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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鹤伴山文旅融合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

邹平市文化和旅游局

（三）项目规划审批

邹平市发展和改革局于2021年 11月 5日下发（邹发改科社〔2021〕

30 号）《关于鹤伴山文旅融合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

通过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理的项目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

通过行政审批局办理的项目节能批复。

（四）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总规划面积 6000 亩，建筑面积 20万平方米，主要建设梁漱

溟研学基地、游客服务中心、城市书房等，修建景区设施 100 余处、

大型停车场 3 处，交通路网 30 余公里，演艺中心提档升级，完善各

种旅游基础设施。

（五）项目建设期限

项目建设周期为 2年（2022 年 4 月-2024 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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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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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纲要》；

（4）《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发改投资（2006）

1325 号；

（5）《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试用版）（计办投资[2002]15

号）；

（6）《山东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

（7）主要依据邹平市内类似工程土建工程造价实际水平及省内

现行土建工程标准；

（8）依据项目所需各种设备近年的市场价格询价资料及其他费

用实际标准；

（9）按国家和省及地区制定的、目前正在执行的各类行业取费

标准，计取其他费用；

（10）本项目对改建、扩建或新建的建筑物均考虑了部分装饰

工程所需投资；

（11）《山东省建设工程综合定额》和《山东省安装工程综合

定额》等相关费用的定额；

（12）本地材料设备价格和类似工程造价；

（13）项目所在地政府及有关部门文件；

（14）项目承办单位关于编制本项目可研报告的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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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估算总额

参考可行性研究报告投资估算情况，本项目工程估算投资总额为

150,00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费用名称 投资额

1 工程费用 129,030.00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2,523.40

3 基本预备费 4,246.60

4 建设期利息 4,200.00

5 总投资 1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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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总投资 150,000.00 万元，其中：资本金 80,000.00 万元

由建设单位自筹，剩余 70,000.00 万元申请专项债券。

三、项目预期收益、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

（一）运营收入预测

由于受疫情影响，2020 年 2021 年游客数量变化较大，不符合

市 场实际情况，本次采用山东省 2015 年-2019 年接待游客数量作

为本 次游客增长率测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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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游客接待量（亿人） 6.55 7.12 7.80 8.60 9.30
游客增长率（%） 8.70 9.55 10.26 8.14

根据上表知，自 2016 年-2019 年接待游客数量增长率均超 8%，

因此本次参考山东省游客增长率确定本项目的前 5年增长率按 8%进

行计算，以后年份按 5%进行计算，同样收入与游客数量同比增长。

项目建成后第一年游客按 60万计。

1、门票收入

项目建成后门票价格按照 70元/人，年收入为 60万×70 元/人

=4200 万元。

2、娱乐设施门票收入

娱乐设施门票按照 100 元/人，（娱乐设施包含：游船、动物园、

滑草、攀岩、摇摆船、观光小火车等），游玩人数按游客总量的 40%

考虑，年收入为 60万×40%×100 元/人=2400 万元。

3、商铺出租收入

据调查，邹平市沿街店面的租金价格为 500 元/年·平方米以上，

考虑到本项目位于旅游园区内，并结合人流较大的优势，初步定价

为 400 元/年·平方米。项目总建筑面积 20 万平方米，考虑 5 万平

方米自用外，可对外出租面积按 15万平方米计算，年租金收入为 15

万平方米×400 元/年·平方米=6000 万元。

4、观光车收入

园区内观光车采用出租的运营模式，数量共计 100 辆，初步定

价为 20 元/人，按每天使用 5 次，一年 360 天计。年收入为 100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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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元/人×5次/天×360 天=360 万元。

5、停车场收入

园区内建有停车场，根据周围以及同类项目停车收费价格参考，

本项目停车场初步定价为 2 元/小时·每辆，二十元封顶。按 4人一

车考虑，平均停5小时计。年收入为60万人÷4人/车×2元/小时·每

辆×5 小时=150 万元。

以上收入均为含税价格。出于谨慎性原则，将整体项目预期收

入实现率按 97.00%计算。项目现金流入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年份 门票收入
娱乐设施

