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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单县蔡河拦蓄工程项目

（二）实施单位

实施单位：单县水务局，负责项目的投资建设及运营；项目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住所地：山东省菏泽市单县湖西路中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71722004489166K；法定代表人：张志立。

（三）项目规划批复

1.2021年 5 月 25日，单县发展和改革局文件《关于单县蔡河拦蓄工

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单发改投资〔2021〕66号），批复同意

该项目的立项申请；

2.2021年 10月 29日，单县水务局文件《关于申请批复单县蔡河拦蓄

工程规划预审的说明》（单水字〔2021〕119号）；

3.2021年 10月 29日，单县水务局文件《关于申请批复单县蔡河拦蓄

工程用地预审的说明》，该项目新增占用土地，不涉及占用耕地；

（四）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小高河、姬集沟河道泥沙清理，断面整修；蔡河河道泥沙

清理，断面整修，交通桥梁改建、闸涵改建，提高治理段引黄灌溉能力，

提升河道宣泄洪水能力，提高农作物产量，提高农民收入，保护两岸农田

和村庄，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工程规模：（1）小高河整治段河道总长 13.3km，污染底泥清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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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桩号 0+000～13+300段，总长度 13.3km，底高程以河道污泥淤积程度控

制，平均清淤深度为 0.6-1.0m，开挖坡比为 1:2.0；

（2）姬集沟治理工程的主要内容包括：姬集沟整治段河道总长 11.4km，

污染底泥清理范围为桩号 000～11+400段，总长度 11.4km，底高程以河道

污泥淤积程度控制，平均清淤深度为 0.6-1.0mm，开挖坡比为 1:1.5；

（3）老蔡河干沟治理工程的主要内容包括：老蔡河干沟整治段河道

总长 7.79km，泥沙清理范围为桩号 000～7+790段，总长度 7.79km，底高

程以引黄除涝程度控制，平均泥沙深度为 0.6-1.0mm，开挖坡比为 1:2.0。

大齐楼交通桥梁改建、蔡吴庄闸、大齐楼闸、老蔡河口涵闸重建。

（五）项目建设期限

项目建设期 8个月，预计工期为 2021年 11月至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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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水利厅鲁水建字[2015]3号文《山东省水利厅关于发布

山东省水利水电水利工程预算定额及设计概（估）算编制办法的通

知》；

（2）山东省水利厅鲁水建字[2016]5号文《山东省水利厅关于发布

山东省水利水电水利工程营业税改增值税计价依据调整办法的通

知》：

（3）水利部水国科[2005]515号文颁发的《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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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计算规定》(SL328—2005)；

（4）国家计委、建设部计价格[2002]10号文发布的《工程勘测设计

收费标准》；

（5）国家发改委发改价格[2007]670号文发布的《建设工程监理与

相关服务收费标准》；

（6）山东省水利厅鲁水建字[2006]138号文关于印发《山东省水利

工程质量检测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2．估算总额

项目总投资额 2,209.39万元，其中：建设工程费用 1,618.39万元，其

他费用 365.46万元，预备费 205.54万元，建设期利息 2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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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项目单

位自筹资金 1,209.39万元，计划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筹集 1,000.00万元。

具体如下：

表 1：资金结构表

资金结构 金额（万元） 占比 备注

估算总投资 2,209.39 100.00%



4

一、资本金 1,209.39 54.74%

自有资金 1,209.39

二、债务资金 1,000.00 45.26%

专项债券 1,000.00

三、项目预期收益、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

（一）运营收入测算

本项目主要用于职业教育，收入包括田灌溉水费收入。运营期各年收

入预测如下：

1、农田灌溉水费收入

工程建成后供水收益主要为农田灌溉水费收益，本次工程总拦水量为

1628.81万 m³，根据当地运行经验，农田灌溉水费为 0.6元/m³，灌溉分摊

系数为 0.8，则每年农业灌溉水费收益为 781.83万元。

债券存续期间，由于对未来年度不可预知性以及出于谨慎性考虑，将

未来预测收入调减 50%计算，测算基础数据来自《单县蔡河拦蓄工程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预测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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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运营收入估算表（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运营期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合计

1 农田灌溉水费收入 390.92 390.92 390.92 390.92 390.92 390.92 390.92 390.92 390.92 195.46 3,713.74

合计 390.92 390.92 390.92 390.92 390.92 390.92 390.92 390.92 390.92 195.46 3,713.74

（二）运营成本预测

1．项目总成本费用支出预测

项目总成本费用主要包括职工薪酬及福利费、管理费、工程维护费、其他直接费。年度总成本费用预测如

下：

表 3：成本费用估算表（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运营期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合计

