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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泰山区大汶河提升改造工程

（二）项目单位

项目单位：泰安市泰山区水利局

（三）项目规划审批

2022 年 5 月 13 日，泰安市泰山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了《关于<泰山

区大汶河提升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泰山发改字[2022]45

号)。

（四）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

泰山区大汶河提升改造工程主要任务是通过对大汶河干流泰山区孙

家庄至居岭庄段进行岸坡整治，岸坡进行护砌，提高防洪标准，使大汶河

干流泰山区孙家庄至居岭庄段达到 50 年一遇的防洪标准，对支流泉沟河

清淤疏浚，岸坡防护，使支流泉沟河达到 1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保证大

汶河干流及支流泉沟河泰山区段沿岸保护区内工农业生产及人民生命财

产的防洪安全，保护重要的交通设施不受洪水威胁，改善沿河水生态效益、

水生态环境；同时新修防汛路、防汛交通桥，改善防汛交通条件，方便防

汛抢险和沿河群众生产生活。

根据河道整治原则，本次提升改造工程主要位于泰山区邱家店镇，涉

及孙家庄村、居岭庄村、温辛庄村 3 个行政村，本次泰山区大汶河提升改

造工程涉及大汶河干流长度 2.05km，大汶河支流泉沟河长度 1.52km。

主要建设工程内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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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泰山区大汶河干流提升改造工程：

（1）河槽整理与岸坡整治 3 处，总长度约 0.97km。

1）泉沟河入河口段河槽整理与岸坡整治工程，整治范围：中泓桩号

116+000～116+110，右岸，道路桩号 K0+010～K0+200，总长度为 190m。

2）芝田河入河口段河槽整理与岸坡整治工程，整治范围：中泓桩号

115+450～115+600，右岸，道路桩号 K1+000～K1+170，总长度为 170m。

3）泰山区居岭庄段岸坡整治工程，整治范围：中泓桩号 114+680～

115+250，右岸，道路桩号 K1+440～K2+050，总长度为 610m。

（2）新建岸坡护岸、护坡工程 2处，总长 315m。

1）泰山区孙家庄村泵站段岸坡护砌（中泓桩号 115+850～115+900

右岸）长 80m。

2）泰山区孙家庄段岸坡护砌（中泓桩号 115+710～115+830 左岸）长

235m。

（3）新修防汛路 1处，新建防汛支路 1 处，总长 3.06km，均为沥青

混凝土路面。

1）泰山区孙家庄至居岭庄段防汛路（道路桩号 0+000～2+057）长

2057m。

2）泰山区居岭庄防汛支路（道路桩号 0+000～1+002）长 1002m。

（4）新建防汛路跨越流入大汶河支流处改建、新建防汛交通桥 3 座，

分别为泰山区泉沟河防汛交通桥（中泓桩号 116+050 右岸）、泰山区芝田

河防汛交通桥（中泓桩号 115+500 右岸）、泰山区胜利扬水站防汛交通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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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泓桩号 115+390 右岸）。

（5）在防汛路跨越流入大汶河小支流处及新建防汛路外侧存在岸坡

处新建穿路管涵工程 8 座。

泰山区孙家庄 1#管涵（道路桩号 K0+220 右岸）、泰山区孙家庄 2#

管涵（道路桩号 K0+380 右岸）、泰山区孙家庄 3#管涵（道路桩号 K0+440

右岸）、泰山区孙家庄 4#管涵（道路桩号 K0+720 右岸）、泰山区居岭庄

1#管涵（道路桩号 K1+180 右岸）、泰山区居岭庄 2#管涵（道路桩号 K1+522

右岸）、泰山区居岭庄 3#管涵（道路桩号 K1+720 右岸）、泰山区居岭庄

4#管涵（道路桩号 K1+920 右岸）。

（6）新建沿河绿化带 2 处（道路桩号 K1+100 右岸，道路桩号 K1+280

右岸）。新建绿化带分别位于芝田河汇入大汶河河口处、大汶河居岭庄段，

面积总约 2975m2。

2、泰山区大汶河支流泉沟河提升改造工程：

本次泰山区大汶河提升改造工程进行泉沟河清淤疏浚治理，共治理清

淤疏浚长度 1520m，新建砌石挡墙 160m，新建拦沙坎 2座，分别位于河道

桩号 1+210、1+138 处，并对 0+280 处现状拦河坝局部水毁部位修复。

（五）项目建设期限

本项目建设期 8个月，预计工期为 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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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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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投资估算编制依据为：

