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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宁津县 2022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

宁津县农业农村局

（三）项目规划审批

2022 年 2 月山东蒙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对该项目出具了

《宁津县 2022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2022 年 6

月 9日宁津县发展和改革局对该项目出具了《关于宁津县 2022 年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宁发改复字〔2022〕14

号。

（四）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内容如下：

地力培肥面积 6.94 万亩；新打机井及配套 432 眼，新建农桥 266

座，新建过路涵 117 座，新建泵站 37座，新建水闸 32 座，新建塘

堰（坝）2 座，清淤沟渠 58.695km，铺设 PVC 管道 246.499km；新建

田间道路 35.188km；栽植防护林 430 株；新设台架式变压器 170 座、

配电箱及分支箱 724 座，架设 10kV 高压线路 53.331km，埋设 380V

低压地埋电缆 398.639km。

（五）项目建设期限

本项目建设期为 2022 年 7 月至 202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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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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水利厅鲁水建字[2015]3 号文颁发《山东省水利水

电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办法》；

（2）山东省水利厅鲁水建字[2016]5 号文发布的“关于《山东

省水利水电工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计价依据调整办法》的通知”；

（3）建筑工程：采用山东省水利厅鲁水建字[2015]3 号文颁发

的 2015 年《山东省水利水电建筑工程预算定额》（上、下册）；

（4）安装工程：采用山东省水利厅鲁水建字[2015]3 号文颁发

的 2015 年《山东省水利水电设备安装工程预算定额》；

（5）施工机械台班费：采用山东省水利厅鲁水建字[2015]3 号

文颁发的 2015 年《山东省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

（6）《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工程量计算规定》（SL328－2005）；

（7）国家、主管部门颁发的有关条例、规定等。

2.估算总额

该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13,533.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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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资金成本，结合项目实际情况，为减轻财务负担，提高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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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流动性，本项目业主单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初步确定项目资金

来源如下：

表 1：资金结构表

三、项目预期收益、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

（一）运营收入预测

本项目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租赁收入及农用机井租赁收入。运

营期各年收入预测如下：

表 2：运营收入估算表（单位：万元）

年份 土地租赁费收入 农用机井出租收入 合计

2022 - - -
2023 3,135.00 172.37 3,307.37
2024 3,135.00 172.37 3,307.37
2025 3,135.00 172.37 3,307.37
2026 3,135.00 172.37 3,307.37
2027 3,135.00 172.37 3,307.37
2028 3,135.00 172.37 3,307.37
2029 3,135.00 172.37 3,307.37
2030 3,135.00 172.37 3,307.37
2031 3,135.00 172.37 3,307.37
2032 1,567.50 86.18 1,653.68
合计 29,782.50 1,637.50 31,420.00

收入预测方法说明：

资金结构 金额（万元） 占比 备注

估算总投资 13,533.00 100.00%

一、资本金 9,433.00 69.70%

自有资金 9,433.00

二、债务资金 4,100.00 30.30%

专项债券 4,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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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津县2022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收入主要为将租赁至建设单

位的土地，通过招标方式确定租赁至具有相应能力的农业公司实施，

收取租赁费用，每亩 1650 元，2万亩每年共计 3300 万元，新建农用

井及配套 432 座，月租赁单价 350 元/月/座，共计 181.44 万元。

出于谨慎性考虑，对项目计算期内整体运营收入下调 5.00%进行

项目净现金流入测算。

（二）运营成本预测

本项目总成本费用包括土地流转费、修理费、其他费用、折旧

费、利息支出等。

年度运营支出预测如下：

表 3：运营支出估算表（单位：万元）

年份 土地流转费 修理费 其他费用 合计

2022 - - - -

2023 1,680.00 364.04 109.67 2,153.70

2024 1,680.00 351.87 109.67 2,141.53

2025 1,680.00 339.71 109.67 2,129.37

2026 1,680.00 327.54 109.67 2,117.20

2027 1,680.00 315.38 109.67 2,105.04

2028 1,680.00 303.22 109.67 2,092.88

2029 1,680.00 291.05 109.67 2,080.71

2030 1,680.00 278.89 109.67 2,068.56

2031 1,680.00 266.72 109.67 2,056.39

2032 840.00 133.36 54.83 1,028.19

合计 15,960.00 2,971.76 1,041.82 19,973.58

成本预测方法说明：

（1）土地流转费

土地流转是指将土地使用权流转，土地流转费用指受让人支付

给原土地承包人的土地使用费。根据当地政府相关政策及人民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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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农作物种植种类及地理位置，参考邻近项目

