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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门诊、中医康复病房楼改造及

新建综合病房楼配套项目

实施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

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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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结合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门诊、中医康复病房楼改造

及新建综合病房楼配套项目实施情况，特制定本项目实施方案。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政策背景

《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推

进健康山东建设”。构建分级诊疗制度，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

提升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济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推进健康济南建设，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医

疗制度，统筹推出医疗、卫生、体育等大健康产业发展，提升人民群

众生活质量。”《纲要》还指出，构建分级诊疗制度，健全基层医疗

卫生服务网络，提升基本医疗服务水平，到 2020 年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机构标准化建设全部达标。

（二）项目背景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作为济南市较大的医院之一，现已

发展成为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学科设置齐全、诊疗设施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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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代化国家级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承担着济南市、山东省和部分周

边地区医疗、保健、救治任务。近年来，在山东省和济南市各级政府

的关怀和指导下，医院把发展作为医院工作的第一要务，整体处于持

续、快速、健康的发展阶段，医疗技能和服务功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

高，医院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医院发展带来历史性飞跃，

为山东省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院区现有门诊、中医康复病房楼建于上世纪 90年代，病房楼内布

局不合理，各医疗设施陈旧，医疗条件滞后，已无法满足病人的治疗

需求；门诊、中医康复病房楼在消防方面亦存在着重大隐患，亟需对

门诊、中医康复病房楼改造升级，以改善院区基础医疗设施，提高医

疗服务水平。

同时，随着济南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济南新涌入大量的居住和

办公人流，进而产生较大的就医诉求。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亟需提升其服务容量和服务能力，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改善医院现有

就医条件，为满足区域居民就医提供条件。

（三）项目概况

本期申报新增专项债券募集资金拟安排用于投向山东中医药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门诊、中医康复病房楼改造及新建综合病房楼配套项目。

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1.项目名称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门诊、中医康复病房楼改造及新建

综合病房楼配套项目，简称“本项目”。

2.实施单位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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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地址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济南市经八路1号院内，东至青年西路，南至

经八路，西至民族大街，北至文化西路。在医院现有病房楼基础上进

行整修改造。

4.建设性质

项目建设性质为新建项目。

5.建设内容

本项目主要对院区 1 号楼进行提升改造，同步实施污水处理站改

造，新建综合楼配套高压配电系统、能源中心工程以及医用气体工程。

一、门诊、中医康复楼内部改造及内装修

拟将 1层作为急救中心、门诊中西药房、挂号收费处等；2-3 层作

为内、外、妇、儿、口腔等科室门诊区；4层作为中医特色诊疗区；5

层作为血液透析科；6-9 层作为康复病房；10 层作为康复 PT/OT 训练

大厅，设置床位 220 张。改建后按照调整后的使用功能进行装修。

二、污水处理站、高压配电系统、能源中心及气体工程

对现有污水处理站工艺、建筑、结构、电气及自控系统进行改造；

新建中心配电室一座，增容后总容量9860KVA；于新建综合楼地下建设

能源中心，包括中央空调水系统冷源、冷却塔、室外管线及统热源换

热系统；全院区氧气、负压、压缩空气、二氧化碳等废气排放工程。

（四）项目实施单位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具体信息如下

所示：

表1-1 项目实施主体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7000049300184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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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机构性质 事业单位

机构地址 济南市经八路 1号

负责人 徐云生

经费来源 差额补贴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作为本项目实施主体，应充分考虑

项目投资建设和运营成本等因素，做好本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评估；

配合做好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发行时方案的编制、专业报告出具、信息

披露等各项准备工作，落实发行和管理项目收益专项债券的各项配套

管理办法、标准和规定等文件；严格履行项目建设、运营和维护责任，

确保项目如期建设、如期投入运营，早日实现持续稳定的收益；主管

部门监督指导建设运营主体规范使用本专项债券资金，对发现的违法

违规资金进行严肃处理和责任追究；配合做好债券对应项目形成资产

的登记管理工作，做好日常统计和动态监控，确保项目资产独立性和

确认资产权益归属，严禁专项债券对应资产和权益用于为融资平台公

司等企业提供担保和抵押，不得擅自将项目资产进行转移和划注企业；

合理控制本项目资产权益取得节奏，并根据国家和山东省有关法律法

规和政策规定做好对应的专项债券还本付息工作，加强对项目实施情

况的监控；配合做好项目跟踪评级工作，依法依规做好项目信息公开

等工作。

（五）立项和建设的相关批复文件

本项目属于在建项目，截至目前，本项目已获得如下批复文件：

1.山东省工程咨询院关于《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门诊、

中医康复病房楼改造及新建综合病房楼配套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评估报告（鲁工咨社字[2020]40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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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门诊、中医康复病房楼改造及新建综合病房楼配套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批复》（鲁发改项审[2020]37 号）。

