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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 项目名称 

滨州市渤海公共科技园区创新服务平台项目 

（二） 项目单位 

承办单位：渤海先进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渤海先进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05 月 14 日， 注册地

位于先研院公司地址:山东省滨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五路 渤海二十路

777 号 C 型楼 4 楼，法人:王广忠。公司经营范围为：创 业空间服务；科技

中介服务；科技研究推广；会议及展览服务；信息 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服务；物业管理服 务；检验检测服务；住房租赁。 

渤海先进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负责渤海先进技术研究 院的招

商运营管理工作。渤海先进技术研究院是市委、市政府着眼于 践行“创新之

策”建设的一处城市地标性工程、公共服务性平台。先研 院承担“企业不愿

做、政府不好做、科研人员不敢做”的职责，将各行 政区域、各行业系统以

及市内外各类科技创新资源纳入全市统一平台， 凝聚“大科技”合力，实现

创新带动创业、创业促进创新的良性循环， 为“富强滨州”提供源源不断的

高质量科技供给。坚持问题导向、需求 导向和落实导向相结合，围绕“五大

千亿级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新兴 产业培育壮大、促进人才创新创业，以公

共技术服务为主线，变革科 技服务机制，在研究开发、成果转化、标准制定、

人力资源、设备共 享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创新服务，打造产业特色鲜明、集约

配套完备、 辐射带动力强的环渤海区域一体化公共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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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规划审批 

2020 年 12 月 3 号，滨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关于对滨州 市渤海

公共科技园区创新服务平台项目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滨发改 审批〔2020〕

93 号）； 

2021 年 2 月 9 日，滨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关于渤海先 进技术

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用地意见的函》（滨自然资规函〔2021〕 21 号）； 

2021 年 2 月 10 号，滨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滨州市发展 和改

革委员会关于对滨州市渤海公共科技园区创新服务平台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

告的批复》（滨发改审批〔2021〕14 号）； 

2021 年 11 月 4 号，滨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号 371600202100173 号）、（地字号 371600202100174 

号）、（地字号 371600202100173 号）。 

（四）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 

该项目由渤海先进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国有企业）建设， 总占

地面积 26.9 万皿，总建筑面积为 54.93 万皿。主要建设科技创新 工业化中

试基地、智能制造创新实践基地、青少年科技中心、科普教 育平台、就业创

业服务基地、公共科技创新载体、涵盖生物、医药、 材料、机械、纺织加工

等 16 个领域的 8 类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和覆盖 39 万平智慧化园区建设、园区

平台服务应用软件开发。项目建成后， 可通过物业租赁、数字化技术服务、

产品检验检测服务、创意设计服 务、大数据设备共享服务、管网运营、人力

资源服务等实现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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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建设期限 

本项目从 2021 年 7 月开始，2023 年 1月工程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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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5）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 本）》；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7） 《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 远景

目标纲要》； 

（8） 《滨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 远景

目标纲要》； 

（9） 《山东省省会城市经济圈发展规划》； 

（10）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 

（11） 国家发改委、建设部《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 三

版）； 

（12） 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委托书； 

（13） 建设单位提供的经济技术资料； 

（14）其它有关国家政策及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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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估算总额 

本项目估算总投资 80000.0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75955.42 万元，铺

底流动资金 500.59 万元，建设期利息 25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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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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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00 100.00% 
 

一、资本金 32,540.00 45.49% 
 

自有资金 32,540.00 45.49% 

 

二、债务资金 39,000.00 54.51% 
 

专项债券 39,000.00 54.51% 
 

银行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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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收入、住宿收入、继续教育收入、学术

交流以及竞赛收入。运营期各年收入预测如下: 

出于谨慎性考虑，对项目计算期内整体运营运收入打三折之后下浮 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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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收入 住宿收入 继续教育收入 学术交流竞赛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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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2021 
  

