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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加速器用房及连廊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成立于 1960 年，为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临床学院，山东省慈善医

院。医院时值国家困难时期建院，汇集了一大批国内知名的

专家学者，初期主要承担全省干部保健工作，为此后山东保

健康复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几经更迭，至上世

纪 70 年代末，始成为面向社会开放的省级综合医院。1995

年跻身卫生部首批三级甲等综合医院，2019年划归山东第一

医科大学，成为第一附属医院。经过一个甲子的开拓创新，

现已发展成为专业布局合理、科室设置齐全、技术力量雄厚、

医疗设备先进、服务质量优良，集医疗、教学、科研、康复、

保健、预防、急救于一体的省级大型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

（三）项目规划审批

2020 年 10 月 26 日，山东省发展和改革会出具《关于省千

佛山医院加速器用房及连廊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鲁发

改政务（2020）61号）。

2021年 6月 22日，济南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证》。

（四）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由加速器用房和连廊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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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加速器用房

    在 6 号楼南侧、氧气站东侧，建设一个地下两层的加速器用房，

建筑面积约 3295平米。其中：

    1）地下二层：层高 6.6米，建筑面积约 1040平米。设置 2台直

线加速器治疗机房，预留 1台后装机治疗机房和 1台定位机机房，配

套用房包括控制室、辅助机房、水冷机房和辅助用房等。

    2）夹层：利用地下二层层高 6.6 米的优势，将加速器机房外的

区域加建夹层，建筑面积约 840平米。

    3）地下一层：层高 4米，建筑面积约 1130平米。主要是辅助用

房、配套办公用房和排烟机房。6号楼建设时已在地下一层预留了连

接口部。该层通过 4米宽的地下通道与 6号楼地下一层连通，具体位

置详见总平面图。

    4）地上一层建筑面积 130 平米，主要功能是楼梯和门厅。门厅

设置在右上角楼梯前厅，其中，门厅的层高结合 3-6号连廊楼面标高

确定。该位置的楼梯和电梯一直通到连廊的高度，在连廊楼面标高位

置与连廊连接，做为连廊的疏散通道，并在一楼门厅的顶部设置休息

大厅。二层建筑面积 110平米、中间层建筑面积 45平方米，合计 155

平米。

    项目建设时，在地下一层和二层设置设备进出通道，该通道兼做

具备地下室通风、防潮功能。项目设垂直医用电梯 1 部、楼梯 2 部，

其中 1部楼梯主要为消防疏散使用。

    2、连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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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3 号楼（内科综合楼）、6 号楼与在建的 9 号楼，以及拟建的

加速器用房项目之间建设一条 4.0米宽的连廊。建筑面积约 690平方

米。

    其中，3号楼（内科综合楼）与 6号楼（儿科诊疗基地暨医技手

术中心楼），在 4 层采用钢结构架空连接，6 号楼的连接高度为黄海

高程 92.75米，3号楼为 93.35米（3、6号楼的室内地坪为黄海高程

80.45米）。该段建筑面积约 150平方米。

    6-9号楼架空连廊，起点连接 3-6号楼的架空连廊，沿南北主干

道西侧向南，跨南北主干道与在建的 9号楼西侧 3层连接。9号楼的

连接高度为黄海高程 91.3米（相对高程 7.9米）。加速器用房的二层

与连廊连接，通过楼梯和电梯可院内和连廊。该段连廊建筑面积约 540

平方米。

    6-9号楼架空连廊的地面部分，结合所处环境，按照铺装和绿化

考虑，适当布置部分景观小品和便民设施。

（五）项目建设期限

    加速器用房及连廊建设项目计划建设期 12个月，拟 2021年 6月

开工，2022年 12月完工。

    具体开工时间，应在保证现有医疗环境基本正常运行的情况下，

综合考虑与 9号楼施工的相互影响等因素进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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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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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 

（2） 《国家卫生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

的决定》； 

（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5）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规划的通知》（国发〔2016〕78号）；

（6）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

划纲要（2015-2020年）的通知》（国办发〔2015〕14号）；

（7） 《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

要》； 

（8）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十三五”卫生

与健康规划的通知》【鲁政发〔2017〕12号】；

（9） 《关于征求综合医院建设标准（修订版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函》【国卫规划基装便函〔2018〕95号】；

（10） 《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建标 110-2008）；

（11） 《山东省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标准》；

（12） 《济南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年-2020年）》；

（13）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十三五（2016-2020）发展

规划纲要》；

（14）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50352-2019；

（15）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与经济评价方法参数》（第三 版）； 

2.估算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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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估算，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加速器用房及连廊建设项目总投资

