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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项目概况 

1.1  项目概况 

1.1.1  基本情况 

项目公司名称：寿光福源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寿光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工程项目 

建设地点：   寿光市北部，安顺街以北，兴源路以西 

投资规模：   本项目总投资 36112.00 万元，工程静态投资 34500.00 万元， 

项目规模：   日焚烧处理生活垃圾 800 吨 

             焚烧炉      2×400 吨/天 

             装机容量    1×12MW 

1.1.2  投资方及项目单位情况 

寿光福源环保发电有限公司是为建设寿光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工程项

目而设立的项目公司。 

项目公司由徐州燃控科技股份公司与福建银森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负责

项目的建设。 

项目公司的项目资本金总计 7000 万元人民币，徐州燃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本次投资为战略投资，通过对项目公司增资加股权转让的方式，以现金 3150

万元人民币出资，占项目资本金总额的 45%，获得项目公司的 45%的股权，其余

55%的股权由福建银森集团所有。徐州燃控科技股份有限的公司本次投资在于整

合公司节能环保、可再生能源产业上下游资源，为公司由节能、节油、环保燃烧

控制成套设备供应商向可再生能源产业运营商、建设承包商发展奠定业绩基础。 

该项目处于前期启动阶段。尚未取得山东省发改委对本项目的核准批复。在

获得核准批复后，开始建设，预计建设时间为 18 个月。 

1.1.3  建设背景 

1.1.3.1  区域概况 

寿光市位于山东半岛中部，渤海莱州湾南畔。跨东经 118°32′～119°10′，

北纬 36°41′～37°19′。东邻潍坊市寒亭区，西界广饶县，南接青州市和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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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县，北濒渤海。纵长 60 公里，横宽 48 公里，海岸线长 56 公里，面积 2072 平

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 1.43％。 

根据 2009 年统计，寿光市辖 5 个街道，9 个镇，975 个行政村（居委会），

总人口 106.3 万，其中城区人口 40.13 万，暂住人口 12.37 万。寿光市包含圣城

街道、文家街道、古城街道、洛城街道、孙家集街道、化龙镇、营里镇、台头镇、

田柳镇、上口镇、侯镇、纪台镇、稻田镇和羊口镇。 

1.1.3.2  垃圾产量现状及预测 

目前，寿光市全市 5个街道和 9个乡镇的垃圾清运工作由市环卫局统一负责，

各乡镇采取签订委托合同的方式委托寿光市环卫局进行垃圾清运。 

表 1.1-1  各年份城区生活垃圾清运量表 

年    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垃圾量 

（万吨/年） 
6.2 6.9 8.9 9.7 9.9 10.1 7.4 8.1 8.9 11.31 

注：05年之前采用车吨位统计。 

表 1.1-2  寿光市生活垃圾产生量预测表 

年份 日产垃圾量（t/d） 年产垃圾量（万 t/年） 

2010 529.2 19.3 

2011 562.5 20.5 

2012 595.9 21.7 

2013 629.5 23.0 

2014 663.4 24.2 

2015 697.5 25.5 

2016 731.8 26.7 

2017 766.3 28.0 

2018 801.1 29.2 

2019 836.2 30.5 

2020 871.4 31.8 

http://baike.baidu.com/view/468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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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见，本生活垃圾焚烧厂工程在建成初期，服务区内垃圾日产生量约

在 590t/d左右，在 2018年达到 800t/d。 

1.1.3.3  建设规模的确定 

根据国内运行经验，垃圾焚烧处理工程应具备一定的规模，才能有效的回收

能源，降低运行成本。由于寿光市收运体系的完善，尤其是村级垃圾的收集和转

运正在建立过程中，远期垃圾产生量将达到 800 吨/日左右。另一方面焚烧炉由

于不能全年 365天都连续运行，每年必须考虑约 1个月的检修期，因此为了尽可

能的处理当地的生活垃圾，必须适当放大焚烧炉处理规模，基于以上分析，可将

焚烧厂的建设规模确定为 800 吨/日(考虑垃圾的增长,项目一期建设规模拟定在

500-600吨/日)，年处理生活垃圾可达到 29.2 万吨。 

根据国内现有垃圾焚烧厂的经验，在运行初期，垃圾热值较低，水分含量较

高，垃圾在垃圾贮坑内存放 5-7天，可脱水 10%-15%，因此实际进炉垃圾会小于

800t/d。同时考虑到其他变化因素，设计焚烧炉时应考虑足够的负荷变化，确定

焚烧炉实际运行负荷区域为 70%～110%。，因此建议政府在实际运行时应适当提

高进厂垃圾量，以确保焚烧炉在经济负荷下运行。 

 

