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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病房综合楼（国家呼吸等疑难病症诊治能

力提升工程）配套医疗设备项目

（二）项目单位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医院始建于 1960 年，现有 1 个院区，占地 7 万余平方米，

建筑总面积 23 万余平方米，核定床位 2351 张，开放床位

2678张。医院入选国家呼吸系统疑难病症诊治能力提升工程

项目储备库名单，在国家卫健委 2019 年度三级公立医院绩

效考核中全国排名 52 位，总体医疗服务水平和区域辐射能

力位居国内、省内第一方阵，为维护人民生命健康、建设健

康山东做出了有力贡献。

（三）项目规划审批

2018 年 8 月 16 日，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出具《关于山东省

千佛山医院病房综合楼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鲁发改社会〔2018〕896号）

2017年 5月，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出具《关于报送山东省

千佛山医院病房综合楼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函》（鲁

卫规划字〔2017〕19号）

2021 年 11 月，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关于山东第

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建病房综合楼配套医疗设备项

目建议书的批复》（鲁发改项审〔2021〕8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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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主要包括保健相关医疗设备和科研教学设备。

保健相关医疗设备主要包含：超高端 CT 一套、超高端磁共振

一台、血管机一台、超声机五台、直线加速器一台、高清电子

内镜主机及电子内镜二套、CO2激光治疗仪一台、3D电子腹腔

内窥镜一套、血液层流配套设备一台、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泵一

台、白内障超声乳化仪一台，心电图机、心电监护及除颤仪一

套，三重四级杆液质联用仪一台、电子耳鼻喉镜（主机+冷光

源+监视器+台车+3 根电子耳鼻喉镜）一套，采血管智能管理

工作站四台、脑外科手术导航系统一套、呼吸湿化治疗仪两台、

眼表综合分析仪一台、可视化肌骨定位操作系统一套、全光谱

多参数细胞分析仪一台、麻醉系统两套、胸阻抗断层成像仪一

台、心血管系统状态监测仪一台、耳鼻喉检查仪一台。

科研教学设备主要包括：PET/MR 一台，单光子发射及 X 射线

计算机断层成像系统 SPECT/CT 一台，全自动扫描显微镜和图

像分析系统一套。

（五）项目建设期限

本项目建设期 8个月，预计工期为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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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于编制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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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新建病房综合楼（国家呼吸等疑难病症诊治能力提升工程）配

套医疗设备项目可研的委托函》，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

东省千佛山医院），2020年 3月 1日；

（2）《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十四五”发展规划（2021-2025年）》，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2021年 7月；

（3）《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

2021年 6月 4日；

（4）《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促进行动（2021-2025年）》，国家卫

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21年 9月 14日；

2.估算总额

本项目估算总投资 15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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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流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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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资金

流动性，医院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初步确定项目资金来源如下：

表 1：资金结构表

资金结构 金额（万元） 占比 备注

估算总投资 15100 100%

一、资本金 6300 41.72%

自有资金 6300



4

三、项目预期收益、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

（一）运营收入预测

收入预测方法说明：

本项目运营收入主要为设备诊疗收入。

项目建设期 1年，运营期 10年（2022年 12月建成，2023年-2032

年为运营期）依据医院原有同样设备的使用频率及每次收费测算每

台新购置设备的收入。每年收入 6805.50 万元，10 年收入总计

68055.00 万元。具体如下（下述设备未标注数量的均为 1 台

（套））：

1、超高端 CT:超高端 CT 项目按照 520 元/次收费，预期年收

益约 100 万元。

2、超高端磁共振:超高端磁共振项目按照 500 元/次收费，预期

年收益约 100 万元。

3、DSA(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DSA 设备预计年诊疗人数约 1500 

人次，预期年收益约 500 万元。

4、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5台（套）: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设

备预计年诊疗人数约 3 万人次，预期年收益约 400 万元。

5、直线加速器:直线加速器设备预计年诊疗人数约 1000 人（每

人平均 8次），调强放疗 1300 元/次，预期年收益约 1000 万元。

6、CO2 激光治疗仪:CO2 激光治疗仪设备预计年诊疗人数约 400

人，二氧化碳激光项目 2500 元/次，支撑喉镜下激光声带肿物切除

术 1400/次，预期年收益约 156 万元。

二、债务资金 8800 58.28%

专项债券 8800

银行借款



5

7、3D 电子腹腔内窥镜:3D 电子腹腔内窥镜设备预计年诊疗人数

约 1600 人，预期年收益约 140 万元。

8、血液层流配套设备:血液层流配套设备预计年诊疗人数约 100

人，预期年收益约 3 万元。

9、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泵: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泵设备预计年诊疗人

