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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2022 年东营市河口区 5.6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

东营市河口区农业农村局

（三）项目规划审批

目前项目已办理备案、土地、规划等相关手续。

项目备案代码：2202-370503-04-01-535938

（四）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土地平整、土壤改良措施、灌溉和排

水措施、田间道路措施、农田输配电措施等。

（五）项目建设期限

本项目计划建设工期为 12 个月，自 2022 年 4 月至 2023 年 3 月

底竣工并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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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建设部发布的《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

（第三版）

2）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编《建设项目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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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评价方法与参数实用手册》

3）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编《投资项目经济咨询评估指南》

4）建筑工程按当地询价估列

5）装置性材料购置按市场询价估列

6）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按国家税务总局国税发〔1999〕158

号文件有关规定暂缓征收

7）建设单位管理费按《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 财建〔2002〕

394 号有关规定计列

8）勘察设计费按国家发改委、建设部关于发布《工程勘察设计

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 发改价格〔2002〕10 号

9）工程监理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

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 发改价格〔2007〕670 号

10）工程招标费按国家发改委关于印发《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

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发改价格〔2002〕1980 号

11）基本预备费按工程费用和其他费用之和 5%计列，涨价预备

费按国家发改委发改投资〔1999〕1340 号文件费率为 0%

2.估算总额

工程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10920万元。其中建设投资9548万元，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726万元，预备费520万元,建设期利息12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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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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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采用银行贷款等其他融资方式。

2. 资金来源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

（国发〔2019〕26 号文件）规定，最低资本金比例为 20%。综合考

虑本项目给投资方带来的效益，本次研究资本金比例暂定为 73%，即

项目资本金 7920 万元，专项债券融资 3000 万元，本期发行 3000 万

元。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资本金 专项债券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本期发行

2022 年东营市河口

区 5.6 万亩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

7920 73% 3000 27%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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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费收入。运营期各年收入预测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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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运营收入估算表（单位：万元）
年度 灌溉水费 合计

2022 年 -- --

2023 年 508 508

2024 年 508 508

2025 年 508 508

2026 年 508 508

2027 年 508 508

2028 年 508 508

2029 年 508 508

2030 年 508 508

2031 年 508 508

2032 年 508 508

2033 年 508 508

2034 年 508 508

2035 年 508 508

2036 年 508 508

2037 年 508 508

2038 年 508 508

2039 年 508 508

2040 年 508 508

2041 年 508 508

2042 年 508 508

2043 年 508 508

2044 年 508 508

2045 年 508 508

2046 年 508 508

2047 年 508 508

2048 年 508 508

2049 年 508 508

2050 年 508 508

2051 年 508 508

2052 年 508 508

收入预测方法说明：

现状年项目区实际灌溉面积 5.6 万亩，种植作物为小麦和玉米，

一年2季，根据农业灌溉制度，并结合《山东省农业用水定额》（DB37/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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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2-2019）确定 50%保证率下的综合灌溉定额为 197.69m³/亩，结

合土壤条件及农业生产技术，用综合灌溉定额法计算农业灌溉需水

量，经计算，现状年项目区 50%保证率下灌溉需水量为 3629.70 万

m³。具体见下表：

地区
灌溉面积

（万亩）
保证率

综合净灌水

定额（m³/

亩）

灌溉水利用

系数

毛灌水定额

（m³/亩）
季数

灌溉需水量

（万 m³）

新户镇 2 50% 197.69 0.61 324.08 2 1296.32

义和镇 0.6 50% 197.69 0.61 324.08 2 388.90

义和镇中

央预算内
0.9 50% 197.69 0.61 324.08 2 583.34

河口街道 1 50% 197.69 0.61 324.08 2 648.16

六合街道 0.3 50% 197.69 0.61 324.08 2 194.45

孤岛镇 0.8 50% 197.69 0.61 324.08 2 518.53

合计 5.6 3629.70

项目区年输送并供应灌溉用水水量 3629.70 万 m³，供水单价按

照当地市场价格，取值 0.14 元/m³，则费用合计 508 万元/年，计算

期内累计收入 14737 万元。

（二）运营成本预测

本项目总成本费用包括项目运营成本主要包括工程维护费、管

理费、泵站运行电费、固定资产保险费等。年度运营支出预测如下：

表 3：运营支出估算表（单位：万元）

年份 工程维护费 管理费 泵站运行电费 固定资产保险费 合计

2022 年 - - - - -

2023 年 47.74 47.74 27.34 4.77 127.59

2024 年 47.74 47.74 27.34 4.77 127.59

2025 年 47.74 47.74 27.34 4.77 12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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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47.74 47.74 27.34 4.77 127.59

