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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2022 年夏津县 10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

项目立项主体名称：夏津县农业农村局

（三）项目规划审批

2022 年 2 月 16 日夏津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了《关于 2022 年夏

津县 10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文件文号

夏发改项审〔2022〕22 号；

（四）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位置：项目位于夏津县，包括郑保屯镇、南城镇、苏

留庄镇、白马湖镇、东李官屯镇和雷集镇共 6个乡镇。

项目建设范围：项目区涉及郑保屯镇柳元庄等多个行政村。该

项目计划新建高标准农田10万亩，发展节水灌溉面积3.5万亩以上，

年均增产粮食 900 万公斤以上，节水 300 万立方米以上。

（五）项目建设期限

本项目建设期为 2022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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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国家粮食安

全保障能力的意见》（国办发〔2019〕5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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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当前农田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农

建发〔2018〕1号）；

（3）《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令 2019 年第 4号）；

（4）《农业农村部关于下达 2021 年农田建设任务的通知》（农

建发〔2020〕2号）；

（5）《山东省乡村振兴重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鲁财农

〔2019〕21 号）；

（6）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关于做好粮食目标价格补贴工

作的通知》（鲁农财字（2019）5 号）；

（7）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办法>

的通知》（鲁农法字〔2019〕17 号）；

（8）《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

力的实施意见》（鲁政办发〔2020〕12 号）

（9）《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1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

（14）《山东省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资金使用管理办

法》（鲁财综〔2015〕99 号）；

（15）国家、省政府及主管部门的有关文件、条例、法规等。

2.估算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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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投资估算 19500.00 万元；建筑工程费 9695.83 万元，

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3820.21 万元，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

2667.65 万元，施工临时工程 671.62 万元，独立费用 872.00 万

元，预备费 17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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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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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资金结构表

资金结构 金额（万元） 占比 备注

估算总投资 19500 100%

一、资本金 12200 62.56%

自有资金 12200

二、债务资金 7300 37.44%

专项债券 7300

银行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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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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灌溉收入和土地租赁收入。运营

收入估算表（单位：万元）

年份 灌溉收入 土地租赁收入 合计

2022 - - -

2023 341.28 1,589.20 1,930.48

2024 341.28 1,589.20 1,930.48

2025 341.28 1,589.20 1,930.48

2026 341.28 1,589.20 1,930.48

2027 341.28 1,589.20 1,930.48

2028 341.28 1,589.20 1,930.48

2029 341.28 1,589.20 1,930.48

2030 341.28 1,589.20 1,930.48

2031 341.28 1,589.20 1,930.48

2032 341.28 1,589.20 1,930.48

2033 341.28 1,589.20 1,930.48

2034 341.28 1,589.20 1,930.48

2035 341.28 1,589.20 1,930.48

2036 341.28 1,589.20 1,930.48

2037 341.28 1,589.20 1,930.48

2038 170.64 794.60 965.24

合计 5,289.84 24,632.60 29,922.44

收入预测说明：农村灌溉收入：灌区农田灌溉面积 10.0 万亩，

主要为小麦、玉米等作物。年总需水量 2843.98 万 m³，农业灌溉

收取水费按照《夏津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农业水费收缴办法（试行）》

取 0.15 元/ m³，灌溉供水效益每年 426.60 万元。

土地租赁收入：项目建成后，以村集体为单位进行土地流转，

土地流转总面积 6.85 万亩。经测算扣除土地流转经营成本后，土

地流转经营收入为 290 元/亩。土地租赁收入合计 1986.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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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运营成本预测

本项目总成本费用包括新增外购燃料及动力费、工资及福利费、

修理费用、其他费用、折旧费、摊销费、利息等。年度运营支出预

测

运营支出估算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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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 - - - -
2023 42.12 25.82 117.00 47.83 232.78
2024 42.12 25.82 117.00 47.83 232.78
2025 42.12 25.82 117.00 47.83 232.78
2026 42.12 25.82 117.00 47.83 232.78
2027 42.12 25.82 117.00 47.83 232.78
2028 42.12 25.82 117.00 47.83 232.78
2029 42.12 25.82 117.00 47.83 232.78
2030 42.12 25.82 117.00 47.83 232.78
2031 42.12 25.82 117.00 47.83 232.78
2032 42.12 25.82 117.00 47.83 232.78
2033 42.12 25.82 117.00 47.83 232.78
2034 42.12 25.82 117.00 47.83 232.78
2035 42.12 25.82 117.00 47.83 232.78
2036 42.12 25.82 117.00 47.83 232.78
2037 42.12 25.82 117.00 47.83 232.78
2038 21.06 12.91 58.50 23.92 116.39

