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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惠民县 9.9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

项目立项主体名称：惠民县农业农村局

项目单位简介：惠民县农业农村局为县政府组成部门，正科级

行政机关，所属正科级事业单位一个(惠民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副科级事业单位 2个(惠民县农村经济经营发展服务中心、惠民县农

业广播电视学校)，代管正科级事业单位一个(惠民县农业农村服务

中心)。内设综合办公室、业务指导股 2 个行政股室，行政编制 10

名，事业编制 81名，主管全县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承担农业技术

推广、强农惠农政策落实、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农产品质量监管等

多项职能。

（三）项目规划审批

2022 年 2 月，山东齐信全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出具了《惠民县

9.9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022 年 2 月 15 日，惠民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了《关于惠民县

9.9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惠发改字

〔2022〕33 号）。

（四）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

惠民县高标准农田建设规模 9.9 万亩，高效节水灌溉 8.4136 万

亩，涉及孙武街道、胡集镇、清河镇、石庙镇、辛店镇、大年陈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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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店镇、姜楼镇 8 个乡镇（街道办），各项目区内是典型的粮食产区，

完全符合开发要求。

（五）项目建设期限

建设起止时间：2022 年 8 月-2022 年 12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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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3）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

43 号）；

（4）《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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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9〕

23 号）；

（7）《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20〕36 号）；

（8）《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文）；

（9）《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

通知》（财预〔2021〕61 号）。

2.估算总额

项目概算总投资 19,305.00 万元。建设工程费 16,630.85 万元，

其他建设工程费 985.97 万元，基本预备费 880.84 万元，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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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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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结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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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收入。出于谨慎性考虑，对项

目计算期内整体运营收入下浮 5.00%进行项目净现金流入测算。项目

现金流入具体如下：

运营收入估算表（单位：万元）

年份 租赁收入 合计

资金结构 金额（万元） 占比 备注

估算总投资 19,305.00 100.00%

一、资本金 14,005.00 72.55%

自有资金 14,005.00 72.55%

二、债务资金 5,300.00 27.45%

专项债券 5,300.00 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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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14,577.75 14,577.75

2024 14,577.75 14,577.75

2025 14,577.75 14,577.75

2026 14,577.75 14,577.75

2027 14,577.75 14,577.75

2028 15,306.64 15,306.64

2029 15,306.64 15,306.64

2030 15,306.64 15,306.64

2031 15,306.64 15,306.64

2032 15,306.64 15,306.64

2033 16,071.97 16,071.97

2034 16,071.97 16,071.97

2035 16,071.97 16,071.97

2036 16,071.97 16,071.97

2037 16,071.97 16,071.97

2038 16,875.57 16,875.57

2039 16,875.57 16,875.57

2040 16,875.57 16,875.57

2041 16,875.57 16,875.57

2042 7,031.49 7,031.49

合计 304,315.54 304,315.54

根据惠民县9.9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数据，

收入预测方法说明如下：

1、租赁收入

根据规划，本项目土地租赁 9.9 万亩，每亩按 1550 元，每 5 年

增长 5%。

（二）运营成本预测

本项目总成本费用包括租赁费用、工资福利费、其他费用及折

旧摊销费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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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进行项目净现金流出测算，年度

运营支出预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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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支出估算表（单位：万元）

年份 租赁费 工资福利费 其他费用 合计

2023 12,474.00 71.82 7.35 12,553.17

2024 12,474.00 73.97 7.35 12,555.32

2025 12,474.00 76.19 7.35 12,557.54

2026 12,474.00 78.48 7.35 12,559.83

2027 12,474.00 80.83 7.35 12,562.18

2028 13,097.70 83.26 7.35 13,188.31

2029 13,097.70 85.76 7.35 13,190.81

2030 13,097.70 88.33 7.35 13,193.38

2031 13,097.70 90.98 7.35 13,196.03

2032 13,097.70 93.71 7.35 13,198.76

2033 13,752.59 96.52 7.35 13,856.46

2034 13,752.59 99.42 7.35 13,859.35

2035 13,752.59 102.40 7.35 13,862.33

2036 13,752.59 105.47 7.35 13,865.41

2037 13,752.59 108.63 7.35 13,868.57

2038 14,440.21 111.89 7.35 14,559.46

2039 14,440.21 115.25 7.35 14,562.81

2040 14,440.21 118.71 7.35 14,566.27

2041 14,440.21 122.27 7.35 14,569.83

2042 6,016.76 50.95 3.06 6,070.76

合计 196,621.43 1,854.84 142.71 262,396.59

根据惠民县9.9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数据，

成本预测方法说明如下：

1.租赁费用

经土地流转按 1200 元/亩支付租赁费用。

2.工资福利费

主要包括职工的工资、福利、保险、公积金等费用，工程新增

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各 10人，按照目前人员工资、福利收入水平，

按每人每年 6 万元计，工资福利费按工资 14%，本项目工资按每年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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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3%测算；