（六）项目开工和建设时间

项目建设期 2020 年 10 月至 2022 年 12 月。

二、项目估算总投资及资金筹措方案

（一）编制依据

1、《建设项目投资估算编审规程》（CECA/GC1－2015）；

2、《山东省建设工程概算定额》(2018 版)、材料价格编制依据

为济南市定额站发布的 2020 年 7.1 期《济南市工程造价信息》；

3、《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试用版）；

4、类似工程建设经济指标；

5、设备及材料按现行市场价格估算；

6、建设单位提供的其它资料。

本项目估算总投资包括工程费用、其他费用和预备费。工程费用

包括建筑工程费、设备购置费及安装工程费。

（二）项目估算总投资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门

诊、中医康复病房楼改造及新建综合病房楼配套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本项目估算总投资为16292.00万元，其中：工程费用14175.00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910.00 万元，预备费 1207.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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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案

（一）项目运营收入

根据《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门诊、中医康复病房楼改造

（一）收入估算

根据《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门诊、中医康复病房楼改造

及新建综合病房楼配套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近 4 年经营收支报表，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预估本项目运

营收入。本项目运营收入主要为门诊收入和中医康复收入。预计本项

目于 2022 年 12 月开始正式运营， 按照 2023 年为其首年，2040 年为

运营末年（按照 6个月）。本项目运营收入预测如下：

（1）门诊收入

根据本项目可研，综合病房楼设置 1145 个床位，结合山东中医药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018 年-2021 年运营收支数据预估门诊收入。

I．出院人数=床位数×年均周转次数

表 5-1 出院人数估算说明表

序号 项目 数值 说明

一
年均周

转次数
24

1.年均周转数=出院人数/平均开放床位数

2.根据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前四年运营收据，

2018 年-2021 年周转次数平均为 27.8，考虑到综合病房楼

投入使用后将承担起整个院区住院功能，本方案预估时，

按照年均周转数 24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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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门诊收入=门诊人数×人均门诊收费。

表 5-2 门诊收入估算说明表

序号 项目 数值 说明

一 门诊人数
按照年度出院人

数的 31 倍估计

参考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018 年至 2021 年

数据，近四年门诊人数/出院人数平均为 32.17，考虑

增加床位数，比例适当下调，本方案按照 31 设置。

二
人均门诊

收费
370 元/人次

根据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前四年运营收据，

2018 年-2021 年人均门诊收费 394 元/人次，近四年收

费平稳，本方案预估时，按照人均门诊收入 370 元/人

次设置。

（2）中医康复收入

根据本项目可研，6-9 层作为康复病房；10层作为康复 PT/OT 训练

大厅，设置床位 220 张，结合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018 年

-2021 年运营收支数据预估中医康复收入。

中医康复收入=床位数×年均周转次数×人均康复收入

表 5-3 中医康复收入估算说明
序号 项目 数值 说明

二 年均周转次数 10

1.年均周转数=出院人数/平均开放床位数

2.根据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前四年运营收

据预估，本方案按照 10 设置。

三 人均康复收入
10800 元/人

次，

根据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前四年运营收据

预估，本方案按照人均康复收入 10800 元/人次设置。

由于对未来年度不可预知性以及出于谨慎性考虑，未来预测收入

调减 5%进行测算。各个年度收入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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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运营收入估算表（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债券存续期预测期间数据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1 门诊收入 29,943.58 29,943.58 29,943.58 29,943.58 29,943.58 29,943.58 29,943.58 29,943.58 29,943.58 29,943.58

2 人均门诊收费 0.04 0.04 0.04 0.04 0.04 0.04 0.04 0.04 0.04 0.04

3 门诊量 851,880.00 851,880.00 851,880.00 851,880.00 851,880.00 851,880.00 851,880.00 851,880.00 851,880.00 851,880.00

4 出院人数 27,480.00 27,480.00 27,480.00 27,480.00 27,480.00 27,480.00 27,480.00 27,480.00 27,480.00 27,480.00

5 --床位 1,145.00 1,145.00 1,145.00 1,145.00 1,145.00 1,145.00 1,145.00 1,145.00 1,145.00 1,145.00

6 --床位周转次数 24.00 24.00 24.00 24.00 24.00 24.00 24.00 24.00 24.00 24.00

7 --床位使用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8 中医康复收入 2,257.20 2,257.20 2,257.20 2,257.20 2,257.20 2,257.20 2,257.20 2,257.20 2,257.20 2,257.20

9 住院次均费用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10 床位数量 220.00 220.00 220.00 220.00 220.00 220.00 220.00 220.00 220.00 220.00

11 饱和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2 床位周转率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合计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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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运营收入估算表（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债券存续期预测期间数据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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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门诊收入 29,943.58 29,943.58 29,943.58 29,943.58 29,943.58 29,943.58 29,943.58 22,457.69 531,498.58

2 人均门诊收费 0.04 0.04 0.04 0.04 0.04 0.04 0.04 0.04 -

3 门诊量 851,880.00 851,880.00 851,880.00 851,880.00 851,880.00 851,880.00 851,880.00 638,910.00 -

4 出院人数 27,480.00 27,480.00 27,480.00 27,480.00 27,480.00 27,480.00 27,480.00 27,480.00 -

5 --床位 1,145.00 1,145.00 1,145.00 1,145.00 1,145.00 1,145.00 1,145.00 1,145.00 -

6

--床位周转次

数
24.00 24.00 24.00 24.00 24.00 24.00 24.00 24.00 -

7 --床位使用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

8 中医康复收入 2,257.20 2,257.20 2,257.20 2,257.20 2,257.20 2,257.20 2,257.20 1,692.90 40,065.30