1.1.3.4  垃圾特性预测 

焚烧厂的寿命一般在 30 年，所以需要考虑焚烧厂的整个运行期间的设备效

率和配置的合理性等来设定垃圾特性。 

为了追求设备配置的合理性和效率，一般取运行期间的中间年份的垃圾特性

作为焚烧厂处理的标准垃圾，并同时考虑到运行开始初期的低质垃圾，以及随着

生活水平的提高垃圾热值将会有所提高的焚烧厂运行后期的高质垃圾。 

另外，垃圾特性不仅随着年份的变化而不同，即使在同一年度，垃圾特性随

着季节也明显不同。一般是夏天垃圾热值较低，而冬天稍高。垃圾焚烧厂必须处

理运行期间的所有年份和所有季节的垃圾，因此，垃圾特性的一般设定为：标准

垃圾，低质垃圾和高质垃圾。 

根据 2009 年 8 月寿光市市区及附近乡镇的生活垃圾分析，市区生活垃圾低

位热值为 5400kJ/kg 左右，含水率约为 56%，灰分在 18%左右，而城乡结合部生

活垃圾低位热值略低，约 4700kJ/kg，乡镇的生活垃圾低位热值仅为 3100 kJ/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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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0 年 7 月生活垃圾分析结果来看，寿光市城镇垃圾的热值普遍在

4000kJ/kg 左右，比 2009 年有所升高。 

本项目服务区主要为寿光市城区及部分乡镇地区，服务区内的垃圾平均热值

约为 5000kJ/kg，从寿光市乃至全国生活垃圾发展趋势来看，生活垃圾可燃成分

和热值逐年升高，但同时垃圾含水率也会有所下降，但变化率不会很显著，当垃

圾焚烧厂建成时（2011 年），原生垃圾热值约为 5300kJ/kg。能够根据服务区生活

垃圾的实际情况和今后的发展，本工程运行期内的垃圾设计值暂按 6000kJ/kg

（1400kcal/kg）考虑。但垃圾热值随季节变化比较大，为了保证焚烧炉在较宽的

垃圾热值范围内都能稳定的运行，适用范围最低为 4190kJ/kg(1000kcal/kg)，最高

为 8300kJ/kg（1982kcal/kg）。 

1.1.4  建设条件 

1.1.4.1  厂址位置 

本项目厂址位于寿光市北部，安顺街以北，兴源路以西。该厂址符合选址的

基本要求。 

1.1.5  主要建设内容 

1、本项目焚烧工艺采用国外先进的、技术成熟的机械炉排炉。设两台焚烧

炉，单台日处理能力为 400 吨。余热锅炉采用中温中压蒸汽锅炉(400℃，4.0Pa)，

并设有一台 15MW 凝汽式汽轮发电机组，蒸汽冷凝方式采用水冷。 

2、本项目烟气净化系统采用“半干式反应塔+活性炭吸附+布袋除尘器”的工

艺，其烟气排放标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3、本项目飞灰由具有危险废物运行资质的密闭罐车运至危险废物集中处置

中心处置。 

4、本项目垃圾渗滤液在厂内处理达到《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后，

送入城市污水处理厂。 

1.2  技术方案简介 

1.2.1.1  工艺流程 

综上所述，垃圾处理工艺流程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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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  垃圾处理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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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资源开发及综合利用分析 