3.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是指工程运行维护过程中发生的除以上费用以外的与

生产活动有关的支出，估算为 7万元；

4.折旧费和摊销费用

本工程为新建工程，按照工程投资全部形成固定资产考虑，固

定资产折旧费按照直线法计算，计算本工程年折旧费为632.67万元；

无形资产摊销 5年，摊销费用 197.19 万元；

5.相关税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结合本

项目涉及租赁费用适用 9%税率，税金及附加按增值税计提，城市维

护建设税税率为 5%，教育费附加为 3%，地方教育费附加为 2%，所得

税税率为利润总额的 2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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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0.00 万元，本期发行假设年利率 4.20%，期限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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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300.00 5,300.00 111.30 111.30

2023 5,300.00 5,300.00 222.60 222.60

2024 5,300.00 5,300.00 222.60 222.60

2025 5,300.00 5,300.00 222.60 222.60

2026 5,300.00 5,300.00 222.60 222.60

2027 5,300.00 5,300.00 222.60 22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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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8 5,300.00 5,300.00 222.60 222.60

2029 5,300.00 5,300.00 222.60 222.60

2030 5,300.00 - 5,300.00 222.60 222.60

2031 5,300.00 5,300.00 222.60 222.60

2032 5,300.00 5,300.00 222.60 222.60

2033 5,300.00 5,300.00 222.60 222.60

2034 5,300.00 5,300.00 222.60 222.60

2035 5,300.00 5,300.00 222.60 222.60

2036 5,300.00 5,300.00 222.60 222.60

2037 5,300.00 5,300.00 222.60 222.60

2038 5,300.00 - 5,300.00 222.60 222.60

2039 5,300.00 - 5,300.00 222.60 222.60

2040 5,300.00 - 5,300.00 222.60 222.60

2041 5,300.00 - 5,300.00 222.60 222.60

2042 5,300.00 5,300.00 - 111.30 5,411.30

合计 5,300.00 5,300.00 4,452.00 9,752.00

（三）项目运营损益表

项目运营损益表（金额单位：万元）

年份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营业收入 - 13,374.08 13,374.08 13,374.08 13,374.08 13,374.08

增值税 - 1,202.82 1,202.82 1,202.82 1,202.82 1,202.82

税金及附加 - 120.28 120.28 120.28 120.28 120.28

营业成本 111.30 13,604.79 13,606.95 13,609.17 13,611.45 13,613.81

利润总额 -111.30 -350.99 -353.15 -355.37 -357.65 -360.01

净利润 -111.30 -350.99 -353.15 -355.37 -357.65 -360.01

（续表）

年份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营业收入 14,042.79 14,042.79 14,042.79 14,042.79 14,042.79 14,744.93

增值税 1,263.01 1,263.01 1,263.01 1,263.01 1,263.01 1,326.20

税金及附加 126.30 126.30 126.30 126.30 126.30 132.62

营业成本 14,042.74 14,045.24 14,047.81 14,050.46 14,053.19 14,710.88

利润总额 -126.25 -128.75 -131.32 -133.97 -136.70 -98.58

净利润 -126.25 -128.75 -131.32 -133.97 -136.70 -98.58

（续表）

年份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营业收入 14,744.93 14,744.93 14,744.93 14,744.93 15,482.17 15,48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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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 1,326.20 1,326.20 1,326.20 1,326.20 1,392.55 1,392.55

税金及附加 132.62 132.62 132.62 132.62 139.25 139.25

营业成本 14,713.78 14,716.76 14,719.83 14,723.00 15,413.89 15,417.24

利润总额 -101.47 -104.46 -107.53 -110.69 -70.97 -74.33

净利润 -101.47 -104.46 -107.53 -110.69 -70.97 -74.33

（续表）

年份 2040 年 2041 年 2042 年 合计

营业收入 15,482.17 15,482.17 6,450.91 279,188.57

增值税 1,392.55 1,392.55 580.23 25,110.55

税金及附加 139.25 139.25 58.02 2,511.06

营业成本 15,420.70 15,424.26 6,445.33 280,102.56

利润总额 -77.78 -81.34 -52.44 -3,425.05

净利润 -77.78 -81.34 -52.44 -3,425.05

（四）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

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金额单位：万元）

年份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

1.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
- 14,577.75 14,577.75 14,577.75 14,577.75 14,577.75

