石坝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30 0 0%

10 杨侨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50 0 0%

11 罗阳小金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100 0 0%

合计 820 100 12%

二、二、二、二、综合评价综合评价综合评价综合评价

本项目综合得分为 79.56 分，等级为“中”。

绩效评价综合得分表绩效评价综合得分表绩效评价综合得分表绩效评价综合得分表

评价指标评价指标评价指标评价指标
提交材料提交材料提交材料提交材料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10%10%10%10%））））

书面评审书面评审书面评审书面评审

（（（（20%20%20%20%））））

现场评审现场评审现场评审现场评审

（（（（70%70%70%70%））））

综合综合综合综合

评价评价评价评价

一级指标一级指标一级指标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二级指标二级指标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三级指标三级指标三级指标

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权重权重权重权重

(%)(%)(%)(%)
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权重权重权重权重

(%)(%)(%)(%)
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权重权重权重权重

(%)(%)(%)(%)

绩

效

影

响

50

前期

准备
20

论证决策 7

根据提交

材料时间

及附件材

料的详细

情况

5.60 6.78 5.87

目标设置 7 5.33 7.00 5.97

保障措施 6 3.80 5.44 4.57

资金

管理
17

资金到位 4 3.73 4.00 3.55

资金支付 5 2.79 2.39 2.23

支出规范性 8 4.60 4.67 4.19

事项

管理
13

实施程序 8 4.80 7.67 6.33

管理情况 5 3.40 4.28 3.68

绩

效

表

现

50

经济

性
5

预算(成本)

控制
5 4.93 5.00 4.49

效率

性
24

项目实施后

目标完成情

况

19 15.13 16.89 14.85

项目实施时

间与计划相

符程度

5 3.07 4.06 3.46

效果

性
16

社会效益 6 4.80 5.50 4.81

环境效益 5 3.87 4.61 4.0

可持续发展 5 4.33 4.56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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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

性
5

公共属性

（满意度）
5 4.47 4.33 3.93

总分 100 40 73.87 86.83 79.56

（一）（一）（一）（一）主要绩效主要绩效主要绩效主要绩效

1.1.1.1.促进了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进度促进了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进度促进了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进度促进了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进度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投入大，时间长，经济效益性不强，

设立奖补专项促进了各县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积极性，在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县区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进度。2016 年

以奖代补资金补助的污水处理设施共 11 座，总设计处理能

力 7.7 万吨/日，按照 2015 年广东省水资源公报中人均综合

用水量 0.33 吨进行计算，新增污水处理能力可服务人口约

为 23 万人；2016 年惠州市下达的 820 万元补助了 11 座污水

处理设施，带动社会总投资为 2.03 亿元。2016 年底前完成

“一镇一厂”建设任务，到 2020 年全市城镇生活污水处理

率达 97%以上。

2.2.2.2.完成完成完成完成““““一镇一厂一镇一厂一镇一厂一镇一厂””””建设，改善惠州市环境建设建设，改善惠州市环境建设建设，改善惠州市环境建设建设，改善惠州市环境建设

环境也是生产力，一座城市环境的好坏不仅关系到当地

经济的长远、协调发展，更与群众生命息息相关。城镇污水

处理设施的建成使用，对净化城市环境，为人民群众提供安

全、清洁的饮用水产生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016 年惠州

全市建成生活污水处理厂 10 座，设计处理能力为 12.7 万吨

/日，全市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全部实现了“一镇一厂”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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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规模，进一步加大了惠州市生活污水处理能力，有效改善

惠州市水环境。截止评价基准日，惠州全市城镇生活污水处

理率达到 96.2%以上，比例超过 90%；已建成投产的 2 座污

水处理厂负荷率均达到 75%以上。

3.3.3.3. 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设施建设启动及运维。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设施建设启动及运维。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设施建设启动及运维。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设施建设启动及运维。

2016 年惠州市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以奖代补”专项

资金，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支持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工

作。事后奖补政策，在政府统筹资源、优化配置资源的一系

列政策扶持下，给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与运行有切实的帮助，

一方面促进了各个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启动，保证了污

水处理厂的建设能顺利开展，另一方面，对后期的运维有有

一定的保障作用，保证了污水处理率的实现。

（二）（二）（二）（二）存在问题存在问题存在问题存在问题

1.1.1.1.项目建设效率较低，影响专项资金支付率。项目建设效率较低，影响专项资金支付率。项目建设效率较低，影响专项资金支付率。项目建设效率较低，影响专项资金支付率。

