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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河口区城东湿地建设工程

（二）项目单位

东营市河口区水利局

（三） 项目规划审批

2020 年 03 月 03 日，东营市河口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的立项

批复：东河审批立项【2020】11 号。

（四）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

河口区城东湿地建设工程一是建设城东湿地，总面积 8 平方千

米，实施岸线整理、交通路线组织，进出水控制建筑物，节点景观

建设，包括绿地 3.45 平方千米，水体 2.5 平方千米，广场铺装、建

筑、构筑物、沥青道路等；二是建设东湖湿地公园，总用地面积约

0.40 平方千米，其中建设水面 0.17 平方千米、绿化 0.14 平方千米、

道路铺装 0.09 平方千米。

（五）项目建设期限

本项目建设期为 32个月，自 2020 年 5月至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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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建设投资根据建筑设计方案以及山东省建筑工程预算相关

定额及取费标准进行估算。

（1）国家计委、建设部颁布的《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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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2）建筑工程，以国家建材局《建材工业土建工程概算定额》

为计算依据，并根据山东省东营市的人工、材料及机械价格水平进

行调整，施工取费执行东营市的有关取费标准。

（3）安装工程，根据行业标准及类似工程概算指标，并根据当

地人工、材料及机械价格水平进行调整计算；

（4）其它费用，按东营市的相关取费标准估算；

（5）项目承办单位提供的有关资料；

（6）同类工程投资情况。

（7）新的有关财务制度和会计制度。

2.估算总额

项目总投资额为 53800.00 万元，其中工程建设费用 34149.44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6992.56 万元，预备费 1566.00 万元，建

设期借款利息 10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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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采用银行贷款等其他融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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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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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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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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预期收入主要来源于中水回用收入、林地租赁收入、广

告牌收入等。运营期各年收入预测如下：

1、中水回用收入

项目区处理后的中水用于周边企业、商户用水，中水年回用量

约 2000 万方，每方 1.75 元，正常年收入为 3500.00 万元。

2、林地租赁收入

项目区行成的土地可以用做培育苗木，可租赁林地面积约 1650

亩，每亩租赁费为 0.20 万元，正常年收入为 330.00 万元。

3、广告牌收入

本项目计划安置大型广告牌数量为 300 个，按照当前我市此类

广告牌现价 1.50 万元/个计算，正常年收入为 450.00 万元。

综上，本项目建成后测算期内营业收入合计共 81320.00 万元。

12-1 经营期营业收入估算
年份 中水回用收入 林地租赁收入 广告牌收入 年营业收入

2020年 0.00 0.00 0.00 0.00

资金结构 金额（万元） 占比 备注

估算总投资 53800.00

一、资本金 24273 45.12%

自有资金 24273

二、抗疫国债 3527.00 6.56%

三、债务资金 26000.00 48.33%

专项债券 26000.00

银行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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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0.00 0.00 0.00 0.00
2022年 0.00 0.00 0.00 0.00
2023年 3500.00 330.00 450.00 4280.00
2024年 3500.00 330.00 450.00 4280.00
2025年 3500.00 330.00 450.00 4280.00
2026年 3500.00 330.00 450.00 4280.00
2027年 3500.00 330.00 450.00 4280.00
2028年 3500.00 330.00 450.00 4280.00
2029年 3500.00 330.00 450.00 4280.00
2030年 3500.00 330.00 450.00 4280.00
2031年 3500.00 330.00 450.00 4280.00
2032年 3500.00 330.00 450.00 4280.00
2033年 3500.00 330.00 450.00 4280.00
2034年 3500.00 330.00 450.00 4280.00
2035年 3500.00 330.00 450.00 4280.00
2036年 3500.00 330.00 450.00 4280.00
2037年 3500.00 330.00 450.00 4280.00
2038年 3500.00 330.00 450.00 4280.00
2039年 3500.00 330.00 450.00 4280.00
2040年 3500.00 330.00 450.00 4280.00
2041年 3500.00 330.00 450.00 4280.00
合计 66500.00 6270.00 8550.00 81320.00

