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郓城县为水资源严重短缺地区，黄河水是主要的客水资源。根

据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精神及省委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题会议提出的

明确要求，为解决我县灌区未端用水困难，提升工业和生活供水能

力，保障生态用水，急需实施引调水拦蓄工程，保障区域内水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促进商品粮基地建设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改

善生态环境。主要建设内容：维修侯庄闸。项目总投资为 1,367.50

万元，申请债券 1000 万元，其余利用地方财政资金。项目运营期为

20 年，本项目收入主要是供水费收入，项目建设资金包括地方财政

资金及专项债券资金。通过对供水水费收入以及相关营运成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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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0.94万元，融资本息合计为 1,900.00 万元，项目收益覆盖

项目融资本息总额倍数达到 1.70 倍。

一、 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郓城县郓城新河侯庄闸除险加固工程

（二）项目单位

郓城县水务局，郓城县水务局为县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主要

工作职责是贯彻执行有关水务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研

究制订全县水务发展战略，主管全县水利工程建设、水利工程管理、

水资源管理、河道管理、抗旱防汛、水政执法、水土保持等工作，

下设 13个股室和 4个下属单位。

https://baike.so.com/doc/5376212-56123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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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规划审批

2022年 2月 14日，郓城县发展与改革局出具《郓城县郓城新河

侯庄闸除险加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郓发改审批【2022】

12号）。

（四）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

1、项目规模

侯庄闸控制灌溉面积 13万亩，工程规模为中型，工程等别为Ⅲ等，

主要建筑物级别 3 级，次要建筑物级别为 4 级。按 3 年一遇标准设

计，流量 83.90m3/s，10 年一遇标准校核，流量 171.67m3/s。

2、主要建设内容

维修侯庄闸，侯庄闸由上游连接段、闸室控制段、下游连接段、闸

门与启闭机设施，共 4部分组成。

（1）上游连接段

上游连接段长 13.3m，工程内容主要包括上游铺盖和两岸护坡，共

2部分；上游铺盖为 C25 钢筋混凝土结构，厚 0.5m，长 13.3m，端部

设 1m 深 0.5m 厚齿墙；两岸护坡为 C25 钢筋混凝土结构，厚 0.5m。

（2）闸室控制段

闸室段总长 10.7m，工程内容主要包括地基基础、闸底板、闸墩、

排架、机架桥、闸附交通桥、启闭机房共 7部分组成；闸底板为 C30

混凝土结构，长 10.7m、宽 39.8m、厚 0.5m；水闸共 15 孔，单孔净

宽 2.0m，闸室坐落于原状地基上，闸墩为 C30 钢筋混凝土结构，闸

墩高 5.2m，闸墩厚 0.7m；排架尺寸为 1.0m×0.5m×2.4m(长×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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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机架桥共 15跨板，单跨尺寸为宽 2.5m、长 2.7m、厚 0.2m；闸

附交通桥采用 C30 钢筋混凝土结构，桥面宽 4.5m、长 40m；启闭机

房为 C30 钢筋混凝土结构，长 40m，宽 2.3m。

（3）下游连接段

下游连接段长 60m，工程内容主要包括消力池、海漫及两岸护砌、

抛石防冲槽，消力池为 C25 钢筋混凝土结构，厚 0.6m，长 28m；下

游海漫为 M10 浆砌石结构，厚 0.5m，长 10.5m，端部设 1 深、0.5

厚齿墙；两岸护坡为 M10 浆砌石结构，厚 0.5m，长 33m；抛石防冲

槽长 3m，厚度 1.3m。

4、闸门与启闭机

工作闸门为 15 扇 2.0m×3.6m（宽×高）铸铁闸门，启闭机为 15

台单吊点螺杆式手电两用启闭机。

（五）项目建设期限

本项目建设期 9个月，预计工期为 2022年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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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山东省水利厅鲁水建字[2015]3 号文颁发的《山东省水利

水电工程设计概(估)算费用构成及计算标准》；

（2）山东省水利厅鲁水建字[2016]5 号文发布的《山东省水利

水电工程营业税改增值税计价依据调整办法的通知》；

（3）水利部水国科[2005]515号文颁发的《水利水电工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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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量计算规定》（SL328-2005）；

