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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

德州市安澜兆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飞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421MA3CKRL34G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2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6 年 11 月 01 日

营业期限：2016-11-01 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德州市陵城区陵州西路政务大厅六楼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森林资源开发项目、森林旅游开发建

设项目、湿地公园开发开发建设项目、林业产业开发项目、房地产

开发项目进行投资；招标代理；工程造价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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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项目规划审批

2018 年 1 月，林产工业规划设计院对该项目出具了《国家储

备林基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德州市陵城区发展和改革局于

2018 年 4 月 17 日下发德发改审批字〔2018〕9号《关于山东省德州

市陵城区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项目批复的通知》，同意建设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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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

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德

州市陵城区神头镇、小王庄林场、马颊河两侧、宋家镇、糜镇、郑

家寨镇、安德办、边临镇、徽王庄镇。主要分布在陵城区郑家寨镇，

安德办，徽王庄镇，义渡口镇，于集乡，宋家镇，陈李村，周家村，

袁毛村北侧，高牛村。

陵城区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面积共 21000 亩，主要包括集约人

工林栽培和现有林改培两部分。集约人工林栽培面积 18000 亩。主

要包括林地清理、整地、植苗造林、抚育管理等建设内容。现有林

改培面积 3000 亩。主要包括间伐、抚育等建设内容。

（三）项目建设期限

该项目建设期 5 年，2018 年 6 月至 2023 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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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技术经济参考手册》；

（2）《实用建筑工程估算手册》；

（3）《德州市建筑安装工程概算定额》；

（4）《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

（5）国家林业局其它有关规程、规定等；

（6）通过市场调查取得的有关种苗、材料现行价格；

（7）项目建设单位提供的其它有关资料；

（8）《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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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估算总额

本项目总投资为 61,377.85 万元，按照立项其中工程费用

20,219.96万元，其他费用 30,574.80万元，预备费 2,539.74万元，建

设期利息 8,043.3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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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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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榆树、楸树、国槐、香椿、

资金结构 金额（万元） 占比 备注

估算总投资 61,377.85 100%

一、资本金 24,377.85 39.72%

自有资金 24,377.85 39.72%

二、债务资金 37,000.00 61.28%

专项债券 37,000.00 61.28%

银行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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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蜡、银杏、元宝枫、黄连木、梓树、刺槐等木材蓄积量，苗木法

桐、柳树等收入。出于谨慎性考虑，对项目计算期内整体运营运收

入下浮 3.00%进行项目净现金流入测算。运营期各年收入预测如下：

表 2：运营收入估算表（单位：万元）

年度 营业收入 合计

2021年 2,095.20 2,095.20
2022年 4,190.40 4,190.40
2023年 4,190.40 4,190.40
2024年 5,936.83 5,936.83
2025年 4,190.40 4,190.40
2026年 4,190.40 4,190.40
2027年 4,190.40 4,190.40
2028年 4,190.40 4,190.40
2029年 22,091.70 22,091.70
2030年 4,190.40 4,190.40
2031年 4,190.40 4,190.40
2032年 4,190.40 4,190.40
2033年 4,190.40 4,190.40
2034年 4,191.37 4,191.37
2035年 4,191.37 4,191.37
2036年 4,191.37 4,191.37
合计 84,601.84 84,601.84

（二）运营成本预测

本项目总成本费用包括外购原材料、外购动力及燃料、工资及

福利、修理费、其他费用、折旧摊销费、利息支出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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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进行项目净现金流出测算，年度运