- 
  

2022 - - - 
 

- 

2023 6,270.00 3,291.75 588.20 156.75 10,306.70 

2024 6,840.00 3,591.00 641.68 171.00 11,243.68 

2025 6,840.00 3,591.00 641.68 171.00 11,243.68 

2026 6,840.00 3,591.00 641.68 171.00 11,243.68 

2027 6,840.00 3,591.00 641.68 171.00 11,243.68 

2028 6,840.00 3,591.00 641.68 171.00 11,243.68 

2029 6,840.00 3,591.00 641.68 171.00 11,243.68 

2030 6,840.00 3,591.00 641.68 171.00 11,243.68 

2031 6,840.00 3,591.00 641.68 171.00 11,243.68 

2032 6,840.00 3,591.00 641.68 171.00 11,243.68 

2033 6,840.00 3,591.00 641.68 171.00 11,243.68 

2034 6,840.00 3,591.00 641.68 171.00 11,243.68 

2035 6,840.00 3,591.00 641.68 171.00 11,243.68 

2036 6,840.00 3,591.00 641.68 171.00 11,243.68 

2037 6,840.00 3,591.00 641.68 171.00 11,243.68 

2038 6,840.00 3,591.00 641.68 171.00 11,243.68 

2039 6,840.00 3,591.00 641.68 171.00 11,243.68 

2040 6,840.00 3,591.00 641.68 171.00 11,243.68 

2041 6,840.00 3,591.00 641.68 171.00 11,243.68 

2042 - - - - - 

合计 129,390.00 67,929.75 12,138.40 3,234.75 212,692.90 

收入预测方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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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成后可达到年 48000 人实训、培训、竞赛及研学，15000 人住宿、

就餐的规模，项目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于实训教学（教材等）、住宿、竞赛、

学术交流、继续教育等，根据《滨州市渤海公共科技园区创新服务平台收益

说明》，项目实训教学（教材等）价格为 5000元/人，年实训人数为 48000 

人，年收益 24000 万元；住宿为 2800 元/人，每年约 45000 人（三批，一

批约为 15000），年收益 12600 万元；继续教育为 2850 元/人，每年约 7900 

人，年收入 2251.50 万元；学术交流单场根据当年当地的市场价格约为 3-10

万元不等，年可召开约 30 场左右，年收益约为 300 万元；竞赛费用单场根

据当地当年市场价格约为 3-10 万元不等，年可召开竞赛相关活动约 30 场，

年收益约为 300 万元；本项目年综合营业收入为 39451.50 万。出于谨慎性

考虑本项目运营收入按照 30%计算。 

（二）运营成本预测 

本项目总成本费用包括外购原材料费、外购燃料及动力费、工资及福利

费、修理费、其他费用、折旧费、摊销费、利息支 出等。年度运营支出预测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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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进行项目净现金流出测算。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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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2022 - - - - - - 

2023 1,532.30 869.94 460.85 2,189.74 782.48 5,835.30 

2024 1,671.60 949.02 502.74 2,388.80 853.62 6,365.78 

2025 1,671.60 949.02 502.74 2,388.80 853.62 6,365.78 

2026 1,671.60 949.02 502.74 2,388.80 853.62 6,365.78 

2027 1,671.60 949.02 502.74 2,388.80 853.62 6,365.78 

2028 1,671.60 949.02 502.74 2,388.80 853.62 6,36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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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9 1,671.60 949.02 502.74 2,388.80 853.62 6,365.78 

2030 1,671.60 949.02 502.74 2,388.80 853.62 6,365.78 

2031 1,671.60 949.02 502.74 2,388.80 853.62 6,365.78 

2032 1,671.60 949.02 502.74 2,388.80 853.62 6,365.78 

2033 1,671.60 949.02 502.74 2,388.80 853.62 6,365.78 

2034 1,671.60 949.02 502.74 2,388.80 853.62 6,365.78 

2035 1,671.60 949.02 502.74 2,388.80 853.62 6,365.78 

2036 1,671.60 949.02 502.74 2,388.80 853.62 6,365.78 

2037 1,671.60 949.02 502.74 2,388.80 853.62 6,365.78 

2038 1,671.60 949.02 502.74 2,388.80 853.62 6,365.78 

2039 1,671.60 949.02 502.74 2,388.80 853.62 6,365.78 

2040 1,671.60 949.02 502.74 2,388.80 853.62 6,365.78 

2041 1,671.60 949.02 502.74 2,388.80 853.62 6,365.78 

2042 - - - - - - 

合计 
31,621.1

0 

17,952.3

2 

9,510.1

7 

45,188.1

8 

16,147.6

2 

120,419.3

9 

成本预测方法说明： 

（1）原材料 

该项目正常年运行所需的主要原材料为各实训所需教学用品、设备耗材及住宿、

餐饮用品等，实训所需教学用品等年耗 6.8 万件，根据市场价格估价为 40 元，

则教学用品年耗费 272 万元，进项税额为 15.40 万元；年消耗设备耗材 3 万件，

根据市场价格估价为 180元，则设备耗材年耗费 540 万元，进项税额为 30.57 万

元；住宿和餐饮用品根据实训人数调整，个人成本约为 520 元，则住宿、餐饮年

耗费 780 万元，进项税额为 44.15 万元。综上所述，项目年需原材料费用为 1592 

万元。 

（2）燃料动力 

项目运行所需燃料及动力主要为电、水、天然气，其费用按下列价格（含税）

计算：电：0.8 元/千瓦时,水：3 元/ m³,天然气：3800 元/吨。达产年电用量为 465.50 

万千瓦时，水用量为 1759432.43m³，年耗天然气 13200 m³，年燃动力费用为 903.83 

万元。 

（3）职工工资及福利费 

项目建成后职工为 90 人，福利费按工资总额的 14%计取，年工资及福利费总

额为 478.80 万元。 

（4）折旧、摊销及修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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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形成应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原值 40211.18 万元。固定资产折旧采用直线