5,421.00 万元；其中工程费 4,333.00 万元，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104.00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600.00 万元，基本预备费 3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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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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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科住院放疗收入。运营期各年收

入预测如下：

资金结构 金额（万元） 占比 备注

估算总投资 5421 100%

一、资本金 1621 29.90%

自有资金 1621

二、债务资金 3800 70.01%

专项债券 3800

银行借款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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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运营收入估算表（单位：万元）

年度
肿瘤放疗科出院人次

（人）

肿瘤放疗科人均放疗收

入（万元）
放疗总收入（万元）

2023 年 4,783.00 0.69 3,300.27 

2024 年 4,783.00 0.69 3,300.27 

2025 年 4,783.00 0.69 3,300.27 

2026 年 4,783.00 0.69 3,300.27 

2027 年 4,783.00 0.69 3,300.27 

2028 年 4,783.00 0.69 3,300.27 

2029 年 4,783.00 0.69 3,300.27 

2030 年 4,783.00 0.69 3,300.27 

2031 年 4,783.00 0.69 3,300.27 

2032 年 4,783.00 0.69 3,300.27 

合计 47,830.00 33,002.70 

收入预测方法说明：

本项目 2023年开始运营，本次取运营期限 10年进行测算（2023

年至 2032年），运营收入主要包括医院肿瘤科放疗收入。

医院肿瘤放疗科 2019年至 2021年出院人数平均增长 7.79%，按

此增长率测算 2023 年出院人数为 4783 人；人均放疗费平均增长

10.34%，由于两年增长幅度相差很大，稳健考虑取 5%增长率，测算

得 2023 年人均费用 0.69 万元。为稳健考虑，假设运营的 10 年年均

出院人数 4783人不变，人均费用 0.69万元不变。测算得每年收入为

3,300.27万元，10年共计 33,0027.00万元。

（二）运营成本预测

1.运营成本

主要包括药品费、耗材、人员费用、其他费用、固定资产维护费。

依据医院肿瘤科的药品收入比37.48%测算每年药品费1,236.94万元，

10年共计 12,369.41万元；依据医院肿瘤科的耗材收入比 7.02%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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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耗材费 231.68 万元，10 年共计 2,316.79 万元；依据医院肿瘤

科的人员费用收入比 19.99%测算每年人员费用 659.72万元，10年共

计 6,597.24 万元；依据医院肿瘤科的其他费用收入比 3.03%测算每

年其他费用 100.00 万元，10 年共计 999.98 万元；固定资产维护费

按资产总额的 3.5%测算（原值 5421万元），每年 189.74万元，10年

共计 1,897.35万元。

2.财务费用

（1）已发行专项债券利息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加速器用房及连廊建设项目预计总投资

5,421.00 万元，2021 年 11 月已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2,500.00 万

元，期限 10年，年利率 3.1%，专项债券半年偿还一次债券利息，到

期一次性偿还本金。年度运营支出预测如下： 

表 3：运营支出估算表（单位：万元）

年度 耗材
固定资产

维护费
职工薪酬 药品费

其他费

用
合计

2023 年 231.68 189.74 659.72 1236.94 100 2418.08
2024 年 231.68 189.74 659.72 1236.94 100 2418.08
2025 年 231.68 189.74 659.72 1236.94 100 2418.08
2026 年 231.68 189.74 659.72 1236.94 100 2418.08
2027 年 231.68 189.74 659.72 1236.94 100 2418.08
2028 年 231.68 189.74 659.72 1236.94 100 2418.08
2029 年 231.68 189.74 659.72 1236.94 100 2418.08
2030 年 231.68 189.74 659.72 1236.94 100 2418.08
2031 年 231.68 189.74 659.72 1236.94 100 2418.08
2032 年 231.68 189.74 659.72 1236.94 100 2418.08

合计 2316.8 1897.4 6597.2 12369.4 1000 24180.8

本项目还本付息预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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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已发行专项债券本息表