（4）山东省水利厅鲁水建函字[2019]33号文关于调整《山东省

水利水电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计算标准》的通知；

（5）该工程设计图纸、工程量、施工组织设计及勘测等有关资

料；

（6）国家和主管部门颁发的有关法令、法规、标准及规定等。

2、估算总额

工程总投资为 1,367.50万元。

（二）资金筹措方案

1、资金筹措原则

（1）中央资金和地方配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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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7.50 100%

一、自有资金 367.50 26.87%

自有资金 367.50 26.87%

二、债务资金 1,000.00 73.13%

专项债券 1,000.00 7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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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项目预期收益、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

（一）运营收入预测

项目运营净收益为本项目未来运营收入扣除运营成本后的部分，

运营收入包括灌溉供水收入。测算基础数据来自《郓城县郓城新河

侯庄闸除险加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具体如下：

1.灌溉供水收入

①灌溉面积：红门厂闸设计灌溉面积 13.19万亩：

村名 灌溉面积（万亩） 综合灌溉定额（m³/亩） 灌溉需水量（万 m³）

侯庄 0.41 256.7 104.73

薛庄 0.37 256.7 94.26

朱屯 0.37 256.7 94.26

王井 0.30 256.7 75.78

刁琳 0.41 256.7 105.25

仝林 0.33 256.7 84.20

仝辛庄 0.33 256.7 84.20

高圆 0.51 256.7 130.92

商庄 0.41 256.7 104.73

吴庄 0.30 256.7 75.78

梁庄 0.30 256.7 75.78

刁河沟 0.37 256.7 94.72

宋庄 0.41 256.7 105.25

陈坊 0.49 256.7 125.78

李河口 0.35 256.7 89.85

刘垓村 0.38 256.7 98.57

冯店 0.42 256.7 107.81

吕庄 0.46 256.7 117.83

刁东 0.51 256.7 130.92

刁西 0.43 256.7 110.38

潘北村 0.46 256.7 118.08

潘西村 0.30 256.7 75.78

刁孟庄村 0.39 256.7 100.63

张湾 0.47 256.7 120.65

后坝 0.40 256.7 102.68

前坝 0.41 256.7 105.25

宋堂 0.37 256.7 94.72

徐庄 0.41 256.7 105.25

团柳树 0.30 256.7 75.78

苇子园村 0.41 256.7 104.73

朱庄村 0.41 256.7 105.25

田庄村 0.41 256.7 105.25

樊周楼村 0.30 256.7 75.78

樊庄村 0.33 256.7 84.20

合计 13.19 / 3383.52

经测算，治理后可恢复或改善灌溉面积 13.19万亩，灌溉水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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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3.52万 m³，根据当地水费测算，每方水水费为 0.21元，由于是

引用黄河水，根据引黄灌区国有水利工程现状供水价格暂按山东省

物价局、山东省水利厅【1999】320号文件执行，引黄水成本水费为

0.05元/m3，水费收益取 0.16元/m3。经计算，年收水费 541.36万元。

债券存续期间，由于对未来年度不可预知性以及出于谨慎性考

虑，将未来预测收入调减 50%计算。预测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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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债券存续期项目收入预测汇总表（含税）

（二）运营成本预测

1．运营支出

主要包括工资及福利费、管理费用、综合维护费、其它费用。本次发行债券项目运营成本预测情况详见

下表：

（1）工资及福利费

包括职工的工资、福利等费用，工程管理人员 4人，按照目前人员工资、福利收入水平，每人每年 8万

元计，共 32万元。每 5年增长 5%。

（2）管理费用

管理费分摊系数按照 0.3考虑，共计管理费用 9.6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运营期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1 灌溉供水收入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合计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序号 项目名称
运营期

合计
2034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2041 2042

1 灌溉供水收入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135.34 5,007.58

合计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135.34 5,00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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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综合维护费