法平均计算，建筑物净残值率按 5%计算，折旧年限按 30 年计；机器设备等净残

值率按 4%计算，折旧年限按 10 年计；其他固定资产净残值率按 5%计算，折旧年

限按 20 年计，年折旧费为 3958.20 万元。 

无形资产按 10 年摊销计算，其他资产按 5 年摊销，年摊销费 754.60 万元。 

修理费年费用约为 2275.05万元。 

（5）其他费用 

该项目其他费用包括其他管理费、其他销售费用，其他营业费用为 789.03 万

元；其他管理费用是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为管理和组织经营活动所发生的各项费用，

估算年为 23.94 万 

（6）相关税费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并增值税征收率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

57 号）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货物适用增值税低税率和简易办法征收

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9 号），《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

点的通知》规定，本项目收入增值税税率为 6%，城市建设维护税为 7%，教育费附

加为 3%，地方教育费附加为 2%，所得税税率为 25%。 

单位：万元 

年份 增值税 城建税及附加 合计 

2021 
   

2022 - - - 

2023 279.18 33.50 312.69 

2024 304.56 36.55 341.11 

2025 304.56 36.55 341.11 

2026 304.56 36.55 341.11 

2027 304.56 36.55 341.11 

2028 304.56 36.55 341.11 

2029 304.56 36.55 341.11 

2030 304.56 36.55 341.11 

2031 304.56 36.55 341.11 

2032 304.56 36.55 341.11 

2033 304.56 36.55 341.11 

2034 304.56 36.55 341.11 

2035 304.56 36.55 341.11 



10 

 

2036 304.56 36.55 341.11 

2037 304.56 36.55 341.11 

2038 304.56 36.55 341.11 

2039 304.56 36.55 341.11 

2040 304.56 36.55 341.11 

2041 304.56 36.55 341.11 

2042 - - - 

合计 5,761.34 691.36 6,452.70 

（7）利息支出 

假设债券票面年利率 4.20%，利息按半年支付，最后一次利息随本金一

起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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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 10,000.00 
 

10,000.00 - - 

2022 10,000.00 29,000.00 
 

39,000.00 964.00 964.00 

2023 39,000.00 
  

39,000.00 1,573.00 1,573.00 

2024 39,000.00 
  

39,000.00 1,573.00 1,573.00 

2025 39,000.00 
  

39,000.00 1,573.00 1,573.00 

2026 39,000.00 
  

39,000.00 1,573.00 1,573.00 

2027 39,000.00 
  

39,000.00 1,573.00 1,573.00 

2028 39,000.00 
  

39,000.00 1,573.00 1,573.00 

2029 39,000.00 
  

39,000.00 1,573.00 1,573.00 

2030 39,000.00 
  

39,000.00 1,573.00 1,573.00 

2031 39,000.00 
 

- 39,000.00 1,573.00 1,573.00 

2032 39,000.00 
  

39,000.00 1,573.00 1,573.00 

2033 39,000.00 
  

39,000.00 1,573.00 1,573.00 

2034 39,000.00 
  

39,000.00 1,573.00 1,573.00 

2035 39,000.00 
  

39,000.00 1,573.00 1,573.00 

2036 39,000.00 
  

39,000.00 1,573.00 1,573.00 

2037 39,000.00 
  

39,000.00 1,573.00 1,573.00 

2038 39,000.00 
  

39,000.00 1,573.00 1,573.00 

2039 39,000.00 
  

39,000.00 1,573.00 1,573.00 

2040 39,000.00 
  

39,000.00 1,573.00 1,573.00 

2041 39,000.00 
 

10,000.00 29,000.00 1,573.00 11,573.00 

2042 29,000.00 
 

29,000.00 - 609.00 29,609.00 

合计 
 

39,000.00 39,000.00 
 

31,460.00 70,4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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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运营损益表 

年份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营业收入 
 

- 9,723.31 10,607.24 10,607.24 

税金及附加 
 

- 33.50 36.55 36.55 

营业成本 - 964.00 11,424.15 12,319.71 12,319.71 

利润总额 - -964.00 -1,734.35 -1,749.02 -1,749.02 

企业所得税 
     

净利润 - - -1,734.35 -1,749.02 -1,749.02 

续表 

年份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营业收入 10,607.24 10,607.24 10,607.24 10,607.24 10,607.24 