年度
期初本金

余额
本期新增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融资

利率
应付利息

应付本息

合计

2021 年 　 2,500.00 　 2,500.00 3.10% 38.75 38.75

2022 年 2,500.00 　 　 2,500.00 3.10% 77.5 77.5

2023 年 2,500.00 　 　 2,500.00 3.10% 77.5 77.5

2024 年 2,500.00 　 　 2,500.00 3.10% 77.5 77.5

2025 年 2,500.00 　 　 2,500.00 3.10% 77.5 77.5

2026 年 2,500.00 　 　 2,500.00 3.10% 77.5 77.5

2027 年 2,500.00 　 　 2,500.00 3.10% 77.5 77.5

2028 年 2,500.00 　 　 2,500.00 3.10% 77.5 77.5

2029 年 2,500.00 　 　 2,500.00 3.10% 77.5 77.5

2030 年 2,500.00 　 　 2,500.00 3.10% 77.5 77.5

2031 年 2,500.00 　 2,500.00 　 3.10% 38.75 2,538.75

合计 　 2,500.00 2,500.00 　 　 775 3,275.00

2022年 6月拟申请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 1,300.00万元。假设

债券发行期限为 10年，年利率为 3.6%。按照债券发行要求，专项债

券半年偿还一次债券利息，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专项债券发行计划

详见下表:

表 6：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测算表（金额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

余额
本期新增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融资

利率
应付利息

应付本息

合计

2022 年 　 1,300.00 　 1,300.00 3.60% 23.40 23.4

2023 年 1,300.00 　 　 1,300.00 3.60% 46.80 46.8

2024 年 1,300.00 　 　 1,300.00 3.60% 46.80 46.8

2025 年 1,300.00 　 　 1,300.00 3.60% 46.80 46.8

2026 年 1,300.00 　 　 1,300.00 3.60% 46.80 46.8

2027 年 1,300.00 　 　 1,300.00 3.60% 46.80 46.8

2028 年 1,300.00 　 　 1,300.00 3.60% 46.80 46.8

2029 年 1,300.00 　 　 1,300.00 3.60% 46.80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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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期初本金

余额
本期新增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融资

利率
应付利息

应付本息

合计

2030 年 1,300.00 　 　 1,300.00 3.60% 46.80 46.8

2031 年 1,300.00 　 　 1,300.00 3.60% 46.80 46.8

2032 年 　 　 1,300.00 　 3.60% 23.40 1,323.4 

合计 1300.00 1300.00 468.00 17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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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合计

 一、收入/成本/

税金 　 　 　 　 　 　 　 　 　 　 　 　 　

 营业收入 　 　 0.00 3,300.27 3,300.27 3,300.27 3,300.27 3,300.27 3,300.27 3,300.27 3,300.27 3,300.27 29,702.43 

 营业成本 　 　 2,418.08 2,418.08 2,418.08 2,418.08 2,418.08 2,418.08 2,418.08 2,418.08 2,418.08 2,418.08 24,180.77 

 税金及附加 　 　 　 　 　 　 　 　 　 　 　 　 　

 息税折旧及摊

销前利润 
　 　 -2,418.08 882.19 882.19 882.19 882.19 882.19 882.19 882.19 882.19 882.19 5,521.66 

 二、折旧和摊销 　 　 　 　 　 　 　 　 　 　 　 　 　

 总折旧和摊销 　 　 515.00 515.00 515.00 515.00 515.00 515.00 515.00 515.00 515.00 515.00 5,149.95 

 息税前利润 　 　 -2,933.07 367.20 367.20 367.20 367.20 367.20 367.20 367.20 367.20 367.20 371.71 

 三、财务费用 　 　 　 　 　 　 　 　 　 　 　 　 　

 利息支出 38.75 100.90 124.30 124.30 124.30 124.30 124.30 124.30 124.30 124.30 85.55 23.40 1,243.00 

 总财务费用 

 税前利润 -38.75 -100.90 -3,057.37 242.90 242.90 242.90 242.90 242.90 242.90 242.90 281.65 343.80 -871.29 

 四、所得税 　 　 　 　 　 　 　 　 　 　 　 　 　

 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 -38.75 -100.90 -3,057.37 242.90 242.90 242.90 242.90 242.90 242.90 242.90 281.65 343.80 -87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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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单位：万元）

2 3 4 5 6 7
年度 合计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经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8821.93 882.19 882.19 882.19 882.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 33002.7 3300.27 3300.27 3300.27 3300.27

放疗收入 33002.7 3300.27 3300.27 3300.27 3300.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 24180.77 2418.08 2418.08 2418.08 2418.08

运营成本 24180.77 2418.08 2418.08 2418.08 2418.0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5421 -2500 -2921

投资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出 5421 2500 2921

项目投资 5421 2500 2921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0 0 0

融资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 378 2461.25 2820.1 -124.3 -124.3 -124.3 -124.3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 5421 2500 2921

项目自筹金流入 1621 0 1621

银行贷款流入 0 0 0

债券融资款流入 3800 2500 1300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 5043 38.75 100.9 124.3 124.3 124.3 124.3