1 职工薪酬及福利费 23.40 23.40 23.40 23.40 23.40 23.40 23.40 23.40 23.40 11.70 222.30

2 管理费 2.34 2.34 2.34 2.34 2.34 2.34 2.34 2.34 2.34 1.17 22.23

3 工程维护费 35.20 35.20 35.20 35.20 35.20 35.20 35.20 35.20 35.20 17.60 334.40

4 其他直接费 3.39 3.39 3.39 3.39 3.39 3.39 3.39 3.39 3.39 1.70 3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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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不含折旧摊销额） 64.33 64.33 64.33 64.33 64.33 64.33 64.33 64.33 64.33 32.17 611.14

成本预测方法说明：

（1）职工薪酬及福利费：包括职工基本工资、补助工资及劳保福利费等，按定员总人数乘以人均年工资

及福利费计算。管理所编制定员为 3人，人均年工资按 6万元计，劳保福利费按 30%计列，则工资及福利费为

23.4万元/年。

（2）管理费：包括办公费、差旅费、邮电费、水电费、会议费、采暖费、房屋修缮费及工会经费等，按

工资及福利费的 10%计列，则管理费为 2.34万元/年。

（3）工程维护费：修养护费及一般防汛经费，按工程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乘维护费率计算。根据有关规

定，并参照类似工程的运行情况，维护费率取 2%，则工程维护费为 35.2万元/年。

（4）其他直接费：包括技术开发费，工程观测试验费，林带营造费，蚁、鼠等生物隐患防治费等，其他

直接费年均为 3.39万元/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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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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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目 税率 类别

增值税
13% 工程维护费、其他直接费用

9% 农田灌溉水费收入、管理费

城建税 5%

教育费附加 3%

地方教育附加 2%

企业所得税 25%

3．折旧摊销费

本项目无折旧摊销费。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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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万元，假设年利率 4.00%，期限 10年，

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偿还本金。本项目还本付息测算如下：

表 5：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测算表（金额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金额 本期新增债券 本期偿还金额 期末本金金额 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

2022 - 1,000.00 - 1,000.00 4.00% 20.00

2023 1,000.00 - - 1,000.00 4.00% 40.00

2024 1,000.00 - - 1,000.00 4.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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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1,000.00 - - 1,000.00 4.00% 40.00

2026 1,000.00 - - 1,000.00 4.00% 40.00

2027 1,000.00 - - 1,000.00 4.00% 40.00

2028 1,000.00 - - 1,000.00 4.00% 40.00

2029 1,000.00 - - 1,000.00 4.00% 40.00

2030 1,000.00 - - 1,000.00 4.00% 40.00

2031 1,000.00 - - 1,000.00 4.00% 40.00

2032 1,000.00 - 1,000.00 - 4.00% 20.00

合计 - 1,000.00 1,000.00 - - 400.00

（三）项目运营损益表

表 6：项目运营损益表（金额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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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营业收入、成本、税金

营业收入 358.64 358.64 358.64 358.64 358.64 358.64 358.64 358.64 358.64 179.32 3,407.08

营业成本、费用 59.90 59.90 59.90 59.90 59.90 59.90 59.90 59.90 59.90 29.95 569.05

税金及附加 2.79 2.79 2.79 2.79 2.79 2.79 2.79 2.79 2.79 1.39 26.50

息前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295.95 295.95 295.95 295.95 295.95 295.95 295.95 295.95 295.95 147.98 2,811.53

二、折旧及摊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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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旧及摊销 - - - - - - - - - - -

息税前利润 295.95 295.95 295.95 295.95 295.95 295.95 295.95 295.95 295.95 147.98 2,811.53

三、财务费用 -

财务费用 -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20.00 340.00

税前利润 295.95 255.95 255.95 255.95 255.95 255.95 255.95 255.95 255.95 127.98 2,471.53

四、企业所得税 -

企业所得税 73.99 63.99 63.99 63.99 63.99 63.99 63.99 63.99 63.99 32.00 617.91

五、净利润 221.96 191.96 191.96 191.96 191.96 191.96 191.96 191.96 191.96 95.98 1,853.62

（四）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

表 7：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建设期 运营期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合计

一 经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1.1-1.2）
- - 221.96 231.96 231.96 231.96 231.96 231.96 231.96 231.96 231.96 115.99 2,193.63

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 - - 390.92 390.92 390.92 390.92 390.92 390.92 390.92 390.92 390.92 195.46 3,713.74

1.1.1 总收入 - - 390.92 390.92 390.92 390.92 390.92 390.92 390.92 390.92 390.92 195.46 3,713.74

1.1.1.1 农田灌溉水费收入 - - 390.92 390.92 390.92 390.92 390.92 390.92 390.92 390.92 390.92 195.46 3,713.74