税金及附加 36.55 36.55 36.55 36.55 36.55 

营业成本 12,319.71 12,319.71 12,319.71 12,319.71 12,319.71 

利润总额 -1,749.02 -1,749.02 -1,749.02 -1,749.02 -1,749.02 

企业所得税 
     

净利润 -1,749.02 -1,749.02 -1,749.02 -1,749.02 -1,749.02 

续表 

年份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营业收入  10,607.24 10,607.24 10,607.24 10,607.24 10,607.24 

税金及附加 36.55 36.55 36.55 36.55 36.55 

 营业成本  12,319.71 12,319.71 12,319.71 12,319.71 12,319.71 

 利润总额  -1,749.02 -1,749.02 -1,749.02 -1,749.02 -1,749.02 

企业所得税 
     

 净利润  -1,749.02 -1,749.02 -1,749.02 -1,749.02 -1,749.02 

续表 

年份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2042 年 

 营业收入  10,607.24 10,607.24 10,607.24 10,607.24 10,607.24 - 

 税金及附加  36.55 36.55 36.55 36.55 36.55 - 

 营业成本  12,319.71 12,319.71 12,319.71 12,319.71 12,319.71 609.00 

 利润总额  -1,749.02 -1,749.02 -1,749.02 -1,749.02 -1,749.02 -609.00 

 企业所得税  
      

 净利润  -1,749.02 -1,749.02 -1,749.02 -1,749.02 -1,749.02 -609.00 

 

（四）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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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至

2042 年现金流量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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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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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306.70  

  

11,243.68  

  

11,243.68  

  

11,243.68  

2.经营活动支付的现金

流 
                 -    

    

5,835.30  

    

6,365.78  

    

6,365.78  

    

6,365.78  

3.经营活动支付的各项

税金 
                 -    

       

312.69  

       

341.11  

       

341.11  

       

341.11  

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小计 
                 -    

    

4,158.72  

    

4,536.78  

    

4,536.78  

    

4,536.78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 
            

1.支付项目建设资金 
  

26,827.70  

  

44,312.92  

    

8,460.00  
               -        

2.支付的铺底资金                  -            

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小计 

 

-26,827.70  

 

-44,312.92  

   

-8,859.38  
               -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 
            

1.项目资本金 
  

17,800.00  
          

2.债券及银行借款筹资

款 

  

10,000.00  

  

29,000.00  
        

3.偿还债券及银行借款

本金 
            

4.支付融资利息                -    
       

964.00  

    

1,573.00  

    

1,573.00  

    

1,573.00  

    

1,573.00  

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合计 

  

27,800.00  

  

51,236.00  

   

-1,573.00  

   

-1,573.00  

   

-1,573.00  

   

-1,573.00  

四、现金流总计             

1.期初现金   
       

972.30  

    

7,895.38  

    

1,621.72  

    

4,585.50  

    

7,549.28  

2.期内现金变动 
       

972.30  

    

6,923.08  

   

-6,273.66  

    

2,963.78  

    

2,963.78  

    

2,963.78  

3.期末现金 
       

972.30  

    

7,895.38  

    

1,621.72  

    

4,585.50  

    

7,549.28  

  

10,513.07  

 

续上表： 

年份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       

1.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 
11,243.68 11,243.68 11,243.68 11,243.68 11,243.68 11,243.68 

2.经营活动支付的

现金流 
6,365.78 6,365.78 6,365.78 6,365.78 6,365.78 6,365.78 

3.经营活动支付的

各项税金 
341.11 341.11 341.11 341.11 341.11 341.11 

4.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小计 
4,536.78 4,536.78 4,536.78 4,536.78 4,536.78 4,53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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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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3.00 1,573.00 1,573.00 1,573.00 1,573.00 1,573.00 

5.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合计 
-1,573.00 -1,573.00 -1,573.00 -1,573.00 -1,573.00 -1,573.00 

四、现金流总计 
      

1.期初现金 10,513.07 13,476.85 16,440.63 19,404.42 22,368.20 25,331.98 

2.期内现金变动 2,963.78 2,963.78 2,963.78 2,963.78 2,963.78 2,963.78 

3.期末现金 13,476.85 16,440.63 19,404.42 22,368.20 25,331.98 28,295.77 

续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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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       

1.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 
11,243.68 11,243.68 11,243.68 11,243.68 11,243.68 11,243.68 

2.经营活动支付

的现金流 
6,365.78 6,365.78 6,365.78 6,365.78 6,365.78 6,365.78 

3.经营活动支付

的各项税金 
341.11 341.11 341.11 341.11 341.11 341.11 

4.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小计 
4,536.78 4,536.78 4,536.78 4,536.78 4,536.78 4,53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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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3.00 1,573.00 1,573.00 1,573.00 1,573.00 1,5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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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合计 
-1,573.00 -1,573.00 -1,573.00 -1,573.00 -1,573.00 -1,573.00 