2.经营活动支付的

现金流
- 12,553.17 12,555.32 12,557.54 12,559.83 12,562.18

3.经营活动支付的

各项税金
- 1,323.10 1,323.10 1,323.10 1,323.10 1,323.10

4.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小计
- 701.48 699.32 697.10 694.82 692.4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
- - - - - -

1.支付项目建设资

金
18,497.66 - - - - -

2.支付的铺底资金 - 807.34 - - - -

3.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小计
-18,497.66 -807.34 - - - -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
- - - - - -

1.项目资本金 14,005.00 - - - - -

2.债券及银行借款

筹资款
5,300.0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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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偿还债券及银行

借款本金
- - - - - -

4.支付融资利息 111.30 222.60 222.60 222.60 222.60 222.60

5.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合计
19,193.70 -222.60 -222.60 -222.60 -222.60 -222.60

四、现金流总计 - - - - - -

1.期初现金 - 696.04 367.58 844.30 1,318.80 1,791.02

2.期内现金变动 696.04 -328.47 476.72 474.50 472.22 469.86

3.期末现金 696.04 367.58 844.30 1,318.80 1,791.02 2,260.88

（续表）

年份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

1.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
15,306.64 15,306.64 15,306.64 15,306.64 15,306.64 16,071.97

2.经营活动支付的

现金流
13,188.31 13,190.81 13,193.38 13,196.03 13,198.76 13,856.46

3.经营活动支付的

各项税金
1,389.31 1,389.31 1,389.31 1,389.31 1,389.31 1,458.82

4.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小计
729.02 726.52 723.95 721.30 718.57 75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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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60 222.60 222.60 222.60 222.60 222.60

5.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合计
-222.60 -222.60 -222.60 -222.60 -222.60 -222.60

四、现金流总计 - - - - - -

1.期初现金 2,260.88 2,767.30 3,271.23 3,772.58 4,271.28 4,767.25

2.期内现金变动 506.42 503.92 501.35 498.70 495.97 53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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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期末现金 2,767.30 3,271.23 3,772.58 4,271.28 4,767.25 5,301.35

（续表）

年份 2034 2035 2036 2037 2038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

1.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
16,071.97 16,071.97 16,071.97 16,071.97 16,875.57

2.经营活动支付的

现金流
13,859.35 13,862.33 13,865.41 13,868.57 14,559.46

3.经营活动支付的

各项税金
1,458.82 1,458.82 1,458.82 1,458.82 1,531.80

4.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小计
753.80 750.82 747.75 744.58 78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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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60 222.60 222.60 222.60 222.60

5.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合计
-222.60 -222.60 -222.60 -222.60 -222.60

四、现金流总计 - - - - -

1.期初现金 5,301.35 5,832.55 6,360.77 6,885.92 7,407.90

2.期内现金变动 531.20 528.22 525.15 521.98 561.71

3.期末现金 5,832.55 6,360.77 6,885.92 7,407.90 7,969.60

（续表）

年份 2039 2040 2041 2042 合计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
-

1.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
16,875.57 16,875.57 16,875.57 7,031.49 304,3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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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营活动支付的

现金流
14,562.81 14,566.27 14,569.83 6,070.76 262,396.59

3.经营活动支付的

各项税金
1,531.80 1,531.80 1,531.80 638.25 27,621.61

4.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小计
780.95 777.49 773.93 322.47 14,297.3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
- - - - -

1.支付项目建设资

金
- - - - 18,497.66

2.支付的铺底资金 - - - - 807.34

3.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小计
- - - - -19,305.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
- - - - -

1.项目资本金 - - - - 14,005.00

2.债券及银行借款

筹资款
- - - - 5,300.00

3.偿还债券及银行

借款本金
- - - 5,300.00 5,300.00

4.支付融资利息 222.60 222.60 222.60 111.30 4,452.00

5.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合计
-222.60 -222.60 -222.60 -5,411.30 9,553.00

四、现金流总计 - - - - -

1.期初现金 7,969.60 8,527.95 9,082.84 9,634.17 -

2.期内现金变动 558.35 554.89 551.33 -5,088.83 4,545.34

3.期末现金 8,527.95 9,082.84 9,634.17 4,545.34 4,545.34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假设本次专项债券发行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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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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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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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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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风险分析