包括工程日常养护费、岁修和大修理费取固定资产投资的 1.5%,共计 12.68万元。

（4）其它费用

按上述几项费用的 10%计算。

表 3：债券存续期项目运营成本预测汇总表（含税）

序号 项目名称
运营期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1 工资及福利费 32.00 32.00 32.00 32.00 32.00 33.60 33.60 33.60 33.60 33.60

2 管理费用 9.60 9.60 9.60 9.60 9.60 9.60 9.60 9.60 9.60 9.60

3 综合维护费 12.68 12.68 12.68 12.68 12.68 12.68 12.68 12.68 12.68 12.68

4 其它费用 5.43 5.43 5.43 5.43 5.43 5.59 5.59 5.59 5.59 5.59

合计 59.71 59.71 59.71 59.71 59.71 61.47 61.47 61.47 61.47 61.47

序号 项目名称
运营期

合计
2034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2041 2042

1 工资及福利费 35.28 35.28 35.28 35.28 35.28 37.04 37.04 37.04 18.52 634.04

2 管理费用 9.60 9.60 9.60 9.60 9.60 9.60 9.60 9.60 4.80 177.60

3 综合维护费 12.68 12.68 12.68 12.68 12.68 12.68 12.68 12.68 6.34 234.58

4 其它费用 5.76 5.76 5.76 5.76 5.76 5.93 5.93 5.93 2.97 104.66

合计 63.32 63.32 63.32 63.32 63.32 65.25 65.25 65.25 32.63 1,15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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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息支出

本次拟发行本项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以满足项目投资需求，拟

发行政府专项债券 1,000.00万元，本次发行 1,000.00万元。假设债

券发行期限为 20年，年利率为 4.50%。根据债券发行计划及利率计

算每年财务费用。按照债券发行要求，专项债券每半年偿还一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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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债券发行计划表

年度 期初本金金额 本期新增债券 本期偿还金额 期末本金金额 计划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合计

2022 - 1,000.00 - 1,000.00 4.50% 22.50

2023 1,000.00 - - 1,000.00 4.50% 45.00

2024 1,000.00 - - 1,000.00 4.50% 45.00

2025 1,000.00 - - 1,000.00 4.50% 45.00

2026 1,000.00 - - 1,000.00 4.50% 45.00

2027 1,000.00 - - 1,000.00 4.50% 45.00

2028 1,000.00 - - 1,000.00 4.50% 45.00

2029 1,000.00 - - 1,000.00 4.50% 45.00

2030 1,000.00 - - 1,000.00 4.50% 45.00

2031 1,000.00 - - 1,000.00 4.50% 45.00

2032 1,000.00 - - 1,000.00 4.50% 45.00

2033 1,000.00 - - 1,000.00 4.50% 45.00

2034 1,000.00 - - 1,000.00 4.50% 45.00

2035 1,000.00 - - 1,000.00 4.50% 45.00

2036 1,000.00 - - 1,000.00 4.50% 45.00

2037 1,000.00 - - 1,000.00 4.50% 45.00

2038 1,000.00 - - 1,000.00 4.50% 45.00

2039 1,000.00 - - 1,000.00 4.50% 45.00

2040 1,000.00 - - 1,000.00 4.50% 45.00

2041 1,000.00 - - 1,000.00 4.50% 45.00

2042 1,000.00 - 1,000.00 - 4.50% 22.50

合计 1,000.00 1,000.00 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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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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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运营损益表见表
年度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一、营业收入、成本、税金

营业收入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营业成本、费用 59.71 59.71 59.71 59.71 59.71 61.47 61.47 61.47 61.47 61.47

税金及附加 - - - - - - - - - -

息前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210.97 210.97 210.97 210.97 210.97 209.21 209.21 209.21 209.21 209.21

二、折旧及摊销

折旧及摊销 28.18 28.18 28.18 28.18 28.18 28.18 28.18 28.18 28.18 28.18

息税前利润 182.79 182.79 182.79 182.79 182.79 181.03 181.03 181.03 181.03 181.03

三、财务费用

财务费用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税前利润 137.79 137.79 137.79 137.79 137.79 136.03 136.03 136.03 136.03 136.03

四、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34.45 34.45 34.45 34.45 34.45 34.01 34.01 34.01 34.01 34.01