四、现金流总计 
      

1.期初现金 28,295.77 31,259.55 34,223.33 37,187.11 40,150.90 43,114.68 

2.期内现金变动 2,963.78 2,963.78 2,963.78 2,963.78 2,963.78 2,963.78 

3.期末现金 31,259.55 34,223.33 37,187.11 40,150.90 43,114.68 46,078.46 

续上表： 

年份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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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43.68 11,243.68 11,243.68 - 212,692.90 

2.经营活动支付的

现金流 
6,365.78 6,365.78 6,365.78 - 120,419.39 

3.经营活动支付的

各项税金 
341.11 341.11 341.11 - 6,452.70 

4.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小计 
4,536.78 4,536.78 4,536.78 - 85,820.8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   
- 

  

1.支付项目建设资

金   
- 

 
79,600.62 

2.支付的铺底资金 
  

- 
 

399.38 

3.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小计   
- 

 
-80,00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   
- 

  

1.项目资本金 
  

- 
 

41,000.00 

2.债券及银行借款

筹资款   
- 

 
39,000.00 

3.偿还债券及银行

借款本金   
10,000.00 29,000.00 39,000.00 

4.支付融资利息 1,573.00 1,573.00 1,573.00 609.00 31,460.00 

5.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合计 
-1,573.00 -1,573.00 -11,573.00 -29,609.00 9,540.00 

四、现金流总计 
  

- 
  

1.期初现金 46,078.46 49,042.25 52,006.03 44,969.81 - 

2.期内现金变动 2,963.78 2,963.78 -7,036.22 -29,609.00 15,360.81 

3.期末现金 49,042.25 52,006.03 44,969.81 15,360.81 15,360.81 

 

（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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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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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小结 

本项目收入主要是培训收入、住宿收入、继续教育收入、学术交流以及

竞赛收入，项目建 设资金包含项目资本金及融资资金。通过对场地租赁费、

服务费、管 网收益以及相关营运成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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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820.81 万元，融资本息合计为 

70,460.00 万元，项目收益覆盖项目融资本息总额倍数达到 1.22 倍。 

表 8：现金流覆盖倍数表（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拟发行额度（期限：

20年） 

净现金流入

测算 

债券本息测

算 

本息覆盖倍

数 

滨州市渤海公共科技

园区创新服务平台 
39,000.00 85,820.81 70,460.00 1.22 

 

四、专项债券使用与项目收入缴库安排  

渤海先进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保证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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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先进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应以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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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合法性、合理性遭质疑的风险 

该项目的建设是否与现行政策、法律、法规相抵触，是否有充分 的政策、

法律依据；该项目是否坚持严格的审查审批和报批程序；是 否经过严谨科学

的可行性研究论证；建设方案是否具体，详实，配套 措施是否完善。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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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手续完备，程序完备。项目的建设符合 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及当地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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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州市渤海公共科技园区创新服务平台项目，项目主管部门为 渤海先

进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实施单位为渤海先进技术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拟申请专项债券 15000.00 万元用于滨州市渤海 公共科技园区创新服务

平台项目建设，年限为 20 年。 

（二）评估内容 

1、 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近几年来，在滨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滨州经济和文化都 实现了很

大的跨越式发展，也吸引了更多的高科技企业和科研单位 前来滨州落户，在

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创新带动创业、创业促进创 新''的发展模式。但在资源

整合、信息化处理、学术交流等多个方 面，尚未形成有机融合。该项目围绕

“展示交易中心、检验检测中 心、创意设计中心、数据咨询中心、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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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商务服务中 心、学术交流中心、设备共享中心”八个方向，将相关数

据和信息进 行整合，可以带动滨州市大数据的发展，为滨州市未来的发展打

下 坚实的信息和数据基础，是满足滨州市发展的需要。 

综上所述，该项目的实施是十分必要的。 

2、 项目实施的公益性 

该项目运行后，将极大地推动所在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有利于 当地科

创服务行业的发展，带动当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并能促 进劳动就业，

推动滨州市和周边县市的关联行业的发展。 

（1） 项目建成后，将围绕“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新 兴产

业培育壮大、促进人才创新创业，以公共技术服务为主线，变革 科技服务机

制，在研究开发、成果转化、标准制定、人力资源、设备 共享等方面开展全

方位创新服务，打造产业特色鲜明、集约配套完备、 辐射带动力强的环渤海

区域一体化公共服务平台。 

（2） 本项目将各行政区域、各行业系统以及市内外各类科技创 新资源

纳入全市统一平台，凝聚“大科技”合力，实现创新带动创业、 创业促进创

新的良性循环，为“富强滨州''提供源源不断的高质量科 技供给。 

(3) 带来一定的就业机会项目的建设过程将会给包括设计院、 施工单

位、监理单位等提供许多机会；项目建成以后，可为当地提供 90 个岗位，

提高当地的就业率。 

(4) 项目建设不会产生负面影响实施项目，有助于当地社会的 稳定与

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受当地政府支持。项目的建设实施不 会对当地的生

活产生负面影响，不会对当地交通、环境产生破坏作用。 



18 

 