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 - - 168.96 158.96 158.96 158.96 158.96 158.96 158.96 158.96 158.96 79.47 1,5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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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运营成本 - - 64.33 64.33 64.33 64.33 64.33 64.33 64.33 64.33 64.33 32.17 611.14

1.2.2 相关税费 - - 104.63 94.63 94.63 94.63 94.63 94.63 94.63 94.63 94.63 47.30 908.97

1.2.3 营运资金 - - - - - - - - - - - - -

二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 - - - - - - - - - - -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1-2.2）
-942.38 -1,247.01 - - - - - - - - - - -2,189.39

2.1 投资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入 - - - - - - - - - - - - -

2.2 投资活动产生的金现金流出 942.38 1,247.01 - - - - - - - - - - 2,189.39

2.2.1 建设投资 942.38 1,247.01 - - - - - - - - - - 2,189.39

三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 - - - - - - - - - - -

3
融资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

（3.1-3.2）
942.38 1,247.01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1,020.00 809.39

3.1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 942.38 1,267.01 - - - - - - - - - - 2,209.39

3.1.1 项目资本金流入 942.38 267.01 - - - - - - - - - - 1,209.39

3.1.2 其他融资本金流入 - - - - - - - - - - - - -

3.1.3 债券融资款流入 - 1,000.00 - - - - - - - - - - 1,000.00

3.2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 - 2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1,020.00 1,400.00

3.2.1 偿还债券本金 - - - - - - - - - - - 1,000.00 1,000.00

3.2.2 偿还其他融资本金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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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支付其他融资利息 - - - - - - - - - - - - -

3.2.4 支付债券利息 - 2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20.00 400.00

四 期末现金（1+2+3） - - 181.96 191.96 191.96 191.96 191.96 191.96 191.96 191.96 191.96 -904.01 813.63

五 累计剩余现金 - - 181.96 373.92 565.88 757.84 949.80 1,141.76 1,333.72 1,525.68 1,717.64 813.63

六 本息覆盖倍数 1.57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假设本次专项债券于 2022年发行成功，期限 10年，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偿还本金。

2．项目收入、成本、收益测算仅考虑债券存续期间，其后的经营期限未纳入测算期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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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主要农田灌溉水费收入。项目建设资金来源于项目资本金及发债募集资金。通过对项目收入以及相

关营业成本、税费的估算，测算得出本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项目的现金流量为 2,193.63万元，融资本息合计

为 1,400.00万元。项目收益覆盖项目本息总额倍数达到 1.57倍。

综合以上分析，项目各项偿债能力分析指标均符合要求，具备偿债能力，能够保证在偿还期内还清所有融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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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现金流覆盖倍数表-单县蔡河拦蓄工程项目（金额单位：万元）

融资方式
还本付息支出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专项债券 1,000.00 400.00 1,400.00 2,193.63

覆盖倍数 1.57

四、专项债券使用与项目收入缴库安排

单县水务局保证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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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本工程的特点，针对主要风险因素，进一步落实风险防范措施，

提出实施时段，以及责任主体及协助单位。

在决策规划阶段，充分考虑各因素，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协同设计单位、

地方政府等部门制定完善的规划方案，力争将风险降到最低；在准备、实

施及运行阶段由项目法人协同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地府政府（区、乡镇）

部门、施工及监理单位、设计单位等部门，认真执行规划方案，在满足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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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法律、法规及规程的前提下，防范和及时化解风险，保证工程顺利实施

并发挥应有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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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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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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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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项目绩效评估报告

（一）项目概况

单县蔡河拦蓄工程项目，项目主管部门、实施单位为单县水务局，项

目拟发行专项债券金额为 0.1亿元，年限为 10年。

（二）评估内容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水利发展改革的需要

中央《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把水利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

高度，党的十八大把水利摆在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位置，全社会对治水兴

水的认识实现了新的飞跃。《决定》指出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

之基。兴水利、除水害，事关人类生存、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历来是治

国安邦的大事。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夺取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必须下决心加快水利发展，切实增强水利支撑保障能

力，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近年来我国频繁发生的严重水旱灾害，造成

重大生命财产损失，暴露出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十分薄弱，必须大力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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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建设。

（2）项目符合“河长制”要求

2017年 4月，山东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山东省全面实

行河长制工作方案》，要求以保护水资源、防治水污染、改善水环境、修

复水生态为主要任务，在全省全面实行河长制，建立健全河湖管理保护长

效机制，进一步加强河湖管理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构建责任明确、

协调有序、监管严格、保护有力的河湖管理保护机制，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保障河湖功能永续利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因此，本工程符合