2027 年 47.74 47.74 27.34 4.77 127.59

2028 年 47.74 47.74 27.34 4.77 127.59

2029 年 47.74 47.74 27.34 4.77 127.59

2030 年 47.74 47.74 27.34 4.77 127.59

2031 年 47.74 47.74 27.34 4.77 127.59

2032 年 47.74 47.74 27.34 4.77 127.59

2033 年 47.74 47.74 27.34 4.77 127.59

2034 年 47.74 47.74 27.34 4.77 127.59

2035 年 47.74 47.74 27.34 4.77 127.59

2036 年 47.74 47.74 27.34 4.77 127.59

2037 年 47.74 47.74 27.34 4.77 127.59

2038 年 47.74 47.74 27.34 4.77 127.59

2039 年 47.74 47.74 27.34 4.77 127.59

2040 年 47.74 47.74 27.34 4.77 127.59

2041 年 47.74 47.74 27.34 4.77 127.59

2042 年 47.74 47.74 27.34 4.77 127.59

2043 年 47.74 47.74 27.34 4.77 127.59

2044 年 47.74 47.74 27.34 4.77 127.59

2045 年 47.74 47.74 27.34 4.77 127.59

2046 年 47.74 47.74 27.34 4.77 127.59

2047 年 47.74 47.74 27.34 4.77 127.59

2048 年 47.74 47.74 27.34 4.77 127.59

2049 年 47.74 47.74 27.34 4.77 127.59

2050 年 47.74 47.74 27.34 4.77 127.59

2051 年 47.74 47.74 27.34 4.77 127.59

2052 年 47.74 47.74 27.34 4.77 127.59

成本预测方法说明：

1.工程维护费

工程维护费包括工程日常养护费、年费和大修理费等，按工程

投资额核算。

工程费率标准参照《水利建设项目经济评价规范》（SL72-2013）

和水利部水财字〔1995〕281 号文《关于试行财务基准收益率和年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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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费率的通知》，并参照类似工程的运行情况，综合维护费按工程

固定资产投资（扣除征地移民补偿费）的 0.5%计，则工程正常运行

期综合维护费为 47.74 万元。

2.管理费

包括职工工资、工资性津贴、福利费、房屋统筹、养老金统筹

及工程日常观测科研等费用。

根据水利部、财政部《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定岗标准（试行）》

等有关文件规定，并结合实际情况，费率标准参照《水利建设项目

经济评价规范》（SL 72-2013）和水利部 159 水财字〔1995〕281

号文《关于试行财务基准收益率和年运行费率的通知》，并参照类

似工程的运行情况，管理费按工程固定资产投资（扣除征地移民补

偿费）的 0.5%计，则工程正常运行期管理费为 47.74 万元。

3.泵站运行电费

结合片区需水量 3629.70 万 m³，泵站设计流量合计 27.5m³/s，

相对应泵站开启时间为 15.28 日历天，泵站总功率为 1243kw，运行

电费为 0.6 元/度，总用电量=1243×24×15.28=455584 度，泵站年

运行电费为:27.34 万元。

4.固定资产保险费

固定资产保险费参照《水利建设项目经济评价规范》（SL 72-2013）

规定，按工程固定资产投资（扣除征地移民补偿费）的 0.05%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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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保险费为 4.77 万元。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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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万元，年利率 4.2%，期限 30 年，每半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偿还本金。

本项目还本付息预测如下：

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测算表（金额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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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3,000.00 3,000.00 - -