（二）运营成本

项目运营成本主要包括燃料及动力费、工资福利费、运营维护

费。

1.燃料及动力费

本项目按照营业收入的 1%计提，项目测算期内年用燃料及动力

费用为 42.80 万元。

2.工资福利费

本项目约需固定员工 10人，每人按 10万元/年计算，福利费按

工资总额的 14%计，项目测算期内年工资及福利为 114.00 万元。

3.运营维护费

该项目维修维护费用按固定资产折旧费的 5%计，项目测算期内

年修理费为 85.1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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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参考《东营市河口区城东湿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数据。

根据国家年度统计公报，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居民消费价

格上涨幅度分别为 2.1%、2.9%、2.5%，三年平均涨幅为 2.5%。基于

谨慎性原则，项目运营期内以上各项费用均在上年度基础上上涨

3.00%进行预测。

本项目运营成本现金流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份 燃料及动力费 工资福利费 运营维护费 合计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42.80 114.00 85.18 241.98
2024年 44.08 117.42 87.74 249.24
2025年 45.41 120.94 90.37 256.72
2026年 46.77 124.57 93.08 264.42
2027年 48.17 128.31 95.87 272.35
2028年 49.62 132.16 98.75 280.52
2029年 51.11 136.12 101.71 288.94
2030年 52.64 140.21 104.76 297.60
2031年 54.22 144.41 107.90 306.53
2032年 55.84 148.74 111.14 315.73
2033年 57.52 153.21 114.47 325.20
2034年 59.25 157.80 117.91 334.96
2035年 61.02 162.54 121.45 345.01
2036年 62.85 167.41 125.09 355.36
2037年 64.74 172.44 128.84 366.02
2038年 66.68 177.61 132.71 377.00
2039年 68.68 182.94 136.69 388.31
2040年 70.74 188.42 140.79 399.96
2041年 72.86 194.08 145.01 411.95
合计 1,075.00 2,863.32 2,139.45 6,077.78

（三）项目税费现金流出

本项目涉及税金流出包括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

税及教育费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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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税率 25%、增值税税率 9%、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为

7%，水利建设基金 0.5%，教育费附加税率为 3%，地方教育费附加为

2%。具体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份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税金及附加 合计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381.35 97.63 45.76 524.74
2024年 381.35 95.82 45.76 522.93
2025年 381.35 93.95 45.76 521.06
2026年 381.35 92.02 45.76 519.13
2027年 381.35 90.04 45.76 517.15
2028年 381.35 87.99 45.76 515.10
2029年 381.35 85.89 45.76 513.00
2030年 381.35 83.72 45.76 510.83
2031年 381.35 81.49 45.76 508.60
2032年 381.35 79.19 45.76 506.30
2033年 381.35 76.82 45.76 503.93
2034年 381.35 74.39 45.76 501.50
2035年 381.35 71.87 45.76 498.98
2036年 381.35 69.29 45.76 496.40
2037年 381.35 66.62 45.76 493.73
2038年 381.35 63.88 45.76 490.99
2039年 381.35 61.05 45.76 488.16

2040年 381.35 58.14 45.76 485.25

2041年 381.35 55.14 45.76 482.25
合计 7,245.65 1,484.93 869.44 9,600.02

（四）项目净现金流量

经营期现金流入 81,320.00 万元，扣除相关运营成本及税金现

金流出 15,677.80 万元，项目净现金流量为 65,462.20 万元。具体

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份 现金流入 运营成本现金流出 税费现金流出 净现金流量

2020年
2021年



8

2022年
2023年 4,280.00 241.98 524.74 3,513.28
2024年 4,280.00 249.24 522.93 3,507.84
2025年 4,280.00 256.72 521.06 3,502.23
2026年 4,280.00 264.42 519.13 3,496.45
2027年 4,280.00 272.35 517.15 3,490.50
2028年 4,280.00 280.52 515.10 3,484.37
2029年 4,280.00 288.94 513.00 3,478.06
2030年 4,280.00 297.60 510.83 3,471.56
2031年 4,280.00 306.53 508.60 3,464.87
2032年 4,280.00 315.73 506.30 3,457.97
2033年 4,280.00 325.20 503.93 3,450.86
2034年 4,280.00 334.96 501.50 3,443.55
2035年 4,280.00 345.01 498.98 3,436.01
2036年 4,280.00 355.36 496.40 3,428.25
2037年 4,280.00 366.02 493.73 3,420.25
2038年 4,280.00 377.00 490.99 3,412.02
2039年 4,280.00 388.31 488.16 3,403.53
2040年 4,280.00 399.96 485.25 3,394.80
2041年 4,280.00 411.95 482.25 3,385.80
合计 81,320.00 6,077.78 9,600.02 65,642.20

