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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天衢新区中德“碳谷”—乡村振兴碳中和技术应用国家级先行示范区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

（二）项目单位

项目立项主体名称：德州园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单位简介：德州园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是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一级

国有企业，注册资本 5亿元，从事为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各类产业园区

进行规划、开发、招商、运营等工作。

机构名称：德州园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习忠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工业园区进行投资、开发、建设、运营、管理、

维护，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

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房屋租赁；物业管理；

创业服务信息咨询；燃气供应；电子产品、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通讯设备、

计算机、软件辅助设备生产、销售；电线电缆、五金产品、建材、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监控、食用及易制毒化学品）销售；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

通讯技术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子商务平台

建设与运营；普通货运；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建筑工程、室内外装饰装

修工程、管道工程、道路工程、桥梁工程、土石方工程施工；房地产开发；

房地产咨询服务；房地产经纪服务；房地产营销策划服务；老年人养护服务；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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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由德州园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中德生态园被动房建筑科技有限

公司、京东集团、新和盛科技公司、中国建筑研究院、中国农科院等共同打

造建设，拟选地址为马颊河与马颊岔河围合地块及经济技术开发区适用地块，

占地面积约 29.23 平方公里。

（三）项目规划审批

山东省工程咨询于 2021 年 10 月对该项目出具了《天衢新区中德“碳谷”

——乡村振兴碳中和技术应用国家级先行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

可行性研究报告》； 2021 年 10 月，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部对该项

目出具了《关于德州园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中德“碳谷”——乡村振兴碳中

和技术应用国家级先行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文号德经开经发改【2021】55 号；2021 年 11 月，德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经济发展部对该项目出具了《关于德州园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中德“碳谷”

——乡村振兴碳中和技术应用国家级先行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

项目名称变更的通知》，项目名称变更为“天衢新区中德“碳谷”——乡村

振兴碳中和技术应用国家级先行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

（四）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主要立足于乡村振兴碳中和技术应用产业发展方向，推动乡村振兴

产业零碳化、智慧化升级。

该项目由德州园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中德生态园被动房建筑科技有限

公司、京东集团、新和盛科技公司、中国建筑研究院、中国农科院等共同打

造建设，拟选地址为马颊河与马颊岔河围合地块及经济技术开发区适用地块，

占地面积约 29.23 平方公里，其中：

1、碳汇生态湿地整理用地约占 24%，约 7.41 平方公里；

2、零碳景观绿化基础设施占地约占 10%，约 3.09 平方公里；

3、道路约占 10%，约 3.1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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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绿色市政配套（城市综合管廊，供水、分布式绿色能源站、清洁能源

供暖、绿色公共交通、充电桩等）约占地 6%，约 1.85 平方公里；

5、总建设用地约占 50%，约 15.5 平方公里，整体开发强度约为 1.0，总

建设面积约 1550 万平方米，其中公共基础设施约为 450 万平方米，包括智慧

化标准厂房约占 260 万平方米，零碳绿色公共数据中心、5g 基站约 20 万平方

米，绿色建材、绿色农产品检验公共中心约 30 万平方米，建筑碳中和研究院、

农业碳中和技术应用中心约 24 万平方米，绿色金融服务中心约 36 万平方米，

碳中和公共服务中心约 20 万平方米；碳中和服务产业聚集区约 60 万平方米

标准化厂房。

一期占地面积 8.769 平方公里，主要建设内容为智慧化标准厂房，零碳

绿色公共数据中心、5g 基站，绿色建材、绿色农产品检验公共中心，建筑碳

中和研究院、农业碳中和技术应用中心，绿色金融服务中心，碳中和公共服

务中心，碳中和服务产业聚集区等，建筑面积为 1350000 平方米；碳汇生态

湿地整理用地，零碳景观绿化基础设施，市政道路，绿色市政配套等，用地

面积为 463500 平方米。一期项目主要建设高标准厂房、综合服务设施、展览

中心、仓储物流中心、研发中心等。项目建成后，引进一批实力雄厚、主业

突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同时招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入驻，

精准对接食品产业转移。

（五）项目建设期限

本项目建设一期 2021 年 8 月-2024 年 12 月。

二、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

（一）投资估算

1.编制依据及原则

1）《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

2）山东省建筑工程消耗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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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地相关工程的有关资料

4）目前有关设备、材料市场价格

5）国家现行投资估算的有关规定

6）建设单位提供的有关基础资料

2.估算总额

一期总投资 1080000 万元，包括建设投资 1027609 万元，利息 51739 万

元，铺底流动资金 652 万元。

1）建设投资

一期建设投资 1027609 万元，其中：建筑工程费用 448500 万元、设备购

置费用 128520 万元，安装工程费用 24585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341027

万元，预备费用 84978 万元。

2）利息

项目建设期申请政府专项债 630000 万元，利率按 4.5%测算，经计算，项

目建设期融资利息为 51738.75 万元。

3）铺底流动资金

本项目流动资金估算采用分项估算法。经测算，本项目正常年需流动资

金 2174 万元。其中 30%作为项目铺底流动资金计入总投资，经计算，铺底流

动资金为 652 万元。

编制说明

1）建筑工程费：依据当地同类建筑数据资料估算。

2）设备及工器具购置费：依据项目承担单位提供的设备报价资料，并参

照国内设备近期市场询价。

3）安装工程费：参照当地同类建筑实际情况进行估算。

4）建设用地费用：示范区地块分为工业、物流仓储、科研教育、商住用

地，参考价格按 20 万元/亩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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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建设管理费：财政部关于印发《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理规定》

的通知（财建[2016]504 号）计取。

6）勘察设计、咨询费：《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5]299 号），参考市场价格估算。

7）工程监理费：参照市场价格，按照建筑安装工程费用的 1%估算。

8）招标代理费：按照《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5]299 号），参考市场价格，按工程费用的 0.2%计取。