五、净利润 103.34 103.34 103.34 103.34 103.34 102.02 102.02 102.02 102.02 102.02

年度 2034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2041 2042 合计

一、营业收入、成本、税金

营业收入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135.34 5,007.58

营业成本、费用 63.32 63.32 63.32 63.32 63.32 65.25 65.25 65.25 32.63 1,150.88

税金及附加 - - - - - - - - - -

息前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207.36 207.36 207.36 207.36 207.36 205.43 205.43 205.43 102.71 3,856.70

二、折旧及摊销 -

折旧及摊销 28.18 28.18 28.18 28.18 28.18 28.18 28.18 28.18 14.09 5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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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税前利润 179.18 179.18 179.18 179.18 179.18 177.25 177.25 177.25 88.62 3,335.37

三、财务费用 -

财务费用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22.50 832.50

税前利润 134.18 134.18 134.18 134.18 134.18 132.25 132.25 132.25 66.12 2,502.87

四、企业所得税 -

企业所得税 33.55 33.55 33.55 33.55 33.55 33.06 33.06 33.06 16.53 625.76

五、净利润 100.63 100.63 100.63 100.63 100.63 99.19 99.19 99.19 49.59

表 6：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

序号 项目
建设期 运营期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一 经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1.1-1.2） - - 176.52 176.52 176.52 176.52 176.52 175.20 175.20 175.20 175.20

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 - -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1.1.1 总收入 - -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1.1.1.1 灌溉供水收入 - -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 - - 94.16 94.16 94.16 94.16 94.16 95.48 95.48 95.48 95.48

1.2.1 运营成本 - - 59.71 59.71 59.71 59.71 59.71 61.47 61.47 61.47 61.47

1.2.2 相关税费 - - 34.45 34.45 34.45 34.45 34.45 34.01 34.01 34.01 34.01

1.2.3 营运资金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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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 -300.00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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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 300.00 - - - - - - - - -

2.2.1 建设投资 1,000.00 300.00 - - - - - - - - -

三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3 融资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3.1-3.2） 1,000.00 300.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3.1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 1,022.50 345.00 - - - - - - - - -

3.1.1 项目资本金流入 22.50 345.00 - - - - - - - - -

3.1.2 其他融资本金流入 - - - - - - - - - - -

3.1.3 债券融资款流入 1,000.00 - - - - - - - - - -

3.2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 22.5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3.2.1 偿还债券本金 - - - - - - - - - - -

3.2.2 偿还其他融资本金 - - - - - - - - - - -

3.2.3 支付其他融资利息 - - - - - - - - - - -

3.2.4 支付债券利息 22.5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四 期末现金（1+2+3） - - 131.52 131.52 131.52 131.52 131.52 130.20 130.20 130.20 130.20

五 累计剩余现金 - - 131.52 263.04 394.56 526.08 657.60 787.80 918.00 1,048.20 1,178.40

序号 项目
运营期

合计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2041 2042

一 经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1.1-1.2） 175.20 173.81 173.81 173.81 173.81 173.81 172.37 172.37 172.37 86.18 3,230.94

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135.34 5,007.58

1.1.1 总收入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135.34 5,007.58

1.1.1.1 灌溉供水收入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270.68 135.34 5,007.58

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 95.48 96.87 96.87 96.87 96.87 96.87 98.31 98.31 98.31 49.16 1,776.64

1.2.1 运营成本 61.47 63.32 63.32 63.32 63.32 63.32 65.25 65.25 65.25 32.63 1,150.88

1.2.2 相关税费 34.01 33.55 33.55 33.55 33.55 33.55 33.06 33.06 33.06 16.53 62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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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营运资金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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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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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1,300.00

2.2.1 建设投资 - - - - - - - - - - 1,300.00

三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 - - -

3 融资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3.1-3.2）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1,022.50 -532.50

3.1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 - - - - - - - - - - 1,367.50

3.1.1 项目资本金流入 - - - - - - - - - - 367.50

3.1.2 其他融资本金流入 - - - - - - - - - - -

3.1.3 债券融资款流入 - - - - - - - - - - 1,000.00

3.2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1,022.50 1,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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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偿还其他融资本金 - - - - - - - - - - -