山东省河长制工作要求，工程的实施对区域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发展是十

分必要的。

（3）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需要

近年来，小高河、姬集沟年久失修，致使沿河两岸河岸坍塌、河道淤

积、每年汛期洪水漫堤现象频繁发生，大量耕地及民房频频经受洪水洗劫，

经济损失逐年增大，严重影响沿河群众的正常生产。当地政府和两岸群众

要求治理的呼声越来越高，因此对其进行整治已迫在眉睫。

2．项目实施的公益性

通过工程的实施，灌溉除涝能力进一步提高，两岸人民生命财产的

保障程度得到显著提高。从国民经济盈利能力角度分析，社会折现率

为

8%时该项目的经济净现值为 13114.28万元＞0；经济效益费用比为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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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内部收益率为 25%＞8%，说明该项目的各项评价指标均达

到合理性要求，经济上是可行的。敏感性分析指标表明该项目在经济上具

有较强的可靠性。

3．项目实施的收益性

本项目主要用于农田灌溉水费收入。项目建设资金来源于项目资本金

及发债募集资金。通过对项目收入以及相关营业成本、税费的估算，测算

得出本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项目的现金流量为 2,193.63万元，融资本息

合计为 1,400.00万元。项目收益覆盖项目本息总额倍数达到 1.57倍。

4．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

工程的主要不利影响有取土、弃土、建筑物占地、破坏植被，移民安

置和施工期影响。取土、建筑物占地使土地资源的损失是不可逆的；工程

施工期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噪声以及水土流失对当地环境的影响较

小，且都是暂时的，通过采取对生产废水沉淀处理、控制生活粪便污水、

撒水降尘、合理安排施工时间以及工程和生物的水保措施后，这些不利影

响均可得到减缓或消除。总体来说，工程对环境的有利影响远大于不利影

响，工程建设在采取一定的措施后，不存在制约性的环境因素，从环境角

度分析，本工程是可行的。

5．项目成熟度

（1）2021年 5月 25日，单县发展和改革局文件《关于单县蔡河拦蓄

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单发改投资〔2021〕66号），批复同

意该项目的立项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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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1年 10月 29日，单县水务局文件《关于申请批复单县蔡河

拦蓄工程规划预审的说明》（单水字〔2021〕119号）；

（3）2021年 10月 29日，单县水务局文件《关于申请批复单县蔡河

拦蓄工程用地预审的说明》，该项目新增占用土地，不涉及占用耕地。

6．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

项目总投资 2,209.39万元，发行专项债券募集资金 1,000.00万元，其

余部分企业自行筹集，资金筹集到位可行性强。

项目实施单位单县水务局，集团公司承诺自筹资金足额到位。有能力

通过前期累计盈余资金、建设期运营结余资金、集团化融资等方式保障资

金及时到位。

7．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性

项目收入、成本预测采取科学、谨慎的原则开展，项目收益预测合理。

工程建成后供水收益主要为农田灌溉水费收益，本次工程总拦水量为

1628.81万 m³，根据当地运行经验，农田灌溉水费为 0.6元/m³，灌溉分摊

系数为 0.8，则每年农业灌溉水费收益为 781.83万元

8．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

依据《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要求，基础设

施项目维持 20%不变，社会民生等领域的补短板基础设施项目，在投资回

报机制明确、收益可靠、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可以适当降低项目最低资本

金比例，但下调不得超过 5个百分点。项目自筹资金为达到 54.74%，因项

目属于公益性项目，银行融资贷款利率高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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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项目发行债券募集资金方式更有优势，综合考虑，当前债券资金需

求合理。

9．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及应对措施

（1）项目偿债计划可行。

按照当前偿债计划，地方政府债券项目运营期可用于偿债资金足以支

付每年利息，到期还本时经营现金较为充裕。项目收益与融资本息总额的

覆盖倍数达到 1.57，即能保障项目项目还本付息，又避免过多资金闲置。

（2）偿债风险点

受损补偿问题根据工程建设征地区实物指标调查结果，受损补偿居民

个人部分主要是占地补偿。居民个人受损补偿是移民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也是核心问题，将直接影响到移民的满意程度和工作的正常顺利开展，所

涉及的风险因素主要有：补偿项目、补偿标准和补偿标准的理解、补偿时

间、补偿政策和补偿程序等。

10．绩效目标合理性

该项目共设置 9个绩效目标，其中产出指标 3个，效果指标 3个，满

意度指标 1个，从项目的投入、过程、产出、效果等方面对项目绩效进行

量化、具体分析。该项目均能以标准优完成。

11．其他需要纳入事前绩效评估的事项

无。

（三）评估结论

单县水务局收益 0.22 亿元，项目债券本息合计 0.14亿元，本息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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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数为 1.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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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成后能恢复防洪除涝标准，保障沿线村镇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护农田耕地免受灾害的需要；是保护水资源，改

善水生态、水环境，加快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实现水利可持续发展的

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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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