2023 年 3,000.00 3,000.00 126 126

2024 年 3,000.00 3,000.00 126 126

2025 年 3,000.00 3,000.00 126 126

2026 年 3,000.00 3,000.00 126 126

2027 年 3,000.00 3,000.00 126 126

2028 年 3,000.00 3,000.00 126 126

2029 年 3,000.00 3,000.00 126 126

2030 年 3,000.00 3,000.00 126 126

2031 年 3,000.00 3,000.00 126 126

2032 年 3,000.00 3,000.00 126 126

2033 年 3,000.00 3,000.00 126 126

2034 年 3,000.00 3,000.00 126 126

2035 年 3,000.00 3,000.00 126 126

2036 年 3,000.00 3,000.00 126 126

2037 年 3,000.00 3,000.00 126 126

2038 年 3,000.00 3,000.00 126 126

2039 年 3,000.00 3,000.00 126 126

2040 年 3,000.00 3,000.00 126 126

2041 年 3,000.00 3,000.00 126 126

2042 年 3,000.00 3,000.00 126 126

2043 年 3,000.00 3,000.00 126 126

2044 年 3,000.00 3,000.00 126 126

2045 年 3,000.00 3,000.00 126 126

2046 年 3,000.00 3,000.00 126 126

2047 年 3,000.00 3,000.00 126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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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8 年 3,000.00 3,000.00 126 126

2049 年 3,000.00 3,000.00 126 126

2050 年 3,000.00 3,000.00 126 126

2051 年 3,000.00 3,000.00 126 126

2052 年 3,000.00 3000 - 126 3126

合计 3000 3000 - 3780 6780

（三）项目运营损益表

项目运营损益表见表 7。

（四）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

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见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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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项目运营损益表（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年份 合计（万元） 2 3 4 5 6 ...... 30

一 销售收入 14737 508 508 508 508 508 ...... 508

二 运营成本 3700 128 128 128 128 128 ...... 128

三 债券利息 3654 126 126 126 126 126 ...... 126

四 债券本金 3000 ...... 3000

五 税金及附加 0 0 0 0 0 0 ...... 0

六 税前利润 7382 255 255 255 255 255 ...... 255

七 提取折旧 9947 343 343 343 343 343 ...... 343

八 应纳税所得额 -2565 -88 -88 -88 -88 -88 ...... -88

九 所得税 0 0 0 0 0 0 ...... 0

十 税后利润 -2565 -88 -88 -88 -88 -88 ...... -88

十一 盈余公积金 -256 -9 -9 -9 -9 -9 ...... -9

十二 公益金 -128 -4 -4 -4 -4 -4 ...... -4

十三 应付红利 0 0 0 0 0 ...... 0

其中
国家股红利 0 0 0 0 0 ...... 0

个人股红利 0 0 0 0 0 ...... 0

十四 经营成本 3700 128 128 128 128 128 ...... 128

十五 计算期净收益 11162 381 381 381 381 381 ......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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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单位：万元）

收支类别
合计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第六年 ...... 第十一年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一、建设资金来源 10920 - 10920 - 0 - 0 - - - - - - -

（一）财政安排资金 7920 - 7920 - 0 - 0 - - - - - - -

（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3000 - 3000 - 0 - 0 - - - - - - -