（五）项目现金流分析表

根据本报告中的现金流分析测算表，本项目的现金流期末累计

结余均大于 0，不存在资金缺口。测算结果显示，本项目可用于偿还

融资本息的项目净现金流 65,642.20 万元，对应本项目融资到期本

息总计 47,840.00 万元，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37，

项目偿债能力较强。

现金流分析测算表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现金流模拟测算表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现金流入 - - - - - -

资本金流入 9,266.00 9,266.00 9,268.00

债券资金流入 26,000.00

其他融资资金流入

运营期现金流入 4,280.00 4,280.00 4,280.00 4,280.00 4,280.00 4,280.00

现金流入总额 9,266.00 9,266.00 35,268.00 4,280.00 4,280.00 4,280.00 4,280.00 4,280.00 4,280.00



9

现金流出

建设期资金流出 9,266.00 9,266.00 34,722.00

运营期现金流出 766.72 772.16 777.77 783.55 789.50 795.63

债券还本付息 546.00 1,092.00 1,092.00 1,092.00 1,092.00 1,092.00 1,092.00

其他融资还本付息

现金流出总额 9,266.00 9,266.00 35,268.00 1,858.72 1,864.16 1,869.77 1,875.55 1,881.50 1,887.63

现金净流量

当年项目现金净流入 0.00 0.00 0.00 2,421.28 2,415.84 2,410.23 2,404.45 2,398.50 2,392.37

期末项目累计现金结

存额
0.00 0.00 0.00 2,421.28 4,837.12 7,247.34 9,651.79 12,050.30 14,442.67

（续表）

现金流模拟测算表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2034年 2035年

现金流入

资本金流入

债券资金流入

其他融资资金流入

运营期现金流入 4,280.00 4,280.00 4,280.00 4,280.00 4,280.00 4,280.00 4,280.00

现金流入总额 4,280.00 4,280.00 4,280.00 4,280.00 4,280.00 4,280.00 4,280.00

现金流出

建设期资金流出

运营期现金流出 801.94 808.44 815.13 822.03 829.14 836.45 843.99

债券还本付息 1,092.00 1,092.00 1,092.00 1,092.00 1,092.00 1,092.00 1,092.00

其他融资还本付息

现金流出总额 1,893.94 1,900.44 1,907.13 1,914.03 1,921.14 1,928.45 1,935.99

现金净流量

当年项目现金净流入 2,386.06 2,379.56 2,372.87 2,365.97 2,358.86 2,351.55 2,344.01

期末项目累计现金结存额 16,828.73 19,208.29 21,581.16 23,947.13 26,305.99 28,657.54 31,001.55

（续表）

现金流模拟测算表 2036年 2037年 2038年 2039年 2040年 2041年 2042年 合计

现金流入

资本金流入 27,800.00

债券资金流入 26,000.00

其他融资资金流入

运营期现金流入 4,280.00 4,280.00 4,280.00 4,280.00 4,280.00 4,280.00 81,320.00

现金流入总额 4,280.00 4,280.00 4,280.00 4,280.00 4,280.00 4,280.00 135,120.00

现金流出

建设期资金流出 53,254.00

运营期现金流出 851.75 859.75 867.98 876.47 885.20 894.20 15,677.80

债券还本付息 1,092.00 1,092.00 1,092.00 1,092.00 1,092.00 1,092.00 26,546.00 47,840.00

其他融资还本付息

现金流出总额 1,943.75 1,951.75 1,959.98 1,968.47 1,977.20 1,986.20 26,546.00 116,771.80