合计 652.86 400.27 1,813.50 741.40 3,608.03

成本预测方法说明：

1、燃料动力费

本工程每年耗电量 54.00kW.h，电费按 0.65 元/度计算。经计

算，工程运行期年动力费为 35.10 万元。

2、工资福利费

包括工程管理单位生产和管理人员的工资、奖金、津贴和补助

以及职工福利费。工资福利费=定员×每年人平均工资福利费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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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劳动定员人数 5 人，年人平均工资福利费采用 4.3 万元/

人·年。经计算，工资福利费为 21.52 万元。

3、修理费

修理费包括一般维修费和大修理费，取费标准参照《评价规范》

的确定，按照固定资产额（扣除占地补偿费和建设期贷款利息）乘

以维护费率考虑。工程维护费按固定资产（扣除征地移民补偿费）

的 0.5%计入，经计算，维修费 97.50 万元。

4、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包括其他管理费用和其他经营费用，管理费用是指企

业行政管理部门为管理和组织经营活动发生的各项费用。按照工资

福利费的 1.5 倍计，各年平均管理费为 32.29 万元。其他经营费

用为上述费用以外，现阶段无法预计的费用。按照工程维护费、管

理人员工资福利费、工程管理费三项费用的 5%计取，经计算运行期

间平均为 7.57 万元。

5、折旧费计算采用平均年限法（即直线法），

残值回收按工程固定资产的 3%考虑，固定资产形成率取 92%；

按照直线折旧法计算折旧，固定资产折旧总费用为 19646.04 万元，

综合折旧年限按照 40 年，固定资产残值按照 3%计，年折旧费为

447.9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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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进行项目净现金

流出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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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相关税费

该项目收入免征增值税，城市建设维护税为增值税的 7%，教育

附加费为 3%，地方教育费附加为 2%，所得税税率 25%。

7.利息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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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0 万元，本次拟发行 6,200.00 万元，剩余 1,100.00 万元假设于

2022 年发行完毕，假设年利率 4%，期限 15 年，每半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偿还本金。

本项目还本付息预测如下：

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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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200.00 6,200.00 124.00 124.00

2023 6,200.00 1,100.00 7,300.00 270.00 270.00

2024 7,300.00 7,300.00 292.00 292.00

2025 7,300.00 7,300.00 292.00 292.00

2026 7,300.00 7,300.00 292.00 292.00

2027 7,300.00 7,300.00 292.00 292.00

2028 7,300.00 7,300.00 292.00 292.00

2029 7,300.00 7,300.00 292.00 292.00

2030 7,300.00 7,300.00 292.00 292.00

2031 7,300.00 7,300.00 292.00 292.00

2032 7,300.00 7,300.00 292.00 292.00

2033 7,300.00 7,300.00 292.00 292.00

2034 7,300.00 7,300.00 292.00 292.00

2035 7,300.00 7,300.00 292.00 292.00

2036 7,300.00 - 7,300.00 292.00 292.00

2037 7,300.00 6,200.00 1,100.00 168.00 6,368.00

2038 1,100.00 1,100.00 - 22.00 1,122.00

合计 7,300.00 7,300.00 4,380.00 11,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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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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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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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 1,930.48 1,930.48 1,930.48 1,930.48 1,930.48 1,930.48 1,930.48 1,930.48 1,930.48 1,930.48

营业税金及附加 - - - - - - - - - - -

营业成本 124.00 933.68 955.68 955.68 955.68 955.68 955.68 955.68 955.68 955.68 955.68

利润总额 -124.00 996.80 974.80 974.80 974.80 974.80 974.80 974.80 974.80 974.80 974.80

企业所得税 - 249.20 243.70 243.70 243.70 243.70 243.70 243.70 243.70 243.70 243.70

净利润 -124.00 747.60 731.10 731.10 731.10 731.10 731.10 731.10 731.10 731.10 731.10

续上表：

年份 2033年 2034年 2035年 2036年 2037年 2038年

营业收入 1,930.48 1,930.48 1,930.48 1,930.48 1,930.48 965.24

营业税金及附加 - - - - - -

营业成本 941.52 941.52 941.52 941.52 810.80 343.40

利润总额 988.96 988.96 988.96 988.96 1,119.68 621.84

企业所得税 247.24 247.24 247.24 247.24 279.92 155.46

净利润 741.72 741.72 741.72 741.72 839.76 46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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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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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 1,930.48 1,930.48 1,930.48 1,930.48 1,930.48 1,930.48 1,930.48 1,930.48

2.经营活动支付的现金流 - 232.78 232.78 232.78 232.78 232.78 232.78 232.78 232.78

3.经营活动支付的各项税金 - 249.20 243.70 243.70 243.70 243.70 243.70 243.70 243.70

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计 - 1,448.50 1,454.00 1,454.00 1,454.00 1,454.00 1,454.00 1,454.00 1,454.0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 - - - - - - -