9）造价咨询费：参考市场价格，按工程费用的 0.3%计取。

10）基本预备费：按照工程费用和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之和的 5%计取。

11）专项债利息按 10 年贷款基准利率 4.5%。

（二）资金筹措方案

1.资金筹措原则

（1）项目投入一定资本金，保证项目顺利开工及后续融资的可能。

（2）发行政府专项债券向社会筹资。

2. 资金来源

一期总投资 1080000 万元，拟申请专项债 630000 万元，其余 450000 万

元由建设单位自筹解决，自有资金占总投资 41.67%，符合国家资本金有关政

策。

考虑资金成本，结合项目实际情况，为减轻财务负担，提高资金流动性，

本项目单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初步确定项目资金来源如下：

资金结构表

资金结构 金额（万元） 占比 备注

估算总投资 1,080,000.00 100%

一、资本金 450,000.00 41.67%

自有资金 4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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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债务资金 630,000.00 58.33%

专项债券 630,000.00

三、项目预期收益、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

（一）运营收入预测

本项目为天衢新区中德“碳谷”——乡村振兴碳中和技术应用国家级先

行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根据市场调查结果及项目实际情况，测算的项

目营业收入、税金及附加，具体如下：

1、营业收入估算

项目收入主要为标准厂房、服务中心、科研办公等建筑物租赁收入，以

及示范区公共服务、检测、绿色电力等收入。出于谨慎性考虑，项目运行期

第一年按照满负荷 80%计算收入数据，同时对项目计算期内整体运营运收入下

浮 5.00%进行项目净现金流入测算。项目现金流入具体如下：

《营业收入估算表》(单位：万元)

年份 标准厂房租赁 商业用房租赁 公共服务 产品检测 绿色电力 合计

2025 26,630.40 32,455.80 1,231.20 7,600.00 31,920.00 99,837.40

2026 33,288.00 40,569.75 1,539.00 9,500.00 39,900.00 124,796.75

2027 33,288.00 40,569.75 1,539.00 9,500.00 39,900.00 124,796.75

2028 33,288.00 40,569.75 1,539.00 9,500.00 39,900.00 124,796.75

2029 33,288.00 40,569.75 1,539.00 9,500.00 39,900.00 124,796.75

2030 33,288.00 40,569.75 1,539.00 9,500.00 39,900.00 124,796.75

2031 33,288.00 40,569.75 1,539.00 9,500.00 39,900.00 124,796.75

2032 33,288.00 40,569.75 1,539.00 9,500.00 39,900.00 124,796.75

2033 33,288.00 40,569.75 1,539.00 9,500.00 39,900.00 124,796.75

2034 33,288.00 40,569.75 1,539.00 9,500.00 39,900.00 124,796.75

2035 33,288.00 40,569.75 1,539.00 9,500.00 39,900.00 124,796.75

2036 33,288.00 40,569.75 1,539.00 9,500.00 39,900.00 124,796.75

2037 33,288.00 40,569.75 1,539.00 9,500.00 39,900.00 124,796.75

2038 33,288.00 40,569.75 1,539.00 9,500.00 39,900.00 124,796.75

2039 33,288.00 40,569.75 1,539.00 9,500.00 39,900.00 124,796.75

2040 33,288.00 40,569.75 1,539.00 9,500.00 39,900.00 124,79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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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1 33,288.00 40,569.75 1,539.00 9,500.00 39,900.00 124,796.75

2042 33,288.00 40,569.75 1,539.00 9,500.00 39,900.00 124,796.75

2043 33,288.00 40,569.75 1,539.00 9,500.00 39,900.00 124,796.75

2044 16,644.00 20,284.88 769.50 4,750.00 19,950.00 62,398.38

合计 642,458.40 782,996.18 29,702.70 183,350.00 770,070.00 2,408,577.28

收入预测方法：（1）标准厂房建筑面积 96 万平方米，按照 1元/天·平

方米，营业收入为 35,040.00 万元；

（2）商业用房建筑面积 39 万平方米，按照 3元/天·平方米，营业收入

为 42,705.00 万元；

（3）公共服务收入为 1 元/月·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135 万平方米，

营业收入为 1,620.00 万元；

（4）产品检测收入 10,000.00 万元/年，绿色电力收入 42,000.00 万元/

年。

（二）税金及附加估算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并增值税征收率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57 号）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货物适用增值税低税率和

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9 号），《关于全面推开营

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规定，本项目租赁收入增值税税率为 9%，公共

服务及产品检测收入适用增值税税率为 6%，绿色电力收入适用增值税税率为

13%，房产税税率 12%，为城市建设维护税为 7%，教育费附加为 3%，地方教育

费附加为 2%，所得税税率为 25%

《增值税税金及附加估算表》 (单位：万元)

年份 增值税 城建税及附加 所得税 房产税 合计

2025 9,599.55 1,151.95 - 7,739.46 18,490.95

2026 12,053.27 1,446.39 - 9,674.33 23,173.98

2027 12,053.27 1,446.39 - 9,674.33 23,173.98

2028 12,053.27 1,446.39 - 9,674.33 23,173.98

2029 12,053.27 1,446.39 - 9,674.33 23,173.98

2030 12,053.27 1,446.39 - 9,674.33 23,173.98

2031 12,053.27 1,446.39 - 9,674.33 23,173.98

2032 12,053.27 1,446.39 - 9,674.33 23,17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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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3 12,053.27 1,446.39 - 9,674.33 23,173.98