营支出预测如下：

表 3：运营支出估算表（单位：万元）

年度
外购原材

料

外购动力及

燃料
工资及福利 修理费 其他费用 合计

2021年 77.25 1.55 70.45 1.03 62.69 21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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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54.50 3.09 140.90 2.06 125.38 425.94
2023年 154.50 3.09 140.90 2.06 125.38 425.94
2024年 154.50 3.09 140.90 2.06 125.38 425.94
2025年 154.50 3.09 140.90 2.06 125.39 425.94
2026年 154.50 3.09 147.95 2.06 128.91 436.51
2027年 154.50 3.09 155.35 2.06 132.61 447.60
2028年 154.50 3.09 163.11 2.06 136.49 459.26
2029年 154.50 3.09 171.27 2.06 140.57 471.49
2030年 154.50 3.09 179.83 2.06 144.85 484.33
2031年 154.50 3.09 188.82 2.06 149.35 497.82
2032年 154.50 3.09 198.27 2.06 154.07 511.98
2033年 154.50 3.09 198.27 2.06 159.02 516.94
2034年 154.50 3.09 198.27 2.06 159.02 516.94
2035年 154.50 3.09 198.27 2.06 159.02 516.94
2036年 154.50 3.09 198.27 2.06 159.02 516.94
合计 2,394.75 47.90 2,631.74 31.93 2,187.16 7,293.47

成本预测方法说明：

（1）外购原材料

主要原材料包括苗木、农药和肥料等，价格均以目前市场的现

行价计列，原材料考虑了一定的运杂费和储存费。计算期内估算正

常年外购原材料为 150 万元。

（2）本项目每年外购动力费为 3 万元。

（3）人员工资及福利费

根据林业生产的特点，结合本项目运营模式，工资及福利费主

要包括管理人员的工资。经估算，每年工资及福利费为 136.8 万元，

2026 年-2032 年考虑每年增长 5%。

（4）本项目每年修理费为 2万元。

（5）其他费用

主要是项目运营中管理人员发生的费用，管理费用为 121.73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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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2026 年-2032 年考虑每年增长 5%。

（6）折旧费、摊销费

项目折旧费采用分类折旧方法计算，其中：营林等工程费用折

旧年限为 10年，残值率为 5%。其他费用（土地流转费）、基本预备

费、建设期利息等无形资产按 10年平均摊销计算。年折旧费、年摊

销费各计 2,667.98 万元、2,125.7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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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税事项

城建税 7%

教育费附加 3%

地方教育附加 2%

企业所得税 25%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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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00.00 万元，其中 2020 年 5月已发行 2020 年山东省政府农林水

利及社会事业发展专项债券（六期）—2020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

（三十二期）2,200.00 万元，债券利率 3.44%，期限 15 年；2020

年7月已发行2020年山东省政府交通能源市政产业园基础设施及民

生社会事业发展专项债券（二期）—2020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

十五期）7,500.00 万元，利率 3.69%，期限 15 年；2020 年 8 月已通

过债券调整募集 2,000.00 万元，利率 3.96%，期限 30 年；2020 年 8

月已通过债券调整募集 1,500.00 万元，利率 3.96%，期限 30 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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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拟发行 1,000.00 万元，剩余额度 22,800.00 万元假设于 2022 年

发行完毕，期限 15年，假设债券利率 4.00%，每半年付息一次，到

期一次偿还本金。除以上融资外，若项目建设、运营资金不足，由

项目实施单位自有资金补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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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初本金

余额
本期新增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应付利息

应付本息合

计

2020年 13,200.00 13,200.00 37.84 37.84
2021年 13,200.00 13,200.00 491.03 491.03
2022年 13,200.00 23,800.00 37,000.00 967.03 967.03
2023年 37,000.00 37,000.00 1,443.03 1,443.03
2024年 37,000.00 37,000.00 1,443.03 1,443.03
2025年 37,000.00 37,000.00 1,443.03 1,443.03
2026年 37,000.00 37,000.00 1,443.03 1,443.03
2027年 37,000.00 37,000.00 1,443.03 1,443.03
2028年 37,000.00 37,000.00 1,443.03 1,443.03
2029年 37,000.00 37,000.00 1,443.03 1,443.03
2030年 37,000.00 37,000.00 1,443.03 1,443.03
2031年 37,000.00 37,000.00 1,443.03 1,443.03
2032年 37,000.00 37,000.00 1,443.03 1,443.03
2033年 37,000.00 37,000.00 1,443.03 1,443.03
2034年 37,000.00 37,000.00 1,443.03 1,443.03
2035年 37,000.00 9,700.00 27,300.00 1,405.19 11,105.19
2036年 27,300.00 27,300.00 1,090.60 1,090.60
2037年 27,300.00 23,800.00 3,500.00 614.60 24,414.60
2038年 3,500.00 3,500.00 138.60 138.60
2039年 3,500.00 3,500.00 138.60 138.60
2040年 3,500.00 3,500.00 138.60 138.60
2041年 3,500.00 3,500.00 138.60 138.60
2042年 3,500.00 3,500.00 138.60 138.60
2043年 3,500.00 3,500.00 138.60 138.60
2044年 3,500.00 3,500.00 138.60 138.60
2045年 3,500.00 3,500.00 138.60 138.60
2046年 3,500.00 3,500.00 138.60 138.60
2047年 3,500.00 3,500.00 138.60 13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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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8年 3,500.00 3,500.00 138.60 138.60
2049年 3,500.00 3,500.00 138.60 138.60
2050年 3,500.00 3,500.00 - 138.60 3,638.60
合计 - 37,000.00 37,000.00 23,724.45 60,724.45