门票收入

商铺出租

收入

观光车收

入

停车场收

入
合计

2022

2023

2024 3,055.50 1,746.00 4,365.00 261.90 109.13 9,537.53
2025 4,074.00 2,328.00 5,820.00 349.20 145.50 12,716.70
2026 4,399.92 2,514.24 5,820.00 349.20 157.14 13,240.50
2027 4,751.64 2,715.03 5,820.00 349.20 169.70 13,805.57
2028 5,131.88 2,932.31 5,820.00 349.20 183.28 14,416.67
2029 5,542.68 3,167.05 5,820.00 349.20 197.96 15,076.88
2030 5,986.06 3,420.22 5,820.00 349.20 213.79 15,789.27
2031 6,285.50 3,590.94 5,820.00 349.20 224.49 16,270.13
2032 6,599.88 3,770.39 5,820.00 349.20 235.71 16,775.18
2033 6,929.87 3,958.57 5,820.00 349.20 247.50 17,305.14
2034 7,276.16 4,156.45 5,820.00 349.20 259.86 17,861.68
2035 7,640.11 4,364.03 5,820.00 349.20 272.86 18,446.20
2036 8,022.39 4,582.28 5,820.00 349.20 286.52 19,060.38
2037 8,423.67 4,811.20 5,820.00 349.20 300.85 19,704.92
2038 8,844.65 5,051.76 5,820.00 349.20 315.88 20,381.49
2039 9,286.68 5,303.96 5,820.00 349.20 331.67 21,091.52
2040 9,751.12 5,568.77 5,820.00 349.20 348.26 21,837.35
2041 10,238.64 5,847.16 5,820.00 349.20 365.67 22,620.67
2042 10,750.61 6,139.13 5,820.00 349.20 383.96 23,44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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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3 5,644.19 3,222.83 2,910.00 174.60 201.58 12,153.19

合计 138,635.16 79,190.32 112,035.00 6,722.10 4,951.29 341,533.87

（二）运营成本预测

参考查阅项目立项文件和《鹤伴山文旅融合示范区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本项目总成本费用包括辅助材料费、动

力费、油气损耗、人员费用、修理费、安全生产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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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浮 3.00%，进行项目净现金流出测算。

（1）外购原辅助材料费

本项目外购原辅助材料费按销售收入的 5%计算

（2）燃料及动力费

新鲜水按 3.5 元/吨，外购电按 0.85 元/度，天然气按 3.2 元

/m3 计取；项目第一年用水为 12 万吨，用电为 300 万度，天然气

为 1.6 万 m3，以后每年消耗量按游客增长率递增。

（3）工资及福利费

本项目定员人均工资按 90000.00 元/人•年考虑；本项目按

9260 人考虑，以后每年工作支出按游客增长率递增。

（4）修理费

按固定资产原值（扣除建设期利息）的 0.5%计算。

（4）其他费用

其他管理费根据定员按 150000.00 元/人•年估算，本项目按 40

人考虑，以后每年工作支出按游客增长率递增。营业费用按销售收

入的 1%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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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折旧及摊销

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为 50 年，机器设备折旧年限为 20 年，净

残值率均为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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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整体运营成本上浮 3.00%，进行项目净现金流入测算：

本项目运营成本现金流出测算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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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2023

2024 258.25 233.39 1,344.15 77.25 453.04 2,366.07

2025 667.44 311.18 3,028.20 712.70 133.49 4,853.01

2026 702.98 336.08 3,270.46 712.70 140.60 5,162.80

2027 732.98 362.96 3,532.10 712.70 146.60 5,487.34

2028 765.42 392.00 3,814.67 712.70 153.09 5,837.88

2029 800.47 423.36 4,119.84 712.70 160.09 6,216.46

2030 838.30 457.23 4,449.42 712.70 167.66 6,625.31

2031 863.83 480.09 4,671.89 712.70 172.76 6,901.28

2032 890.64 504.10 4,905.49 712.70 178.13 7,191.06

2033 918.78 529.31 5,150.76 712.70 183.75 7,495.30

2034 948.33 555.77 5,408.30 712.70 189.66 7,814.76

2035 979.37 583.56 5,678.72 712.70 195.88 8,150.21

2036 1,011.96 612.74 5,962.66 712.70 202.40 8,502.45

2037 1,046.19 643.37 6,260.79 712.70 209.23 8,872.29

2038 1,082.11 675.54 6,573.83 712.70 216.42 9,260.60

2039 1,119.81 709.31 6,902.52 712.70 223.96 9,668.30

2040 193.23 744.77 7,247.65 712.70 231.88 9,130.24

2041 200.17 782.01 7,610.03 712.70 240.20 9,545.10

2042 207.44 821.11 7,990.53 712.70 248.93 9,980.71

2043 107.54 431.08 4,195.03 356.35 129.05 5,219.05

合计 14,335.24 10,588.94 102,117.05 13,262.17 3,976.82 144,280.22

（6）相关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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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