1.支付项目建设资金 19,300.00 200.00 - - - - - - -

2.支付的铺底资金 - - - - - - - - -

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计 -19,300.00 -200.00 - - - - - - -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 - - - - - - - -

1.项目资本金 12,200.00 - - - - - - - -

2.债券及银行借款筹资款 6,200.00 1,100.00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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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偿还债券及银行借款本金 - - - - - - - - -

4.支付融资利息 124.00 270.00 292.00 292.00 292.00 292.00 292.00 292.00 292.00

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合计 18,276.00 830.00 -292.00 -292.00 -292.00 -292.00 -292.00 -292.00 -292.00

四、现金流总计 - - - - - - - - -

1.期初现金 - -1,024.00 1,054.50 2,216.51 3,378.51 4,540.51 5,702.52 6,864.52 8,026.52

2.期内现金变动 -1,024.00 2,078.50 1,162.00 1,162.00 1,162.00 1,162.00 1,162.00 1,162.00 1,162.00

3.期末现金 -1,024.00 1,054.50 2,216.51 3,378.51 4,540.51 5,702.52 6,864.52 8,026.52 9,188.53

续上表：

年份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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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48 1,930.48 1,930.48 1,930.48 1,930.48 1,930.48 1,930.48 965.24 29,922.44

2.经营活动支付的现金流 232.78 232.78 232.78 232.78 232.78 232.78 232.78 116.39 3,608.03

3.经营活动支付的各项税金 243.70 243.70 247.24 247.24 247.24 247.24 279.92 155.46 3,866.85

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计 1,454.00 1,454.00 1,450.46 1,450.46 1,450.46 1,450.46 1,417.78 693.39 22,447.5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 - - - - - - -

1.支付项目建设资金 - - - - - - - - 19,500.00

2.支付的铺底资金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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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计 - - - - - - - - -19,50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 - - - - - - - -

1.项目资本金 - - - - - - - - 12,200.00

2.债券及银行借款筹资款 - - - - - - - - 7,300.00

3.偿还债券及银行借款本金 - - - - - - 6,200.00 1,100.00 7,300.00

4.支付融资利息 292.00 292.00 292.00 292.00 292.00 292.00 168.00 22.00 4,380.00

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合计 -292.00 -292.00 -292.00 -292.00 -292.00 -292.00 -6,368.00 -1,122.00 7,820.00

四、现金流总计 - - - - - - - - -

1.期初现金 9,188.53 10,350.53 11,512.54 12,671.00 13,829.46 14,987.93 16,146.39 - -

2.期内现金变动 1,162.00 1,162.00 1,158.46 1,158.46 1,158.46 1,158.46 -4,950.22 -428.61 11,196.17

3.期末现金 10,350.53 11,512.54 12,671.00 13,829.46 14,987.93 16,146.39 11,196.17 -428.61 11,19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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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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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年，每

半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偿还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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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收入主要是新增土地租赁和灌溉收入，项目建设资金包

含项目资本金及融资资金。通过对营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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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47.56 万元，融资本息合计为 11,680.00 万元，项目收益

覆盖项目融资本息总额倍数达到 1.92 倍。

表 7：现金流覆盖倍数表-2022 年夏津县 10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金额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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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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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0.00 4,380.00 11,680.00

银行借款 0.00 0.00 0.00

融资合计 7,300.00 4,380.00 11,680.00 22,447.56

覆盖倍数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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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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风险：项目采用技术的先进性、可靠性、适用性和可行性

与预测方案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出水水质不达标。

工程风险:工程地质条件、水文地质条件与预测发生重大变化，

导致工程量增加、投资增加、工期拖长等。

（二）与项目收益相关的风险

1.数量达不到预期风险

从财务分析中的敏感性分析计算表可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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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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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等方面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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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夏津县 10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施单位为夏津县

农业农村局，本次拟申请专项债券 0.62 亿元用于 2022 年夏津县 10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年限为 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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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内容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的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

本项目属于国家鼓励类，因此该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

策。

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是稳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

障国家粮食长久安全的物质基础，是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现实要求，是公共财政支持“三农”工作的重要战略举措，

是提高农业整体效益的重要手段，也是新时期农业综合开发的重要

历史使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安全的现实

需求。我国正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的关键时期，人们对粮

食等主要农产品需求压力日益增加。而我国耕地正呈数量减少、质量

下降趋势，中低产田比重较大、水资源利用率不高，抗御自然灾害的

能力差，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未从根本上解决，自然灾害多发、

频发、重发对农业影响不断加大。要实现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

供给的目标，迫切需要下大力气改造中低产田、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

农田。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迫切需要。通

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以有效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现有农业装备

水平，提高农业科技含量，提高现有耕地资源利用效率和土地产出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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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同时促进农民增收。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建设高标准农田，合理利用农田，保护耕地，加强土壤改良和农田整