（三）项目运营损益表

项目运营损益表见表 6。

（四）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

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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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项目运营损益表（单位：万元）

年份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营业收入 - 2,095.20 4,190.40 4,190.40 5,936.83 4,190.40 4,190.40 4,190.40 4,190.40 22,091.70 4,190.40
增值税 - - - - - - - - - - -

税金及附加 - - - - - - - - - - -
营业成本 37.84 704.00 1,392.97 1,868.97 1,868.97 6,662.74 6,673.31 6,684.40 6,696.05 6,708.29 6,721.13
利润总额 -37.84 1,391.20 2,797.43 2,321.43 4,067.87 -2,472.34 -2,482.91 -2,494.00 -2,505.65 15,383.41 -2,530.73

企业所得税 - - - - - - - - -
净利润 -37.84 1,391.20 2,797.43 2,321.43 4,067.87 -2,472.34 -2,482.91 -2,494.00 -2,505.65 15,383.41 -2,530.73

（续）表 6：项目运营损益表（单位：万元）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2034年 2035年 2036年 2037年 2038年 2039年 2040年

4,190.40 4,190.40 4,190.40 4,191.37 4,191.37 4,191.3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734.62 6,748.78 6,753.74 6,753.74 6,715.90 1,607.54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2,544.22 -2,558.38 -2,563.34 -2,562.37 -2,524.53 2,583.83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 - - - - - - - - -
-2,544.22 -2,558.38 -2,563.34 -2,562.37 -2,524.53 2,583.83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续）表 6：项目运营损益表（单位：万元）

2041年 2042年 2043年 2044年 2045年 2046年 2047年 2048年 2049年 2050年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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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 - - - - - - - - -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表 7：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单位：万元）

年份 2020年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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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95.20 4,190.40 4,190.40 5,936.83 4,190.40 4,190.40 4,190.40 4,190.40 22,091.70 4,190.40

2.经营活动支付的现金

流
- 212.97 425.94 425.94 425.94 425.94 436.51 447.60 459.26 471.49 484.33

3.经营活动支付的各项

税金
- - - - - - - - - - -

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小计
- 1,882.23 3,764.46 3,764.46 5,510.90 3,764.46 3,753.89 3,742.80 3,731.14 21,620.21 3,706.0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1.支付项目建设资金 21,333.80 10,666.90 10,666.90 10,666.90
2.支付的铺底资金

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小计
-21,333.80 -10,666.90 -10,666.90 -10,666.90 - - - - - - -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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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1.项目资本金 24,377.85
2.债券及银行借款筹资

款
13,200.00 - 23,800.00 - - - - - - - -

3.偿还债券及银行借款

本金
- - - - - - - - - - -

4.支付融资利息 - - - - - - - - - -
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合计
37.84 491.03 967.03 1,443.03 1,443.03 1,443.03 1,443.03 1,443.03 1,443.03 1,443.03 1,443.03

四、现金流总计 37,540.01 -491.03 22,832.97 -1,443.03 -1,443.03 -1,443.03 -1,443.03 -1,443.03 -1,443.03 -1,443.03 -1,443.03
1.期初现金

2.期内现金变动 - 16,206.21 6,930.51 22,861.05 14,515.58 18,583.45 20,904.88 23,215.74 25,515.51 27,803.62 47,980.80
3.期末现金 16,206.21 -9,275.70 15,930.53 -8,345.47 4,067.87 2,321.43 2,310.86 2,299.77 2,288.11 20,177.18 2,263.04