2.1  工程规模 

寿光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无害化处理项目，利用垃圾焚烧产生的热量生

产过热蒸汽，并将过热蒸汽送入汽轮机做功发电，全厂设置 2 台 400t/d 的焚烧炉，

2 台余热锅炉，单台锅炉最大连续蒸发量为 30.4t/h，配备 1 台容量为 15MW 的

汽轮发电机组。本工程建成后，每年可处理生活垃圾 29.2 万吨，扣除垃圾处理

所需的自用电外，额定工况下每年最大可向电网供电 72.18×10
6
kWh。 

2.2  能源供应条件 

本项目所需消耗能源及原材料包括辅助燃油、水、电、消石灰、活性炭、水

泥、螯合剂等。 

2.2.1  辅助燃油 

辅助燃油用于焚烧炉启动点火、停炉期间使用以及垃圾热值低于 4600kJ/kg

时使用。厂内设地下油库，燃油由燃油供应公司通过罐车运输到厂。 

2.2.2  水源 

循环冷却塔的排污水经处理后作为二次水源，供给一部分工业生产用水，包

括捞渣机用水、干灰搅拌机用水、螺旋出灰机用水、主厂房和卸料平台冲洗用水、

渗滤液冲洗用水等。 

2.2.3  电力 

本项目配置一台 12MW 汽轮发电机组，发电机出口电压为 10.5kV。 

2.2.4  消石灰、活性炭、尿素等药剂 

生产用消石灰、活性炭及尿素等由外部供应，汽车运输到厂。 

水泥定期运输到厂。 

2.3  能耗分析 

本项目为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无害化处理项目，利用垃圾焚烧处理的余热

发电，变废为宝，本身就是一个节能、环保工程。故本项目的能耗不能与采用优

质燃料（煤炭或油、气等）的火力发电机组的能耗水平相比，但本项目在工艺方

面采用了具有先进水平，热效率较高的生活垃圾焚烧炉、余热锅炉，以及发电效

率较高的汽轮发电机组，在最大程度上做到节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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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焚烧炉、余热锅炉（产汽）环节 

本环节通过吸收垃圾焚烧生成的热量，以产生具有给定参数的蒸汽。这部分

蒸汽主要用于汽轮机发电以及加热燃烧空气。 

2.3.2  发电耗汽环节 

属于连续用汽的环节有：汽轮机用汽、除氧加热用汽、低压加热器用汽等。

各种损耗性用汽有：蒸汽泄漏以及凝汽器中乏汽被冷凝等。 

2.3.3  自用电环节 

自用电环节有：焚烧线设备用电、水处理系统用电、给水系统用电、汽轮发

电机系统用电、压缩空气系统用电、飞灰稳定化系统用电、热工仪表及控制系统

用电、照明及检修用电等。 

2.3.4  耗水环节 

自来水的消耗主要来自生活用水的消耗以及部分生产实验用水的消耗。工业

用水的消耗主要是：冷却塔的蒸发损失、风吹损失、排污损失，飞灰固化、烟气

净化用水、绿化用水、道路冲洗水、厂房地坪冲洗水、车辆冲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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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节能方案分析 

本项目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利用垃圾焚烧处理的余热发电，变废为宝，

本身就是一个节能、环保工程。焚烧厂设置 2 台 400t/d 的焚烧炉，2 台余热锅炉，

配备 1 台容量为 15MW 的汽轮发电机组。本工程建成后，每年可处理生活垃圾

29.2 万吨，扣除垃圾处理所需的自用电外，额定工况下每年最大可向电网供电

72.18×10
6
kWh。 

3.1  能耗状况和能耗指标分析 

3.1.1  能耗状况分析 

在垃圾焚烧产生蒸汽发电的整个过程，能耗有以下三大部分： 

 厂用电（包括垃圾焚烧处理设备、发电设备、其他辅助生产设备、 照明

设备等的用电）； 

 在垃圾热值低于 4500kJ/kg 时投入辅助燃料； 

 生产办公生活用电。 

3.2  节能措施和节能效果分析 

（1）采用成熟可靠的两段式机械炉排焚烧炉垃圾焚烧技术，配置成熟的垃

圾电站锅炉，合理优化余热锅炉的设计，使其热交换效果达到最优，垃圾焚烧及

余热锅炉系统效率可达到 75%； 

（2）合理优化焚烧炉的效能，在垃圾热值在 4600kJ/kg 以上稳定燃烧时无

需投入柴油助燃，在焚烧炉起停时也严格控制柴油消耗，以最小的燃料消耗焚烧

最大量化的垃圾，降低燃料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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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建设用地及合理性分析 

4.1  项目选址及用地方案 

4.1.1  厂址选择 

参见 1.1.1。 

4.1.2  占地面积及利用状况 

建设场地占地面积约 42944 平方米。 

4.2  土地利用合理性分析 

根据《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建标[2001]213 号） 

根据标准规定本焚烧厂 800t/d 的总规模属于 II 类焚烧厂。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不应超过《城市生活垃圾处

理和给水与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中的规定。 

本工程除去绿化用地，本工程用地面积 31694 m
2，满足垃圾焚烧处理工程

II类用地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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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环境和生态影响分析 