3.2.3 支付其他融资利息 - - - - - - - - - - -

3.2.4 支付债券利息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45.00 22.50 900.00

四 期末现金（1+2+3） 130.20 128.81 128.81 128.81 128.81 128.81 127.37 127.37 127.37 -936.32 1,398.44

五 累计剩余现金 1,308.60 1,437.41 1,566.22 1,695.03 1,823.84 1,952.65 2,080.02 2,207.39 2,334.76 1,398.44

六 本息覆盖倍数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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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结

本项目收入主要是水费收入，项目建设资金包含项目中央资金

和地方配套资金及融资资金。通过对运营收入以及相关营运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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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0.94万元，融资本息合计为 1,900.00万元，项目收益覆

盖项目融资本息总额倍数达到 1.7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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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项目风险分析

（一）与项目建设相关的风险

1、项目合法及合理性遭质疑的风险

风险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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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评价：项目合法性、合理性遭质疑的风险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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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项目合法，手续完备，程序完备

菏泽市郓城县郓城新河侯庄闸除险加固工程项目实施严格按照

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

（国发[2004]28号）、《关于完善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改审查报批

工作的意见》（国土资源部第 42号令）。程序合法、手续齐全，本

工程主要位于菏泽市郓城县，施工前严格按国家有关规定及程序办

理，按部就班依法进行中。

（2）本项目符合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及当地利益

侯庄闸承担着两岸灌溉用水任务，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农业

灌溉的需要，迫切需要水闸发挥其应有的效益。

工程主要建设任务是通过改建侯庄闸，满足两岸群众的农业灌

溉需要。该项目的实施具有显著灌溉效益和社会效益。

2、项目可能造成环境破坏的风险

项目区施工时临时需要征用部分农田，可能会对当地的生态和

景观造成很小程度的破坏，项目在建设期间可能对环境产生的影响

包括施工噪声、粉尘、废弃土石方、生态破坏的影响等，项目运行

期对环境无影响。

风险评价：项目造成环境破坏的风险较小。

本工程为节制闸建设工程，水土流失治理主要以开挖弃土等施

工场地占压产生的水土流失为主，本项目无弃土，故本工程产生的

水土流失量较小，对项目区及周边地区影响不大。

施工期间的噪声、粉尘、废弃土石方会对周边环境产生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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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项目在施工期间严格按照设计方案进行施工，严格依照环境

保护及水土保持投资预算投入保护措施建设，做好各项防治，废弃

土石方集中堆入，采取相应的工程开挖防尘措施、燃油机械设备排

气净化措施、车辆运行扬尘防护措施。对施工道路进行洒水处理，

在白天进行施工作业，基本上对周边环境影响不大，不会产生噪声

扰民现象。

3、群众抵制征地的风险

项目区周边居民以打工为主，项目驻地大批施工队伍进驻，施

工车辆进出等将打破当地居民的生存现状，使得村民与外界的联系

更加密切，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外界的干扰，从而造成居民内心的

不安与担忧。

4、群众对生活环境变化的不适风险较小

项目在施工期间聚集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施工群体，且施工是

在项目区内进行，不会破坏周边的生态环境，同时交通流和人流打

破农村以往的宁静，让村民感到不适应也是暂时的，施工完成后将

大大改善沿线群众的出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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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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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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事前项目绩效评估报告

（一）项目概况

概述项目主管部门、实施单位、申请专项债券资金规模及年限等情

况

郓城县郓城新河侯庄闸除险加固工程项目，项目主管部门为郓城县

水务局，本次拟申请专项债券 1,000.00 万元用于全部项目建设，年

限为 20年。

（二）评估内容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郓城县土壤肥沃，种植作物繁多，是小麦、玉米、棉花的主要

生产基地。随着经济的发展，由于水闸建设标准低、运行时间久远、

维护管理不到位以及黄河水含沙量大等种种原因造成目前闸门、启

闭机丢失等问题。区域粮食产量逐年上升，对区域粮食安全起到了

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通过实施水闸除险加固工程，进一步提高

粮食产量、提升粮食品质，是保障区域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

2、项目实施的公益性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生态环境

的要求越来越高，水环境也逐步的提高到社会发展的要求上。因此

通过对侯庄闸进行除险加固，为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打造景观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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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发展空间创造有利条件，对提升城镇化发展，促进区域经济社