其中：用于资本金 0 - - - - - - - - - -

（三）项目单位市场化融资 0 - - - - - - - - - -

（四）单位自筹资金 0 - 0 - 0 - 0 - - - - - - -

（五）其他资金 0 - 0 - 0 - 0 - - - - - - -

二、项目建设支出 - 10920 - 10794 - 126 - 0 - 0 - - - - -

（一）项目建设成本（不含财务费用） - 10794 - 10794 - 0 - 0 - - - - - -

（二）财务费用-专项债券付息 - 126 - 0 - 126 - 0 - 0 - - - - -

（三）财务费用-市场化融资付息 - 0 - - - - - - - - -

（四）其他建设支出 - 0 - - - - - - - - -

三、项目运营预期收入 14737 - - 508 - 508 - 508 - 508 - 508 - - - 508 -

（一）财政补贴收入 0 - - - - - - - - - -

（二）项目自身运营收入 14737 - - 508 - 508 - 508 - 508 - 508 - - - 508 -

（三）其他收入 0 - - - - - - - - - -



12

四、项目运营支出 - 7354 - - 128 - 254 - 254 - 254 - 254 - - - 254

（一）项目运营成本（不含财务费用） - 3700 - - 128 - 128 - 128 - 128 - 128 - - - 128

（二）财务费用-专项债券付息支出 - 3654 - - 0 - 126 - 126 - 126 - 126 - - - 126

（三）财务费用-市场化融资付息支出 - 0 - - - - - - - - -

（四）其他运营支出 - 0 - - - - - - - - -

五、专项债券还本 - 3000 - - - - - - - - - 3000

六、市场化融资还本 - 0 - - - - - - - - -

七、资金平衡情况 4508 126 255 255 255 255 255 - - -2745

八、本息覆盖倍数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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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在债券本息到期前，提前将偿还债券本息所需资金及时、足

额归集，并按照省财政厅规定的时间和方式，将归集的还款资金

缴入同级国库用于债券还本付息，确保还款资金的及时、足额支

付。

债券存续期间，项目单位可根据项目实施情况调整项目资本

金比例，以确保专项债券按时还本付息。

在本项目存续期内，如出现收入较大增长，可能发生提前偿还

本金的情况。本项目如提前偿还本金，按照专项债券管理有关规定

和办法执行。

（六）小结

本项目收入主要是水费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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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得出

本项目运营期年可用于资金平衡的项目的息前净现金流量为 11162

万元，融资费用为 6780 万元，项目年收益覆盖项目融资费用数达到

1.65 倍。

表 9：现金流覆盖倍数表（金额单位：万元）

融资方式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年利息 本息合计

专项债券 3000 126 6780
11162

融资合计 3000 126 6780

覆盖倍数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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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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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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工期变化产生的风险

拖延项目工期的因素非常多，如勘测资料的详细程度、设计

方案的稳定、项目业主的组织管理水平、资金到位情况、承建商

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等，从国内已建工程的实际情况来看，要

实现项目预定的工期目标有一定的难度。项目建设期每年的利息

额较大，如果工期拖延，工程投资将增加，并且工期拖延将影响

项目的现金流入，使项目净收益减少。

（2）工程事故产生的风险

工程事故是由施工阶段中一些难以预测的地质情况或施工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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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不善引起的，国内多个城市的建设项目在施工中发生的事故都

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和损失，应当在工程事故防范上引起足够的重视。

事故会引起工程延期、人员伤亡、投资增加等，使项目净收益减少。

（二）与项目收益相关的风险

（1）收入变动风险

收入变动风险是指完成年度预测收入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本项目收入变动风险主要是水源供应减少、收费政策变化等带来

的收入减少，影响项目年度收入规模，偿债能力减弱。

（2）支出变动风险

支出变动风险是指项目年度实际支出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本项目支出变动风险主要是项目出现支出规模扩张过快，年度资金

结余较预测大幅减少等，影响还本付息。

（3）自然风险

自然风险是指由于自然因素的不确定性对公共配套建筑的建

设过程和经营造成的影响以及对其他建筑物产生的直接破坏，从

而对经营者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自然风险因素主要包括火灾风险、

洪水风险等。

（4）利率波动风险

在本专项债券存续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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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进而影响项目综合投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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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平衡。

（三）主要风险控制措施

1、深化各阶段设计方案，强化地质勘探工作，减少工程设计

方案的变更，避免因设计方 案的变更而拖延工期。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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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工程的质量与进度；通过选择资信

好、技术可靠的设计、施工承包商，签订规范的合同（包括在承

包商不能履行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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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按照债券发行期限和额度，在年度预算中编列债券还本付

息准备金专项预算，逐年提取还本付息资金，减少年度收入不确

定性对债券兑付造成的影响。

4、加强对经费的管理，坚决压缩不合理支出，减少资金的浪

费，保证还本付息资金。在项目存续期间，将项目的还本付息资金

纳入项目综合预算管理，列为优先支付专项预算项目，以确保按时

支付本息。

5、为控制项目融资平衡风险，需合理安排债券发行金额和债

券期限，按照资金获取能力做好债券的期限配比、还款计划和资

金准备。

6、加强资金的绩效管理，充分盘活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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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资金使用效率的收益对冲利率波动损失。