现金净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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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项目现金净流入 2,336.25 2,328.25 2,320.02 2,311.53 2,302.80 2,293.80 -26,546.00 18,348.20

期末项目累计现金结

存额
33,337.80 35,666.05 37,986.07 40,297.60 42,600.40 44,894.20 18,348.20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 26000 万元，年限 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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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收入主要是中水回用收入、林地租赁收入、广告牌收入

等，项目建设资金包含项目资本金及专项债券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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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为 65,642.20 万元，专项债券本息合计

为 47840.00 万元，项目收益覆盖项目专项债券本息总额倍数达到

1.37 倍。

表 7：现金流覆盖倍数表（金额单位：万元）

融资方式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现金流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专项债券 26000.00 21840.00 47840.00

银行借款 0.00 0.00 0.00

融资合计 26000.00 21840.00 47840.00 65,642.20

覆盖倍数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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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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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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环境与施工条件的风险：项目工程贯穿春夏秋冬四季，雨

天是工期滞后的主要因素，对雨天带来的工期滞后，应合理的调整

施工作息时间、夜间加班来保证工程的质量和工期节点。夜班作业

是施工期间的工作制度，不是突击行为，项目部管理人员坚持现场

带班，坚守施工现场。各项工序严格做好夜间施工记录。夜间作业

人比较疲惫，容易出现不安全因素。

施工方风险：施工现场的情况千变万化，若承包单位的施工方

案不恰当、计划不周详、管理不完善、解决问题不及时等，都会影

响工程项目的施工进度。因此，在工程投标阶段对组织机构及管理

模式进行详细的规划，结合目前流行的、先进的管理模式及组织机

构，组织精干、高效、富有创造力及充满活力的专业化管理团队。

项目任职的主要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均具有丰富的工程施工经验，

并均具有类似工程的管理和施工经验。

设计单位与供应商风险：由于原设计有问题需要修改，或由于

业主提出了新的要求等原因造成设计图纸质量问题；施工过程需要

的材料、构配件、机具和设备等不能按期运抵施工现场或运抵后发

现不符合有关标准的要求，都会影响施工进度。

工程事故风险：工程事故是在工程施工中指能够对人造成伤亡

或对物造成突发性损害的因素。常见工程危险因素有高处坠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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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打击、起重伤害、坍塌、机械伤害、触电、车辆伤害、中毒和窒

息、火灾等。

（二）与项目收益相关的风险

1.经营风险：市场把控不合理，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周边

环境的变化。无视回报一味的投入、扩张将可能成为企业发展的绊

脚石。成本控制不当，成本是企业产品定价的依据。也是企业资源

消耗的载体，成本管控的好坏，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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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险救灾及运营效益。

六、事前项目绩效评估报告

（一）项目概况

概述项目主管部门、实施单位、申请专项债券资金规模及年限

等情况

河口区城东湿地建设工程，项目主管部门为东营市河口区水利

局，实施单位为东营市河口区水利局，本次拟申请专项债券 26000

万元用于河口区城东湿地建设工程建设，年限为 20年。

（二）评估内容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顺应东营现代化湿地城市建设需要

在国务院批复的《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和《山

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合称“黄蓝规划”）中，东营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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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发展战略的重要节点城市，紧握国家战略所带来的巨大机遇，

统筹城市自然和人文资源，彰显城市生态特色，激活高效生态经济

已成为东营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2018 年 10 月，东营市凭借丰富的

湿地资源和扎实的湿地保护工作获得了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

认证，并为国际湿地城市认证工作贡献了湿地保护方面的东营经验

和东营理念。东营市将以此为契机，完成由资源型城市向湿地城市

转型，打造黄河入海文化旅游目的地，提高城市生态质量与环境承

载力，以湿地建设为切入点优化人居环境，达到“富有活力的现代

化湿地城市”的目标定位。

东营市河口区位于东营市北部，渤海南岸，黄河入海口北侧，

在黄淮海湿地片区中占有重要战略地位，是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系

统的主要节点之一。作为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系统中的“三县两区”

之一，东营市河口区曾因胜利油田的开发和城市建设而导致土地大

量盐碱化，湿地生境破碎化，严重破坏了人居环境与生物栖息地。

东营市河口区城东湿地项目的开展有利于打造东营“河海湖湿地城”