（1）山东省水利厅鲁水建字［2015］3 号关于颁发《山东省水利水

电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办法》及其配套定额《山东省水利水电建筑工

程估算定额》（上、下册）、《山东省水利水电设备安装工程估算定额》

《山东省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

（2）执行《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工程量计算规定》（SL328-2005）。

（3）国家及上级主管部门颁发的现行有关法令、法规、标准、文件、

规定等。

（4）本概算根据鲁水建涵字【2019】33 号文发布的山东省水利厅关

于调整山东省水利水电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计算标准的通知；

（5）本工程设计说明及图纸；

（6）定额不足部分参照相关专业；

（7）本概算按 2021 年第 11 月份的价格水平编制。

2.估算总额

经估算，本项目总投资估算3926.96万元，其中建筑工程投资2286.14

万元，临时工程 165.85 万元，独立费用 311.57 万元。基本预备费 259.19

万元，建设征地移民补偿 554.56 万元，水土保持投资 35.50 万元，环境

保护投资 28.42 万元，建设期利息 28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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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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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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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金结构表

三、项目预期收益、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运营收入预测

该项目建成后，项目收入主要为周边灌溉用水收入，项目为周边农田

提供水资源灌溉，每年灌溉面积约 2 万亩，每年灌溉价格按 160 元/亩计

算，每 5 年增长 5%。

（二）项目运营成本预测

该项目建成后，项目成本主要为工程年经营费用。工程年经营费用，

主要包括运营维护费和运行管理费。

1、运营维护费

大修理费包括工程维修费、燃料及动力费和其他费用，工程运营维护

费取项目运营收入的 20%。

资金结构 金额（万元） 占比 备注

估算总投资 3926.96 100%

一、资本金 1926.96 49.07%

自有资金 1926.96

二、债务资金 2000 50.93%

专项债券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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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行管理费

运行管理费包括工资及工资附加费、其他管理费用等。由于该工程完

成后，现有管理机构维持不变，只是分摊部分的管理费，分摊费用取项目

运营收入的 10%。

（三）项目收益预测

项目收益预测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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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项目收益预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债券存续期预测数据

合计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一 项目运营收入 0 0 400 400 400 420 420 420 420 420 441 441 441 441 441 463.05 5968.05

1 灌溉收入 0 0 400 400 400 420 420 420 420 420 441 441 441 441 441 463.05 5968.05

1.1 数量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1.2 单价 160 160 160 168 168 168 168 168 176.4 176.4 176.4 176.4 176.4 185.22

二 项目运营成本 0 0 120 120 120 126 126 126 126 126 132.3 132.3 132.3 132.3 132.3 138.92 1790.42

1 运营维护费 0 0 80 80 80 84 84 84 84 84 88.2 88.2 88.2 88.2 88.2 92.61 1193.61

2 运营管理费 0 0 40 40 40 42 42 42 42 42 44.1 44.1 44.1 44.1 44.1 46.31 596.81

三 项目收益 0 0 280 280 280 294 294 294 294 294 308.7 308.7 308.7 308.7 308.7 324.13 417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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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还本付息情况

本项目 2022 年拟发行专项债券 2000 万元，全部为本期发行。假设债

券发行期限为 15年，年利率为 4.2%，按照债券发行要求，专项债券每半

年付一次债券利息，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情况见下表：

表 3：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债券存

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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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息合

计
备注

2022 年 0 2000 2000 4.20% 42 42

2023 年 2000 2000 4.20% 84 84

2024 年 2000 2000 4.20% 84 84

2025 年 2000 2000 4.20% 84 84

2026 年 2000 2000 4.20% 84 84

2027 年 2000 2000 4.20% 84 84

2028 年 2000 2000 4.20% 84 84

2029 年 2000 2000 4.20% 84 84

2030 年 2000 2000 4.20% 84 84

2031 年 2000 2000 4.20% 84 84

2032 年 2000 2000 4.20% 84 84

2033 年 2000 2000 4.20% 84 84

2034 年 2000 2000 4.20% 84 84

2035 年 2000 2000 4.20% 84 84

2036 年 2000 2000 4.20% 84 84

2037 年 2000 2000 0 4.20% 42 2042

合计 2000 2000 1260 3260

（五）项目融资平衡测算情况

项目融资平衡测算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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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项目融资平衡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债券存续期预测数据
合计