9 住院次均费用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

10 床位数量 220.00 220.00 220.00 220.00 220.00 220.00 220.00 220.00 -

11 饱和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

12 床位周转率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

合计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24,150.59 571,56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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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运营成本测算

1.运营成本

根据《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门诊、中医康复病房楼改造及新建综

合病房楼配套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近 4年经

营收支报表，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预估本项目运营成本。本项目运营成本主要

为人员经费、卫生材料费、药品费和其他费用。

1.人员经费

根据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近 4年经营收支报表，人员经费占医院

医疗收入的比例依次为 28.13% 、29.56% 、41.73%和 36.28%，年均 33.93%，

考虑医院定位，将保持高水准医疗团队，人员经费占门诊和中医康复收入比例

按 33.00%估计。

2.卫生材料

根据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近 4年经营收支报表，卫生材料占医疗

收入的比例依次为 11.14% 、11.80%、14.05%和 13.82%，年均 13%。本方案估

算卫生材料费按照门诊和中医康复收入的 13.00%估计。

3.药品费

根据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近 4年经营收支报表，药品费占医疗收

入的比例依次为 42.15% 、42.90、% 42.10%、和 42.91%，年均 43%。本方案

估算药品费按照门诊和中医康复收入的 43.00%估计。

4.其他费用

根据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近 4年经营收支报表，其他费用占医疗

收入的比例依次为 9.66%、 8.59%、2.30%和 2.34%。年均 6%，本方案估算其他

费用按照门诊和中医康复收入的 6%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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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未来年度不可预知性以及出于谨慎性考虑，未来预测成本调增 2%

进行测算。按照各类成本预测方法，本次发行债券项目运营成本预测情况详见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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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运营支出估算表（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债券存续期预測期间数据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1 卫生材料费 4,269.82 4,269.82 4,269.82 4,269.82 4,269.82 4,269.82 4,269.82 4,269.82 4,269.82 4,269.82

2 药品费 14,123.26 14,123.26 14,123.26 14,123.26 14,123.26 14,123.26 14,123.26 14,123.26 14,123.26 14,123.26

3 人员经费 10,626.26 10,626.26 10,626.26 10,626.26 10,626.26 10,626.26 10,626.26 10,626.26 10,626.26 10,626.26

4 其他费用 1,970.69 1,970.69 1,970.69 1,970.69 1,970.69 1,970.69 1,970.69 1,970.69 1,970.69 1,970.69

合 计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续)表 3：运营支出估算表（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债券存续期预測期间数据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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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卫生材料费 4,269.82 4,269.82 4,269.82 4,269.82 4,269.82 4,269.82 4,269.82 3,202.37 75,789.37

2 药品费 14,123.26 14,123.26 14,123.26 14,123.26 14,123.26 14,123.26 14,123.26 10,592.45 250,687.92

3 人员经费 10,626.26 10,626.26 10,626.26 10,626.26 10,626.26 10,626.26 10,626.26 7,969.69 188,616.08

4 其他费用 1,970.69 1,970.69 1,970.69 1,970.69 1,970.69 1,970.69 1,970.69 1,478.02 34,979.71

合 计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23,242.52 550,07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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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务费用

本次拟发行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门诊、中医康复病房楼改造及新

建综合病房楼配套项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以满足项目投资需求，拟发行地方政

府债券进行融资 7,000.00 万元，合计占项目总投资 42.97%，其中：2020 年 9

月份已发行专项债券 5000 万元，期限 20 年，发行利率 3.90%；2021 年 10 月

份已发行专项债券 1000 万元，期限 15年，发行利率 3.58%；本次拟申请政府

专项债券资金 1000.00 万元，期限为 15 年，假设发行年利率 4%。 按照债券

发行要求，专项债券每半年偿还一次债券利息，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及最后一

次利息。发行计划详见下表：

表 4：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测算表（单位：万元)

债券存续期 期初本金金额 本期新増债券 本期偿还金额 期末本金金额 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

一期

2020 年 5,000.00 5,000.00 0.00

2021 年 5,000.00 5,000.00 0.0390 195.00

2022 年 5,000.00 5,000.00 0.0390 195.00

2023 年 5,000.00 5,000.00 0.0390 195.00

2024 年 5,000.00 5,000.00 0.0390 195.00

2025 年 5,000.00 5,000.00 0.0390 195.00

2026 年 5,000.00 5,000.00 0.0390 195.00

2027 年 5,000.00 5,000.00 0.0390 195.00

2028 年 5,000.00 5,000.00 0.0390 195.00

2029 年 5,000.00 5,000.00 0.0390 195.00

2030 年 5,000.00 5,000.00 0.0390 195.00

2031 年 5,000.00 5,000.00 0.0390 195.00

2032 年 5,000.00 5,000.00 0.0390 195.00

2033 年 5,000.00 5,000.00 0.0390 195.00

2034 年 5,000.00 5,000.00 0.0390 195.00

2035 年 5,000.00 5,000.00 0.0390 195.00

2036 年 5,000.00 5,000.00 0.0390 195.00

2037 年 5,000.00 5,000.00 0.0390 195.00

2038 年 5,000.00 5,000.00 0.0390 195.00

2039 年 5,000.00 5,000.00 0.0390 195.00

2040 年 5,000.00 5,000.00 0.0390 195.00

小计 5,000.00 5,000.00 3,900.00

二期

2021 年 1,000.00 1,000.00

2022 年 1,000.00 1,000.00 0.0358 3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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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000.00 1,000.00 0.0358 35.80