数约 200 人，手术费用 1800 元/次、机器使用费 20 元/小时、耗

材费用 12500 元/人，预期年收益约 285 万元。

10、白内障超声乳化仪:白内障超声乳化仪设备预计年诊疗人数

约 2000 人，按照白内障超声乳化吸除术按 3500 元/眼收费，预期

年收益约 700 万元。

11、心电图机、心电监护及除颤仪:心电图机、心电监护及除颤

仪设备预期年收益约 10 万元。

12、三重四级杆液质联用仪:设备预计年诊疗人数约 1200 人，

收费按 800-900 元/次计费，预期年收益约 100 万元。

13、电子耳鼻喉镜(主机+冷光源+监视器+台车+3 根电子耳鼻喉

镜):设备预计年诊疗人数约 7000 人，收费标准按 280 元/次计费，

预期年收益约 196 万元。

14、采血管智能管理工作站 4台（套）:设备预计年诊疗人数约 15 

万人，收费标准按 50 元/次计费，预期年收益约 750 万元。

15、高清电子内镜主机及电子内镜 2 台（套）:设备预计年诊疗

人数约 5000人，收费标准按胃镜检查 360 元/人次、肠镜检查 360 

元/人次计算，预期年收益约 150 万元。

16、脑外科手术导航系统:设备预计年诊疗人数约 300 人，预期

年收益约 9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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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全自动扫描显微镜和冬像分析系统:设备预计年诊疗人数约

1000 人，收费标准羊水、绒毛染色体按 980 元/例计费，外周血染

色体按 580 元/例计费，预期年收益约 80 万元。

18、呼吸湿化治疗仪 2台（套）:设备预计年诊疗人数约 52 人，

高流量湿化氧疗收费标准按 12 元/小时计费，预期年收益约 11 万

元。

19、眼表综合分析仪:设备预计年诊疗人数约 2000 人，收费标

准按 200 元/次计费，预期年收益约 400 万元。

20、可视化肌骨定位操作系统:设备预计年诊疗人数约 2640 人，

按 200 元/次计费，预期年收益约 53 万元。

21、全光谱多参数细胞分析仪:设备预计年诊疗人数约 1 万人，

淋巴细胞亚群/细胞因子/白血病免疫分型收费标准按 165 元/次计算，

预期年收益约 165 万元。

22、麻醉系统 2台（套）:设备预计年诊疗人数约 200 人，全身

麻醉按 1320元/次计费，预期年收益约 26 万元。

23、胸阻抗断层成像仪:设备预计年诊疗人数约 3500 人，胸阻

抗断层成像按 220 元/次计费，预期年收益约 77 万元。

24、心血管系统状态监测仪:设备预计年诊疗人数约 5000 人，

收费标准按 220 元/次计费，预期年收益约 110 万元。

25、耳鼻喉检查仪:设备预计年诊疗人数约 1 万人，收费标准按

100 元/次计费，预期年收益约 100 万元。

26、PET/MR:设备预计年诊疗人数约 720 人，收费标准按 1.8 

万元/次计费，预期年收益约 1000 万元。

27、SPECT/CT: 设备预计年诊疗人数约 3600 人,平均费用约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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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预期年收益约 360 万元。

运营期各年收入预测如下：

表 2：收入估算表（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合计

超高端 CT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0 
超高端磁共

振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0 
血管机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0 

超声机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0 

直线加速器

1,000.
00 

1,000.
00 

1,000.
00 

1,000.
00 

1,000.
00 

1,000.
00 

1,000.
00 

1,000.
00 

1,000.
00 

1,000.
00 

10,000.0
0 

PET/MR

1,000.
00 

1,000.
00 

1,000.
00 

1,000.
00 

1,000.
00 

1,000.
00 

1,000.
00 

1,000.
00 

1,000.
00 

1,000.
00 

10,000.0
0 

SPECT/CT 360.00 360.00 360.00 360.00 360.00 360.00 360.00 360.00 360.00 360.00 3,600.00 
CO2 激 光 治

疗仪 156.00 156.00 156.00 156.00 156.00 156.00 156.00 156.00 156.00 156.00 1,560.00 
3D 电子腹腔