（续）表 7：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单位：万元）

年份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2034年 2035年 2036年 2037年 2038年 2039年 2040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4,190.40 4,190.40 4,190.40 4,191.37 4,191.37 4,191.37 -
2.经营活动支付的现金流 497.82 511.98 516.94 516.94 516.94 516.94 -
3.经营活动支付的各项税

金
- - - - - - -

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小计
3,692.58 3,678.42 3,673.46 3,674.43 3,674.43 3,674.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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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9,700.00 - 23,800.00

4.支付融资利息 - - - - - -
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合计
1,443.03 1,443.03 1,443.03 1,443.03 1,405.19 1,090.60 614.60 138.60 138.60 138.60

四、现金流总计 -1,443.03 -1,443.03 -1,443.03 -1,443.03 -11,105.19 -1,090.60 -24,414.60 -138.60 -138.60 -138.60
1.期初现金

2.期内现金变动 50,243.84 52,493.39 54,728.77 56,959.20 59,190.60 51,759.84 54,343.67 29,929.07 29,790.47 29,651.87
3.期末现金 2,249.55 2,235.39 2,230.43 2,231.40 -7,430.76 2,583.83 -24,414.60 -138.60 -138.60 -138.60

（续）表 7：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单位：万元）

年份 2041年 2042年 2043年 2044年 2045年 2046年 2047年 2048年 2049年 2050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2.经营活动支付的现金流

3.经营活动支付的各项税金

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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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0.00
4.支付融资利息

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合计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四、现金流总计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3,638.60
1.期初现金

2.期内现金变动 29,513.27 29,374.67 29,236.07 29,097.47 28,958.87 28,820.27 28,681.67 28,543.07 28,404.47 28,265.87
3.期末现金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138.60 -3,63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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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次专项债券于 2022 年 1 月发行成功，期限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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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时，

2037 年未考虑运营收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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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收入主要是杨树、榆树、楸树、国槐、香椿、白蜡、银

杏、元宝枫、黄连木、梓树、刺槐等木材蓄积量，苗木法桐、柳树

等收入，项目建设资金包含项目资本金及融资资金。通过对杨树、

榆树、楸树、国槐、香椿、白蜡、银杏、元宝枫、黄连木、梓树、

刺槐等木材蓄积量，苗木法桐、柳树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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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308.37 万元，融资本息合计为 60,724.45 万元，项目收益

覆盖项目融资本息总额倍数达到 1.27 倍。

表 9：现金流覆盖倍数表-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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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00.00 23,724.45 60,724.45

银行借款

融资合计 37,000.00 23,724.45 60,724.45 77,308.37

覆盖倍数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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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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项目风险分析

（一）与项目建设相关的风险

（1）工程建设风险较大

工程建设工序复杂，工程质量、进度、造林树种种源（无性系）

的质量和数量是工程建设中的主要风险。

（2）社会风险较大

项目造林的林地所有权大多为集体所有，应加强同林农的长期

沟通，以便实现林地的有效流转和林地租赁的长期经营，否则，将

影响到工程建设和投入成本的回收。

（3）火灾风险及林业有害生物风险较大

造林土地比较分散，与农业用地交错接合，林区农民用火频繁

且防火意识较差，所以项目区防火任务艰巨，建议项目区加快建立

和健全森林防火体系；有害生物主要是美国白蛾对速生杨的危害，

需要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预防和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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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项目收益相关的风险

（1）产品价格较高，从我国和世界造纸及人造板工业发展趋势

和木材供给状况看，造纸及人造板材价格降低的可能性较小，而且

本项目采用的是近几年来的平均价格，留有一定余地。

（2）竞争力一般

项目建设各树种木材是造纸、人造板及建筑等的优质原料，具

有较强的市场竞争能力；且项目产品科技含量较高，区位优势明显，

产品成本较低。

（3）资金风险较大

项目投资规模较大，如资金供应不足或者来源中断均会导致项

目工期拖延甚至被迫中止。

六、事前项目绩效评估报告

（一）项目概况

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项目，项目实施单位为德州市安澜兆兴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本次拟申请专项债券 1,000.00 万元用于国家储备