2024 年 1,000.00 1,000.00 0.0358 35.80

2025 年 1,000.00 1,000.00 0.0358 35.80

2026 年 1,000.00 1,000.00 0.0358 35.80

2027 年 1,000.00 1,000.00 0.0358 35.80

2028 年 1,000.00 1,000.00 0.0358 35.80

2029 年 1,000.00 1,000.00 0.0358 35.80

2030 年 1,000.00 1,000.00 0.0358 35.80

2031 年 1,000.00 1,000.00 0.0358 35.80

2032 年 1,000.00 1,000.00 0.0358 35.80

2033 年 1,000.00 1,000.00 0.0358 35.80

2034 年 1,000.00 1,000.00 0.0358 35.80

2035 年 1,000.00 1,000.00 0.0358 35.80

2036 年 1,000.00 1,000.00 0.0358 35.80

小计 1,000.00 1,000.00 537.00

三期

2022 年 1,000.00 1,000.00 0.040

2023 年 1,000.00 1,000.00 0.040 40.00

2024 年 1,000.00 1,000.00 0.040 40.00

2025 年 1,000.00 1,000.00 0.040 40.00

2026 年 1,000.00 1,000.00 0.040 40.00

2027 年 1,000.00 1,000.00 0.040 40.00

2028 年 1,000.00 1,000.00 0.040 40.00

2029 年 1,000.00 1,000.00 0.040 40.00

2030 年 1,000.00 1,000.00 0.040 40.00

2031 年 1,000.00 1,000.00 0.040 40.00

2032 年 1,000.00 1,000.00 0.040 40.00

2033 年 1,000.00 1,000.00 0.040 40.00

2034 年 1,000.00 1,000.00 0.040 40.00

2035 年 1,000.00 1,000.00 0.040 40.00

2036 年 1,000.00 1,000.00 0.040 40.00

2037 年 1,000.00 1,000.00 0.040 40.00

小计 1,000.00 1,000.00 600.00

合计 7,000.00 7,000.00 5,037.00

（三）项目运营损益表

项目运营损益表见表 5。

（四）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

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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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项目运营损益表（单位：万元）

年 度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一、营业收入、成本、税金

营业收入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营业成本、费用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税金及附加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息前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1,210.75 1,210.75 1,210.75 1,210.75 1,210.75 1,210.75 1,210.75 1,210.75 1,210.75 1,210.75

二、折旧及摊销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折旧及摊销 309.55 309.55 309.55 309.55 309.55 309.55 309.55 309.55 309.55 309.55

息税前利润 901.20 901.20 901.20 901.20 901.20 901.20 901.20 901.20 901.20 901.20

三、财务费用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财务费用 270.80 270.80 270.80 270.80 270.80 270.80 270.80 270.80 270.80 270.80

税前利润 630.40 630.40 630.40 630.40 630.40 630.40 630.40 630.40 630.40 630.40

四、企业所得税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企业所得税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五、净利润 630.40 630.40 630.40 630.40 630.40 630.40 630.40 630.40 630.40 630.40



17

（续）表 5：项目运营损益表（单位：万元）

年 度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合计

一、营业收入、成本、税金

营业收入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24,150.59 571,563.88

营业成本、费用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23,242.52 550,073.08

税金及附加

息前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1,210.75 1,210.75 1,210.75 1,210.75 1,210.75 1,210.75 1,210.75 908.06 21,490.80

二、折旧及摊销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折旧及摊销 309.55 309.55 309.55 309.55 309.55 309.55 309.55 232.16 5,494.48

息税前利润 901.20 901.20 901.20 901.20 901.20 901.20 901.20 675.90 15,996.32

三、财务费用

财务费用 270.80 270.80 270.80 270.80 235.00 195.00 195.00 195.00 4,611.20

税前利润 630.40 630.40 630.40 630.40 666.20 706.20 706.20 480.90 11,385.12

四、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五、净利润 630.40 630.40 630.40 630.40 666.20 706.20 706.20 480.90 11,38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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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债券发行前

计划投资

债券存续期运营期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一 经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
经活动产生的现金

净流量（1.1-1.2）
1,210.75 1,210.75 1,210.75 1,210.75 1,210.75 1,210.75 1,210.75 1,210.75 1,210.75 1,210.75

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入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1.1.1 总收入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1.1.1.1 门诊收入 29,943.58 29,943.58 29,943.58 29,943.58 29,943.58 29,943.58 29,943.58 29,943.58 29,943.58 29,943.58

1.1.1.2 住院收入 2,257.20 2,257.20 2,257.20 2,257.20 2,257.20 2,257.20 2,257.20 2,257.20 2,257.20 2,257.20

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出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1.2.1 运营成本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1.2.2 税金