傥还债券本金 3800

支付债券利息 1243 38.75 100.9 124.3 124.3 124.3 124.3

期末现金(1+2+3) 3778.93 -38.75 -100.9 757.89 757.89 757.89 757.89

累计剩余现金 -38.75 -139.65 618.24 1376.14 2134.03 28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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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单位：万元）

8 9 10 11 12 13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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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882.19 882.19 882.19 882.19 882.19 882.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 3300.27 3300.27 3300.27 3300.27 3300.27 3300.27

放疗收入 3300.27 3300.27 3300.27 3300.27 3300.27 3300.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 2418.08 2418.08 2418.08 2418.08 2418.08 2418.08

运营成本 2418.08 2418.08 2418.08 2418.08 2418.08 2418.0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投资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出

项目投资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融资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 -124.3 -124.3 -124.3 -124.3 -2585.55 -1323.4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

项目自筹金流入

银行贷款流入

债券融资款流入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 124.3 124.3 124.3 124.3 2585.55 1323.4

傥还债券本金 2500 1300

支付债券利息 124.3 124.3 124.3 124.3 85.55 23.4

期末现金(1+2+3) 757.89 757.89 757.89 757.89 -1703.36 -441.21

累计剩余现金 3649.81 4407.71 5165.6 5923.49 4220.13 377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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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六）小结

本项目收入主要是医疗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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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21.93 万元，融资本息合

计为 5043万元，项目收益覆盖项目融资本息总额倍数达到 1.75倍。

表 9：现金流覆盖倍数表（金额单位：万元）

借贷本息支付
融资方式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项目收益

专项债券 3800 1243 5043 8821.93

融资合计 3800 1243 5043 8821.93

覆盖倍数 1.75

四、专项债券使用与项目收入缴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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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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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勘测资料的详细程度、设计方案的稳定、项目管理单位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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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管理水 平、项目承建单位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等也会对项目建

设期产生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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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与项目收益相关的风险

1. 利率风险

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观经济、金融货币政策以及国

际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市场利率存在

波动的可能性。由于本期债券期限较长，市场利率的波动可能对债券

投资者的市级投资收益产生相应不确定性。

2. 流动性风险

专项债券发行后，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

券交易所市场交易流通。本期债券的交易活跃程度受到宏观经济环境、

市场资金情况、投资者分布、投资者交易意愿等因素的影响，发行人

无法保证本期专项债券的持有人能够随时并足额交易所持有的债券。

3. 运营风险

项目建成投产后，运营单位未能有效管理,未能及时应对内外部

环境的变化, 未能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调整经营方针，实际运营效益将

可能达不到预测值。项目偿债资金来自项目运营收益部分较大，将对

偿还债券本息产生影响。

4. 偿付风险

本期专项债券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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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发行专项债券建设的项目， 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

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 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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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本期专项债券偿付资金主 要来自于建

设项目运营收益，偿债较有保障，偿付风险较低。但运营收益的实现

易受项目实施进度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将有可能给

本期专项债券偿付带来一定风险。

六、事前项目绩效评估报告

（一）项目概况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加速器用房及连廊建设项目，项目主管部门

为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实施单位为山东省千佛山医院，本次拟申

请专项债券 0.13 亿元用于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加速器用房及连廊建设

项目建设，年限为 10年。

（二）评估内容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加速器

根据山东省和济南市医疗卫生规划，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要重点加

强学科建设、发展专科特色、提高综合服务能力，对下级医疗机构进

行技术指导，开展临床教学、科研和新技术、新成果推广带教工作，

在医院管理、规范化诊疗等方面起到示范作用。全力建设管理规范、

技术精湛、规模适度、环境优美、省内领先、国内一流的三级甲等医

院。近年来，在山东省、济南市和山东省千佛山医院集团的关怀和指

导下，山东省千佛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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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疗水平大幅提高，医院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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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住院人数也急剧上升。为山东省和济南市医疗卫生事业的快速发

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按照千佛山医院的发展规划，拟新购置直线加速器 2台：其中一