的独特城市风貌，实现河相通、水相连、能循环，打造河畅水清、

湿地彰显、岸绿景美的生态景观，并为市民提供闲暇游乐场所，作

为东营市河口区生态旅游名片为旅游开发提供重要支撑，建设东营

市郊野游憩的亮点区域。此外，城东湿地的营建将为河口特有生物

资源提供保护与栖息生境，从长远角度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可

持续发展。东营市河口区将以城东湿地为契机，联动湿地促进城乡

协调发展，全力打造“湿地在城中，城在湿地中”的城市特色，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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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城市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打造具有活力的现代化湿地之城。

（2）改善城市东部水系水质的需要

城东区域水系环境较为复杂，水系丰富，水质普较差遍，部分

地区污染严重，且水体连通性较低，结构零散。

城市用水通过挑河汇入城东湿地内部，是挑河下游主要污染源

之一，且场地内现存的工厂设施对水系影响较大，导致整体水系质

量差，昌盛河与设计区域内水系联通，局部区段水质较差且存在雨

季溢流的污水直接排入水体、下垫面雨水径流污染等问题，加重区

域内水体污染的情况。

基地位于东营市河口区城东湿地中心区域，承担着城市一部分

重要的防洪排涝功能以及城市污水处理，同时补充城市用水。随着

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在河口区建设过程中，严重削弱了水系的防

洪排涝能力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污染带来的河道水质恶化和生

态环境退化也十分严峻，使城市居住、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受到

制约。而城东湿地现状水质不佳，水系无法联通导致各水面单独成

片，无法承担起防洪排涝、城市补水以及污水处理功能，市区内涝

问题和城市水污染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东营市河口区城东湿地

详细设计项目的开展从城市发展长远角度保护城市重要水系、湿地

等自然景观资源，为市区提供水资源补充、污水处理、防洪排涝等

功能，并能够控制水污染，保障城市防洪、供水、水生态和水环境

安全，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生态活力。而水环境及水

系的景观规划设计，能在优化水环境的同时激活滨水空间，使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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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城市生活的重要场所和空间展示的主要舞台，与城市生活充分结

合。另外，水环境及景观规划能够为政府合理调控城市生态环境保

护与建设开发的关系提供指导，有效调控开发建设对水资源产生的

负面影响。同时形成良好的湿地景观风貌区，为人们提供假日休闲

旅游的去处。

（3）促进河口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

湿地景观在黄河三角洲地区占有优势地位，对良好生态环境的

维系具有重要作用。黄河三角洲湿地大部分是盐水湿地，人工湿地

与天然湿地兼具。近年来，随着人类建设活动强度的增加，湿地总

面积逐年减少，黄河三角洲湿地生境破碎化，生物多样性降低。湿

地环境恶化的加剧导致经济开发环境的恶化，对国家高效经济示范

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湿地与其生境重建成为黄河三角洲一带

刻不容缓的举措，通过人工湿地复建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天然湿地

面积减少的趋势。同时，对于提升河口区的经济运行质量、保持流

域、区域生态平衡，减轻自然灾害，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促进河口

区经济健康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黄河三角洲作为中国重要的经济、文化和生态片区，其开发建

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备受关注，因此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提出“黄

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总体战略定位。河口区作为东营市黄河

三角洲开发主战场的前沿城市，必须以“高效生态经济区”的总体

定位为基准，制定城市产业布局、城市建设和发展格局，其中“生

态”是该定位的基础和根本要求。可见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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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设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内在要求。

2、项目实施的公益性

本项目的建成和运行，可以实现污水有机污染物、氨氮和磷的

有效去除，处理后的水体可以通过城区水系全域循环系统，作为景

观用水、灌溉用水、工业或城市生活用水的补水水源，由此可以逐

步缓解当地用水紧缺的状况，有利于促进该区域环境的良性发展。

工程的建成和运行可以利用农田灌排系统建立盐碱导排体系，

逐步降低场地盐碱化程度。

工程的建成和运行可以为诸多生物提供适宜生长的生存环境，

在增加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的复杂和稳定性、维持自然平衡中起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将给城东湿地的景观带来了巨大的改善，为