1.2.3 运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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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3.48 -6,722.72 -

2.1
投资活动产生的净现金

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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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投资活动产生的金现金

流出
9,143.48 6,722.72 -

2.2.1 建设投资 9,143.48 6,722.72

三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3
融资活动产生的净现金

流量 (3.1-3.2)
9,143.48 6,722.72 -270.80 -270.80 -270.80 -270.80 -270.80 -270.80 -270.80 -270.80 -270.80 -270.80

3.1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入
9,338.48 6,953.52

3.1.1 项目资本金流入 3,338.48 5,953.52 -

3.1.2 银行贷款流入

3.1.3 债券融资款流入 6,000.00 1,000.00 -

3.2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出
195.00 230.80 270.80 270.80 270.80 270.80 270.80 270.80 270.80 270.80 270.80 270.80

3.2.1 偿还债券本金

3.2.2 偿还贷款本金

3.2.3 支付贷款利息

3.2.4 支付债券利息 195.00 230.80 270.80 270.80 270.80 270.80 270.80 270.80 270.80 270.80 270.80 270.80

3.2.5 支付债券发行费

四 期末现金(1-2-3) 939.95 939.95 939.95 939.95 939.95 939.95 939.95 939.95 939.95 939.95

五 累计剩余现金 939.95 1,879.90 2,819.85 3,759.80 4,699.75 5,639.70 6,579.65 7,519.60 8,459.54 9,399.49

六 本息覆盖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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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合计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一 经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
经活动产生的现金

净流量（1.1-1.2）
1,210.75 1,210.75 1,210.75 1,210.75 1,210.75 1,210.75 1,210.75 908.06 21,490.80

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24,150.59 571,563.88

1.1.1 总收入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32,200.78 24,150.59 571,563.88

1.1.1.1 门诊收入 29,943.58 29,943.58 29,943.58 29,943.58 29,943.58 29,943.58 29,943.58 22,457.69 531,498.58

1.1.1.2 住院收入 2,257.20 2,257.20 2,257.20 2,257.20 2,257.20 2,257.20 2,257.20 1,692.90 40,065.30

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出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23,242.52 550,073.08

1.2.1 运营成本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30,990.03 23,242.52 550,073.08

1.2.2 税金 - - - - - - - - -

1.2.3 运营资金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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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15,86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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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15,866.20

2.2.1 建设投资 - - - - - - - - 15,866.20

三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 - - - - - - - -

3
融资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

(3.1-3.2)
-270.80 -270.80 -270.80 -1,270.80 -1,235.00 -195.00 -195.00 -5,195.00 4,255.00

3.1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 - - - - - - - - 16,2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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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项目资本金流入 - - - - - - - - 9,292.00

3.1.2 银行贷款流入 - - - - - - - - -

3.1.3 债券融资款流入 - - - - - - - - 7,000.00

3.2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 270.80 270.80 270.80 1,270.80 1,235.00 195.00 195.00 5,195.00 12,037.00

3.2.1 偿还债券本金 - - - 1,000.00 1,000.00 - - 5,000.00 7,000.00

3.2.2 偿还贷款本金 - - - - - - - - -

3.2.3 支付贷款利息 - - - - - - - - -

3.2.4 支付债券利息 270.80 270.80 270.80 270.80 235.00 195.00 195.00 195.00 5,037.00

3.2.5 支付债券发行费 - - - - - - - - -

四 期末现金(1-2-3) 939.95 939.95 939.95 -60.05 -24.25 1,015.75 1,015.75 -4,286.94 9,879.60

五 累计剩余现金 10,339.44 11,279.39 12,219.34 12,159.29 12,135.04 13,150.79 14,166.54 9,879.60 -

六 本息覆盖倍数 1.79

注：债券存续期第 1年为建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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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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风险提示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门诊、中医康复病房楼改造及新建

综合病房楼配套项目，投资规模相对较大，但工程投资主要依靠自筹

资金和专项债券，偿债资金的归还主要依靠项目运营收入，因此可能

存在一定的风险。

在项目全生命周期内充分识别影响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结果的

各种风险，揭示风险来源，判别风险程度，提出规避对策，降低风险

损失。达到整体项目风险最小化的目标。

（一）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自然环境和施工条件

风险识别：自然环境和施工条件风险主要是指恶劣的自然条件，

恶劣的气候和环境，恶劣的现场条件以及不利的地理环境等。项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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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自然环境和施工条件的因素而形成的风险，如地震，风暴，异常

恶劣的雨、雪、冰冻天气等；未能预测到的特殊地质条件，如泥石流、

河塘、流沙、泉眼等；恶劣的施工现场条件或考古文物保护等都会造

成工期的拖延和财产的损失。

风险控制措施：由自然环境和施工条件造成的风险最好的控制措

施是通过购买保险等方式进行风险转移，风险转移是向保险公司投保，

将项目部分风险损失转移给保险公司承担，本项目在建设期按照国家

规定强制购买工程一切险，本项目保险费已按规定计入项目总投资其

它建设费用类，另针对地质条件政府及勘察设计单位应加强项目前期

勘察论证。

2.来源于政府方的风险

风险识别：来源于政府方的风险主要是政府方作为项目管理的甲

方，立项手续不完备、土地指标不明确、招标程序不合规、设计变更

频繁、资金来源不落实、监管不到位、验收不及时等。

风险控制措施：政府方，尤其是项目实施主体，应做好项目前期

立项手续，本项目前期立项手续已完备，不存在立项手续不完备风险，

政府将合法合规选择施工实施主体、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公司，代表

政府加强对项目实施过程的监督管理，合理统筹项目资金，及时根据

已完工程量拨付资金，隐蔽工程、关键部位专人现场参与验收，当施

工单位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时，及时组织专业的团队组织竣工验收，

确保项目尽早投入使用，进入运营期。

3.来源于施工方的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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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识别：施工方的风险因素主要由施工技术不当、管理方案不