（一）与项目建设相关的风险

该项目在建设期会产生一定的噪声及灰尘等，会对周边群众及

企业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带来一定的环境影响。但不会对项目所在地

文化、宗教信仰、社会习俗等非物质性因素产生影响，项目的建设

能够被当地社会环境、人文条件所接纳。

（二）与项目收益相关的风险

1.经营管理风险

管理水平还须进一步提高，为此建设单位将在项目建设完成后

聘请多个具有相关行业管理经营的管理人才，根据项目的特性、范

围、对象等，加强与外部机构的合作，同时定期对关键管理人员进

行培训来提升经营管理水平。针对经营管理风险，项目运营过程中，

聘请多位具有行业成熟经验的管理人才，同时可与第三方管理咨询

机构建立合作关系。

2.运营资金风险

政策风险、工程技术风险、环境及移民风险最终也反应在投融

资上，这些风险的增加势必造成投资的增加。投融资风险本身也有

其风险因素，工程项目越大、工期越长、工程难度越大，投融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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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风险也越大。投融资风险存在于工程建设各个阶段和各个分项

工程中，在目前阶段，能否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取得项目的立项，取

得项目资金的使用权是一项重大的风险因素；另外，项目资金的使

用受国际金融市场汇率波动的影响较大，汇率风险也是投融资风险

的基本因素之一。须由建设方积极努力争取得到国家和地方政策和

取得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立项，规避投融资风险。

六、事前项目绩效评估报告

（一）评估对象

项目名称：惠民县 9.9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实施单位：惠民县农业农村局

主管单位：惠民县人民政府

项目属性：新建

项目绩效目标：X。

项目总投资：项目总投资为 19,305.00 万元，其中申请发行政

府专项债券金额 5,300.00 万元。

项目概况：惠民县 9.9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本次拟申请

专项债券 5,300.00 万元用于本项目建设，发债年限为 20年。

该项目位于孙武街道、胡集镇、清河镇、石庙镇、辛店镇、大

年陈镇、麻店镇、姜楼镇 8 个乡镇；惠民县惠民县高标准农田建设

规模 9.9 万亩，高效节水灌溉 8.4136 万亩，涉及孙武街道、胡集镇、

清河镇、石庙镇、辛店镇、大年陈镇、麻店镇、姜楼镇 8 个乡镇（街

道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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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方式和方法

1、评估程序

评估程序主要遵照事前评估准备、事前评估实施、评估总结及

应用的原则进行，具体程序如下:

（1）确定事前评估对象。根据《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

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绩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鲁财债〔2020〕70

号）及相关规定要求，对惠民县 9.9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确定

为本次评估对象。

（2）成立事前评估工作组。组员主要包括财务、生产、基建等

有关科室，组织开展事前评估各项工作。

（3）拟定工作方案。评估工作组按要求拟定具体的事前评估工

作方案，包括工作程序、评估专家团队、工作时间等。

（4）项目调研。评估工作组到与项目实施单位进行积极有效沟

通，了解项目情况，辅导项目单位收集准备资料。

（5）收集审核资料，现场调研。评估工作组收集审核项目资料，

通过查阅资料对项目开展全面评估。

（6）撰写报告。评估工作组根据评估意见，按照规定的文本格

式和要求，撰写事前绩效评估报告，整理事前评估资料。

（7）根据事前评估意见进一步完善项目管理。

2、评估思路

评估组成员根据该项目的必要性和实际使用情况、项目投入合

理性、绩效目标合理性等方面综合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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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估方式、方法

本项目的主要评估方式是在项目单位提供的决策立项文件、组

织实施及制度、绩效目标设定等资料基础上结合相关政策对项目展

开分析与评估。采用因素分析法，通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

实施效果的内外因素，进行评估。

（三）评估内容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改善项目区农业生产条件的最有效手段

项目区多年来未实施农业建设项目，原有农业设施老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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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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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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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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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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有利于发展节水型农业

该项目实施后，全面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可以建成完整的灌排

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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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不仅可提高粮食产量增加的速度，实现农业产业化、标

准化的目标，同时可以为农民增收，企业增效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有利于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民的种植积

极性。因此，该项目的开发和推广具有非常大的经济、社会、生态

效益，建设该项目是十分必要的。

2、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

在当事方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情况下，反应诉求及救助渠道

是一种方式，也是社会救助的一个途径，尤其当各种诉求及救助渠

道不通畅的情况下，影响社会稳定的可能性就会进一步增大。

（1）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内容及其评价

项目可能面临项目合法性、合理性遭质疑的风险；项目可能造

成环境破坏的风险；项目可能遭群众抵制征地的风险；项目可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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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期间安全问题和施工单位内部管理不善的风险。在此基础上，