内窥镜 140.00 140.00 140.00 140.00 140.00 140.00 140.00 140.00 140.00 140.00 1,400.00 
血液层流配

套设备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0 
主动脉内球

囊反搏泵 28.50 28.50 28.50 28.50 28.50 28.50 28.50 28.50 28.50 28.50 285.00 
白内障超声

乳化仪 700.00 700.00 700.00 700.00 700.00 700.00 700.00 700.00 700.00 700.00 7,000.00 
心电图机、心

电监护及除

颤仪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0 
三重四级杆

液质联用仪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0 
电子耳鼻镜 196.00 196.00 196.00 196.00 196.00 196.00 196.00 196.00 196.00 196.00 1,960.00 
采血管智能

管理工作站 750.00 750.00 750.00 750.00 750.00 750.00 750.00 750.00 750.00 750.00 7,500.00 
高清电子内

镜主机及电

子内镜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0 
脑外科手术

导航系统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0 
项目名称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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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扫描

显微镜和图

像分析系统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 800.00 
呼吸湿化治

疗仪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0 
眼表综合分

析仪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0 
可视化肌骨

定位操作系

统 53.00 53.00 53.00 53.00 53.00 53.00 53.00 53.00 53.00 53.00 530.00 
全光谱多参

数细胞分析

仪 165.00 165.00 165.00 165.00 165.00 165.00 165.00 165.00 165.00 165.00 1,650.00 
麻醉系统 26.00 26.00 26.00 26.00 26.00 26.00 26.00 26.00 26.00 26.00 260.00 
胸阻抗断层

成像仪 77.00 77.00 77.00 77.00 77.00 77.00 77.00 77.00 77.00 77.00 770.00 
心血管系统

状态监测仪 110.00 110.00 110.00 110.00 110.00 110.00 110.00 110.00 110.00 110.00 1,100.00 
耳鼻喉检查

仪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0 

合计

6,805.
50 

6,805.
50 

6,805.
50 

6,805.
50 

6,805.
50 

6,805.
50 

6,805.
50 

6,805.
50 

6,805.
50 

6,805.
50 

68,055.0
0 

（二）运营成本预测

主要包括耗材成本、人员费用、设备维护费、其他费用。测算每

年运营成本 5009.24万元，10年共计 50092.41万元。具体如下：

耗材成本：依据医院 2019年、2020年、2021年耗材占收入平均

比 22.21%，测算每年耗材成本 1511.50 万元，10 年共计 15115.00 

万元。

人员费用：依据医院 2020 年、2021 年人员费用占收入平均比

34.84%，测算每年人员费用 2371.04 万元，10年共计 23710.36万元。

设备维护费：设备总投资 15100.00 万元，按公立医院设备平均

维护费的 2-3.5%取 3.5%%，每年设备维护 528.50 万元，10 年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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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5.00万元。

其他费用：依据医院 2019年、2020年、2021年其他费用占收入

平均比 8.79%，测算每年其他费用 598.20 万元，10年共计 5982.03

万元。年度运营支出预测如下：

表 3：运营支出估算表（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耗材 设备维护费 职工薪酬 其他费用 合 计 净现金流量

2022年 1511.5 528.5 2371.04 598.2 5009.24 1796.26

2023年 1511.5 528.5 2371.04 598.2 5009.24 1796.26

2024年 1511.5 528.5 2371.04 598.2 5009.24 1796.26

2025年 1511.5 528.5 2371.04 598.2 5009.24 1796.26

2026年 1511.5 528.5 2371.04 598.2 5009.24 1796.26

2027年 1511.5 528.5 2371.04 598.2 5009.24 1796.26

2028年 1511.5 528.5 2371.04 598.2 5009.24 1796.26

2029年 1511.5 528.5 2371.04 598.2 5009.24 1796.26

2030年 1511.5 528.5 2371.04 598.2 5009.24 1796.26

2031年 1511.5 528.5 2371.04 598.2 5009.24 1796.26

合 计 15115.02 5285 23710.36 5982.03 50092.41

专项债券发行计划表

2022年 6月拟申请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 8,800.00万元。假设

债券发行期限为 10 年，年利率为 3.60%。按照债券发行要求，专项

债券半年偿还一次债券利息，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专项债券发行计

划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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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测算表（金额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