2034 12,053.27 1,446.39 - 9,674.33 23,173.98

2035 12,053.27 1,446.39 - 9,674.33 23,173.98

2036 12,053.27 1,446.39 - 9,674.33 23,173.98

2037 12,053.27 1,446.39 4,322.14 9,674.33 27,496.12

2038 12,053.27 1,446.39 4,322.14 9,674.33 27,496.12

2039 12,053.27 1,446.39 4,322.14 9,674.33 27,496.12

2040 12,053.27 1,446.39 4,322.14 9,674.33 27,496.12

2041 12,053.27 1,446.39 4,322.14 9,674.33 27,496.12

2042 12,053.27 1,446.39 5,004.64 9,674.33 28,178.62

2043 12,053.27 1,446.39 7,367.14 9,674.33 30,541.12

2044 6,026.63 723.20 4,523.57 4,837.16 16,110.56

合计 232,585.00 27,910.20 38,506.04 186,714.47 485,715.71

（三）运营成本预测

本项目根据市场调查结果及项目实际情况，测算的项目总成本费用，具

体如下：

1、总成本

本项目计算期内平均总成本费用为 94698.38 万元。

水电等费用均有实际使用者承担，因此本项不计取燃料动力费用。

各项成本费用详见附表：《总成本费用估算表》。

2、成本估算构成分析

（1）工资及职工福利费

本项目职工 100 人，正常年合计职工年工资福利费 735.84 万元。

（2）燃料动力费

该项目年燃料动力费为 17.04 万元。

（3）修理费

该项目年修理费预计 1,766.18 万元。

（4）其他费用

该项目年其他费用预计 6,924.1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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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折旧、摊销

折旧按平均年限法计算。建筑物折旧期按 20 年，设备按 10 年计算，残

值率均取 5%。每年折旧费为 35,324.00 万元。

本项目无形递延资产 426,004.00 万元，年摊销费 21,300.00 万元。

《总成本费用估算表》(单位：万元)

年份
外购动力及燃

料
工资及福利 修理费 其他费用 合计

2025 17.75 618.11 1,854.49 5,816.27 8,306.61

2026 17.89 772.63 1,854.49 7,270.33 9,915.34

2027 17.89 772.63 1,854.49 7,270.33 9,915.34

2028 17.89 772.63 1,854.49 7,270.33 9,915.34

2029 17.89 772.63 1,854.49 7,270.33 9,915.34

2030 17.89 772.63 1,854.49 7,270.33 9,915.34

2031 17.89 772.63 1,854.49 7,270.33 9,915.34

2032 17.89 772.63 1,854.49 7,270.33 9,915.34

2033 17.89 772.63 1,854.49 7,270.33 9,915.34

2034 17.89 772.63 1,854.49 7,270.33 9,915.34

2035 17.89 772.63 1,854.49 7,270.33 9,915.34

2036 17.89 772.63 1,854.49 7,270.33 9,915.34

2037 17.89 772.63 1,854.49 7,270.33 9,915.34

2038 17.89 772.63 1,854.49 7,270.33 9,915.34

2039 17.89 772.63 1,854.49 7,270.33 9,915.34

2040 17.89 772.63 1,854.49 7,270.33 9,915.34

2041 17.89 772.63 1,854.49 7,270.33 9,915.34

2042 17.89 772.63 1,854.49 7,270.33 9,915.34

2043 17.89 772.63 1,854.49 7,270.33 9,915.34

2044 8.95 386.32 927.24 3,635.17 4,957.67

合计 348.77 14,911.80 36,162.47 140,317.39 191,740.43

（6）利息支出

本次拟发行 20,000.00 万元，剩余额度 610,000.00 万元假设于 2022 年

发行110,000.00万元，2023年发行320,000.00万元，2024年发行180,000.00

万元。债券发行期限为 20 年，假设已发行债券按照实际发行利率，本次及后

续发行债券发行利率为 4.20%，项目债券本金到期一次性偿还，债券存续期内

每半年支付一次债券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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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还本付息预测如下：

《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测算表》(单位：万元)

年度
债券期初余

额
本期新增 本期减少

债券期末余

额
付息合计 还本付息合计

2021 - - - - -

2022 - 130,000.00 130,000.00 2,730.00 2,730.00

2023 130,000.00 320,000.00 450,000.00 12,180.00 12,180.00

2024 450,000.00 180,000.00 630,000.00 22,680.00 22,680.00

2025 630,000.00 630,000.00 26,460.00 26,460.00

2026 630,000.00 630,000.00 26,460.00 26,460.00

2027 630,000.00 630,000.00 26,460.00 26,460.00

2028 630,000.00 630,000.00 26,460.00 26,460.00

2029 630,000.00 630,000.00 26,460.00 26,460.00

2030 630,000.00 630,000.00 26,460.00 26,460.00

2031 630,000.00 - 630,000.00 26,460.00 26,460.00

2032 630,000.00 630,000.00 26,460.00 26,460.00

2033 630,000.00 630,000.00 26,460.00 26,460.00

2034 630,000.00 630,000.00 26,460.00 26,460.00

2035 630,000.00 630,000.00 26,460.00 26,460.00

2036 630,000.00 630,000.00 26,460.00 26,460.00

2037 630,000.00 630,000.00 26,460.00 26,460.00

2038 630,000.00 630,000.00 26,460.00 26,460.00

2039 630,000.00 630,000.00 26,460.00 26,460.00

2040 630,000.00 630,000.00 26,460.00 26,460.00

2041 630,000.00 - 630,000.00 26,460.00 26,460.00

2042 630,000.00 130,000.00 500,000.00 23,730.00 153,730.00

2043 500,000.00 320,000.00 180,000.00 14,280.00 334,280.00

2044 180,000.00 180,000.00 - 3,780.00 183,780.00

合计 630,000.00 630,000.00 12,600,000.00 529,200.00 1,159,200.00

（四）项目运营损益表

《项目运营损益表》(单位：万元)

年份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营业收入 - - - - 58,866.63

增值税 - - - - 8,166.25

税金及附加 - - - - 7,484.85

营业成本 - 2,730.00 12,180.00 22,680.00 90,505.85

利润总额 - -2,730.00 -12,180.00 -22,680.00 -39,124.07

企业所得税 - - - - -

净利润 - -2,730.00 -12,180.00 -22,680.00 -39,1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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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营业收入 73,583.29 73,583.29 73,583.29 73,583.29 73,583.29