一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

流量
0 0 280 280 280 294 294 294 294 294 308.7 308.7 308.7 308.7 308.7 324.13 4177.63

1.1 现金净流入 0 0 400 400 400 420 420 420 420 420 441 441 441 441 441 463.05 5968.05

1.1.1 总收入 0 0 400 400 400 420 420 420 420 420 441 441 441 441 441 463.05 5968.05

1.2 现金流出 0 0 120 120 120 126 126 126 126 126 132.3 132.3 132.3 132.3 132.3 138.92 1790.42

1.2.1 运营成本 0 0 120 120 120 126 126 126 126 126 132.3 132.3 132.3 132.3 132.3 138.92 1790.42

二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2 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2458 -1342.96 -3800.96

2.1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

2.2 现金流出 2458 1342.96 3800.96

2.2.1 建设投资 2458 1342.96 3800.96

三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3 融资活动的现金净流量 2458 1342.96 -84 -84 -84 -84 -84 -84 -84 -84 -84 -84 -84 -84 -84 -2042 666.96

3.1 现金流入 2500 1426.96 3926.96

3.1.1 资本金流入 500 1426.96 1926.96

3.1.2 贷款流入

3.1.3 专项债券流入 2000 2000

3.2 现金流出 42 84 84 84 84 84 84 84 84 84 84 84 84 84 84 2042 3260

3.2.1 偿还债券本金 2000 2000

3.2.2 偿还债券利息 42 84 84 84 84 84 84 84 84 84 84 84 84 84 84 42 1260

四 期末现金 0 0 196 196 196 210 210 210 210 210 224.7 224.7 224.7 224.7 224.7 -1717.87 1043.63

五 累计剩余现金 0 0 196 392 588 798 1008 1218 1428 1638 1862.7 2087.4 2312.1 2536.8 2761.5 1043.63

六 本息覆盖倍数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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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项目建设期利息通过项目自有资金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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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总体评价

本项目收入来源主要为灌溉供水收入，项目建设资金包括项目自筹资

金及融资资金。通过对项目灌溉供水收入和相关运营成本费用的估算，测

得本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息前净现金流量为 4177.63 万元，融资本息合

计为 3260 万元，预期项目收益覆盖融资本息倍数达到 1.28 倍。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

要求，并根据我们对当前国内融资环境的研究，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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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筹措，

并以灌溉供水收入所对应的充足、稳定的现金流入作为后续还本付息的资

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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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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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息。

五、项目风险分析

（一）与项目建设相关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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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影响项目的现金流入，使项目净收益减少。

风险控制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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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工程的质量和进度；签订规范的合同（包

括在承包商不能履行合同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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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建成后的运营管理，特别是日常检查、养护、大修和安全等方面

的管理存在一定的风险，项目管理部门的运用管理水平直接关系到项目投

入运用后的正常安全运营及运营效益。

风险控制措施：加强运营管理、养护、大修等方面的工作管理，节约

成本；设计、施工和管理中采用新设备、新技术，提高项目安全运营水平；

建立健全安全应急机制，提高安全事件处置能力，降低突发事件对运营管

理的影响。

六、事前项目绩效评估报告

（一）项目概况

泰安市泰山区大汶河提升改造工程，项目主管部门及实施单位为泰安

市泰山区水利局，本次拟申请专项债券 2000 万元用于泰安市泰山区大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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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提升改造工程建设，年限为 15年。

（二）评估内容

评估工作组运用专家咨询、查阅资料、座谈论证等方式，根据《财政

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

〔2021〕61 号），参照《山东省省级政策和项目预算事前绩效评估工作

规程》（鲁财绩〔2020〕5 号），对泰安市泰山区大汶河提升改造工程项

目进行了客观评估。

表 5：事前绩效评估得分情况统计表

指标

项目实施

的必要性、

公益性、收

益性

项目建设

投资合规

性与项目

成熟度

项目资

金来源

和到位

可行性

项目收

入、成本、

收益预测

合理性

债券资

金需求

合理性

项目偿债

计划可行

性和偿债

风险点

绩效目

标合理

性

合计

分值 20 10 10 20 10 20 10 100

得分 20 10 10 18 10 18 10 96

得分率 100% 100% 100% 90% 100% 90% 100% 96%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公益性、收益性

该指标分值 20分，评估得分 20分，得分率 100%。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该指标分值 10分，评估得分 10分。