区土地流转费用，确定本项目土地流转费为 800 元/亩，流转 2 万亩，

每年共计 1600 万元。

（2）维修费

修理费按固定资产折旧后净值的 3％计取。

（3）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包括其他制造费用、其他管理费用和其他营业费用，

按经营收入的 3%估算。

（4）折旧费

在固定资产中，建筑物按照 30年直线折旧计算，残值率为 3%；

其他固定资产按照 30年直线折旧计算，无残值。

由于未来年度不可预知性以及出于谨慎性考虑，对项目计算期

内整体运营成本（不包括折旧、摊销）上浮 5.00%进行项目净现金流

出测算。

（7）相关税费

结合本项目涉及的行业性质，测算中适用的主要税种税率如下：

表 4：项目税费表

税目 税率 类别

增值税
0% 土地租赁收入

9% 农用机井租赁收入

城建税 5%

教育费附加 3%

地方教育附加 2%

企业所得税 25%

（8）利息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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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项目资金筹措计划，建设期拟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4,100.00 万元，本期发行 4,100.00 万元，债券发行期限 10年，假

设债券发行利率 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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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还本付息预测如下：

表 5：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测算表（金额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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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 4,100.00 4,100.00 82.00 82.00
2023 4,100.00 4,100.00 164.00 164.00
2024 4,100.00 4,100.00 164.00 164.00
2025 4,100.00 4,100.00 164.00 164.00
2026 4,100.00 4,100.00 164.00 164.00
2027 4,100.00 4,100.00 164.00 164.00
2028 4,100.00 4,100.00 164.00 164.00
2029 4,100.00 4,100.00 164.00 164.00
2030 4,100.00 4,100.00 164.00 164.00
2031 4,100.00 - 4,100.00 164.00 164.00
2032 4,100.00 4,100.00 - 82.00 4,182.00
合计 4,100.00 4,100.00 1,640.00 5,740.00

（三）项目运营损益表

表 6：项目运营损益表（单位：万元）

年份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营业收入 - 3,293.14 3,293.14 3,293.14 3,293.14

税金及附加 - - - - -

营业成本 82.00 2,526.02 2,514.86 2,503.70 2,492.54

利润总额 -82.00 767.11 778.28 789.43 800.60

企业所得税 - 191.78 194.57 197.36 200.15

净利润 -82.00 575.34 583.71 592.08 600.45

续

年份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营业收入 3,293.14 3,293.14 3,293.14 3,293.14 3,293.14

税金及附加 - - - - -

营业成本 2,481.38 2,470.23 2,459.06 2,447.91 2,436.74

利润总额 811.75 822.91 834.07 845.23 856.39

企业所得税 202.94 205.73 208.52 211.31 214.10

净利润 608.82 617.18 625.55 633.92 64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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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年份 2032年

营业收入 1,646.57

税金及附加 -

营业成本 1,218.37

利润总额 428.20

企业所得税 107.05

净利润 321.15

（四）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

表 7：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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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307.37 3,307.37 3,307.37 3,307.37

2.经营活动支付的现金流 - 2,153.70 2,141.53 2,129.37 2,117.20

3.经营活动支付的各项税金 - 191.78 194.57 197.36 200.15

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计 - 961.89 971.27 980.64 990.02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支付项目建设资金 13,446.17 20.00 -

2.支付的铺底资金 -

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计 -13,446.17 -20.00 -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

1.项目资本金 9,433.00

2.债券及银行借款筹资款 4,100.00

3.偿还债券及银行借款本金

4.支付融资利息 82.00 164.00 164.00 164.00 164.00

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合计 13,451.00 -164.00 -164.00 -164.00 -164.00