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必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3、项目实施的收益性

本工程的治理效益主要为水费收入。工程实施后，每年灌溉蓄

水量为 3383.52万 m3，水费收入为 270.68万元。

本项目经济内部收益率为 12.6%，大于社会折现率 8.0%，经济

效益费用比为 1.02大于 1.0，经济净现值为 30万元大于 0，从国民

经济盈利能力分析来看，工程在经济上是合理可行的，效益是显著

的。

4、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

2022年 2月 14日，郓城县发展与改革局出具《郓城县郓城新河

侯庄闸除险加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郓发改审批【2022】

12 号）；因此本项目是合规的。

5、项目成熟度

本项目理论可行，项目严格依据相关政策和规范且均已获得相

关单位的批复与许可，有充足的资金支持。本项目涉及到的部分渠

系建筑运行时间长，损毁严重，为发展现代农业做铺垫，本项目改

建与修复符合实际需求。

6、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

（1）科学规范。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实行全生命周期管理。

坚持“举债必问效、无效必问责”，遵循项目支出绩效管理的基本要

求，注重融资收益平衡与偿债风险。建立规范的工作流程和指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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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推动绩效管理工作有序开展。

（2）协同配合。各级财政部门牵头组织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

管理工作，督促指导项目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具体实施各项管理工

作。上级财政部门加强工作指导和检查。

（3）公开透明。绩效信息是专项债券项目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当依法依规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通过公开推动提高专项债

券资金使用绩效。

（4）强化运用。突出绩效管理结果的激励约束作用，将专项债

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结果作为专项债券额度分配的重要测算因素，

并与有关管理措施和政策试点等挂钩。

7、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性

本项目收入主要为水费收入。工程实施后，每年灌溉蓄水量为

3383.52万 m3，水费收入为 270.68万元。

本项目成本主要由年运行费构成。相关设备使用年限为 20年，经

计算，年运行费为 94.16万元。

根据本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正常运行期 20 年，经济计算期 20

年，平均社会折现率 8%。工程总投资为 1,367.50万元。通过相关计

算，测算出用于资金平衡的息前净现金流量为 3,230.94万元，融资

本息合计为 1,900.00万元，项目收益覆盖项目融资本息总额倍数达

到 1.70倍。

8、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

债券市场是发行和买卖债券的场所，是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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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债券市场是一个国家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一个统

一、成熟的债券市场可以成为全社会的投资者和筹资者提供低风险

的投资工具。因此本项目债券资金需求是合理的。

9、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及应对措施

（1）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是指项目收入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若项目投入运

营后的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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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市场风险

在专项债券存续期间，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过奖

经济政策变动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波动，市场利率波动

将会对本项目的债务成本产生一定影响，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

平衡。

（3）财务风险

由于项目建设周期较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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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风险控制措施

1）项目单位密切关注项目定价及成本情况，包装还本付息资金。

因项目取得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债市难以实现，不能偿还到期债

券本金时，可在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科目中进行调节，待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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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对应收入后，再弥补之前的调节支出项。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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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机制沟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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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项目单位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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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绩效目标合理性

为了整体效益的发挥，提高水资源利用率，促进当地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改善群众生活、生产条件和区域生态环境，实施本工

程是必要的。

根据安全鉴定结论，侯庄闸均存在安全隐患，不能正常发挥其

兴利效益，被鉴定为三类，建议进行除险加固。工程建设势在必行，

当地群众及管理单位迫切希望通过水闸除险加固工程的实施，彻底

解决工程存在的安全问题，充分发挥水闸的社会及经济效益。

（三）评估结论

郓城县郓城新河侯庄闸除险加固工程息前净现金流量为0.32亿

元，项目债券本息合计 0.19 亿元，本息覆盖倍数为 1.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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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成后能改善当地的灌溉效益。但该项目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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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