林基地项目建设，年限为 15年。

（二）评估内容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是贯彻落实国家木材战略储备精神的需要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在 2013

年中央 1 号文件提出了“加快国家木材储备生产基地建设”，2015

年中央 1号文件再次提出“建立国家用材林储备制度”。2017 年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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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号文件又一次提出“加强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为了加快推进国

家储备林基地建设，根据《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

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精神，国家林业局与中国农业发展、邮政、

国开银行合作，利用上述银行贷款建设国家储备林基地，通过国家

政策引导和开发性金融支持来加大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的投入。利

用贷款建设国家储备林基地改变了林业生态建设一直以来都是以公

共财政投入为主的做法，创新了林业投融资模式，完善了林业投融

资体制建设，对加快推进林业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现代林业科学发

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2）是发展现代集约高效林业的内在需要

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努力走向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中国林业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粗放

型的数量扩张已经变得不可持续，数量与质量并重，一方面继续植

树造林，扩大森林面积；另一方面，保护好现有林业资源，提高森

林质量成为必然选择。随着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确立，利用

银行贷款建设国家储备林基地，不仅可以实现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

推动林业集约化、规模化和科学化水平，而且可以改善生态环境，

增加木材供给，提高德州市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推动形成绿色

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为适应新常态、建设生态文明开创新的发展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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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是推进生态建设的重要举措

国家储备林基地的主要建设内容和模式是通过高标准、高投入

营造高质量、高产出的林分，来提高陵城区木材产出能力，同时，

通过对现有林进行改培，培育大径材。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有利于

提高森林质量，维护生态和木材安全；有利于调整树种结构，增加

森林的多样性，优化陵城区森林生态；有利于促进林业的可持续发

展。国家林业局与银行在德州市陵城区开展利用银行贷款建设国家

储备林基地试点工作，将带动大量的中央、地方资金和金融、社会

资本投入到林业建设，这对于缺乏资金投入的生态建设是一个十分

难得的机遇。

（4）是增加森林蓄积、解决木材结构性矛盾的有效途径

我国每公顷森林蓄积量为 89.79m3，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 70%，

我国人工乔木林每公顷蓄积量更低，仅为 52.76 m3。2014 年，习近

平总书记多次要求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把所有天然林都保

护起来。这是党中央建设生态文明，着力改善生态改善民生的重大

战略。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后，木材供给将减少 5000 万 m3，

国内木材供需矛盾更加突出，木材安全形势更加严峻。

加快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国家储备林基地，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

源的决定性作用，积极发挥政府扶持引导作用，加强与银行的合作，

统筹短中长周期树种培育，提供更多更好的人工林资源，才能逐步

弥补木材缺口，天然林才能“保得住、可持续”，实现由采伐天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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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采伐人工林的历史性转变。

（5）是转变林业发展方式，促进农民增收，实现脱贫的重要途径

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的“长短结合”和“近自然经营”的模式、

银行的长周期低利率的贷款、国家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将极大地促

进当前陵城区林业低投入低产出，重点发展短周期树种的发展方式

向更加高效和可持续的方向转变。德州市陵城区利用银行贷款建设

国家储备林基地项目的建成将给德州市陵城区带来显著的生态和社

会效益，扩大就业机会，增加林农收入，是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的有效措施。

2、项目实施的公益性

本项目的建设，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森林的可持续经营，

保障国家的木材安全，同时，对调整项目区的农业产业结构和社会

经济结构，推动项目区人口、经济、社会、生态、资源的和谐发展，

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

（1）增加木材储备和供应

计算期内，可向项目区提供大径材 19.25 万 m3、小径材 12.03

万 m3，增加社会木材供应。同时，通过项目建设可奠定实施森林可

持续经营的基础，将对改善林分结构，提高单位面积林分产量，保

障国家木材安全，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2）扩大项目区群众就业机会

建设期内的集约人工林栽培、现有林改培、林木管护及林道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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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等，运营期内的林木抚育、营林管护等，都将为项目区及周边群

众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另外，林木采伐、木材运输等还将带来间接

的劳务收入，同时还可带动运输、物资生产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促

进地方经济建设。

（3）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项目实施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结合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和农