增值税 10,261.64 10,261.64 10,261.64 10,261.64 10,261.64

税金及附加 9,362.53 9,362.53 9,362.53 9,362.53 9,362.53

营业成本 91,947.28 91,947.28 91,947.28 91,947.28 91,947.28

利润总额 -27,726.52 -27,726.52 -27,726.52 -27,726.52 -27,726.52

企业所得税 - - - - -

净利润 -27,726.52 -27,726.52 -27,726.52 -27,726.52 -27,726.52

（续表)

年份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2034年 2035年

营业收入 73,583.29 73,583.29 73,583.29 73,583.29 73,583.29

增值税 10,261.64 10,261.64 10,261.64 10,261.64 10,261.64

税金及附加 9,362.53 9,362.53 9,362.53 9,362.53 9,362.53

营业成本 91,947.28 91,947.28 91,947.28 91,947.28 91,947.28

利润总额 -27,726.52 -27,726.52 -27,726.52 -27,726.52 -27,726.52

企业所得税 - - - - -

净利润 -27,726.52 -27,726.52 -27,726.52 -27,726.52 -27,726.52

（续表）

年份 2036年 2037年 2038年 2039年 2040年 2041年

营业收入 73,583.29 73,583.29 73,583.29 73,583.29 73,583.29 73,583.29

增值税 10,261.64 10,261.64 10,261.64 10,261.64 10,261.64 10,261.64

税金及附加 9,362.53 9,362.53 9,362.53 9,362.53 9,362.53 9,362.53

营业成本 91,947.28 79,095.28 79,095.28 79,095.28 79,095.28 79,095.28

利润总额 -27,726.52 -14,874.52 -14,874.52 -14,874.52 -14,874.52 -14,874.52

企业所得税 - - - - - -

净利润 -27,726.52 -14,874.52 -14,874.52 -14,874.52 -14,874.52 -14,874.52

（续表）

年份 2042年 2043年 2044年

营业收入 73,583.29 73,583.29 36,791.64

增值税 10,261.64 10,261.64 5,130.82

税金及附加 9,362.53 9,362.53 4,681.26

营业成本 76,365.28 66,915.28 30,097.64

利润总额 -12,144.52 -2,694.52 2,0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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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 - - 503.19

净利润 -12,144.52 -2,694.52 1,509.56

（五）项目现金流量表

根据项目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资金流动进行预算项目 2022年至

2044 年现金流量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年份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
- - - 99,837.40 124,796.75

2.经营活动支付的现金

流
- - - 8,306.61 9,915.34

3.经营活动支付的各项

税金
- - - 15,651.10 19,624.17

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小计
- - - 75,879.69 95,257.2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 - - - -

1.支付项目建设资金 183,000.00 595,000.00 216,370.00 84,978.00 -

2.支付的铺底资金 - - - 652.00 -

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小计
-183,000.00 -595,000.00 -216,370.00 -85,630.00 -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
- - - - -

1.项目资本金 55,730.00 287,180.00 107,090.00 - -

2.债券及银行借款筹资

款
130,000.00 320,000.00 180,000.00 - -

3.偿还债券及银行借款

本金
- - - - -

4.支付融资利息 2,730.00 12,180.00 22,680.00 26,460.00 26,460.00

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合计
183,000.00 595,000.00 264,410.00 -26,460.00 -26,460.00

四、现金流总计 - - - - -

1.期初现金 - - - 48,040.00 11,829.69

2.期内现金变动 - - 48,040.00 -36,210.31 68,79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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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期末现金 - - 48,040.00 11,829.69 80,626.92

续上表

年份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24,796.75 124,796.75 124,796.75 124,796.75 124,796.75

2.经营活动支付的现金流 9,915.34 9,915.34 9,915.34 9,915.34 9,915.34

3.经营活动支付的各项税金 19,624.17 19,624.17 19,624.17 19,624.17 19,624.17

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

计

95,257.24 95,257.24 95,257.24 95,257.24 95,257.2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 - - -

1.支付项目建设资金 - - - - -

2.支付的铺底资金 - - - - -

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

计

- - - - -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 - - - -

1.项目资本金 - - - - -

2.债券及银行借款筹资款 - - - - -

3.偿还债券及银行借款本金 - - - - -

4.支付融资利息 26,460.00 26,460.00 26,460.00 26,460.00 26,460.00

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合

计

-26,460.00 -26,460.00 -26,460.00 -26,460.00 -26,460.00

四、现金流总计 - - - - -

1.期初现金 80,626.92 149,424.16 218,221.40 287,018.64 355,815.88

2.期内现金变动 68,797.24 68,797.24 68,797.24 68,797.24 68,797.24

3.期末现金 149,424.16 218,221.40 287,018.64 355,815.88 424,613.11

续上表

年份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 - - - -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24,796.75 124,796.75 124,796.75 124,796.75 124,796.75

2.经营活动支付的现金流 9,915.34 9,915.34 9,915.34 9,915.34 9,915.34

3.经营活动支付的各项税金 19,624.17 19,624.17 19,624.17 19,624.17 19,624.17

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

计

95,257.24 95,257.24 95,257.24 95,257.24 95,257.2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 - - - -

1.支付项目建设资金 - - - - -

2.支付的铺底资金 - - - - -

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

计

- - - - -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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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资本金 - - - - -

2.债券及银行借款筹资款 - - - - -

3.偿还债券及银行借款本金 - - - - -

4.支付融资利息 26,460.00 26,460.00 26,460.00 26,460.00 26,460.00

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合

计

-26,460.00 -26,460.00 -26,460.00 -26,460.00 -26,460.00

四、现金流总计 - - - - -

1.期初现金 424,613.11 493,410.35 562,207.59 631,004.83 699,802.07

2.期内现金变动 68,797.24 68,797.24 68,797.24 68,797.24 68,797.24

3.期末现金 493,410.35 562,207.59 631,004.83 699,802.07 768,599.30

续上表

年份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 - - - -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24,796.75 124,796.75 124,796.75 124,796.75 124,796.75