余额
本期新增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融资利

率

应付利

息

应付本

息合计

2022年 　 8,800.00 　 8,800.00 3.60% 158.4 158.4

2023年 8,800.00 　 　 8,800.00 3.60% 316.8 316.8

2024年 8,800.00 　 　 8,800.00 3.60% 316.8 316.8

2025年 8,800.00 　 　 8,800.00 3.60% 316.8 316.8

2026年 8,800.00 　 　 8,800.00 3.60% 316.8 316.8

2027年 8,800.00 　 　 8,800.00 3.60% 316.8 316.8

2028年 8,800.00 　 　 8,800.00 3.60% 316.8 316.8

2029年 8,800.00 　 　 8,800.00 3.60% 316.8 316.8

2030年 8,800.00 　 　 8,800.00 3.60% 316.8 316.8

2031年 8,800.00 　
　

8,800.00 3.60% 316.8 316.8

2032年 8,800.00 　 8,800.00 　 3.60% 158.4 8958.4

合计 　 8,800.00 8,800.00 　 　 3,168.0

0

11968

（三）项目运营损益表

项目运营损益表见表 5。

（四）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

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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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项目运营损益表（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合计

 一、收入/成本/

税金 

 营业收入 6,805.50 6,805.50 6,805.50 6,805.50 6,805.50 6,805.50 6,805.50 6,805.5

0 
6,805.50 6,805.50 68,055.00 

 营业成本 5,009.24 5,009.24 5,009.24 5,009.24 5,009.24 5,009.24 5,009.24 5,009.2

4 
5,009.24 5,009.24 50,092.41 

 税金及附加 

 息税折旧及摊

销前利润 
1,796.26 1,796.26 1,796.26 1,796.26 1,796.26 1,796.26 1,796.26 

1,796.2

6 
1,796.26 1,796.26 17,962.59 

 二、折旧和摊销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总折旧和摊销 1,434.50 1,434.50 1,434.50 1,434.50 1,434.50 1,434.50 1,434.50 1,434.5

0 

1,434.50 1,434.50 14,345.00 

 息税前利润 361.76 361.76 361.76 361.76 361.76 361.76 361.76 361.76 361.76 361.76 3,617.59 

 三、财务费用 

 利息支出 158.40 316.80 316.80 316.80 316.80 316.80 316.80 316.80 316.80 316.80 158.40 3,168.00 

 总财务费用 

 税前利润 -158.40 44.96 44.96 44.96 44.96 44.96 44.96 44.96 44.96 44.96 203.36 449.59 

 四、所得税 

 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 -158.40 44.96 44.96 44.96 44.96 44.96 44.96 44.96 44.96 44.96 203.36 44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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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单位：万元）

年度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合计

经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1,796.26 1,796.26 1,796.26 1,796.26 1,796.26 1,796.26 1,796.26 1,796.26 1,796.26 1,796.26 17,962.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 　 6,805.50 6,805.50 6,805.50 6,805.50 6,805.50 6,805.50 6,805.50 6,805.50 6,805.50 6,805.50 68,055.00 

设备诊疗收入 　 6,805.50 6,805.50 6,805.50 6,805.50 6,805.50 6,805.50 6,805.50 6,805.50 6,805.50 6,805.50 68,055.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 　 5,009.24 5,009.24 5,009.24 5,009.24 5,009.24 5,009.24 5,009.24 5,009.24 5,009.24 5,009.24 50,092.41 

运营成本 　 5,009.24 5,009.24 5,009.24 5,009.24 5,009.24 5,009.24 5,009.24 5,009.24 5,009.24 5,009.24 50,092.4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5,100.00 　 　 　 　 　 　 　 　 　 　 -15,1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出 15,100.00 　 　 　 　 　 　 　 　 　 　 15,100.00 

设备购置费 15,100.00 　 　 　 　 　 　 　 　 　 　 15,100.00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融资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 14,941.60 -316.80 -316.80 -316.80 -316.80 -316.80 -316.80 -316.80 -316.80 -316.80 -8,958.40 3,132.00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 15,100.00 　 　 　 　 　 　 　 　 　 　 15,100.00 

项目自筹金流入 6,300.00 　 　 　 　 　 　 　 　 　 　 6,300.00 

债券融资款流入 8,800.00 　 　 　 　 　 　 　 　 　 　 8,800.00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 158.40 316.80 316.80 316.80 316.80 316.80 316.80 316.80 316.80 316.80 8,958.40 11,968.00 

傥还债券本金 　 　 　 　 　 　 　 　 　 　 8,800.00 8,800.00 

支付债券利息 158.4 316.8 316.8 316.8 316.8 316.8 316.8 316.8 316.8 316.8 158.4 3,168.00 