河口区增添了一处靓丽的新景观。

工程的建成和运行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城东湿地的现状，避免大

量土地的荒废，可以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带动城市经济，提高

居民收入使农民的经济收入得以大幅度提高。

3、项目实施的收益性

本项目收入主要是中水回用收入、林地租赁收入、广告牌收入

等，项目建设资金包含项目资本金及专项债券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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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为 65,642.20 万元，专项债券本息合计

为 47840.00 万元，项目收益覆盖项目专项债券本息总额倍数达到

1.37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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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该项目评估政策和项目预算编制符合预算管理、地

方政府债务管理等相关规定，采用最优方案，有较好的投入产出比，

费用测算合理。

4、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

筹资合规性：（1）该项目资金来源渠道为建设单位自有资金和

专项债券，符合相关规定；（2）资金筹措程序科学规范，论证资料

齐全；（3）资金筹措体现了权责对等，财权和事权匹配。

财政投入能力：（1）各级财政资金配套方式和承受能力科学合

理；（2）各级财政部门和其他部门无类似项目资金重复投入；（3）

财政资金支持方式科学合理。

筹资风险可控性：（1）对筹资风险认识全面；（2）有针对预

期风险设定应对的措施；（3）应对措施可行、有效。

财政投入可行性：（1）财政支持方式合理；（2）符合预算法、

政府债务管理等相关规定；（3）筹资规模合理。

资金分配合理性：（1）资金分配依据合理，具有或符合相关政

策、测算标准或定额标准；（2）资金分配结果与政策目标、政策内

容相匹配。

5、项目成熟度

项目立项已完成，项目批复：东河审批立项【2020】11号。

6、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

项目资金筹措遵循投入一定资本金，保证项目顺利开工及后续

融资的可能，发行专项债券从社会筹资的原则。

7、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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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建设单位收入来源情况汇报拟通过在建设期公司可获得的

营业收入等，收入的测算根据类似项目、河口区当地的实际收费价

格进行测算，成本预测按照近期运营数据及日常管理人员等进行测

算，预测基本合理。

8、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

本项目总投资为 53800.00万元，项目来源为项目建设单位自筹

24273万元，抗疫国债 3527万元，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 26000万元。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国发〔2019〕

26 号）》，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为 20%，本项目资本金比例 45.12%，

符合国务院对资本金的规定，且融资中的专项债券专项用于河口区

基础设施项目，符合专项债券的支持方向，因此，本项目债券资金

需求合理。

9、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及应对措施

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强。根据本项目资金测算平衡情况，（1）

期末累计现金结存额大于零；（2）专项债券资金当年可使用完毕；

（3）现金流与专项债券期限相匹配。

项目偿债风险可能存在以下三点：（1）投资风险：因投资测算

不准确，估算投资不能完成项目建设的风险，影响项目投入使用时

间，不能实现预期收益。（2）经营风险：若项目投入运营后的收益

未能达到预测值，将影响项目整体收益，对债券还本付息产生影响。

同时，项目日常经营性支出涉及人力成本、维修费用等变动因素，

实际支出增加也降低偿债能力。（3）资金风险：本项目资金为上级

资金和地方资金配套，通过综合分析，本项目资金有保证，风险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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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综上所述，本项目偿债计划可行。

10、绩效目标合理性

本项目处于项目建设前期，绩效目标以项目建设进展及项目建

成投产后预期还款收益测算作为绩效目标确定，目标即考虑了项目

建设的进度及必要条件，也考虑了项目建成投产后还款资金来源需

满足专项债券资金还款来源，同时，也根据项目具有公益性的特点

确定了项目的社会满意度，绩效目标合理。

11、其他需要纳入事前绩效评估的事项

无。

（三）评估结论

河口区城东湿地建设工程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为 65,642.20 万

元，项目债券本息合计 47840.00 万元，本息覆盖倍数为 1.37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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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在绩效目标细化、项目退出清

理调整机制、项目全过程制度建设、筹资风险应对措施等方面存在

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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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