2.经营活动支付的现金流 9,915.34 9,915.34 9,915.34 9,915.34 9,915.34

3.经营活动支付的各项税

金

19,624.17 19,624.17 19,624.17 19,624.17 19,624.17

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小计

95,257.24 95,257.24 95,257.24 95,257.24 95,257.2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 - - - -

1.支付项目建设资金 - - - - -

2.支付的铺底资金 - - - - -

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小计

- - - - -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 - - - -

1.项目资本金 - - - - -

2.债券及银行借款筹资款 - - - - -

3.偿还债券及银行借款本

金

- - - - -

4.支付融资利息 26,460.00 26,460.00 26,460.00 26,460.00 26,460.00

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合计
-26,460.00 -26,460.00 -26,460.00 -26,460.00 -26,460.00

四、现金流总计 - - - - -

1.期初现金 768,599.30 837,396.54 906,193.78 974,991.02 1,043,788.26

2.期内现金变动 68,797.24 68,797.24 68,797.24 68,797.24 68,797.24

3.期末现金 837,396.54 906,193.78 974,991.02 1,043,788.26 1,112,585.49

续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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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42 年 2043 年 2044 年 合计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 -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24,796.75 124,796.75 62,398.38 2,408,577.28

2.经营活动支付的现金流 9,915.34 9,915.34 4,957.67 191,740.43

3.经营活动支付的各项税金 19,624.17 19,624.17 10,315.27 379,201.44

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计 95,257.24 95,257.24 47,125.43 1,837,635.4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 - -

1.支付项目建设资金 - - - 1,079,348.00

2.支付的铺底资金 - - - 652.00

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计 - - - -1,080,00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 - - -

1.项目资本金 - - - 450,000.00

2.债券及银行借款筹资款 - - - 630,000.00

3.偿还债券及银行借款本金 130,000.00 320,000.00 180,000.00 630,000.00

4.支付融资利息 23,730.00 14,280.00 3,780.00 529,200.00

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合计 -153,730.00 -334,280.00 -183,780.00 -79,200.00

四、现金流总计 - - - -

1.期初现金 1,112,585.49 1,054,112.73 815,089.97

2.期内现金变动 -58,472.76 -239,022.76 -136,654.57 678,435.40

3.期末现金 1,054,112.73 815,089.97 678,435.40 678,435.40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各项表格数据计算时若存在尾差系保留小数位数所致，数据无实质性差

异。

（七）小结

本项目收入主要是建筑物租赁收入，项目建设资金包含项目资本金及融

资资金。通过对建筑物租赁收入以及相关营运成本、税费的估算，测算得出

本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项目的息前净现金流量为 1,820,501.10 万元，融资

本息合计为 1,159,200 万元，项目收益覆盖项目融资本息总额倍数达到 1.57

倍。

表 9：现金流覆盖倍数表（金额单位：万元）

融资方式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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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专项债券 630,000.00 529,200 1,159,200
银行借款

融资合计 630,000.00 529,200 1,159,200 1,837,635.40
覆盖倍数 1.59

四、专项债券使用与项目收入缴库安排

德州园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及上级主管部门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委员会

保证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

通知》（财预〔2018〕161 号）等政府债券管理规定履行相应义务，接受财政

部门的监督和管理，并保证政府专项债券专款专用。

专项债券收支纳入政府预算管理，根据专项债券《信息披露文件》规定

的还本付息安排，项目单位（包括项目单位的管理单位）应以本方案中的项

目收入按照对应的缴库科目上缴财政，按时、足额支付政府专项债券本息。

五、项目风险分析

（一）与项目建设相关的风险

资金筹措能否落实是关键。这需要项目的组织机构切实做好项目的前期

工作，加强同银行、各级政府组织机构的沟通，获取各方面的支持，保证项

目如期开工等。否则，将会对项目的建设带来一定风险

项目的建设将临时占用土地，可能要破坏部分植被及自然水系等。虽然

项目在完成后，对设施进行修复，但是避免不了对将给建设区域附近生态环

境、景观资源、视觉环境等造成部分影响，其中某些损失将是不可逆转的，

这些情况将会影响项目的建设工作。

（二）与项目收益相关的风险

1.数量达不到预期风险

项目收益对数量较为敏感，如果市场供需态势发生较大变化，用量项目

需求减少，将会对项目的收益带来一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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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营成本增加风险

项目建成后的运营管理，特别是日常检查、养护、大修和安全等方面的

管理存在一定的风险，项目管理部门的运营管理水平直接关系到项目投入运

营后的正常安全运营及运营效益。

六、事前项目绩效评估报告

一、评估对象

（一）项目名称

天衢新区中德“碳谷”——乡村振兴碳中和技术应用国家级先行示范区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

（二）项目概况

项目建设单位：德州园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习忠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工业园区进行投资、开发、建设、运营、管理、

维护，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

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房屋租赁；物业管理；

创业服务信息咨询；燃气供应；电子产品、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通讯设备、

计算机、软件辅助设备生产、销售；电线电缆、五金产品、建材、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监控、食用及易制毒化学品）销售；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

通讯技术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子商务平台

建设与运营；普通货运；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建筑工程、室内外装饰装

修工程、管道工程、道路工程、桥梁工程、土石方工程施工；房地产开发；

房地产咨询服务；房地产经纪服务；房地产营销策划服务；老年人养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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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该项目由德州园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中德生态园被动房建筑科技有限

公司、京东集团、新和盛科技公司、中国建筑研究院、中国农科院等共同打

造建设，拟选地址为马颊河与马颊岔河围合地块及经济技术开发区适用地块，

占地面积约 29.23 平方公里。

（三）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着眼塑造“产业+配套”“平台+生态”“技术+赋能”良好产业生态，