完善导致。管理者及工程人员的水平和工作态度的影响；施工管理不

善、发包方、承包方、监理方不能形成高效的合作机制；建筑原材料、

成品、半成品质量的影响；施工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工艺流程、管理

组织措施的影响。

风险控制措施：在招标和工程实施中应确保相关人员的素质和水

平，特别是设计负责人和专业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施工项目经理、

业主代表及各类管理人员，正式施工之前各方主体做好充分的交底。

对建筑原材料（如水泥、砂石、钢材，机械设备、电线电缆、管材以

及其它成品、半成品等），必须严格从招标、签定合同、出厂合格证、

进场检测、现场保管、安装调试、工程验收等各个环节把好关，杜绝

不合格产品和材料用于工程建设，另要求设计方、施工单位做好项目

交底。

4.来源于设计单位的风险因素

风险识别：设计风险主要体现在设计质量、设计变更两个方面。

设计质量风险，因设计单位水平不足，导致项目设计不合理，技术方

案表达不充分，质量达不到国家相关规范标准要求，或评审、验证不

够充分，导致设计缺陷；设计变更会影响施工安排，会导致施工进度

延误，造成承包人工期推延和经济损失。

风险控制措施：应拟订规划设计大纲，明确设计质量标准。在设

计阶段，设计单位因充分了解项目情况，勘察仔细，因地制宜，评估

到位，设计合理、规范满足国家规范、标准，评审环节充分验证、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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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仔细，保证设计质量。阶段设计完成后，应进行全面审核，内容包

括计划投资、方案比选、文件规范、结构安全、工艺先进性、技术合

理性、施工可行性。提交施工图后及时报送进行施工图审查、设计交

底和图纸会审。施工中派驻设计代表，明确责任到位，参加防线、验

槽、隐蔽工程验收、单项和总体工程验收等，负责现场解决设计技术

问题。对设计变更，尽量提前实现，尽可能把设计变更控制在设计阶

段初期，特别是对影响工程造价的重大设计变更，更要用先算账后变

更的办法解决，使工程造价得到解决有效控制，同时保证施工进度。

5.来源于供应商的风险因素

风险识别：来源于供应商的风险因素包括选择供应商不当，供应

商自担风险的能力较低，劳动力市场、材料市场、设备市场等，这些

市场价格的变化，特别是价格的上涨。造成供应商违约，不能按质按

量按期完成分包工程，从而影响整个工程的进度或发生经济损失；

风险控制措施：项目在选择供应商时，应选择信誉好、实力强、

自担风险能力较高的供应商，或设置合理的调价机制，对价格上涨风

情况进行一定的调价约定，降低供应商违约风险。同时可以通过收取

履约保证金的方式，降低违约风险。

6.资金落实情况

风险识别：资金落实风险主要是因融资、拨款等环节的各种客、

主观原因，资金不能及时到位，导致项目建设停工或拖延；或是利率

变化导致融资成本升高而形成的。

风险控制措施：准确把握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国家及地方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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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政策，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在其变化时及时调整策略。加强对项目

的资金管理，落实建设资金，保证工程按期完工。

7.工程事故

风险识别：工程事故风险主要存在于施工过程中，施工中人的不

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作业环境的不安全因素和管理缺陷是项

目发生工程事故的主要原因，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控制措施。

风险控制措施：工程事故问题是建设工程项目的核心问题，存在

较大风险。在项目前期招标过程中，选定设计、监理、施工、设备材

料供应商时，应把安全和防止质量事故作为重要因素考虑。在审查相

关单位设计文件、监理实施细则、施工组织设计、设备招标文件以及

签定合同时都应给予足够重视。项目建设期间，必须在安全危险源识

别、评估基础上，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方案，制定安全技术措施

和施工现场临时用电方案；对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编制专项安

全施工方案。应派驻经验丰富的甲方代表加强该方面工作，遇到质量、

安全隐患及时提出整改要求。

（二）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经营风险

风险识别：经营风险是指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若项

目投入运营后的收入未能达到预测值，将影响项目整体收益，对债券

还本付息产生影响。

风险控制措施：要求项目管理单位密切关注收入情况，保证还本

付息资金。因项目取得的专项收入暂时难以实现，不能偿还到期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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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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市场风险