综上所述，该项目的建设具有十分明显的社会效益，对建设和谐 社会、

和谐滨州具有重要意义。。 

3、 项目实施的收益性 

项目建成后，可通过物业租赁、数字化技术服务、产品检验检测 服务、

创意设计服务、大数据设备共享服务、管网运营、人力资源服 务等实现收益。 

4、 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 

(1)符合产业政策 

本项目属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9 年

本)》的“鼓励类"中“三十一、科技服务业”“2、在线 数据与交易处理、

IT 设施管理和数据中心服务、移动互联网服务、因 特网会议电视及图像等

电信增值服务"、“7、在线数据处理和数据 安全服务，数据恢复和灾备服务，

信息安全防护、网络安全应急支援 服务，云计算安全服务，大数据安全服务，

信息安全风险评估、认证 与咨询服务，信息装备和软件安全评测服务，密码

技术产品测试认证 服务，信息系统等级保护安全方案设计服务”、“10、科

教基础设施、 产业集群综合公共服务平台、中试基地、实验基地建设”、“16、

信 息系统集成和物联网技术服务、运营维护服务、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 服

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字内容服务及其他信息技术服务”的范 畴，属于

“鼓励类”建设项目，该项目为科技园区创新服务平台项目， 可进行在线数

据与交易处理、认证与咨询服务、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 服务，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 

（2）符合国家发展规划及相关政策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 O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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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壮大 新一代信息技

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 车、绿色环保以及航

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产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同各产业深度

融合，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构建一批 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结构合理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引擎，培育新 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促进

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健康发展。 鼓励企业兼并重组，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 

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加大人

力资本投入，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深化职普融通、产教 融合、校企合

作，探索中国特色学徒制，大力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提 高高等教育质量，分

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加快培养理工农医 

类专业紧缺人才。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 年) 的通

知》(国办发〔2019〕24 号)中提出：鼓励支持社会培训和评价 机构开展职

业技能培训和评价工作。不断培育发展壮大社会培训和评 价机构，支持培训

和评价机构建立同业交流平台，促进行业发展，加 强行业自律。民办职业培

训和评价机构在政府购买服务、校企合作、 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与公办同类

机构享受同等待遇。 

该项目为科技园区创新服务平台项目，推动了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

能、实训实践等同各产业深度融合，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 的发质，符合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3) 符合山东省发展规划 

《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O 三五年 远景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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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纲要》中指出：增强科技创新实力。深入实施大科学计划大 科学工程，推

进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 整合建设一批国家

技术创新中心、、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产业创新中心、 制造业创新中心。强

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引导优势企业集聚各类创 新资源，支持企业增加研发

投入，推动大型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 建立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刚性增长

机制。鼓励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 加强共性技术平台建设。 

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积极培育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体验经 济、创

意经济。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加快国家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建设，打 造一批

专业化、特色化职业院校。优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和培养 模式，加大基

础教育优质资源供给。 

该项目为科技园区创新服务平台项目，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 加强

共性技术平台建设，并积极培育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体验经济、 创意经济。

该项目的建设符合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4）符合滨州市发展规划 

《滨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O 三五年 远景目

标纲要》中指出：搭建高能创新平台。以渤海科创城为核心， 强化渤海先进

技术研究院、魏桥国科研究院“双核”驱动，建设全国 一流的硬核化、市场

化、国际化科创高地。深化部门、高校、科研院 所、企业研究机构联动和资

源整合，积极参与国家和山东省重大创新 平台建设，新建一批新型研发机构、

创新创业共同体、省级创业创新 综合体。实施高水平大学培育引进计划，推

进渤海科技大学、山东航 空学院、滨州职业学院等应用型大学建设。完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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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金服用” 一 体化创新体系，以“五院十校 N 基地”为支撑，推动产教、