突出“研发、制造、展示、交易、共享、服务”功能，确定了“八个中心，

两个基地”的规划布局。

示范区以德州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础和影响力为依托，以区域性规格档

次最高、功能配套最全、服务模式最新为特色，突出乡村振兴、碳中和两大

品牌，致力打造为全省领先、全国一流、全球知名的特色乡村振兴碳中和技

术应用国家级先行示范区。

示范区全部建成投用后，预计可容纳约 600 家企业入驻，其中零碳生产

型企业约 200 家，运营服务型企业约 400 家，企业投资及运营成本较低，将

成为全国乡村振兴产业大规模集聚区，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专业特色示

范区，将有力带动德州乡村振兴产业向高端化、品牌化方向发展。

通过载体空间的规划建设，形成乡村振兴特色产业体系，打造具有示范

作用的产业示范基地。

（四）项目资金构成

本项目总投资 1080000 万元，其中 450000 万元由建设单位自有资金

投入解决，剩余 630000 万元申请发行专项债券融资。

二、事前绩效评估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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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估程序。评估程序主要遵照事前评估准备、事前评估实施、评

估总结及应用的原则进行，具体程序如下:

1.确定事前评估对象。根据《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政府专项债

券项目绩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鲁财债〔2020〕70 号）及《德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区级政策和项目预算事前绩效评估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要求，对京

津冀协同发展产业示范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确定为本次评估对象。

2.成立事前评估工作组。组员主要包括财务、生产、基建等有关科室，

组织开展事前评估各项工作。

3.拟定工作方案。评估工作组按要求拟定具体的事前评估工作方案，包

括工作程序、评估专家团队、工作时间等。

4.项目调研。评估工作组到与项目实施单位进行积极有效沟通，了解项

目情况，辅导项目单位收集准备资料。

5.收集审核资料，现场调研。评估工作组收集审核项目资料，通过查阅

资料对项目开展全面评估。

6.撰写报告。评估工作组根据评估意见，按照规定的文本格式和要求，

撰写事前绩效评估报告，整理事前评估资料。

7.根据事前评估意见进一步完善项目管理。

（二）评估思路。评估组成员根据该项目的必要性和实际使用情况、项

目投入合理性、绩效目标合理性等方面综合进行评估。

（三）评估方式、方法。本项目的主要评估方式是在项目单位提供的决

策立项文件、组织实施及制度、绩效目标设定等资料基础上结合相关政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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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展开分析与评估。采用因素分析法，通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

实施效果的内外因素，进行评估。

三、评估内容和结论

（一）立项必要性

本项目属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 29 号令《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9 本）》鼓励类“一、农林业”中的 49、农业生产数字化改造和智慧农

业工程；52、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55、“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

城工程”，以及“二十九、现代物流业中的 2、农产品物流配送设施建设，农

产品、食品、药品冷链物流，食品、药品物流质量安全控制技术服务。”属

于鼓励类项目，符合产业政策要求。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中发〔2021〕1 号）指出，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依托乡村特色优势资源，

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把产业链主体留在县城，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加快健全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按标生产，培

育农业龙头企业标准“领跑者”。立足县域布局特色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和精

深加工，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开发休

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完善配套设施。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示范园和科技示范园区建设。把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作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

要抓手，围绕提高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现代化水平，建立指

标体系，加强资源整合、政策集成，以县（市、区）为单位开展创建，到 2025

年创建 500 个左右示范区，形成梯次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格局。创建现代林业

产业示范区。组织开展“万企兴万村”行动。稳步推进反映全产业链价值的

农业及相关产业统计核算。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国

发〔2021〕4 号）指出，加快农业绿色发展。鼓励发展生态种植、生态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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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认证和管理。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提高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水平，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加强农膜污染治理。大力推进

农业节水，推广高效节水技术。推进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健康等产业

深度融合，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实施意见》指出，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四好农村

路”建设，启动实施农村公路五年提质增效工程，2021 年新改造农村公路 1

万公里。强化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监管。开展农村供水工程建设，推动城乡供

水一体化，2021 年农村自来水普及率稳定保持在 97%以上，到 2025 年城乡供

水一体化率提高到 70%以上。实施乡村清洁能源建设行动，全面实施乡村电气

化提升工程，推进燃气下乡，加强煤炭清洁化利用，2021 年农村地区清洁取

暖率达到 40%以上，打造 10 个绿色能源村镇。加大 5G 网络建设力度，大力发

展千兆光纤网络，到 2025 年农村地区 80%的家庭具备千兆接入能力。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鲁政办字〔2020〕171 号）指出，食品产业是保障民生的基础产业，也是三

产融合的朝阳产业。为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做好“六稳”

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在“十四五”期间加快推进我省食品产业基

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项目建设着力通过完善示范区基础设施，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创新

型企业，项目建设将成为德州市加快乡村振兴产业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和发

展乡村振兴产业集群的重要基地，对促进引进科技创新型人才、突出专业化

与产业特色、提升科技企业创新能力、提高创新服务水平、优化创新创业环

境、促进创新发展，以及推进区域经济稳步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项目的建设对促进德州乡村振兴，以及推当地进企业发展和区域

经济稳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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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目标合理性

根据《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区级政策和项目预算事前绩效评估管理暂行

办法》要求，该项目绩效目标明确了受益群体，与部门年度重点工作任务较

为匹配,绩效目标设置明确，充分体现项目设施预期效果情况，目标与预期

社会效益、现实需求匹配性高，具有一定前瞻性和挑战性。

绩效目标设置合理。

（三）投入产出经济性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

版)和有关现行财税制度的原则评价，项目总投资 1080000 万元，项目建设

期 3.5 年。2025 年 1 月始进入经营期，2025 年预计年营业收入 58,866.63

万元； 2026 年及以后年度进入稳定期，预计年营业收入 73,583.29 万元、

该项目成本可控，效益明显。

（四）实施方案可行性

国家发展改革委2019年第29号令《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本）》，

属于“鼓励类”第二十二条“城镇基础设施”和第四十二条“其他服务业”