六、事前项目绩效评估报告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 2022 年东营市河口区 5.6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

2、项目主管部门：东营市河口区农业农村局；

3、实施单位：东营市河口区农业农村局；

4、本次拟申请专项债券 3000 万元用于 2022 年东营市河口区

5.6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建设；

5、年限为 30年。

（二）评估内容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符合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农业发展要求和方向

河口区作为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的主战场，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发展现代农业，确保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是高效生态农业发展

的要求。项目以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为主，合理配置农业、林业、科技

等综合措施，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农产品质量，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生

态环境，可有效推进现代农业和高效生态农业发展。

（2）改善项目区农业生产条件的最有效手段

项目区农业生产条件薄弱，大大制约了农业生产和发展。项目着

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大改善生产条件，建设旱涝保收、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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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产、节水高效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大大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

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开发潜力巨大。

（3）有利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安全

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以使资源、资金、劳力、技术、设施等

生产要素得到最佳配置，能大幅度提高规模开发的效益，提高资源利

用率、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产品商品率。通过与科研院所合作，

推广优质专用小麦品种及其它新成果、新技术，进行标准化、无公害

化生产，提升农产品档次，形成品牌农业，增强市场竞争力。

（4）有利于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发展

农业产业化是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目前农业分散经

营已制约了种粮农民的增收。高标准农田建设，不仅可以提高农业耕

地质量，提高耕地的产出率，还可以通过系列化服务，延伸产业链条，

提高粮食附加值。使农业开发朝着规模化、标准化、国际化经营方向

发展，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5）有利于发展节水型农业

该项目实施后，既扩大了灌溉面积，又降低了灌溉成本，改善

了农业灌溉条件，增强农业发展后劲，保护了当地水资源。从而保

证项目区旱涝保收和稳产高产，为实现农业高产高效和可持续发展

创造良好的条件。

2、项目实施的公益性

项目建成后，田块规整成方，水利设施配套完善，田间道路和

农田防护林成网，区内所有的耕地将成为“旱能灌、涝能排”的高



19

标准方田，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根本改善，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

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从而增加粮食产量，确保国

家粮食安全，是一项有益于社会、有益于群众的具有显著社会效益

的工程。

3、项目实施的收益性

经测算，整个项目计算期内利润总额约 11162 万元，财务内部收

益率大于行业基准收益率，说明盈利能力满足了行业最低要求；财务净

现值大于零，该项目在财务上是可以考虑接受的；项目的资本金财务内

部收益率、总投资收益率和资本净利润率指标适宜，说明本项目对国家

积累的贡献达到了本行业的评价水平。

4、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

本项目总投资 10920 万元，资本金 7920 万元，资本金比例 73%，

大于国家规定的建设项目资本金不得小于 20%的规定，符合政策要求。

5、项目成熟度

项目区域地理位置等自然条件优越，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快

速发展，经济实力雄厚，建筑材料来源丰富，运输条件极其便利，

具备良好的工程建设条件。项目建成后，将从根本上改变项目区的

生产条件和基础设施，通过沟、渠、路、林、桥（涵）等建筑物的

配套建设，极大地改善农田水利条件和农田基础设施条件，提高灌

溉保证率，增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将为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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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农业夯实基础，使粮食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符合国家发展粮食

生产政策和国家新增千亿斤粮食规划，有利于保障粮食安全。

6、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

项目资金来源可靠。

7、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性

依据国家发改委和建设部联合发布的《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

与参数》（第三版）的规定，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其他有关经

济及税务法规和项目实际需要进行评价。分析范围包括对该项目的

经营收入与成本的估算、项目盈利能力分析、盈亏及敏感性分析等，

所用的各项指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选取。

产品销售价格参考市场价确定。项目建成后即可投入运营，收

入构成为：

现状年项目区实际灌溉面积 5.6 万亩，种植作物为小麦和玉米，

一年2季，根据农业灌溉制度，并结合《山东省农业用水定额》（DB37/T

3772-2019）确定 50%保证率下的综合灌溉定额为 197.69m³/亩，结

合土壤条件及农业生产技术，用综合灌溉定额法计算农业灌溉需水

量，经计算，现状年项目区 50%保证率下灌溉需水量为 3629.70 万

m³。具体见下表：

地区
灌溉面积

（万亩）
保证率

综合净灌水

定额（m³/

亩）

灌溉水利用

系数

毛灌水定额

（m³/亩）
季数

灌溉需水量

（万 m³）

新户镇 2 50% 197.69 0.61 324.08 2 129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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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镇 0.6 50% 197.69 0.61 324.08 2 388.90