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等规定，该项目收入需缴纳增值税，

商铺出租收入和停车场收入适用增值税税率为 9.00%，门票收入、娱

乐设施门票收入和观光车收入增值税税率为 6.00%。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分别为应交增值税的 7%，3%，2%计算，

企业所得税 25%。

（7）财务利息

拟发行专项债券 70,000.00 万元，本次拟发行 5,000.00 万元，

剩余额度 65,000.00 万元假设 2023 年发行完毕，债券发行期限 20

年，假设债券发行利率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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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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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00.00 5,000.00 105.00 105.00
2023 5,000.00 65,000.00 70,000.00 1,575.00 1,575.00
2024 70,000.00 70,000.00 2,940.00 2,940.00
2025 70,000.00 70,000.00 2,940.00 2,940.00
2026 70,000.00 70,000.00 2,940.00 2,940.00
2027 70,000.00 70,000.00 2,940.00 2,940.00
2028 70,000.00 70,000.00 2,940.00 2,940.00
2029 70,000.00 70,000.00 2,940.00 2,940.00
2030 70,000.00 - 70,000.00 2,940.00 2,940.00
2031 70,000.00 70,000.00 2,940.00 2,940.00
2032 70,000.00 70,000.00 2,940.00 2,940.00
2033 70,000.00 70,000.00 2,940.00 2,9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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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4 70,000.00 70,000.00 2,940.00 2,940.00
2035 70,000.00 70,000.00 2,940.00 2,940.00
2036 70,000.00 70,000.00 2,940.00 2,940.00
2037 70,000.00 70,000.00 2,940.00 2,940.00
2038 70,000.00 70,000.00 2,940.00 2,940.00
2039 70,000.00 70,000.00 2,940.00 2,940.00
2040 70,000.00 70,000.00 2,940.00 2,940.00
2041 70,000.00 70,000.00 2,940.00 2,940.00
2042 70,000.00 5,000.00 65,000.00 2,835.00 7,835.00
2043 65,000.00 65,000.00 - 1,365.00 66,365.00

合计 70,000.00 70,000.00 58,800.00 128,800.00

（三）项目损益表

本次发行债券项目2024年至2053年运营期运营损益详见下表：

单位：万

元

年份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营业收入 8,881.49 11,841.99 12,335.84 12,868.60 13,444.76

其他收入

税金及附加 64.62 79.77 82.43 85.44 88.70

营业成本 8,188.51 11,202.52 11,504.54 11,035.78 11,378.50

利润总额 628.37 559.70 748.87 1,747.38 1,977.56

企业所得税 157.09 139.93 187.22 436.85 494.39

净利润 471.28 419.78 561.65 1,310.54 1,483.17

年份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营业收入 14,067.22 14,738.87 15,192.23 15,668.40 16,168.06

其他收入

税金及附加 92.22 96.01 98.57 101.26 104.08

营业成本 11,748.64 12,148.37 12,418.18 12,701.50 12,998.95

利润总额 2,226.37 2,494.50 2,675.48 2,865.65 3,065.02

企业所得税 556.59 623.62 668.87 716.41 766.26

净利润 1,669.78 1,870.87 2,006.61 2,149.24 2,298.77

年份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营业收入 16,692.77 17,243.87 17,822.94 18,430.62 19,06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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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

税金及附加 107.05 110.16 113.43 116.86 120.47

营业成本 13,311.29 13,639.26 13,983.65 14,345.23 12,599.84

利润总额 3,274.43 3,494.45 3,725.86 3,968.53 6,348.20

企业所得税 818.61 873.61 931.47 992.13 1,587.05

净利润 2,455.83 2,620.84 2,794.40 2,976.39 4,761.15

年份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2042 年 2043 年

营业收入 19,737.93 20,441.11 21,179.65 21,954.85 11,384.48

其他收入

税金及附加 124.25 141.56 146.21 151.09 78.11

营业成本 12,998.45 12,561.99 12,970.82 13,295.09 6,554.79

利润总额 6,615.22 7,737.56 8,062.62 8,508.67 4,751.59

企业所得税 1,653.81 1,934.39 2,015.65 2,127.17 1,187.90

净利润 4,961.42 5,803.17 6,046.96 6,381.50 3,563.69

（四）项目投资现金流量表

根据项目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资金流动进行预算项

目 2022 年至 2043 年现金流量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年份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
- - 9,537.53 12,716.70 13,240.50