村土地流转政策，实施生态储备林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可以长期

持续稳定地增加农民收入，加快项目区及周边群众脱贫致富，推动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3、项目实施的收益性

项目建成后对改善区域环境生态、增加森林碳汇、应对气候变

化等有积极作用。项目建设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利大于弊，从生态建

设和经济发展角度看，项目建设可行。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14.86%，

高于设定的基准收益率 8%；项目各生态效益平均每年估算价值约

1418.95 万元，计算期内总价值约 21284.25 万元。项目财务上分析

不仅具有较好的经济性，还有较好的生态效益。

4、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

经估算，项目总投资为 61377.85 万元。

（1）建设投资

项目建设投资 53334.50 万元。其中：

工程费用 20231.52 万元，占建设投资的 3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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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费用 30563.24 万元，占建设投资的 57.31%。

预备费 2539.74 万元，占建设投资的 4.76%。

德州市陵城区生态储备林基地建设投资估算详见表13-1和附表

5。

表 13-1 德州市陵城区生态储备林基地建设投资估算汇总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建设项目 金额

投资构成

建安（营

林）

设备购置
其它

合计 53334.50 19778.52 453.00 33106.98

1 工程费用 20231.52 19778.52 453.00

2 其它费用 30563.24 30563.24

其中：土地流转费 29700.00 29700.00

3 预备费 2539.74 2539.74

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和当地林业产业政策及发展规划，项目实施

条件具备，建设内容规模切合实际、技术方案科学可靠，投资估算

合理，环境保护措施适当。项目建设必要、可行。

5、项目成熟度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2017

年中央 1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2016 年 12 月 31

日）中提出“加强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2013 年 9 月，国家林业局

将“加快国家木材战略储备基地建设”列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规

划纲要（2013-2020 年）》。2014 年 10 月，国家林业局向国务院报送



22

了《关于加快木材战略储备基地建设建立国家储备林制度的报告》

（林丰字〔2014〕38 号），提出实施好《全国木材战略储备生产基地

建设规划》、探索建立国家储备林制度、积极引导和调动社会资本参

与木材储备生产基地建设的建议。报告得到了李克强总理和汪洋副

总理的批示。2014 年 11 月，国务院在《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

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60 号）中，要求

在资源环境、生态建设、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进一步创新投融资机

制。2017 年 1 月 20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林业局、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关于进一步利用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推

进林业生态建设的通知》（发改农经〔2017〕140 号）

德州市陵城区位于中纬度地带，位于山东西北部。气候属温带

大陆季风气候。在长期的林业建设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为

建设国家储备林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德州市紧邻京津冀协同发展圈，在国家储备林建设方面具有得

天独厚的优势，完全符合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总体要求。2016 年，国

家林业局正式将德州市纳入《国家储备林建设规划（2016-2050 年）》

范围，德州市储备林基地建设进入起步阶段。国家林业局计划将德

州市陵城区作为利用银行贷款建设国家储备林基地的试点。

6、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

本项目总投资 61,377.85 万元，资金来源为：

1、项目资本金暂定为 24,377.85 万元，占投资总额比例为

39.72%，由项目单位自筹解决。

file:///D:/2017/德州陵城区林业局/国家储备林基地/关于进一步利用开发性和.docx
file:///D:/2017/德州陵城区林业局/国家储备林基地/关于进一步利用开发性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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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拟发行专项债券 37,000.00 万元。

7、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性

参考《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本项目建设完成后，项目运营收入主要来自杨树、榆树、