义和镇中

央预算内
0.9 50% 197.69 0.61 324.08 2 583.34

河口街道 1 50% 197.69 0.61 324.08 2 648.16

六合街道 0.3 50% 197.69 0.61 324.08 2 194.45

孤岛镇 0.8 50% 197.69 0.61 324.08 2 518.53

合计 5.6 3629.70

项目区年输送并供应灌溉用水水量 3629.70 万 m³，供水单价按

照当地市场价格，取值 0.14 元/m³，则费用合计 508 万元/年，计算

期内累计收入 14737 万元。

本项目运营期的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

8、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

本项目总投资 10920 万元，债券资金需求 3000 万元，项目资本

金占比 73%，债券资金占比 27%，结构合理。

9、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及应对措施

本项目总投资 10920 万元，其中以发行专项债券方式融资 3000

万元，发行年利率为 4.2%，偿还期 30年。

偿还方式：运营期半年付息一次，到期还本。

本项目属基础设施项目，收益率相对较低且较为稳定。

本项目用于偿还债券本息的资金来源主要为提取的年折旧额以

及年未分配利润，偿债覆盖率 1.65，完全可行。

在本专项债券存续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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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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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将会对本项目的财务成本产生影响，进而影响项目综合投资收

益的平衡。

为控制项目融资平衡风险，需合理安排债券发行金额和债券

期限，按照医院资金获取能力做好债券的期限配比、还款计划和

资金准备。加强资金的绩效管理，充分盘活资金，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用资金使用效率的收益对冲利率波动损失。

（三）评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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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 96分，符合专项

债券申报使用要求。

事前绩效评估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定量计算

定性描述
标准分

得

分

立项必要性

（20）

政策相关性 5 5 该项目符合国家及省市区域发展政策

职能相关性 5 5 与主管部门职能、规划及年度重点工作相关

需求相关性 5 5 项目有迫切的现实需求和明确的服务对象

财政投入相关性 5 5
项目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并且已按规定履行

主管部门审批程序等

项目收益性

（20）

投入合理性 5 5 项目投入产出比合理，成本测算充分

成本控制措施有效性 7 6

采取了相关成本控制措施，成本控制有效。但缺

少完善的实施过程中的成本控制制度，需要进一

步完善相关控制措施

收益预测合理性 8 8

项目收入预测以项目规划为上限，结合市场现状，

进行适当修正，适当考虑经济长期增长的情况而

确定；项目成本以收入为基础确定维修费、管理

费等运行维护费用，并按现行国家法律法规的规

定预测各项税费，预测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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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目标合理

性（20）

目标明确性 10 10
项目绩效目标明确，与相关规划、计划相符，目

标值具有科学性、前瞻性

目标合理性 10 9
绩效目标与绩效指标和现实需求匹配，但绩效目

标和指标细化、量化不够具体

实施方案有效

性（20）

实施内容明确性 5 5 项目实施内容明确、具体，与绩效目标匹配

保障条件有效性 5 4

人员、设施等基础保障条件已具备，组织机构健

全，但职责分工并不是十分明确，应落实具体细

则

实施方案可行性 5 5 项目实施方案设计合理可行

风控措施有效性 5 5
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可控，项目已采取有效的过程

控制措施等

退出机制合理性 5 4 项目清理、退出、调整机制不够完善，应细化

筹资合理性

（20）

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 5 5
项目申报、审批、调整及项目资金申请、审批、

拨付等方面已履行或计划履行的程序规范

资金可得性 5 5
资金来源渠道、筹措程序合规，投入渠道及方式

合理

偿债风险可控性 5 5

筹资风险可控，资金筹措体现权责对等，财权和

事权匹配，已按规定开展财政承受能力评估和债

务风险评估

合计 100 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