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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利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在社会经济建设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无论在规划，设计、施
工以及经营管理阶段，经济效益都是水利工程建设的核心问题。
做好水利建设项目的经济评价是水利项目决策科学化、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措施。
　　水利工程经济学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本书首先介绍了水利工程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并对经济
计算中的价格问题进行了讨论；接着，考虑经济分析中的时间价值观念，对资金在各种情况下的等值
折算方法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第三，介绍了目前国内外主要的经济评价方法及其应用；第四，介绍了
财务评价、国民经济评价以及不确定性分析的方法及其应用；第五，针对综合利用水利工程的经济特
点，介绍了国内外主要的投资费用分摊方法；第六，介绍了水利工程各部门的投资费用和经济效益的
分析计算方法；最后，简要介绍了水利工程经济风险分析的原理与方法。
在大部分章节中，列举了大量实例并附有习题，以利于读者加深对基本理论的理解，掌握正确的思想
方法，培养独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书是基于编者长期从事水利工程经济课程的教学实践经验，并在广泛参阅了国内外水资源工程
经济的教科书、文献和资料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全书由王丽萍任主编。
其中第一章、第二章第一节和第八章由王丽萍编写；第七章第三节和第四节由洪林编写；第二章和第
七章其他节、第五章、第六章由高仕春编写；第三章和第四章由万飚编写。
　　本书可作为水利学科各专业《水利工程经济>课程与相关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水利部门的培训
教材以及广大水利工作者参考书之用。
　　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书中疏漏不足、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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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介绍国内外水资源开发工程进行经济评价时所涉及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系统介绍了水利工程
经济的计算分析与评价方法。
主要包括：水利工程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及价格理论；资金的时间价值及基本计算方法；工程经济评
价方法；水利建设项目的经济评价，综合利用水利工程的投资费用分摊，综合利用水利工程的投资与
效益计算，水利工程经济风险分析等内容。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水利类专业本科教材，也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和经济管理人员以及广大水利工
作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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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独立方案的采用与否，只取决于方案自身的经济性，经济上是否可行的判据是其绝对经济效果指
标是否优于一定的检验标准。
凡通过绝对效果检验的方案，就认为它在经济上是可以接受的，否则就应予以拒绝。
因此，多个独立方案与单一方案的评价方法是相同的。
对于独立方案而言，不论采用哪种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评价结果都是一样的。
　　二、互斥方案　　互斥方案是指方案之间存在互相排斥的关系，进行方案比选时，选定其中一个
方案就不能再选其余方案。
　　同一工程的不同规模是互斥方案的典型例子，例如某坝址的水电工程，选高坝方案就不能选低坝
方案，它们构成互斥的比较方案。
　　在水利工程中，为达到同一目的，往往在技术上有多种可行的方案，它们构成互斥方案，常称为
替代方案，其中仅次于最优方案的替代方案称为最优等效替代方案。
　　在方案互斥的条件下，经济效果评价包含了两部分内容：一是考察各个方案自身的经济效果，即
进行绝对效果检验；二是考察哪个方案最优，即相对效果检验。
两种检验的目的和作用不同，通常缺一不可。
　　互斥方案经济效果评价的特点是要进行方案比选，不论使用何种评价指标，都必须满足方案间具
有可比性的要求。