第 5条“开发区、产业集聚区配套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与服务”的内容，本项

目是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

（五）筹资合规性

本项目总投资规模合理，本项目所需资金除申请专项债券 630,000.00

万元，剩余部分由建设单位自有资金投入解决，符合政策规定的要求。

（六）偿债能力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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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项目资金筹措计划，建设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630,000.00 万元，

年利率 4.20%，期限 20 年，每年度付息一次，到期一次偿还本金。

偿债资金来源主要来源有未分配利润、折旧费、其他收益，可以参照息

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税后净现金流量两项指标：

息前净现金流量为 1,837,635.40 万元，融资本息合计为 1,159,200.00

万元，项目收益覆盖项目融资本息总额倍数达到 1.59 倍。

偿债能力安全性较高。

（七）总体结论

总体上来讲，本项目立项充分，内容明确具体，与绩效目标相匹配，具

有明确的绩效目标，组织管理机构能够可持续运转，项目资金来源渠道明确，

资金到位时间、条件能够落实。

四、相关建议

为了保障项目能顺利实施，早日开工建设完成，建设采取以下措施作为

保障：

（一）组织保障 建立项目工作班子，切实抓好各阶段项目的实施，必须

保证不延误工期。

（二）资金保障 资金的落实是保证项目顺利完成的关键，本项目资金来

源为申请专项债券外，剩余部分由建设单位自有资金投入解决。

（三）政策保障 本项目适应经济开发区当地情况，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促进新型产业良性循环，激发市场主体发展产业的内生动力，打造新的经济

增长点，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工程，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示范园区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势在必行。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本报告是对项目单位所提供的材料进行全面分析与评估，结合现场考察

情况，在专家评价意见的基础上综合形成的。报告重点针对天衢新区中德“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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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乡村振兴碳中和技术应用国家级先行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

期）进行评估，同时考虑到项目具有长期性，对整个项目也进行了必要的附

带评估。本报告的结论与意见是参考性的，仅供财政部门批复预算时使用，

不做其他用途。

六、评估人员签名

七、附件材料

附件1:天衢新区中德“碳谷”——乡村振兴碳中和技术应用国家级先行

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绩效目标申报表

附件2:天衢新区中德“碳谷”——乡村振兴碳中和技术应用国家级先行

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事前绩效评估专家组评估意见

附件3:事前绩效评估评分指标体系（项目）

附件4：天衢新区中德“碳谷”——乡村振兴碳中和技术应用国家级先行

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打分体系表

附件 1：

天衢新区中德“碳谷”——乡村振兴碳中和技术应用国家级先行示

范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绩效目标申报表



26

（2021 年度）

填报单位 德州园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填报日期： 2021-10-29

项目名称
天衢新区中德“碳谷”——乡村振兴碳中和技术应用国家级先行示范

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

主管部门 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项目实施单位 德州园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张习忠 项目负责人电话

项目资金申请

（万元）

资金总额： 1080000.00

财政拨款： 450000.00

债券融资 630000.00

项目总体目标

示范区以德州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础和影响力为依托，以区域性规格

档次最高、功能配套最全、服务模式最新为特色，突出乡村振兴、碳

中和两大品牌，成为全国农业产业互联网应用基地、绿色循环农业示

范基地，致力打造为全省领先、全国一流、全球知名的特色乡村振兴

碳中和技术应用国家级先行示范区。

示范区全部建成投用后，预计可容纳约 600 家企业入驻，其中零碳生

产型企业约 200 家，运营服务型企业约 400 家，企业投资及运营成本

较低，将成为全国乡村振兴产业大规模集聚区，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

力的专业特色示范区，将有力带动德州乡村振兴产业向高端化、品牌

化方向发展。

绩效指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一期占地面积8.769平方

公里
8.769

质量指标 合格 100%

成本指标

债券融资 4.50%

财政资金 0%

时效指标 资金到位及时性 计划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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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提升德州经济开发区对

外形象和影响力
效果明显

生态效益

指标

致力打造为全省领先、全

国一流、全球知名的特色

乡村振兴碳中和技术应

用国家级先行示范区

效果明显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有力带动德州乡村振兴

产业向高端化、品牌化方

向发展
效果明显

社会公

众或服

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具体指标 居民满意度 ≥90%

其他需要说

明的问题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单位

负责

人：

张习忠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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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衢新区中德“碳谷”——乡村振兴碳中和技术应用国

家级先行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

事前绩效评估专家组评估意见

一、分项意见

(一）项目的相关性

项目符合国家、山东省以及德州市等有关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通

过天衢新区中德“碳谷”——乡村振兴碳中和技术应用国家级先行示范

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能够促进当地乡村振兴和碳中和技术渗透融合，

对产业协同联动集聚、生产要素跨界配置和调节规模经营等相关服务业

的有机整合具有重要意义。该项目是利国利民的工程，属于财政支持范

围。

(二)项目绩效的可实现性

该项目绩效目标较为明确，项目绩效指标细化、量化程度较好。

绩效目标的设置与项目建设内容相匹配。项目受益群体的定位准确,绩

效目标与项目预计解决的问题和现实需求相匹配。该项目为延续性项目，

绩效较为显著。项目预期绩效的可实现程度较好。

(三)项目实施方案的有效性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资料，项目预算与绩效目标、项目内容相匹

配，预算编制符合相关规定，编制依据充分，投入产出较为合理。项

目单位组织机构健全、职责分工明确。各项管理制度较为健全，组织

管理措施科学、可行。可以保证项目实施的有效性。

(四)项目预期绩效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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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主要立足于乡村振兴碳中和技术应用产业发展方向，建设乡村振