5.1  采用环境保护标准 

5.1.1  烟气排放标准 

由于本工程的特殊性和重要性，烟气排放标准满足国标《生活垃圾焚烧污染

控制标准》，并预留有将来扩展的余地，在设计上将二噁英的排放浓度降低到

0.1ng/m3 以下，以适应经济发展对环境保护的需要。 

5.1.2  废水排放标准 

废水处理标准 

废水经过处理后，其水质应到现行国家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

和《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CJ 3082-1999）三级排放浓度标准值。 

5.1.3  噪音标准 

厂内的噪声治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3096，

厂界噪声标准执行《工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 中的二类标准，即等效声级

昼间为 60dB(A)，夜间为 50dB(A)。对建筑物的直达声源噪声控制，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GBJ87 的有关规定。 

5.1.4  恶臭控制 

本项目所散发的恶臭污染物浓度应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中厂界二级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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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经济评价分析 

6.1  概述 

6.1.1  项目概况 

本工程处理寿光的生活垃圾，包括焚烧及烟气处理工程、余热利用工程、污

水处理工程、辅助工程等几部分，按进炉垃圾计，一期日处理生活垃圾 800吨（一

期建设规模拟定在 500-600吨/日，经济评价按照 800吨/日测算）。 

6.1.2  编制依据 

根据国家发改委、建设部颁布的《建设项目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中

的原则和规定，结合现行财税制度及有关规定、本行业特点及有关优惠政策，按

照投资估算额度，进行本项目的经济评价。 

（1）本工程建设期 2年； 

（2）本工程按 30年计算期（含建设期 2年），测算财务评价指标； 

（3）垃圾处理量 800吨/日，整个特许经营期内上网电价均按 0.65元/度（含

税），垃圾处理费 55 元/吨。 

（4）根据国家税务局 财税 2001[198]号、财税 2004[25]号文件的规定，对

利用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的增值税（国税）享受“即征即返”； 

（5）所得税：税率为 25%； 

（6）本工程考虑垃圾热值的变化，不考虑物价指数的增长。 

（7）本工程流动资金银行贷款利率 5.85%，不考虑利率的变化。 

6.2  财务分析 

财务分析是通过本工程的财务报表分析计算出项目直接发生的各项费用和

效益；计算出的各项经济评价指标，以考察项目在计算期内的经济强度。 

6.2.1  总成本费用估算 

生产总成本包括外购原材料、外购燃料和动力及水费、工资及福利、维修费、

环境保护费、工程保险费、折旧费、摊销费、财务费用及其他费用等。 

6.2.1.1  外购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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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运行期间，根据工艺流程要求，确定燃料、石灰、活性炭、水泥、润

滑用油、透平油、3% 盐酸、尿素及螯合剂等药品及耗材的用量，根据市场询价

确定药品及耗材的单价。 

6.2.1.2  外购燃料及动力费 

在项目运行期间，根据工艺流程要求，确定柴油的用量，根据工艺流程和厂

内生活用水的标准，确定自来水的用量，根据市场询价及边界文件的价格确定柴

油和自来水的单价。 

6.2.1.3  折旧费 

项目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平均年限法，净残值按 0%计算，折旧年限为 20年。

其它费用、预备费等按比例分摊到房屋及建筑物和机械设备中进行折旧。 

6.2.2  预期收益 

年平均可售电 9099 万 kW·h，投产年发电量按设计量的 90%计算。根据相关

政策，上网电价约为 0.65元/kW.h。 

垃圾处理补贴为 55元/吨，投产年按设计处理值的 90%计算。 

项目建成后，每年的营业收入为 6133万元人民币。每年的所得税前利润为

2720万元人民币。项目建成后，每年净利润为 2085万元人民币，年上缴税金 694

万元人民币。 

6.2.3  税金 

6.2.3.1  增值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

问题的通知》（财税[2001]198号）、财税 2004[25]号文的相关规定，利用城市生

活垃圾生产的电力，其应纳增值税即征即返。 

6.2.3.2  营业税金及附加 

（1）根据 2005 年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垃圾处置费征收营业税问题的批复》

（国税函[2005]1128 号）的规定，单位和个人提供的垃圾处置劳务不属于营业

税应税劳务。对其处置垃圾取得的垃圾处置费，不征收营业税。 

（2）按照有关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税分别按照增值税的 7%

和 3%计取。 

6.2.3.3  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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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令第 5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企业所