科教深度 融合，坚持“双元育人”“双师教学”，全面推行现代学徒制和企

业 新型学徒制，争创更多可复制的产教融合滨州模式。 

完善科技创新体制。健全市县两级技术转移网络，拓宽技术转移 通道。

建设黄河三角洲技术交易中心，扩大市场服务覆盖面。促进科 技金融融合发

展，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科技创新企业的支持，加大渤 海科技创新券使用力

度。发挥渤海先进技术研究院聚合作用，统筹布 局一批中试基地和监测分析

平台，引进一批专业化、高水平的科技服 务机构，完善科技服务体系。弘扬

科学精神，加强科普工作，营造崇 尚创新的社会氛围。 

强化就业收入政策。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加大援企稳岗、创新创 业支持，

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支持发展电商直播、快递外卖等 灵活就业。加强

职工和农民培训教育，鼓励开展职业培训，实施新生 代农民职业技能提升计

划，完善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农民工等 职业培训补贴机制。强化线上

线下就业服务，支持各类创业平台建设， 推进乡村振兴合伙人招募计划，吸

引滨州籍企业家、创业者返乡创业。 鼓励农民开展电商经营，提升农业规模

经营效益，促进农民技能性增 收。该项目为科技园区创新服务平台项目，搭

建高能创新平台，以渤 海科创城为核心，强化渤海先进技术研究院、魏桥国

科研究院“双核” 驱动，建设全国一流的硬核化、市场化、国际化科创高地。 

该项目的建设符合滨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5、项目成熟度 

近两年来，国家密集出台政策，大力发展及应用新 IT 技术，积 极倡导

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同时，京津冀协同发展、新型城镇化、 区域一体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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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略不断激发着市场潜力。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 滨州市市委、市政府

着眼于践行“创新之策”，综合当地战略区位、自 然资源、历史人文、生态

环境等条件，决定建设一处城市地标性工程、 公共服务性平台，将各行政区

域、各行业系统以及市内外各类科技创 新资源纳入全市统一平台，凝聚“大

科技”合力，实现创新带动创业、 创业促进创新的良性循环，为“富强滨州”

提供源源不断的高质量科技 供给。 

6、 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 

根据企业资金筹措能力，该项目总投资 80000.00 万元，其中 39,000.00

万元申请专项债券，其中 10,000.00 万元已发行，本次申请 15,000.00 万

元，剩余 14,000.00 万元假设于 2022 年发行完毕。 

对于专项债券资金由渤海先进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管 理，专账

核算，专款专用，不得挪用。对于已到位的项目资本金，严 格按资金需求进

度进行支付。明确各部门职责，加强债券资金使用监 管，必要时引入第三方

审计机构对资金进行监管，确保债券资金合规 使用，编制应急预案，保障投

资者合法权益。 

7、 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性 

该项目建设期为 20 个月，经营期按 18 年计算，投产第一年即达 产计

算，达产后年营业收入为 11,243.68 万元，收益点为服务费、场 地租赁费、

管网收益等收益。 

本项目总成本费用主要为：经营成本（包括外购原材料费、外购 燃料及

动力费、工资及福利费、修理费以及其他费用）；折旧费、摊 销费、利息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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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 

2 月 1 日，财政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联合下达了《关 于梳理

2021 年新增专项债券项目资金需求的通知》（财办预〔2021〕 29 号），《通

知》对专项债券资金投向、项目应当具备的重要条件、 作为资本金的比例要

求等做出了明确安排，并要求于 2021 年 2 月 21 日前分别报送财政的地债系

统和发改的重大项目库，由发改部门把控 投向后形成准备项目清单，转送财

政部纳入政府债券项目库，各地方 在分地区专项债务限额内优先予以发行安

排。 

本项目为滨州市渤海公共科技园区创新服务平台项目，属于市政 领域项

目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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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债券为附息债券，按单利计算，每年付息一次，到期还本 和赔付

最后一次利息，该项目按如下计划还本还息： 

1） 付息安排 

根据国家相关财务制度规定，本期债券发行后，将按季对本期债 券预提

利息，摊入当期成本。在本期债券每月付息日的前两周，纳入本 行的流动性

计划安排，提前做好利息支付准备。并按照有关规定，在每 次付息日前 2 个

工作日和最后一次付息日前 5 个工作日进行付息公 告，于本期债券付息日，

将相应资金划入债券持有人指定资金账户。 

2） 本金兑付安排 

在本期债券到期日前一个月，统筹安排好流动性管理工作，逐步 加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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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备付能力，确保在兑付日前 5 个工作日全部兑付资金到位, 并在兑付日前

5 个工作日进行兑付公告，于本期债券付息日前,将相应 资金划入债券托管

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3）偿还计划的人员安排 

将安排专门部门与人员负责管理还本付息工作。在本期债券存续 期间，

全面负责利息支付、本金兑付及相关事务，并在需要的情况下 继续处理付息

或兑付结束后的有关事宜。 

综合以上三点，该项目偿债计划是可行的。 

（2）偿债风险点及应对措施 

1） 偿债风险点 

① 债务资金使用风险 

项目建成后才具有偿债能力，政府举债后对所建项目没有进行科 学的项

目论证，从而使自身的项目建设资金利用不合理，导致资金使 用率不高。 

② 抵押担保风险 

我国《担保法》规定财政政府资金和政府担保函是违规担保，政 府隐性

担保并不具有法律效益。而现实的情况是，超过 50%的融资平 台的是地方财

政账户资金担保、政府或人大开具的担保函和隐性担保 的方式，才从银行中

去的贷款的，由于平台债务偿还的主体和投资失 误的责任主体都不是十分的

明确，一但还款平台发生困难，地方政府 会不会出面偿还都不是十分的明确。 

2） 偿债风险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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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加强债务资金的使用管理，提高债务资金的使用效率 