2.经营活动支付的现金

流
- - 2,366.07 4,853.01 5,162.80

3.经营活动支付的各项

税金
- - 760.17 884.47 956.61

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小计
- - 6,411.28 6,979.22 7,121.0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

1.支付项目建设资金 72,900.00 54,675.00 18,225.00
2.支付的铺底资金

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小计
-72,900.00 -54,675.00 -18,225.00 - -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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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流

1.项目资本金 68,005.00 11,995.00
2.债券及银行借款筹资

款
5,000.00 65,000.00

3.偿还债券及银行借款

本金
- - -

4.支付融资利息 105.00 1,575.00 2,940.00 2,940.00 2,940.00

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合计
72,900.00 75,420.00 -2,940.00 -2,940.00 -2,940.00

四、现金流总计

1.期初现金 - - 20,745.00 5,991.28 10,030.50
2.期内现金变动 - 20,745.00 -14,753.72 4,039.22 4,181.09

3.期末现金 - 20,745.00 5,991.28 10,030.50 14,211.59

续上表

年份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
13,805.57 14,416.67 15,076.88 15,789.27 16,270.13

2.经营活动支付的现金

流
5,487.34 5,837.88 6,216.46 6,625.31 6,901.28

3.经营活动支付的各项

税金
1,234.32 1,322.24 1,417.27 1,519.71 1,588.86

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小计
7,083.92 7,256.55 7,443.16 7,644.25 7,779.9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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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支付融资利息 2,940.00 2,940.00 2,940.00 2,940.00 2,940.00

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合计
-2,940.00 -2,940.00 -2,940.00 -2,940.00 -2,940.00

四、现金流总计

1.期初现金 14,211.59 18,355.50 22,672.06 27,175.21 31,87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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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内现金变动 4,143.92 4,316.55 4,503.16 4,704.25 4,839.99
3.期末现金 18,355.50 22,672.06 27,175.21 31,879.46 36,719.46

续上表

年份 2032年 2033年 2034年 2035年 2036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
16,775.18 17,305.14 17,861.68 18,446.20 19,060.38

2.经营活动支付的现金

流
7,191.06 7,495.30 7,814.76 8,150.21 8,502.45

3.经营活动支付的各项

税金
1,661.51 1,737.69 1,817.71 1,901.77 1,990.15

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小计
7,922.62 8,072.15 8,229.21 8,394.22 8,567.78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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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支付融资利息 2,940.00 2,940.00 2,940.00 2,940.00 2,940.00
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合计
-2,940.00 -2,940.00 -2,940.00 -2,940.00 -2,940.00

四、现金流总计

1.期初现金 36,719.46 41,702.07 46,834.22 52,123.43 57,577.64

2.期内现金变动 4,982.62 5,132.15 5,289.21 5,454.22 5,627.78

3.期末现金 41,702.07 46,834.22 52,123.43 57,577.64 63,205.42

续上表

年份 2037年 2038年 2039年 2040年 2041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9,704.92 20,381.49 21,091.52 21,837.35 22,620.67
2.经营活动支付的现金流 8,872.29 9,260.60 9,668.30 9,130.24 9,545.10
3.经营活动支付的各项税

金
2,082.86 2,711.41 2,813.46 3,255.60 3,380.27

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8,749.77 8,409.49 8,609.76 9,451.51 9,69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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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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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支付融资利息 2,940.00 2,940.00 2,940.00 2,940.00 2,940.00

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合计
-2,940.00 -2,940.00 -2,940.00 -2,940.00 -2,940.00

四、现金流总计

1.期初现金 63,205.42 69,015.19 74,484.68 80,154.44 86,665.95
2.期内现金变动 5,809.77 5,469.49 5,669.76 6,511.51 6,755.30
3.期末现金 69,015.19 74,484.68 80,154.44 86,665.95 93,421.26

续上表

年份 2042年 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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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42.89 12,153.19 341,533.87
2.经营活动支付的现金流 9,980.71 5,219.05 144,280.22

3.经营活动支付的各项税金 3,537.34 1,916.91 38,490.32

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计 9,924.84 5,017.24 158,763.3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1.支付项目建设资金 145,800.00
2.支付的铺底资金 -

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小计
-145,80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