期末现金(1+2+3) -158.40 1,479.46 1,479.46 1,479.46 1,479.46 1,479.46 1,479.46 1,479.46 1,479.46 1,479.46 -7,162.14 5,994.59 

累计剩余现金 -158.40 1,321.06 2,800.52 4,279.98 5,759.44 7,238.89 8,718.35 10,197.81 11,677.27 13,156.73 5,99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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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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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小结

本次融资项目收入主要设备诊疗收入,项目建设资金包括项目资

本金及融资资金。通过对耗材费、人工费用、设备维护费、其他费用

的估算，测得本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项目的息前净现金流量为

17,962.59万元，本金和利息 11,968.00万元，收益覆盖倍数为 1.5

倍。

表 7：现金流覆盖倍数表（金额单位：万元）

借贷本息支付
融资方式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项目收益

专项债券 8800.00 3168.00 11968.00

银行借款

融资合计 8800.00 3618.00 11968.00 17,962.59

覆盖倍数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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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额支付政

府专项债券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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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风险分析

（一）与项目建设相关的风险

1.项目勘测资料的详细程度、设计方案的稳定、项目管理单位的

组织管理水 平、项目承建单位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等也会对项目

建设期产生影响。如果工期拖延，工程投资将增加，并且工期拖延将

影响项目的现金流入，使项目净收益减少。

2. 风险控制措施

（1）深化各阶段设计方案，减少工程设计方案的变更，避免因

设计方案的变更而拖延工期或造成报废工程；

（2）选择有较高施工技术与管理水平，经济实力雄厚并拥有先

进施工设备的施工队伍，确保工程的质量与进度，通过选择资信好、

技术可靠的设计、施工承包商，签订规范的合同（包括在承包商不能

履行合同时确定损失额的条款）切实做好合同管理的工作，可以达到

抵御风险的目的。

（二）与项目收益相关的风险

1.利率风险

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观经济、金融货币政策以及国

际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市场利率存在

波动的可能性。由于本期债券期限较长，市场利率的波动可能对债券

投资者的市级投资收益产生相应不确定性。

2.流动性风险

专项债券发行后，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

券交易所市场交易流通。本期债券的交易活跃程度受到宏观经济环境、

市场资金情况、投资者分布、投资者交易意愿等因素的影响，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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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保证本期专项债券的持有人能够随时并足额交易所持有的债券。

3.运营风险

项目建成投产后，运营单位未能有效管理,未能及时应对内外部

环境的变化, 未能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调整经营方针，实际运营效益将

可能达不到预测值。项目偿债资金来自项目运营收益部分较大，将对

偿还债券本息产生影响。

4.偿付风险

本期专项债券按照《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

方政府专项 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 ） 89 号）规定，分类

发行专项债券建设的项目， 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

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 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

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本期专项债券偿付资金主 要来自于建

设项目运营收益，偿债较有保障，偿付风险较低。但运营收益的实现

易受项目实施进度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将有可能给

本期专项债券偿付带来一定风险。

5.税务风险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方政府债券利息免征所得税问

题的通知》 （财税（2013 ）5号）规定，企业和个人取得专项债券

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发行人无法保证在本期专项

债券存续期内，上述税收优惠政策不会发生变化，若国家税收政策发

行调整，将导致投资者持有本期专项债券投资收益发生相应波动。

六、结论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的要求，本项目可以通过发

行专项债券 的方式、以相较其他融资方式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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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筹措，并以医院门诊收入、住院收入等各项收入所对应的充足、稳

定现金流作为后续还本付息的的资金来源。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新建病房综合楼（国家呼吸等疑难病症诊治能

力提升工程）配套医疗设备项目，2022年拟发行债券 8800.00万元，

按半年计息，债券期限 10 年，本息合计为 11968 万元，在债券存续

期 2032 年偿还债券本息后将有 5994.59 万元的现金结余。根据资金

平衡测算分析，在满足假设条件的前提下， 2022 年拟发行债券

8800.00万元为基础，本项目预计项目收益应偿还债券本息总额覆盖

倍数到 1.5倍。

该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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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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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事前项目绩效评估报告