偿债资金是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一项重要资金，各级财政部 门每年

应根据本地区的需要确定偿债基金的数额。为了保障地方政府 有稳定的偿还

债务的资金来源，各级地方政府应该专门设立债务偿债 基金，建立严格的债

务资金投资决策制度，明确规定融资平台的融资 来源、资金管理、投放范围、

抵押担保方式以及债务偿还方式，实行 专户管理制度。对有一定自我清偿能

力的，现金流量良好的地方政府 融资平台，采取有效措施增强其自行偿还贷

款的能力和动力；对以公 益项目为主、现金流不足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需要

落实和加强还款来 源，必要时可允许银行提前进行贷款重组。明确项目负责

人的管理职 责，并对债务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切实保证债务资金专款专用，

提 高其使用效率。 

②健全政府债务监管体系，建立风险预警机制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管理离不开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监管体系。首 先，将

所有政府债务一律纳入地方政府财政部门统一管理。各级财政 部门具体负责

本地政府债务的审查、统计、使用、偿还的全过程。各 级主管部门要严格审

批和控制规模，建立备案制度，将债务“借、管、 用、还''等情况作为考核

地方政府绩效和任期经济责任的重要内容， 明确和落实责任，防止违规、过

度举债，提高资金使用绩效。其次， 应该建立较为规范的地方政府债务信息

公开制度。地方政府除了定期 向上级政府和本级人大汇报债务信息之外，还

要通过相关新闻媒体向 公众披露债务信息，并要建立各级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专门机构。再次， 建立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加强对债务信息的跟踪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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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全面地 收集债务相关信息，定期分析政府贷款和担保项目实时情况以及

偿债 能力变化情况；确定预警指标体系，如地方政府可用财力比例，地方 财

政自给率、债务依存度等一系列的宏观和微观的参考监控指标体系 衡量地区

财政风险状况，以化解债务危机。 

10、 绩效目标合理性 

该项目年度总目标为：建设科技创新工业化中试基地、智能制造 创新实

践基地、青少年科技中心、科普教育平台、就业创业服务基地、 公共科技创

新载体、涵盖生物、医药、材料、机械、纺织加工等 16 个 领域的 8 类大型

科学仪器设备和覆盖 39万平智慧化园区建设、园区 平台服务应用软件开发。 

该项目绩效指标为（1）产出指标：项目建成后，可通过物业租 赁、服

务费、管网运营、等实现收益。（2）成本指标：投资成本 80000.00 万元，

其中专项债券 39000.00 万元。（3）绩效指标：能促进经济发 展，增强科技

化水平。（4）满意度指标：建设在项目所在镇、社区相 关人员、政府部门

及居民对本项目建设的满意度达到 95%以上。 

经评估绩效目标设定明确，绩效目标的设置与项目契合度高，因 此该项

目绩效目标合理。 

11、 其他需要纳入事前绩效评估的事项 

（1）筹资风险可控性 

筹资风险又称财务风险，它是指企业因借入资金而产生的丧失偿 债能力

的可能性和企业利润（股东收益）的可变性。企业在筹资、投 资和生产经营

活动各环节中无不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企业承担风险 程度因负债方式、期

限及资金使用方式等不同面临的偿债压力也有所 不同。因此，筹资决策除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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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资金需要数量，并以合适的方式筹措到 所需资金以外，还必须正确权衡不

同筹资方式下的风险程度，并提出 规避和防范风险的措施。 

为了应对筹资风险，渤海先进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制定了以 下应对

措施： 

① 遵循收益风险均衡原则，正确认识和评价筹资风险。 

遵循风险收益的均衡原则，不能只追求利益，不考虑发生损失的 可能，

在进行财务管理时必须对每一项具体财务活动，全面进行收益 性和安全性分

析，在实践中趋利避害，赢得更多收益。树立风险决策 观念，理智化的化风

险为机遇，提高经济效益。 

② 加强筹资风险管理，努力化解筹资风险。 

③ 增强筹资方式的可转化性，建立多元化的筹资渠道。 

④ 加强财务监控机制，防范金融风险。 

（三）评估结论 

滨州市渤海公共科技园区创新服务平台项目收益 85,820.81 万元， 项

目债券本息合计 70,460.00 万元，本息覆盖倍数为 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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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通过物业租赁、服务费、管网运营、等 实现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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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