楸树、国槐、香椿、白蜡、银杏、元宝枫、黄连木、梓树、刺槐等

木材蓄积量，苗木法桐、柳树等收入。具体如下：

（1）根据现有各造林树种林分结构分析，拟定木材产量如下：

速生杨主伐年龄为 8 年，木材蓄积量 13.5 m³/亩，大径材出材

量 80%，小径材出材量 50%。

香椿、银杏等主伐年龄为 10年，木材蓄积量 9.9 m³/亩。

国槐主伐年龄为 8年，木材蓄积量 11 m³/亩。

（2）销售价格预测

根据产品价格最近三年市场价格变动趋势预测，预测项目产品

销售价格。详见以下表：

用材林产品售价

序号 品种 产品名称
木材（元/m3）

大径材（>20 cm） 小径材（8-12cm）

1 速生杨 木材 400 300

2 梓树 木材 3000 2000

3 榆树 木材 800 400

4 黄连木 木材 3000 1800

5 楸树 木材 1600 1000

6 国槐 木材 700 600

7 香椿 木材 2000 1200

8 白蜡 木材 1000 600

9 银杏 木材 3000 1800

10 刺槐 木材 800 300



24

序号 品种 产品名称
木材（元/m3）

大径材（>20 cm） 小径材（8-12cm）

11 元宝枫 木材 3000 2000

苗木售价

序号 品种 单价（元/株）

1 法桐 500

2 柳树 300

运营期各年收入估算情况

出于谨慎性考虑，对项目计算期内整体运营运收入下浮 3.00%

进行项目净现金流入测算。项目现金流入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年份 营业收入 合计

2021 2,095.20 2,095.20

2022 4,190.40 4,190.40

2023 4,190.40 4,190.40

2024 5,936.83 5,936.83

2025 4,190.40 4,190.40

2026 4,190.40 4,190.40

2027 4,190.40 4,190.40

2028 4,190.40 4,190.40

2029 22,091.70 22,091.70

2030 4,190.40 4,190.40

2031 4,190.40 4,190.40

2032 4,190.40 4,190.40

2033 4,190.40 4,190.40

2034 4,191.37 4,191.37

2035 4,191.37 4,191.37

2036 4,191.37 4,191.37
合计 84,601.84 84,601.84

参考《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本项目运营本主要包括外购原料及动力费、工资及福利费、

修理费、其他费用、折旧费、摊销费。

（1）外购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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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材料包括苗木、农药和肥料等，价格均以目前市场的现

行价计列，原材料考虑了一定的运杂费和储存费。计算期内估算正

常年外购原材料为 150 万元。

（2）本项目每年外购动力费为 3 万元。

（3）人员工资及福利费

根据林业生产的特点，结合本项目运营模式，工资及福利费主

要包括管理人员的工资。经估算，每年工资及福利费为 136.8 万元，

2026 年-2032 年考虑每年增长 5%。

（4）本项目每年修理费为 2万元。

（5）其他费用

主要是项目运营中管理人员发生的费用，管理费用为 121.73 万

元，2026 年-2032 年考虑每年增长 5%。

（6）折旧费、摊销费

项目折旧费采用分类折旧方法计算，其中：营林等工程费用折

旧年限为 10年，残值率为 5%。其他费用（土地流转费）、基本预备

费、建设期利息等无形资产按 10年平均摊销计算。年折旧费、年摊

销费各计 2,667.98 万元、2,12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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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进行项目净现金流

出测算。

本项目运营成本现金流出测算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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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外购原材料 外购动力及燃料 工资及福利 修理费 其他费用 合计