风险识别：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

化，国家经济政策变动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市场

利率波动将会对本项目的财务成本产生一定影响，进而影响项目投资

收益的平衡。

风险控制措施：要求项目单位合理安排债券发行金额和债券期限，

做好债券的期限配比、还款计划和资金准备。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市场，

充分与市场机构沟通，选择合适的发行窗口，降低财务成本，保证项

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3.财务风险

风险识别：由于项目建设周期相对较长，如果在项目建设过程中，

受市场因素影响，项目施工所需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将导致项目施工

成本增加，财务负担加重，进而影响项目建设进度，以及项目建设期

内专项债券的利息兑付，因此面临一定财务风险。

风险控制措施：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加强项目施工预算管理、招

标及合同管理，尽可能控制建设成本。

（三）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投资测算不准确风险

风险识别：投资测算不准确风险是指在项目收益测算时，基于对

本项目各项收入收费标准的假设，测算结果可能与实际结果存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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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距；此外，测算可能含有不可避免的人为误差。因此，投资测算

不准确会影响到项目整体的收益、成本，对债券还本付息造成影响。

风险控制措施：对测算中的基本假设进行合理性评估，应当符合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发展的现实情况，并进行压力测试；对

投资测算的部分由专业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复核，尽可能的减小人为

误差到可控范围。

2.利率波动风险

风险识别：利率波动风险是指因利率变动，导致附息资产（如贷

款或债券）而承担价值波动的风险。由于在本项目中，融资收益平衡

专项债属于固定利率债券。若未来市场利率下降，政府的融资成本相

较于当时的市场利率水平则偏高，对其产生不利影响。

风险控制措施：可约定提前还债，降低利率波动带来融资成本变

高的风险；若市场利率降低，可通过债券置换对冲利率风险。

六、事前项目绩效评估报告

（一）项目概况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门诊、中医康复病房楼改造及新建

综合病房楼配套项目，项目主管部门为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实施

单位为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本次拟申请专项债券 0.1 亿元

用于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门诊、中医康复病房楼改造及新建

综合病房楼配套项目建设，年限为 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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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内容

1.立项必要性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作为济南市较大的医院之一，现已

发展成为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学科设置齐全、诊疗设施先进

的现代化国家级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承担着济南市、山东省和部分周

边地区医疗、保健、救治任务。近年来，在山东省和济南市各级政府

的关怀和指导下，医院把发展作为医院工作的第一要务，整体处于持

续、快速、健康的发展阶段，医疗技能和服务功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

高，医院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医院发展带来历史性飞跃，

为山东省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院区现有门诊、中医康复病房楼建于上世纪 90年代，病房楼内

布局不合理，各医疗设施陈旧，医疗条件滞后，已无法满足病人的治

疗需求；门诊、中医康复病房楼在消防方面亦存在着重大隐患，亟需

对门诊、中医康复病房楼改造升级，以改善院区基础医疗设施，提高

医疗服务水平。

同时，随着济南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济南新涌入大量的居住和

办公人流，进而产生较大的就医诉求。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亟需提升其服务容量和服务能力，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改善医院现有

就医条件，为满足区域居民就医提供条件。

2、项目还款责任与保障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

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规定，本级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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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本级财政将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

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规定，及时

按照转贷协议约定逐级向省财政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

由省财政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如偿债出现困难，

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

集资金偿还债务。未按时足额向山东省财政厅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

资金的, 山东省财政厅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3、项目收入管理

本项目债券存续期内预计项目运营净收益为 21,490.80 万元，需

偿还债券本金 7000.00 万元，债券利息 5037.00 万元；债券存续期内

项目运营净收益对债券本息覆盖倍数为 1.79 倍。能够合理保证偿还

本期债券本金、利息，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4、必要时在限额内发行新增专项债

财库[2018]61 号文件指出了地方政府债券可以“借新债、还旧

债”的使用途径。山东省人民政府将按照财预[2018]16 号和财预

[2018]28 号文件规定，在专项债券债务限额内发行专项债券周转偿

还，确保债券本金偿付。若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门诊、中医

康复病房楼改造及新建综合病房楼配套项目运营收入预期现金净流

量无法按照预期实现，不能偿还到期债券本金时，必要时山东省人民

政府可发行新一期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于偿还本期债券本金。

5、从制度层面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防控措施及债务风险应

急处置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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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政府性债务管理工作，积极采取有效措

施、不断完善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着力控制债务规模，防范和化解

政府性债务风险。

（1）建立完善山东省人民政府债务风险防控机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

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

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明确了全省政府性债务风险事件处置组织体系，

预警预防、处置措施等；加强省本级政府债务风险防控；推动全省非

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化解；对落实风险管理、规范债务管理等

工作开展绩效评价和考核，突出绩效导向，进一步防范政府债务风险。

山东省严格执行国务院、财政部债务风险防范措施举措，响应和落实

债务风险应急预案。

（2）实行政府性债务限额管理

2015 年起，财政部实施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制定了《关于对地

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及时

将财政部下达全省的政府债务限额向省人大常委会提请审议，严格履

行预算调整程序，研究提出债务限额分配方案下达市级，要求市政府

举借债务不得突破批准的限额，确需举借债务的，依照经批准的限额

提出本地区当年政府债务举借和使用计划，列入预算调整方案，报本

级人大常委会批准，报省政府备案，并由省政府代为举借，科学分配

新增政府债务限额。本项目募集资金拟在山东省省政府批准的限额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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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发行。