对上述四大类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大小分别进行定性评价。为便于评

价表述准确，把风险发生的可能性的大小划分成 5 个等级，可能性

由小到大以次表述为：很小、较小、中等、较大、很大，并根据当

地以前其他项目专家经验以及当地民意调研结果，界定各类风险发

生可能性的大小。

根据对项目实施过程中易发生的社会风险的经验判断，并结合

项目的具体情形，项目可能会诱发的异议、损失或不适等诸多社会

风险及其评价主要如下：

①项目合法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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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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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项目可能造成环境破坏的风险

风险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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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在运营期间可能

对环境产生的影响主要包括水、固体废弃物、噪声等对环境的影响。

风险评价：项目造成环境破坏的风险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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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环境和生态影响的分析中，项目在建设期和运营期对环境

的影响都降到了最低。在对项目周边的群众进行的环境调查中，群

众积极踊跃参与，对项目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于建设项目能就环

境问题提早与群众沟通并能提建议表示认同。

③群众抵制临时征地的风险

风险内容：由于征地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加上群众对征地的

政策缺乏理解，因此在征地问题上群众往往会与政府站在对立面，

以各种形式抵制征地。征地项目中群众最敏感、最担忧的问题是失

去土地。

风险评价：群众抵制征地的风险很小。

项目为民生改善项目，仅存在临时征地，在采取相应对策后，

风险较小。

④施工期间安全问题和施工单位内部管理不善的风险

风险内容：施工期间安全问题以及工程施工内部如劳动用工、

安全保障、工资发放、工程款支付等方面如果不能做到合理、及时、

规范，也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问题。

风险评估：施工期间安全问题和施工单位内部管理不善的风险

较小。

项目的实施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执行，对职工的安全和施

工单位的内部管理到位，将能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降到最低。

（2）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综合评价

上文已对项目可能引发的不利于社会稳定的风险可能性大小进



20

行了单项评价，为便于度量该项目整体的风险大小，有必要对各类

风险的可能性大小进行量化，然后得到项目的综合风险大小。

3、项目实施的收益性

财务盈利能力分析表明，本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项目的息前

净现金流量为 14,297.34 万元，融资本息合计为 9,752.00 万元，项

目收益覆盖项目融资本息总额倍数达到 1.47 倍。通过以上指标可以

看出，本项目具有一定的财务经济盈利能力，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

项目具有的财务经济效益正常。

4、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

项目资金需要 19,305.00 万元，其中 14,005.00 万元为企业自

筹，5,300.00 万元拟通过专项债券筹集。

5、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性

本项目预期营业收入279,188.57万元，通过以上指标可以看出，

本项目具有一定的财务经济盈利能力，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项目

具有的财务经济效益正常。

6、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

经测算，项目当年债券资金需求与投资进度、支出进度相匹配，

符合本次债券资金需求的合理性。

7、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及应对措施

利率波动风险：在本政府专项债存续期内，国际、国内宏观经

济环境变化，国家经济政策变动等因素会引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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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影响项目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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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收益的平衡。

风险控制措施：为控制项目融资平衡风险，可动态调整债券发

行期限和还款方式及时间，做好期限配比、还款计划和准备，加快

资金周转，适当增大流动比率，充分盘活资金，用资金使用率收益

对冲利率波动损失。

8、绩效目标合理性

本项目收入主要是林业收入，项目建设资金包含项目资本金及

融资资金。通过对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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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97.34

万元，融资本息合计为 9,752.00 万元，项目收益覆盖项目融资本息

总额倍数达到 1.47 倍。综上所述绩效目标合理。

9、其他需要纳入事前绩效评估的事项

无

（四）评估结论

惠民县 9.9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收益 14,297.34 万元，项

目债券本息合计 9,752.00 万元，本息覆盖倍数为 1.47 倍，符合专

项债发行要求；项目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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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成后能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规

划，市场前景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因而该项目是可行

的，也是必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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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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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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相关建议

为了保障项目能顺利实施，早日开工建设完成，建设采取以下

措施作为保障：

（一）组织保障建立项目工作班子，切实抓好各阶段项目的实

施，必须保证不延误工期。

（二）资金保障资金的落实是保证项目顺利完成的关键，本项

目资金来源为申请专项债券外，剩余部分由建设单位自有资金投入

解决。

（三）政策保障本项目适应当地情况，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促

进新型产业良性循环，激发市场主体发展产业的内生动力，打造新

的经济增长点，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工程，建设该项目势在必行。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本报告是对项目单位所提供的材料进行全面分析与评估，结合

现场考察情况，在专家评价意见的基础上综合形成的。报告重点针

对惠民县 9.9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进行评估，同时考虑到项目

具有长期性，对整个项目也进行了必要的附带评估。本报告的结论

与意见是参考性的，仅供财政部门批复预算时使用，不做其他用途。

（七）评估资料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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