兴产业承接基地、碳中和技术应用基地、科技成果转化基地、优质食品供应

基地，推动产业集约化、智慧化升级，推进产业融合发展、培育产业骨干企

业、强化产业国际交流合作等方法，促进乡村振兴与碳中和技术应用相关产

业发展，本项目适应德州当地情况，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促进新型产业良性

循环，激发市场主体发展产业的内生动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一个利

国利民的工程。项目预期绩效可持续性较强。

(五)资金投入的可行性及风险

本项目总投资规模合理，本项目所需资金除申请专项债券

630000.00 万元，剩余部分由建设单位自有资金投入解决，项目建设资

金有保证。

项目建设存在一定的风险：随着工程进展，自有资金供应不及时，

债券发行失败或募集资金不足等原因，该部门不能继续实施该项目和承

担相关费用。

二、总体意见

项目相关性显著，绩效可实现性较强，实施方案比较有效，预期绩

效具有一定可持续性，且资金投入风险基本可控。综合评价，对该项目

应“予以支持”。

专家签字：

2021 年 11 月 06 日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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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绩效评估评分指标体系（项目）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点 权重 得分

立项

必要性

（20）

政策相关

性
是否与国家、山东省相关行业宏观政策相关。 5

职能相关

性
是否与主管部门职能、规划及当年重点工作相关。 5

需求相关

性

①是否具有现实需求，需求是否迫切；②是否有可替代性；

③是否有确定的服务对象或受益对象。
5

财政投入

相关性
是否具有公共性，是否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 5

投入

经济性

（20）

投入合理

性

①项目投入资源及成本是否与预期产出及效果相匹配；②投

入成本是否合理，成本测算依据是否充分；③其他渠道是否

有充分投入。

10

成本控制

措施有效

性

项目是否采取相关成本控制措施，成本控制措施是否有效。 10

绩效目

标合理

性（20）

目标明确

性

①绩效目标设定是否明确；②与部门长期规划目标、年度工

作目标是否一致；③项目受益群体定位是否准确；④绩效目

标和指标设置是否与项目高度相关。

10

目标合理

性

①绩效目标与项目预计解决的问题是否匹配；②绩效目标与

现实需求是否匹配；③绩效目标是否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挑

战性；④绩效指标是否细化、量化，指标值是否合理。

10

实施方

案有效

性

（20）

实施内容

明确性
项目内容是否明确、具体，与绩效目标是否匹配。 5

项目时效

性

项目是否明确设立、退出时限；项目清理、退出、调整机制

是否健全。
5

实施方案

可行性

①项目技术路线是否完整、先进、可行、合理，与项目内容

及绩效目标是否匹配；②项目组织、进度安排是否合理；③

与项目有关的基础设施条件是否能够得以有效保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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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控制

有效性

①项目申报、审批、调整及项目资金申请、审批、拨付等方

面已履行或计划履行的程序是否规范；②项目组织机构是否

健全、职责分工是否明确、项目人员条件是否与项目有关并

得以有效保障；③业务管理制度、技术规程、标准是否健全、

完善，以前年度业务制度执行是否出现过问题，相关业务方

面问题是否得到有效解决并配有相应的保障措施；④项目执

行过程是否设立管控措施、机制等，相关措施、机制是否能

够保证项目顺利实施。

5

筹资

合规性

（20）

筹资合规

性

①资金来源渠道是否符合相关规定；②资金筹措程序是否科

学规范，是否经过相关论证，论证资料是否齐全；③资金筹

措是否体现权责对等，财权和事权是否匹配。

10

财政投入

能力

①各级财政资金配套方式和承受能力是否科学合理；②各级

财政部门和其他部门是否有类似项目资金重复投入；③财政

资金支持方式是否科学合理。

5

筹资风险

可控性

①对筹资风险认识是否全面；②是否针对预期风险设定应对

措施；③应对措施是否可行、有效。
5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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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天衢新区中德“碳谷”——乡村振兴碳中和技术应用国家级先行

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打分体系表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平均得分

立项必要

性
20

政策相关

性
5

国家政策相关性 2.5 2.5

省级政策相关性 2.5 2.5

职能相关

性
5

部门职能相关性 2.5 2.5

部门发展规划相关性 2.5 2.5

需求相关

性
5

项目需求紧迫性 2 2

项目可替代性 2 2

项目服务对象明确性 1 0.5

投入相关

性
5

项目公共性 2.5 2.5

支持必要性 2.5 2.5

投入经济

性
20

投入合理

性
10

项目投入及产出效果的匹配度 4 4

投入成本测算依据充分性 3 3

重复投入情况 3 3

成本控制

措施有效

性

10 成本控制措施有效性 10 8

绩效目标

合理性
20

绩效目标

明确性
10

绩效目标明确性 2.5 2.5

绩效目标一致性 2.5 2.5

项目受益群体定位准确性 2.5 2

绩效目标设置与项目高度相关

性
2.5 2

绩效目标

合理性
10

绩效目标与预计解决问题匹配

性
2.5 2.5

绩效目标与现实需求匹配性 2.5 2

绩效目标的前瞻性与挑战性 2.5 2.5

绩效指标细化、量化、合理性 2.5 2

实施方案

有效性
20

实施内容

明确性
5 项目内容明确具体及匹配性 5 5

项目时效

性
5

项目退出时限的明确性 2.5 2.5

项目退出及调整机制的健全性 2.5 2.5

实施方案

可行性
5

项目组织和进度安排合理性 2.5 2.5

项目相关条件的保障性 2.5 2.5

过程控制

有效性
5

项目执行规范性 1 1

项目组织机构保障情况 1.5 1.5

项目相关业务制度的有效性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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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控措施的有效性 1 1

筹资合规

性
20

筹资合规

性
10

资金来源渠道的合规性 3 3

资金筹措程序的规范性 3 3

财权事权的匹配度 4 4

资金投入

能力
5

资金配套方式及承受能力合理

性
2 2

资金重复投入情况 2 2

资金支持方式的合理性 1 1

筹资风险

可控性
5

筹资风险防控措施明确性 2 2

筹资风险防控措施健全性 2 2

筹资风险防控措施有效性 1 1

合计 100 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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