1.项目资本金 80,000.00

2.债券及银行借款筹资款 70,000.00
3.偿还债券及银行借款本金 5,000.00 65,000.00 70,000.00
4.支付融资利息 2,835.00 1,365.00 58,800.00
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合计 -7,835.00 -66,365.00 21,200.00

四、现金流总计 -

1.期初现金 93,421.26 95,511.10

2.期内现金变动 2,089.84 -61,347.76 34,163.33
3.期末现金 95,511.10 34,163.33 34,16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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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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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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收入主要是收取门票收入、商铺出租收入、观光车收入

和停车场收入，项目建设资金包含项目资本金及融资资金。通过对

收入以及相关营运成本、税费的估算，项目收益覆盖项目融资本息

总额倍数达到 1.23 倍。

四、专项债券使用与项目收入缴库安排

邹平市文化和旅游局保证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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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邹信城乡建设有限公司应以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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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风险：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和国家现行规定，做好项目建设

的各项前期工作，做好建设资金的落实。对建设资金要专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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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严格的审计制度，以满足建设工程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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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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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伴山文旅融合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单位为邹平市文

化和旅游局，拟申请专项债券 70000 亿元用于鹤伴山文旅融合示范

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设，年限为 20 年。

本次发行拟申请专项债券 0.5 亿元，用于鹤伴山文旅融合示范区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二）评估内容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发展旅游的必要性

发展全域旅游是旅游业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创新

发展方面，全域旅游是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创新，也是旅游业转

型升级的方向。发展全域旅游，就是要提升旅游业发展能力，拓展

区域旅游发展空间，培育区域旅游增长极，构建旅游产业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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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旅游市场新主体和消费新热点。协调发展方面，发展全域旅游

有利于统筹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供需协调;有利于推动区域

特色化发展，促进景点景区内外协调;有利于推进乡村旅游提质增效，

促进城乡协调;有利于完善产业配套要素，促进软硬件协调;有利于

提升整体服务水平，促进规模质量协调。绿色发展方面，发展全域

旅游能把生态和旅游结合起来，把资源和产品对接起来，把保护和

发展统一起来，将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旅游发展优势，将绿水青山

变成金山银山，创造更多的绿色财富和生态福利。开放发展方面，

全域旅游更加注重拓展开放发展空间，打破地域分割、行政分割，

打破各种制约，走全方位开放之路，形成开放发展的大格局。共享

发展方面，实施全域旅游、促进城乡旅游互动和城乡发展一体化，

不仅能带动广大乡村的基础设施投资，提高农业人口的福祉;还能提

升城市人口的生活质量，形成统一高效、平等有序的城乡旅游大市

场。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标志。

发展全域旅游是促进旅游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

择。2015 年，国内游达 40亿人次，人均出游接近 3次，旅游已成为

居民日常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出游方式上，自助游超过 85%，自驾

游超过 60%。一个区域的旅游质量，不单单取决于旅行社、酒店、景

区的服务质量，而是由整个区域的综合环境决定的。这就要求我们

从全域整体优化旅游环境、优化旅游全过程，配套旅游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体系和旅游服务要素。当前，一些地方旅游市场秩序混乱

与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目标不相适应，旅游产品和以厕所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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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公共服务及交通等基础设施供给与爆发式、井喷式增长的旅游

市场需求不相适应，企业对门票经济的过度依赖与广大游客的承受

能力和期待不相适应等问题，都需要通过发展全域旅游来解决。

发展全域旅游是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有效载

体。发展全域旅游可以加快城镇化建设，有效改善城镇和农村基础

设施，促进大城市人口向星罗棋布的特色旅游小城镇有序转移;可以

聚集人气商机，带动现代生态农业和农副产业加工、商贸物流、交

通运输、餐饮酒店等行业联动发展，为城镇化提供有力的产业支撑;

发展乡村旅游、观光农业、休闲农业，能使农民实现就地、就近就

业，就地市民化。发展全域旅游，能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美丽

乡村，实现城市文明和农村文明的直接相融，促进农民在家就能开

阔视野、提升文明素质，加快从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生活方式转变。

邹平市立足“南山北水”全域旅游发展格局，突出打造“范公

故里、山水邹平”旅游品牌，积极培育新项目，大力推进“旅游+”，

推动旅游业由“景区旅游”向“全域旅游”发展模式转变，全面增

强旅游发展新动能。为积极培育全域旅游优势，邹平市优化规划布

局，拓展丰富旅游产品。

（2）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本项目建设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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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2017 年中央 1 号文)提