（3）有效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严格政府债务风险监管。

根据财政部通报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情况，对债务风险预警或提

示地区实施通报。督促预警或提示地区制定《政府债务偿还和风险化

解规划》，修订完善《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加强政府债

务风险管控。督导省直部门切实履行债务偿还主体责任，建立各负其

责的管理机制。开展政府性债务月报告、隐形债务统计监测和政府性

债务投资项目资产清查登记，不断完善全口径债务风险监控机制，牢

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虽然山东省政府债务率在

可控范围之内，但山东省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政府债务风险防范，积极

配合市政府督导，并加强债务风险防控。

6、落实加强政府债务预算算理

设立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建立跨年度的预算平衡机制，加强一般

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的统筹力度，强

化项目资金的管理，加快专项资金清理，归并和整合力度。建立债务

项目全生命周期偿债计划，分层次编制政府债务偿还规划和年度计划，

建立健全政府债务滚动偿还方案，做好分年度的债务还本付息预算安

排工作，加大预算的统筹力度，多渠道多角度全方位筹集资金偿还到

期债务。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要求和统一部署，根据债务分类，将一般

债务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将专项债务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7、项目资产管理

项目资产权属当前较为清晰，不存在任何抵押或担保。在债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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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期间，山东省人民政府将会定期对项目资产进行检查和盘点。在本

项目全部债券还本付息完成前，项目资产不会进行任何抵押或担保等

影响本项目权益的风险操作。

8、资金管理方案

山东省人民政府、山东省财政厅、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建立起完善的专项债券资金使用管理制度，明确各部门职责，加强债

券资金使用监管，组织开发新增债券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确保债券资

金合规使用，提高债券资金使用效率，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

本项目严格执行非标专项债券资金专款专用的原则，将建立明确

主管部门及职责，执行严格的流入管理和流出管理制度，并按照中发

[2018]34 号文的要求进行绩效评价，加强资金的使用与管理。

关于债券本息偿付，由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组织准备需

要到期支付的债券本息。由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向山东省财

政厅缴纳本期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

（三）、信息披露计划及主管部门责任

1、信息披露计划

（1）按照《财政部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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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财政

部门负责按照专项债务管理规定，审核确定分类发行专项债券实施方

案和管理办法，组织做好信息披露、信用评级、资产评估等工作。行

业主管部门、项目单位负责配合做好专项债券发行准备工作，包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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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提供必需的项目信息等，合理评估分类

发行专项债券对应项目风险，切实履行项目管理责任。

（2）《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209

号）规定：

【债券发行安排公开】省级财政部门应当在每月二十日前公开本

地区下一月度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和再融资债券发行安排，鼓励有条件

的地区同时公开多个月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安排。

【新增专项债券发行公开】省级财政部门应当在新增专项债券发

行前，提前 5 个以上工作日公开以下信息：1）经济社会发展指标。

包括本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2）地方政府性

基金预算情况。包括本地区、本级或使用专项债券资金的市级政府地

方政府性基金收支、拟发行专项债券对应的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情况；3）专项债务情况。包括本地区专项债务限额及余额、地区分

布、期限结构等；4）拟发行专项债券信息。包括规模、期限及偿还

方式等基本信息；5）拟发行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信息。包括项目概况、

分年度投资计划、项目资金来源、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潜在风

险评估、主管部门责任等；6）第三方评估信息。包括专项评价报告

（重点是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情况评价）、法律意见书、信用评

级报告等；7）其他按规定需要公开的信息。省级财政部门应当在新

增专项债券发行后 2 个工作日内，公布发行债券编码、利率等信息。

【专项债券存续期公开】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当组织开展本地区

和本级专项债券存续期信息公开工作，督促和指导使用专项债券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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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门不迟于每年 6 月底前公开以下信息：截至上年末专项债券资金

使用情况；截至上年末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建设进度、运营情况等；截

至上年末专项债券项目收益及对应形成的资产情况；其他按规定需要

公开的信息。

【专项债券重大事项公开】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对应项目发生可

能影响其收益与融资平衡能力的重大事项的，专项债券资金使用部门

和财政部门应当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

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等有关规定提出具体补

救措施，经本级政府批准后向省级财政部门报告，并由省级财政部门

公告或以适当方式告知专项债券持有人。

【债券资金调整用途公开】地方政府债券存续期内确需调整债券

资金用途的，按规定履行相关程序后，由省级财政部门予以公告或以

适当方式告知债券持有人。

【财政经济信息】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公开政府债务信息时，应

当根据本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信息公开进展，一并提供本级政府工作

报告、预决算报告、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等信息

或其网址备查。

【职责分工】财政部负责指导、监督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

工作。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地区和本级政府债务信息公

开工作，指导、监督和协调本级使用债券资金的部门和下级政府债务

信息公开工作。

（3）主管部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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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的行业主管部门在依法合规、确保工程质量安全的前提下，

加快项目对应专项债券资金支出进度，形成实物工作量，推动项目早

见成效；项目主管部门和单位加强收益资金调度，及时足额将还本付

息资金缴入国库；财政部门提早催调项目收入，保证债券按时还本付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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