四、现金流总计

1.期初现金 - 4.83 782.72 1,589.99 2,406.62

2.期内现金变动 4.83 777.89 807.27 816.64 826.02

3.期末现金 4.83 782.72 1,589.99 2,406.62 3,232.64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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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7.37 3,307.37 3,307.37 3,307.37 3,307.37

2.经营活动支付的现金流 2,105.04 2,092.88 2,080.71 2,068.56 2,056.39

3.经营活动支付的各项税金 202.94 205.73 208.52 211.31 214.10

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计 999.39 1,008.76 1,018.13 1,027.51 1,036.88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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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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00 164.00 164.00 164.00 164.00

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合计 -164.00 -164.00 -164.00 -164.00 -164.00

四、现金流总计

1.期初现金 3,232.64 4,068.03 4,912.78 5,766.92 6,630.42

2.期内现金变动 835.39 844.76 854.13 863.51 872.88

3.期末现金 4,068.03 4,912.78 5,766.92 6,630.42 7,503.31

续

年份 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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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3.68 31,420.00

2.经营活动支付的现金流 1,028.19 19,973.58

3.经营活动支付的各项税金 107.05 1,933.49

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计 518.44 9,512.92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1.支付项目建设资金 13,466.17

2.支付的铺底资金 -

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计 -13,466.17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

1.项目资本金 9,433.00

2.债券及银行借款筹资款 4,100.00

3.偿还债券及银行借款本金 4,100.00

4.支付融资利息 82.00 1,640.00

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合计 -4,182.00 7,793.00

四、现金流总计

1.期初现金 7,503.31 -

2.期内现金变动 -3,663.56 3,839.75

3.期末现金 3,839.75 3,839.75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假设本次专项债券于 2022 年 6 月发行成功，期限 10 年，每

半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偿还本金，故测算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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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时，2032 年考虑 6 个月运营收入成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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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小结

本项目收入主要是土地租赁收入及农用机井出租收入，项目建

设资金包含项目资本金及债券资金。通过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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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2.92 万元，融资本息合计为 5,740.00 万元，项目收益

覆盖项目融资本息总额倍数达到 1.66 倍。

表 8：现金流覆盖倍数表-德州市宁津县 2022 年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金额单位：万元）

融资方式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专项债券 4,100.00 1,640.00 5,740.00

银行借款

融资合计 4,100.00 1,640.00 5,740.00 9,512.92

覆盖倍数 1.66

四、专项债券使用与项目收入缴库安排

项目单位（包括项目单位的管理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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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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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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资金来源的可靠性、充足性和及时性不能保证，导致项目

工期拖延甚至被迫终止；由于工程量预计不足或设备、材料价格上

升导致投资增加。

由于项目组织结构不当、管理机制不完善等因素，导致项目不

能按期建成。

交通运输、供水、供电等外部配套设施发生重大变化，给项目

建设和运营带来困难。

预测的社会条件、社会环境发生变化，给项目建设和运营带来

损失。

（二）与项目收益相关的风险

本项目资金筹措渠道为企业自筹及政府专项债。财务制度健全，

在工程建设资金按时足额到位后，能够做到专款专储、专账、专管、

专用。

六、事前项目绩效评估报告

（一）项目概况

宁津县 2022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项目实施单位为宁津县

农业农村局，本次拟申请专项债券 4,100.00 万元用于宁津县 2022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建设，年限为 10年。

（二）评估内容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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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根据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该项目属于“鼓

励类”第一项“农林业”第 1 条“农田建设与保护工程（含高标准

农田建设、农田水利建设、高效节水灌溉、农田整治等），土地综合

整治”，属于国家鼓励建设项目。因此，该项目的建设符合相关产业

政策。

（2）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相关发展规划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指出：夯实粮食生产能力基础，保障粮、

棉、油、糖、肉、奶等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

护制度，强化耕地数量保护和质量提升，严守 18亿亩耕地红线，遏

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规范耕地占补平衡，严禁占优

补劣、占水田补旱地。以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

为重点，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建

成 10.75 亿亩集中连片高标准农田。

（3）新时期宁津县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需要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宁津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发