台用于西门子加速器设备更新；另一台用于开展科研、教学，待设备

配置许可证办理后再用于临床，拟在6号楼南侧新建地下加速器用房，

用于安装新购置 2台加速器。医院现有加速器用房位于门诊楼地下一

层，其空间狭小，治疗环境差。原有西门子加速器设备用房和辅助用

房面积约 130㎡，用于安装另一台后装机。

2）连廊

由于历史原因，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内的交通为人车混流，尤其是

经十路主入口。虽然增加了经十路急诊入口和山师东路入口，情况得

到了改善。随着就诊人员和车辆增多，交通拥堵问题越来越严重。医

院院区内各医疗建筑相对独立，医护、病患人员的交通，以及病员在

转送过程中存有安全隐患，车辆刮擦、碰撞行人情况时有发生。尤其

是恶劣天气下的病员转送和医学检查、医护人员的抢救和会诊等，降

低了救护的及时性，影响了医疗环境，制约了医院的发展。在 3号楼、

6号楼及正在建设的 9号楼之间建设一条连廊，并与拟建的加速器用

房项目进行连接，能有效解决 2 号楼、3 号楼、6 号楼、9 号楼及加

速器用房之间在病员转送和医护人员抢救、会诊期间的交通保障问题，

尤其是恶劣天气下的交通，提高医疗效率。

2、项目实施的公益性

项目建设有利于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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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千佛山医院的综合实力，保障群众享有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对

于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项

目的社会效益明显。

3、项目实施的收益性

通过新建加速器用房项目，提高加速器医疗的科研和临床水平，

改善加速器的医疗环境，缓解病员等候时间，进一步提升医院的科研、

教学水平，提高医院的放疗水平增加就诊收益。提高山东省千佛山医

院在山东大型综合性医院中的地位，开展目前最先进的 SBRT、VMAT

等精准治疗技术，实现《千佛山医院十三五（2016-2020）发展规划

纲要》提出的“利用综合医院优势，整合肿瘤放疗科、肿瘤化疗科、

肿瘤微创科、小儿血液内分泌科等成立肿瘤诊疗中心”的目标。全面

提升医院精准治疗技术，提高千佛山医院在山东省医疗行业的竞争实

力。

3-6-9号楼的连廊，解决了 2号楼、3号楼、6号楼、9号楼及加

速器用房之间在病员转送和医护人员抢救、会诊期间的交通保障问题，

尤其是恶劣天气下的交通，提高医疗效率。

4、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

[2009]6 号）提出：到 2020 年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基

本建立。普遍建立比较完善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比

较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比较规范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比较科学的

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形成多元办医格局，人人享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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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适应人民群众多层次的医疗卫生需求，人民群

众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

5、项目成熟度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多年来为促进卫生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但由

于医疗设备和院区环境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医院的发展，不能

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为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保证基本卫生

服务需求，需增加和改善医院环境和医疗设备的投入，完善医疗服务

功能。

通过新建加速器用房及连廊建设项目，安装先进直线加速器，提

升医院在山东大型综合性医院中的领先地位，可以开展目前最先进的

SBRT 、 VMAT 等 精 准 治 疗 技 术 ， 实 现 《 千 佛 山 医 院 十 三 五

（2016-2020）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利用综合医院优势，整合肿

瘤放疗科、肿瘤化疗科、肿瘤微创科、小儿血液内分泌科等成立肿瘤

诊疗中心”的目标。全面提升医院精准治疗技术，提高千佛山医院在

山东省医疗行业的竞争实力。

6、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

经估算，本工程总投资 5421万元。计划申请财政专项债券 3800

万元，其余 1621万元有医院自筹解决。

7、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性

本项目收入主要是医疗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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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估算，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加

速器用房及连廊建设项目收益 33002.7万元，项目运营成本 2418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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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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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21.93 万元，融资本息合计为 5043 万元，项目收益覆盖项目融资

本息总额倍数达到 1.75倍。

8、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

本项目建设总投资 5421 万元，项目所需部分建设资金拟通过申

请医院自筹方式解决和发行专项债券筹集，医院经营现金流充足，收

支略有结余，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可以以相较其他融资方式更

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

9、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及应对措施

项目勘测资料的详细程度、设计方案的稳定、项目管理单位的组

织管理水 平、项目承建单位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等也会对项目建

设期产生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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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控制措施：深化各阶段设计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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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造成报废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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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绩效目标合理性

绩效目标的内容完整，绩效目标明确、清晰；绩效目标经过充分

论证和合理测算。所采取的措施切实可行，并能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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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三）评估结论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加速器用房及连廊建设项目收益 33002.7 万

元，项目运营成本 24180.77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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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21.93 万元，融资本息合计为 5043 万

元，项目收益覆盖项目融资本息总额倍数达到 1.75 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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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有利于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

制度，提高千佛山医院的综合实力，保障群众享有更高质量的医疗服

务，对于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项目的社会效益明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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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