得税按 25%的税率计算，并享受三免三减半税收优惠政策。 

6.3  基本财务分析 

6.3.1  利润估算 

按收费标准 55 元/吨的情况分析企业利润。盈余公积金按当年税后利润的

10%提取。 

6.3.2  现金流量分析 

现金流量表分为全部投资和自有资金流量。现金流量表（全部投资）不分投

资资金来源，以全部投资作为计算基础，用以计算全部投资内部收益率、财务净

现值及投资回收期等评价指标，考察项目全部投资的盈利能力；现金流量表（自

有资金）从投资者角度出发，以投资者的出资额作为计算基础，把借款本金偿还

和利息支出作为现金流出，用以计算权益资金内部收益率、财务净现值及投资回

收期等评价指标，考察项目权益资金的盈利能力。本测算遵照以下原则： 

（1）根据国家发改委、建设部 2006年 7月 3日颁布的《建设项目经济评价

方法与参数》（第三版）的规定，进行全部投资现金流量分析时，所得税应根据

息税前利润（EBIT）乘以所得税率计算，称为“调整所得税”。 

（2）折现率（IC）按市政工程保本微利的原则，设定 IC 为 8.0% 

6.3.3  技术经济指标（以下分析为对项目建成运营后的经济效益预测） 

序号 项目名称 财务指标 备注 

一 项目全投资（税后）     

1.1 内部收益率 10.43%   

1.2 净现值（万元）i=8.00% 7110   

1.3 投资回收期（年） 10.02   

二 项目资本金（税后）     

2.1 内部收益率 14.10%   

2.2 净现值（万元）i=8.00% 11768   

2.3 投资回收期（年） 12.05   

三 总投资收益率 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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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资本金净利润率 20.06%   

五 工程总投资（万元） 36112    

六 年平均收入（万元） 6133    

6.1 年平均不含税售电收入（万元） 4079    

6.2 年均垃圾处理补贴收入（万元） 1461    

6.3 年平均增值税即征即退（万元） 592    

七 年平均生产总成本(不含税）（万元） 3354    

八 年平均经营成本（不含税）（万元） 1671    

九 年平均所得税前利润（万元） 2720    

十 年平均净利润（万元） 2085    

十一 年上缴税金（万元） 694    

11.1 所得税（万元） 634    

11.2 营业税及附加（万元） 59    

 

6.4  经济分析（定性分析） 

本工程属于对诸城市长远建设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项目，在国民经济

发展中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始终显著，因此在经济分析中仅就间接效益给予定性

描述。 

（1）环境效益 

本工程实施后，可很好地改善该市的环境质量，使垃圾达到无害化处理的要

求，具有巨大的环境效益。 

（2）促进身心健康 

垃圾的无害化处理，总体环境质量的改善，都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减少

疾病的发生，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降低医疗费用。 

（3）增加就业机会 

垃圾处理场的建设与投产，可以安置一批富余劳动力，增加就业机会，促进

劳动力的转移，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4）其他社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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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环境质量的提高，将会为诸城市吸引更多投资，并促进旅游产业和其他

第三产业的发展，其间接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巨大的。 

本工程有很大的间接效益，因而其国民经济内部收益率必将远远大大于财务

内部收益率，其经济内部收益率也能满足大于基准经济收益率（社会折现率）的

要求。 

6.5  风险分析 

公司本次此投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存在以下风险： 

一）   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随着城市人口的变化而波动，如果垃圾供应量

不够可能会导致垃圾发电厂不能满负荷运转，影响其经济效益。 

二）   垃圾补贴费由项目所在地政府支付，这与当地政府的财政情况紧密

相关，如果垃圾补贴政策落实不到位会影响垃圾发电厂收入下降，从而影响其经

济效益。 

三）   项目建设需要对外进行大量的采购，并需要大量的人力来进行施工

安装，建设用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及人力资源价格的上涨会影响项目建设成本，从

而影响项目的投资回报。 

四）   垃圾发电项目在垃圾处理过程中会产生二恶英等有害物质，随着国

家环保政策的愈加严格，可能会提高对有害物排放的控制标准，项目公司需要对

排放控制等加大投入，这会导致运营成本的提高，从而影响项目的投资回报。 

五）   目前国家政策对垃圾发电是鼓励的，但不排除将来国家产业政策及

产业结构的调整的可能性，由此会给垃圾发电项目带来政策性风险。 

六）   公司对垃圾发电项目的投资是经过谨慎考虑的，但项目投资本身是

基于对其未来盈利的预期，实施过程中受很多不可控因素的影响，所以存在投资

失败的风险。 

七）    本次投资寿光垃圾发电项目目前正在申报核准，此项目存在不被主

管部门核准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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