（一）项目概况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新建病

房综合楼配套医疗设备项目，项目主管部门为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实

施单位为山东省千佛山医院，本次拟申请专项债券 8800 万元用于医

院新建病房综合楼（国家呼吸等疑难病症诊治能力提升工程）配套医

疗设备项目，年限为 10年。

（二）评估内容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配套医疗设备项目是实现医院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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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保障。国务院办公厅于 2021 年 6 月印发了《关于推动公立医

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1〕18 号)，意见明确要求“打

造国家级和省级高水平医院，加快补齐专业专科短板，提升省域诊疗

能力”，“发挥公立医院在城市医疗集团中的牵头作用，组建由三级公

立医院或代表辖区医疗水平的医院牵头的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国

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了《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促进行动（2021-2025年）》，行动方案提出通过建设高水平公立医院

网络、建设临床重点专科群等四个重点建设行动以促进公立医院高质

量发展。医疗设备是建设高水平公立医院、建设临床重点专科群的重

要基础，是实现医院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和关键。项目建设是必要

的、可行的。

2.项目实施的公益性: 项目建设有利于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居

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保障群众享有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对于全

面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促进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

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同时，医院呼吸心脑血管疑难病症诊治能力提升

工程的建设，将增强省域内疑难病症综合诊治能力，在心脑血管、呼

吸系统疾病领域达到国内或国际先进水平，带动全省乃至全国临床诊

疗技术水平提升，基本满足群众就近公平享有高水平医疗服务的需求。

3.项目实施的收益性: 通过对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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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62.59万元，本金和利息 11,968.00万元，收益覆盖倍数为 1.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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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 2018年 8月 16日，省发展改革委对我

院病房综合楼（国家呼吸等疑难病症诊治能力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给予批复（鲁发改社会〔2018〕896 号）。项目占地面

积 581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65650平方米，已于 2019年 10月开工，

计划 2022 年初建成并投入使用。为了尽快发挥新建病房综合楼的社

会效益，提升医院综合医疗服务能力，现急需为病房综合楼（国家呼

吸等疑难病症诊治能力提升工程）建设项目配套相关医疗设备。 2021

年 11 月，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关于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新建病房综合楼配套医疗设备项目建议书的批复》（鲁发

改项审〔2021〕84号）。

5.项目成熟度:配套医疗设备项目是缓解医疗供给短缺、提升医

疗服务质量的需要，是服务健康山东战略重要举措。随着医疗卫生体

制改革的深入，医疗卫生条件不断得到改善，医疗卫生资源持续增加，

但是也暴露出医疗服务体系不适应群众的健康需求等问题，“看病难”

问题仍有待解决。随着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医院的功能需要由单一

的医疗服务向医疗、预防、保健、体检、康复等多功能、全方位服务

方向发展。配套医疗设备建设项目正是从群众的综合医疗服务需求出

发，侧重预防、保健、体检和康复等功能，致力于为群众提供更优质、

更丰富的综合医疗服务供给，服务于健康山东战略。6.项目资金来源

和到位可行性：本项目所需部分建设资金拟通过医院自筹方式解决及

发行专项债券筹集。

7.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性: 本项目收入主要来源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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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收入和住院收入，预测方法结合医院实际，考虑各方面因素确定，

收入预测具有合理性；支出主要包括药品费、原材料费、职工薪酬、

固定资产维护更新费用、其他费用。按照各类成本预测方法分类进行

预测，成本预测具有合理性；收益除考虑营业成本外，还考虑了折旧

及摊销、财务费用和企业所得税等因素，收益预测具有合理性。

8.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 本项目建设总投资 15100万元，项目所

需部分建设资金拟通过医院自筹方式解决及发行专项债券筹集，医院

经营现金流充足，收支略有结余，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可以以

相较其他融资方式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

9.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及应对措施:该债券每半年

付息一次，医院现金流充足，偿债计划具有可行性；偿债风险点主要

考虑到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等风险因素，并做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

10.绩效目标合理性:绩效目标考虑各方面因素，具有合理性。

（三）评估结论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综合楼（国家呼吸等疑难病症诊治能力提升工

程）配套医疗设备项目收益 68055.00万元，项目运营成本 50092.41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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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62.59万元，融资本息合计为 11968.00万元，项目收益覆盖项目

融资本息总额倍数达到 1.5倍，符合专项债发行要求；该项目符合医

院发展规划及国家有关对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对提高医院医

疗质量、提高为人民健康服务能力将起到巨大作用。该项目符合群众

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且主管部门和医院对项目十分重视，医院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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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的医疗设备安装空间，且医技人才配备充足，具备较高的医疗设

备应用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