根据现场核查情况，目前 11 座污水处理厂的建设，仅

有 1 座已建设完成并已经开始运行，另外 1 座刚开始运行试

通水，其余 9 座污水处理厂刚刚完成基础建设还未通水试运

行，建设效率较低。由于多座处理厂尚未运行，未达到奖补

条件，因此除大亚湾污水处理厂建设完成并开始运行能完成

奖补资金支出以外，其他污水厂的专项奖补资金需完工运行

后支付，造成资金支付率不高。

2.2.2.2.项目可持续发展所需的政策环境亟待进一步完善。项目可持续发展所需的政策环境亟待进一步完善。项目可持续发展所需的政策环境亟待进一步完善。项目可持续发展所需的政策环境亟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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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所涉及的项目均采用 BOT 方式开展建设工作。BOT

项目具有参与方多，涉及面广，投资数额大、投资周期长、

在项目运行周期内不确定因素多等特点，基层政府亟需一套

较为完善的 BOT 管理制度指导实践操作。目前缺乏实施细则

和风险应对措施，为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项目所在

地政府作为 BOT 合约的甲方需以财政补贴的方式弥补污水

处理服务费用缺口。在污水设计处理量固定的前提下，污水

处理厂只有提高污水实际处理量才能不断增加收益。而管网

配套建设滞后的现实制约了污水实际处理量的提升，影响污

水处理收益的增加，地方政府可能为此背上长期的财政负

担。

3.3.3.3.专项资金未能很好地发挥引导激励作用专项资金未能很好地发挥引导激励作用专项资金未能很好地发挥引导激励作用专项资金未能很好地发挥引导激励作用

根据《惠州市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以奖代补实施方

案》确定的资金用途，奖补专项资金可用于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主体工程建设或建成后支付运营商的运营费用，但从 2016

年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来分析，其补助对象均为建成后的运

营补贴，且因多家处理厂尚未进入运营阶段，造成专项资金

的支付率偏低，未能很好的发挥出专项资金的奖补作用。

三、三、三、三、意见建议意见建议意见建议意见建议

（一）（一）（一）（一）细化奖补要求，切实发挥奖补资金作用。细化奖补要求，切实发挥奖补资金作用。细化奖补要求，切实发挥奖补资金作用。细化奖补要求，切实发挥奖补资金作用。

根据现场核查情况结果，该项奖补资金对污水处理设施

的建设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奖补设置的条件过于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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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导致项目成效并不明显，建议进一步细化奖补资金用途

与补助条件，一是分阶段予以奖励补助，对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与维护的不同时期予以不同的奖励；二是按完成情况来予

以奖励资金，如建设的规模、污水处理能力、后期运营等方

面来予以补助。如此梯度化设置奖补资金，能进一步收紧财

政“钱袋子”，使专项资金切实发挥奖励补贴的作用。此外，

还应根据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年度奖补资金计划，而不是作为

普惠性投入。

（二）（二）（二）（二）加强政策引导，为项目可持续打下基础。加强政策引导，为项目可持续打下基础。加强政策引导，为项目可持续打下基础。加强政策引导，为项目可持续打下基础。

建议主管部门从制度层面指导污水处理 BOT 项目，政府

是 BOT 项目的控制主体，在项目过程环节负有监管责任，在

项目特许到期时，具有无偿收回项目的权利。BOT 项目由于

投资大、期限长，且条件差异较大，所以存在一定项目风险。

政府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项目其他参与方的监督、管理，以

及各参与方对 BOT 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市场、技术、

融资和不可抵御外力的风险的规避和分担，都应当通过制度

规范来安排、化解，有利于解决基层政府对 BOT 项目监督权

责不清，管理不到位或管理越位等问题。因此，建议先由政

府制定 BOT 行政法规，明确特许协议性质和政府的法律地

位，构建较为完善的城镇污水处理 BOT 项目的法律体系。同

时，抓紧出台对欠发达地区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的支持政策，

落实电价优惠政策，并与化学需氧量削减工作挂钩，建立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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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营经费保障机制，保障已建成污水处理厂

的正常可持续运行。

（三）（三）（三）（三）加强项目管理，提高项目建设效益。加强项目管理，提高项目建设效益。加强项目管理，提高项目建设效益。加强项目管理，提高项目建设效益。

按照绩效原则，进一步强化污水处理厂建设管理。一是

完善立项环节的可行性论证和专家评审制度，确保项目按照

预期目标完成；二是严格规范和控制污水处理厂建设设计规

模，避免浪费，并严格审核，确保项目的可行性和实效性；

三是严格执行基本建设有关程序。规范项目报批报备、调整、

验收及资料建档等工作程序，按规定进行项目的招投标和政

府采购，提高建设效率；四是加强过程监管，确保工程质量

和完工进度。加大日常建设的跟踪检查力度，督促项目加快

实施进度，并及时发现和纠正出现的问题，切实把好工程质

量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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