2021 77.25 1.55 70.45 1.03 62.69 212.97

2022 154.50 3.09 140.90 2.06 125.38 425.94

2023 154.50 3.09 140.90 2.06 125.38 425.94

2024 154.50 3.09 140.90 2.06 125.38 425.94

2025 154.50 3.09 140.90 2.06 125.39 425.94

2026 154.50 3.09 147.95 2.06 128.91 436.51

2027 154.50 3.09 155.35 2.06 132.61 447.60

2028 154.50 3.09 163.11 2.06 136.49 459.26

2029 154.50 3.09 171.27 2.06 140.57 471.49

2030 154.50 3.09 179.83 2.06 144.85 484.33

2031 154.50 3.09 188.82 2.06 149.35 497.82

2032 154.50 3.09 198.27 2.06 154.07 511.98

2033 154.50 3.09 198.27 2.06 159.02 516.94

2034 154.50 3.09 198.27 2.06 159.02 516.94

2035 154.50 3.09 198.27 2.06 159.02 516.94

2036 154.50 3.09 198.27 2.06 159.02 516.94

合计 2,394.75 47.90 2,631.74 31.93 2,187.16 7,293.47

8、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

本项目总投资 61,377.85 万元，资金来源为：

1、项目资本金暂定为 24,377.85 万元，占投资总额比例为

39.72%，由项目单位自筹解决。

2、拟发行专项债券 37,000.00 万元。

其中 2020 年 5 月已发行 2020 年山东省政府农林水利及社会事

业发展专项债券（六期）—2020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二期）

2,200.00 万元，债券利率 3.44%，期限 15 年；2020 年 7 月已发行

2020 年山东省政府交通能源市政产业园基础设施及民生社会事业发

展专项债券（二期）—2020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五期）

7,500.00 万元，利率 3.69%，期限 15 年；2020 年 8月已通过债券调

整募集 2,000.00 万元，利率 3.96%，期限 30 年；2020 年 8 月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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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债券调整募集 1,500.00 万元，利率 3.96%，期限 30 年；本期拟发

行 1,000.00 万元，剩余额度 22,800.00 万元假设于 2022 年发行完

毕，假设债券发行利率为 4.00%，债券发行期限为 1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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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及应对措施

（1）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

项目拟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37,000.00 万元，根据本项目债

券偿债计划，年利率 4.00%，期限 15 年，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偿还本金，经评估分析，项目偿债备付率为 1.27，偿债能力充足，

偿债计划可行。

（2）偿债风险点

通过主要风险因素识别可知，影响本项目的主要风险在于市场、

自然与环境、资金、工程建设质量和社会风险等五方面。

为了解各因素对项目影响的风险程度，采用单因素评估法，就

项目可能涉及的风险因素及其风险程度进行分析判断，对结果的整

理与分析如表 15-1 所示。

表 15-1 风险因素和风险程度分析表

序号 风险因素 风险程度 说明

1 市场风险

1.1 产品价格 较高

从我国和世界造纸及人造板工业发展

趋势和木材供给状况看，造纸及人造板

材价格降低的可能性较小，而且本项目

采用的是近几年来的平均价格，留有一

定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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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竞争力 一般

项目建设各树种木材是造纸、人造板及

建筑等的优质原料，具有较强的市场竞

争能力；且项目产品科技含量较高，区

位优势明显，产品成本较低

表 15-1 风险因素和风险程度分析表（续）

序号 风险因素 风险程度 说明

2 自然和环境风险

2.1 火灾 较大

造林土地比较分散，与农业用地交错接

合，林区农民用火频繁且防火意识较

差，所以项目区防火任务艰巨，建议项

目区加快建立和健全森林防火体系

2.2 林业有害生物 一般
主要是美国白蛾对速生杨的危害，需要

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预防和防治

3 资金风险 较大

项目投资规模较大，如资金供应不足或

者来源中断均会导致项目工期拖延甚

至被迫中止

4 工程建设风险 较大

工程建设工序复杂，工程质量、进度、

造林树种种源（无性系）的质量和数量

是工程建设中的主要风险

5 社会风险 较大

项目造林的林地所有权大多为集体所

有，应加强同林农的长期沟通，以便实

现林地的有效流转和林地租赁的长期

经营，否则，将影响到工程建设和投入

成本的回收

（3）应对措施

（1）加强工程建设全面质量管理，通过卓有成效的管理，努力

降低建设投资和经营成本，使项目产品构成较大的价格变化空间，

以增强产品竞争力。

（2）强化技术服务网络，密切与科技支撑单位的协作，加强科

研力度，确保科研投入，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依靠科技进步提升产

品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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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一步密切与制浆造纸、人造板、人造纤维等企业的互利

合作，建立较为稳定的销售市场。

10、绩效目标合理性

（1）目标明确性

评价要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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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实施是创新德州市陵城区林业投融资体制的重要举措，

对解决当地林业发展资金短缺问题，加快国家木材战略储备核心基

地建设，大力发展大径材和乡土树种用材林培育，优化树种结构，

形成多树种、多材种的用材林经营体系，促进德州市陵城区生态文

明示范区和林业强区建设，实现林业“双增”目标有重要作用。项

目建设意义重大，非常必要。

（2）目标合理性

评价要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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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和当地林业产业政策及发展规划，项目实施

条件具备，建设内容规模切合实际、技术方案科学可靠，投资估算

合理，环境保护措施适当。项目建设必要、可行。与上述要求相符。

（三）评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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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项目收益 77,308.37 万元，项目债券本息

合计 60,724.45 万元，本息覆盖倍数为 1.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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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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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