一般来说，各个比较方案应满足下列可比性条件：　　1．满足需要的可比性　　各个比较方案在产
品（水、电或其他）数量、质量、时间、地点、可靠性等方面，须同等程地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
例如，为了满足某一地区供水的要求，可以就地开发地下水资源，开凿深井，抽引地下水；也可以在
河流上筑坝拦蓄地面径流，经沉淀、过滤、消毒后输水供给各个用水户。
这两个方案在技术上都是可行的，均能满足该地区对水量、水质及可靠性等要求。
　　2．满足效益和费用的可比性　　满足效益和费用的可比性要求主要表现在性质和计算范围两个
方面：　　（1）要使用统一货币单位和接近于价值的价格。
当前在经济比较分析中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国某些工农业产品（例如粮食、燃料、电力等）
的现行价格不能反映其价值，价格与价值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背离。
因此，国家计委于1987年颁布的《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中明确规定：在进行国民经济评价
时，对于国内价格明显不合理的投人物和产出物，应以影子价格进行效益和费用的计算。
　　（2）计算范围如直接效益（费用）、间接效益（费用）必须相同。
比如工程费用，不仅包括工程的一次性造价和经常性年运行费两部分，还应包括主体工程和配套工程
等全部费用。
例如在电力建设工程中，无论考虑水电站方案或火电站方案，其费用都应从一次能源开发工程计算起
，至二次能源转变完成并输电至负荷中心地区为止。
因此，水电方案的费用应包括水库、输水建筑物、水电厂、输变电工程等各部分费用；火电方案的费
用则应包括煤矿、铁路、火电厂、输变电工程等各部分费用，这样水电、火电开发方案的总费用才具
有可比性。
　　3.满足时间上的可比性 　　各个比较方案需满足时间上的可比性，指的是：　　（1）要考虑资金
的时间价值。
由于各个方案的建设期及各年投资不同，生产期各年的效益和年运行费亦不相同，为了进行比较，必
须把各年的投资、运行费和效益按同一折现率折算到同一计算基准年，然后进行方案比较。
　　（2）经济计算期的一致性。
某些经济效果评价方法要求经济计算期相同，如经济计算期不同，则需化为相同，或采用不要求经济
计算期相同的评价方法，如净年值法等。
　　（3）为使方案具有一致的比较基础，必须在同一经济计算期内、按同一基准点、以同一利率考
虑各方案的经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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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满足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等要求的可比性　　修建电站无论采用哪个方案，都应同等程度满
足国民经济对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等方面的要求．或者采取补偿措施，使各比较方案都能满足国家规
定的要求。
例如，水电站方案一般均有水库淹没损失，此时应考虑各种补偿投资费用，以便安置库区移民，使他
们搬迁后的生产和生活水平，不低于原来水平，对淹没对象应考虑防护工程费或恢复改建费。
火电站方案当燃烧煤炭时，必然对四周环境产生污染，因此应及早考虑设置消烟、除尘、去硫设备以
及灰碴清除工程，保证环境质量，为此增加的费用，均应计人火电站的基本建设投资中。
　　三、相关方案　　在多个方案之间，如果接受或拒绝某一方案，会显著改变其他方案的现金流量
，或会影响对其他方案的选择，我们说这些方案是相关的。
实际上，我们可以将独立方案和互斥方案看成是相关方案的特例，可以认为，独立方案是相关系数
为O的相关方案，互斥方案是相关系数为1的相关方案。
　　相关方案的例子很多，如为解决防洪问题，既可以修建水库，也可以整治河道，或是修筑堤防工
程等，还可以同时采用以上几种措施组合。
又比如为满足运输要求，可以修建铁路、公路或两者都建，各方案之间既互相影响，但又非互相排斥
，这些都是相关方案的情况。
　　在对水利工程的经济效果进行评价时，相关方案不能简单地按照独立方案或互斥方案的评价方法
进行决策，而常采用穷举法，将各方案组合成完全互斥的方案，再按互斥方案的评价方法进行评价选
择。
　　以前面提到的防洪问题为例，我们可以将3种措施组合成7种互斥方案：①只修建水库；②只整治
河道；③只修筑堤防工程；④修建水库并整治河道；⑤修建水库并修筑堤防工程；⑥整治河道并修筑
堤防工程；⑦修建水库、整治河道并修筑堤防工程。
这样，就可以按互斥方案的评价方法对这7种方案进行评价。
　　一、净现值　　第二节 净现值、净年值及其评价方法　　净现值（Net Present Value，简写为NPv
）是对投资项目进行动态评价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它可以反映出项目在经济寿命期内的获利能力。
该指标是把项目经济寿命期内各年的效益和费用按一定的折现率折算到某一基准年（通常在投资期初
）后的现值累加值。
因此，净现值法的原理就是净现值的大小来评价工程主案的合理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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