本项目符合政策要求，与国家及省市发展规划相关，政策相关性较强。

本项目主管部门为泰安市泰山区水利局，该部门具有水利建设项目的

规划、审批职能，规划及当年重点工作与项目相关，职能相关性较强。

本项目具有现实需求，项目建设可以进一步完善区域生态环境水平，

需求相关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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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具有公共性，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财政投入相关性较强。

评估认为，项目具有较强的政策相关性、职能相关性、需求相关性及

财政投入相关性，项目实施具有必要性。

（2）项目实施的公益性。该指标分值 5分，评估得分 5 分。

本项目专项债务收入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项目实施为泰安市泰山区

社会公共利益服务，注重区域发展长期利益。评估认为，项目实施具有公

益性。

（3）项目实施的收益性。该指标分值 5分，评估得分 5 分。

本项目为泰安市泰山区大汶河提升改造工程，主要为完善并提升大汶

河防洪体系，改善生态环境，解决泰山区大汶河防洪体系不完善、行洪不

顺畅、河道岸坡不稳、防汛路不通等问题。项目建成后收入主要为周边灌

溉用水收入。评估认为，项目实施具有收益性。

2、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与项目成熟度

该指标分值 10分，评估得分 10分，得分率 100%。

（1）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该指标分值 5 分，评估得分 5 分。

2022 年 5 月 13 日，泰安市泰山区发展与改革局出具了《关于<泰山

区大汶河提升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泰山发改字[2022]45

号)。

评估认为，项目可研报告及可研批复已经落地，项目建设投资合规。

（2）项目成熟度。该指标分值 5分，评估得分 5 分。

本项目已具备开工建设条件，项目建设投资较为合规，预计能按期开

工建设，项目成熟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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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

该项指标 10分，得分 10 分，得分率 100%。

经估算，本项目总投资估算3926.96万元，其中建筑工程投资2286.14

万元，临时工程 165.85 万元，独立费用 311.57 万元。基本预备费 259.19

万元，建设征地移民补偿 554.56 万元，水土保持投资 35.50 万元，环境

保护投资 28.42 万元，建设期利息 285.73 万元。项目建设所需资金拟发

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进行融资 2000 万元，占比 50.93%，剩余 1926.96 万

元通过地方财政自筹共同解决，占比 49.07%。

评估认为，项目资金来源渠道、性质、额度明确，资金到位可能性较

高。

4、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性

该项指标 20分，得分 18 分，得分率 90%。

本项目建成后，项目运营收入主要为主要为周边灌溉用水收入，项目

运营成本主要为运营维护费和运行管理费，通过对项目收入来源、运营成

本和项目收益进行充分论证，预测结果较为合理。评估认为，项目收入、

成本、收益预测较为合理。

5、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

该项指标 10分，得分 10 分，得分率 100%。

评估认为，本项目投向正确，项目债券资金需求符合实际，预算测算

合理。本项目拟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2000 万元，项目债券资金需求符

合实际，预算测算合理。评估认为，项目债券资金需求合理。

6、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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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指标 20分，得分 18 分，得分率 90%。

（1）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该指标分值 10分，评估得分 9 分。

本项目计划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以相较其他融资方式更优惠的

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并以主要为周边灌溉用水收入所对应的充足、稳

定的现金流入作为后续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评估认为，项目具有偿债计

划，偿债计划比较切实可行。

（2）项目偿债风险点。该指标分值 10分，评估得分 9 分。

本项目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了全面分析和评估，并对预期风险设定

了可行、有效的应对措施。评估认为，本项目对偿债风险的认识较为全面，

偿债风险比较可控。

7、绩效目标合理性

该项指标 10分，得分 10 分，得分率 100%。

（1）绩效目标明确性。该指标分值 5 分，评估得分 5分。

泰安市泰山区水利局按照要求设定了项目绩效目标，同时将绩效目标

进行了细化、量化。评估认为，本项目绩效目标设定较为明确，绩效目标

和指标设置与项目相关，绩效指标较为细化、量化，指标值设置合理。

（2）绩效目标合理性。该指标分值 5 分，评估得分 5分。

本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预计解决问题相匹配，与现实需求相匹配，具

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挑战性，绩效指标较为细化、量化，指标值设置合理。

评估认为，绩效目标设置合理。

（三）评估结论

泰安市泰山区大汶河提升改造工程收益 4177.63 万元，项目债券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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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260 万元，本息覆盖倍数为 1.28，符合专项债发行要求；项目可以

以相较银行贷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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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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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预测较为合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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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