治，推广节水增效技术，防止土壤退化、肥力下降，促进农业生态环

境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通过平田整地、沟塘清淤、配套路桥涵

闸灌排设施、建设农田林网，可以改善农村面貌，提高新农村形象。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新时期农业综合开发的重要历史使命。高标准

农田建设是农业综合开发立足于深入总结中低产田改造经验，在建设

标准、内涵和思路上的提升，是新时期农业综合开发适应现代农业发

展要求、大力改造中低产田的目标取向。近几年，农业综合开发深入

贯彻落实中央领导要求，在财政部党组的正确领导下，积极探索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2、项目实施的公益性

通过项目实施，可以显著提升示范区的农田基础设施水平，提

高耕地质量等级水平，提高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产量，减少水资源

和化肥的投入，减少作业成本。同时通过全产业链的打造，可以有

效提高小麦产品的品质，最终提高示范区群众的收入，推动示范区

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和安全感。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提供基

础保障。

3、项目实施的收益性

本项目建成后可通过土地租赁收入和灌溉收入实现。项目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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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观，能满足项目融资本息总额覆盖倍数，确保专项债券按时还本

付息。

4、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

2022 年 2 月，夏津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了《关于 2022 年夏津

县 10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可研报告的批复》(夏发改项审〔2022〕

22 号）

5、项目成熟度

2022 年 2 月水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出具了《2022 年夏津县 10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022 年 2 月，夏津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了《关于 2022 年夏津

县 10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可研报告的批复》(夏发改项审〔2022〕

22 号）。

6、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

该项目建设总投资为 19500 万元，项目发债 7300 万元，占总投

资的 37.44%；剩余资金 122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62.56%，由中央和

省市财政出资。

各级财政，可以确保自筹资金及时到位。

本项目所属行业在繁荣国内市场、吸纳社会就业、促进经济增

长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该项目发债 7300 万元，建设期拟

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7300 万元，假设年利率 4%，期限 15 年，每

半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偿还本金。经测算，项目有较强的还款能

力。在充分提高项目收益保障和降低财务风险的基础上，发债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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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到位可能性较高。

7、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性

项目收入参考当地类似项目收入，成本按照各项支出的现行市

场价格，项目收益预测较为合理。

8、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

项目发债 73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37.44%。经过对项目收入、

成本、收益的综合分析，本项目具有迫切的债券资金需求，并且债

券资金规模合理，偿债能力匹配，整体风险可控。

9、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及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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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0 万元，假设年利率 4%，期限 15 年，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偿还本金。经测算，项目年偿债备付率均大于 1，项目有较强的

还款能力。

项目风险贯穿于项目建设和运营的全过程。参考本类项目的实

施和运营状况，其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种：技术风险。项目采用技术

的先进性、可靠性、适用性和可行性与预测方案发生重大变化，导

致项目实施达不到预期要求。资金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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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管理风

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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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协作条件风险。交通运输、供水、供电等外部配

套设施和原材料市场发生重大变化，给项目建设、生产和运营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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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

建议本工程项目申请报告批准后，应尽快落实有关建设条件，

拿出具体的设计方案，以便尽快开工建设。夏津县有关单位和部门，

帮助建设单位解决协调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问题，以保证项目的顺利

进行。建设单位应尽快落实好建设资金来源，为工程顺利实施做好

资金的准备。该项目建设要招标优化设计和施工队伍，安施工程监

理制和项目法人责任制，要特别注意加强工程管理和工程质量监督，

提高工程的综合效益。

10、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位置：项目位于夏津县，包括郑保屯镇、南城镇、苏

留庄镇、白马湖镇、东李官屯镇和雷集镇共 6个乡镇。

项目建设范围：项目区涉及郑保屯镇柳元庄等多个行政村。该

项目计划新建高标准农田10万亩，发展节水灌溉面积3.5万亩以上，

年均增产粮食 900 万公斤以上，节水 300 万立方米以上。

该项目建设总投资为 19500 万元，工程建设工期为 5个月，2022

年 8月份开工建设，到 2022 年 12 月全部完工。

经分析，本项目建设规模、投资估算、建设工期等目标实现性

较好，绩效目标设置细化、规范，符合当地经济条件及发展规划。

11、其他需要纳入事前绩效评估的事项

该项目拟建地位于德州市夏津县，交通网络四通八达，对于其

所需的原料可以通过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便捷的运到。拟建项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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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附近的电力可为所拟建项目提供了足够的燃料和动力资源。

（三）评估结论

2022 年夏津县 10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收益 22,447.56 万

元，项目债券本息合计 11,680.00 万元，本息覆盖倍数为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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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成后能德州市将来的发展提供

了有利的条件。项目的实施能够满足社会目前的需求，提升当地投

资环境。项目实施后带来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是非常巨大的，为

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保证。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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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