出:“将大力培育宜居宜业特色村镇。围绕有基础、有特色、有潜力

的产业,建设一批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生产生活生态同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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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二产、三产深度融合的特色村镇。打造“一村一品”升级版，

发展各具特色的专业村。支持有条件的乡村建设以农民合作社为主

要载体、让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

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

付等渠道开展试点示范。深入实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工程，

支持建设一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

实施优势特色农业提质增效行动计划，把地方土特产和小品种做成

带动农民增收的大产业。建设一批地理标志农产品和原产地保护基

地，支持地方以优势企业和行业协会为依托打造区域特色品牌，引

入现代要素改造提升传统名优品牌。充分发挥乡村各类物质与非物

质资源富集的独特优势，利用“旅游+”、“生态+”等模式，推进

农业、林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丰富乡村

旅游业态和产品，打造各类主题乡村旅游目的地和精品线路，发展

富有乡村特色的民宿和养生养老基地。支持各地加强特色村镇产业

支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风貌等建设。

2、项目实施的公益性

本项目为鹤伴山文旅融合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主要是通过

文旅项目带动周边地区旅游的发展，同时，本项目除了保护原有的生

态环境外，将通过完善区内绿地系统、打造滨水绿化带、培植山林植

被等，将大环境生态建设与项目区建设有机融为一体，对邹平市生态

文明建设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同时项目区的建设按照循环、低碳发

展模式，把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有机结合，实现了项目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协调发展。



20

3、项目实施的收益性

配套设施的完善有利于提供景区门票及旅游项目的收入，人员的

流动同时带动配套设施租金的收入，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要求，本项目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

式进行融资以完成资金筹措，并以项目建成后的运营收益对应的充足、

稳定的现金流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通过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

求平衡情况的分析，我们未注意到本期专项债券在存续期内出现无法

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通过对收入、相关营运成本费用

及税费的估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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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763.33 万元，融资本息覆盖倍数为 1.23 倍。

4、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

本项目总投资 150,000.00 万元，其中：资本金 80,000.00 万元

由建设单位自筹，70,000.00 万元申请专项债券。资本金比例为

53.33%，符合《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国

发〔2019〕26 号）中资本金比例不低于 20%及以上的规定。

总规划面积 6000 亩，建筑面积 20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梁漱溟

研学基地、游客服务中心、城市书房等，修建景区设施 100 余处、

大型停车场 3 处，交通路网 30 余公里，完善各种旅游基础设施。

通过门票、场地租赁、康养等项目，满足投资合规性要求。

5、项目成熟度

项目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提升改造，项目成熟度较高。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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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收入主要是收取门票收入、商铺出租收入、观光车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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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停车场收入，项目建设资金包含项目资本金及融资资金。通过对

收入以及相关营运成本、税费的估算，项目收益覆盖项目融资本息

总额倍数达到 1.23 倍。

2）偿债风险点及应对措施

(1）健全的治理机制和组织管理体系是偿付本期债券的制度和组

织保障。

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形成了各有分工、相互.配合、互相制

约、互相监督的统一运作模式，保证了各项工作的安全、稳健、高效

运行。

（2）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是偿付本期债券的根本保障

实行操作风险管理的原则，推行条线管理和报告制度，借助风险

提示、风险报告和预案演练等工具，对风险实行专业化、条线化管理，

并与本级负责制度相结合，由操作风险管理岗定期巡视条线的合规管

理情况。

(3）畅通的外部融资，形成债券偿还补充渠道

健全的治理机制、完善的风险管理体制和持续增长的盈利能力，

以及优良的资产质量已经能够为本期债券的偿付提供充足的保障。

综上所述，对于本期债券的发行，制定了具体可行的偿债计划，

采取了多项有效的偿债保障措施，从而为本期债券本息的及时足额偿

付提供了足够保障。

7、绩效目标合理性

按照债券发行期限和额度，在项目年度预算中编列债券还本准备

金专项预算，逐年提取还本资金，减少年度收入不确定性对债务还本

造成的影响。如确实出现收入无法按时实现的情况，按照《财政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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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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项目取得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

收入暂时难以实现，不能偿还到期债券本金时，可在专项债务限额内

发行相关专项债券周转偿还，项目收入实现后予以归还。可按此规定

发行专项债券先行偿还。

（三）评估结论

项目收益覆盖项目融资本息总额倍数达到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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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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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