展与改革的深层次问题开阔了思路，提出了从传统高标项目向现代

高标项目、可持续发展高标项目转变和加快建设节水型社会建设的

新思路。在防洪除涝问题上，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既要治水

又要规范人类自身活动，既要防洪又要给洪水留有出路，并合理利

用洪水资源，加强综合治理。在汛期或汛末，科学合理的引用洪水。

在用水问题上，大力推广工程节水、农艺节水和充分利用土壤水的

综合节水措施，有利于提高水资源利用率，促进农业和社会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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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项目实施后，大大提高了灌溉水的利用率，灌水及时，

灌溉质量提高。管道输水灌溉水利用系数达 0.85，年增节水能力为

104.93 万立方米。能很大程度缓解项目水资源紧缺问题。

（4）项目区农业生产的现实需要

目前，项目区内原有灌溉模式不能满足目前耕地灌溉标准，供

电线路缺失等因素，导致轮灌周期比全市平均长 2-3 天；田间作业

道路与发展大型农机化作业不相适应，土地经营方式亟待改进等，

亟待需要通过项目实施加以解决。

（5）有利于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自然基础。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会导

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因此，要实现村容整洁，为村民创造一个

良好的人居环境，就必须在一个流域、一个区域甚至更大的范围内，

统筹考虑灌溉、排水、防洪除涝等，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这正是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点内容和农业发展的重大使命。

2、项目实施的公益性

本项目是宁津县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富民项

目。通过项目实施有利于项目区农业生产向产业化、现代化、科学

化和生产绿色无害化的方向发展；有利于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

提高经济效益和丰富市场供应；有利于项目区现代农业的发展，进

而带动当地经济的振兴、农民素质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加，起到

示范推广作用，前景十分看好。

3、项目实施的收益性

本项目收入主要是土地租赁收入及农用机井出租收入，项目建

设资金包含项目资本金及债券资金。

4、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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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 9日宁津县发展和改革局对该项目出具了《关于宁

津县 2022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宁发改复

字〔2022〕14 号。

5、项目成熟度

2022 年 2 月山东蒙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对该项目出具了

《宁津县 2022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2022 年 6

月 9日宁津县发展和改革局对该项目出具了《关于宁津县 2022 年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宁发改复字〔2022〕14

号。

6、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

本项目总投资 13,533.00 万元，其中拟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4,100.00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30.30%，剩余款项有单位自筹解决。

7、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性

本项目投入资源及成本与预期产出及效果相匹配，成本测算依

据相对充分，测算数据相对合理，符合行业、市场规律，收入、成

本、收益预测合理。

8、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

本项目总投资 13,533.00 万元，其中拟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4,10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30.30%，企业自筹资本金 9,433.00 元，

占总投资的 69.70%，满足发行专项债券资本金比例不低于 20%的要

求。

9、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及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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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目财务计划现金流量表可以看出，发行期内各年经营活

动现金流入均大于现金流出；从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全

部净现金流量看，债券发行期内的累计盈余资金均大于 0，说明该项

目具有一定的财务生存能力。

10、绩效目标合理性

本项目是宁津县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现代农业和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富民项目。通过项目实施有利于项目区农业生产

向产业化、现代化、科学化和生产绿色无害化的方向发展；有利于

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丰富市场供应；有

利于项目区现代农业和农业高新技术的发展，进而带动当地经济的

振兴、农民素质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加，起到示范推广作用，市

场前景十分看好。

（三）评估结论

宁津县 2022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收益 9,512.92 万元，项目

债券本息合计 5,740.00 万元，本息覆盖倍数为 1.66，符合专项债发

行要求；项目可以以相较银行贷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

措，为本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保证本项目的顺利施工。项目

建设符合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能在较短时间内为本地区社会和

人文环境所接受。总的来说，本项目绩效目标指向明确，与相应的

财政支出范围、方向、效果紧密相关，项目绩效可实现性较强，实

施方案比较有效，资金投入风险基本可控，本项目事前绩效评估符

合专项债券申报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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