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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虚拟现实综合实训基地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

项目单位为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是

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教育部备案的省属公办全日制普通高校，

隶属于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学院办学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 1979 年 2

月成立的潍坊市电子工业局电大教学班，后与潍坊录音机总厂电大

班合并成立“潍坊市电子工业局电视大学”，相继建立“潍坊市电

子工业局职工学校”、“潍坊市电子工业职工中等专业学校”，1985

年 5月 22 日，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以潍坊市电子工业职工中等专业

学校为基础，建立“山东省潍坊电子工业学校”，学校性质正式转

为省属全日制普通中专。1987 年 7 月 6日，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

学院正式更名为山东省信息工程学校。2002 年 7 月山东省人民政府

批准独立升格为普通高等学校。

学院是教育部批准的“国家示范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建

设单位,总参谋部、教育部确定的定向培养直招士官试点院校，山东

省“3+2”对口贯通分段培养本科招生试点院校，山东省示范性高职

单独招生试点院校；是国家首批“电子信息产业高技能人才培养基

地”“全国信息产业系统先进集体”“山东省职业教育先进集体”

“山东省德育工作优秀高校”“省级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基地”“省

级劳务外派培训基地”。

学院现有奎文校区（山东省潍坊市东风东街 7494 号）和滨海校

区（山东省潍坊市滨海经济开发区智慧南二街 588 号）两个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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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面积 714 亩，其中滨海校区占地 520 亩，奎文校区占地 194 亩。

在校生 12000 人，建筑面积 25万平方米，建设了现代化的实训室、

多媒体教室以及电子实训生产线，建立校外实训基地 115 个，建成

数字化智慧校园，实现了学院教学、管理、服务手段现代化。

学院秉持“以人为本、德技双馨、产教融合、服务社会”的办

学理念，抢抓职业教育发展机遇，积极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制造 2025 发展战略和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

重大工程，围绕产业设专业，形成了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具

有鲜明信息特色的虚拟现实、电子信息技术、大数据与软件、智能

制造四大优势专业群以及深度融合信息技术的经管、现代服务专业

群，共计 31个专业。3个专业与本科高校实施“3+2”专本贯通培养，

打造了电子信息技术、计算机与软件技术 2 个省级品牌专业群，软

件技术、计算机信息管理 2个中央财政支持专业，计算机信息管理、

软件技术、计算机网络 3 个省级特色专业。学院是山东省虚拟现实

职业教育集团牵头单位，是虚拟现实服务高端装备制造公共实训基

地。学院现设 6 个系（电子与通信系、数字媒体系、智能制造系、

经济与管理系、软件与大数据系、现代服务系），1个二级学院（士

官学院），2 个教学部（基础教学部、思想政治课教学部）。

学院拥有一支教育观念新、教学水平高、实践能力强的师资队

伍，现有教职工 624 人，中高级职称以上的教师占专任教师的 80%

以上，副高级以上职称教师 87人，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 100 多人，

“双师”型教师占专业课教师的 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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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深度契合军民结合战略，发挥专业建设和师资优势，主动

服务于部队信息化、现代化建设。是教育部、军委政治工作部、军

委国防动员部确定的部队定向培养士官试点院校、空军定向培养士

官定点院校。学院实施“靶向”培养工作体系，多措并举夯实铸魂、

精技、严纪、严体四项工程基础，打造军旅文化育人品牌，探索定

向士官特色教育管理新路子，为国家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强军人才。

学院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

为导向，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着力提升学生的就业、创业、

创新能力。学院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以实训基地建设为依托，以科

研和技术服务为支撑，积极推进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课程内容与

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三对接”，充分发挥专业优势，

积极开展基于工作过程的教学改革，实施项目教学法和教、学、做

一体化教学法，积极推进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1+X”双证书制

度，着力培养生产、管理、建设、服务一线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

型人才，先后与华为、联想、中兴、歌尔声学、潍柴动力、福田雷

沃、师创、中创等多家知名企业建立了密切的校企合作关系，广泛

开展联合培养、师资培训、资源开发、校外实训、顶岗实习等项目。

毕业生就业率连年在 98%以上，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按照下一步学院院系调整计划，将按照滨海校区容纳 7500 人，

奎文校区 4500 人标准进行布局。滨海校区主要安排智能制造系、经

济与管理系、现代服务系，软件与大数据系开展教学和实训学习。

奎文校区主要安排士官学院、数字媒体系、电子与通信系开展教学

和实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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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各系在校生人数统计表

系名称 人数

智能制造系 1264

经济与管理系 1716

现代服务系 1639

软件与大数据系 2316

士官学院 2030

数字媒体系 1368

电子与通信系 1667

合计 12000

学院机构设置如下：

党群机构：组织部、宣传统战部、纪检监察室、工会、团委；

行政机构：办公室、人事处、教务与科研处、学生工作处、财

务处、招生就业指导处、总务处、对外交流与合作处、滨海校区管

理办公室；

教学教辅机构：电子与通信系、软件与大数据系、数字媒体系、

智能制造系、经济与管理系、现代服务系、基础教学部、思想政治

课教学部、教育研究与质量控制中心、士官学院、图书馆。

项目规划审批如下：

2020 年 3 月 11 日，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山东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虚拟现实综合实训基地项

目建议书的批复》（鲁发改社会〔2020〕37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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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30 日，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山东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虚拟现实综合实训基地建

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鲁发改项审〔2020〕22 号）

2021 年 2 月 9日，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山东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虚拟现实综合实训基地建

设项目初步设计概算的批复》（鲁发改项审〔2021〕17 号）

（三）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

考虑学校的财力及实际需求，拟建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虚拟

现实综合实训基地，总建筑面积 38202 ㎡，包括 VR 实训中心、VR+

智能制造仿真实训中心、VR+智能网联仿真实训中心、VR+数字经济

仿真实训中心 、VR+现代服务仿真实训中心。其中 VR实训中心建筑

面积 11196 ㎡，地上 6 层，建筑高度 23.85m；VR+智能制造仿真实训

中心建筑面积 4439 ㎡，地上 2 层，建筑高度 9.4m；VR+智能网联仿

真实训中心建筑面积 10338 ㎡，地上 6层，建筑高度 23.85m ；VR+

数字经济仿真实训中心建筑面积9983㎡，地上6层，建筑高度23.85m；

VR+现代服务仿真实训中心建筑面积 2246 ㎡，地上 2层，建筑高度

9.4m。

（四）项目建设期限

本项目建设期 24个月，预计工期为 2020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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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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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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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四、《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 号）

五、《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教技〔2012〕

45 号）

六、《教育部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整省推进提质培优建设职

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的意见》（鲁政发〔2020〕3 号）

七、《高等职业学校建设标准》建标（2019）86 号

八、《山东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专项规划（2018-2022 年）》

九、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重大项目谋

划实施工作的通知》（鲁政办发明电【2020】6 号）

十、山东省教育厅下发《关于谋划报送重大项目的紧急通知》

（鲁教计函〔2020〕2号）

十一、《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十二、《山东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

年）》

十三、《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虚拟现实综合实训基地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批复文号：鲁发改社

会〔2020〕370 号）

十四、项目建设单位提供的其他相关基础资料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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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与经济评价方法参数》（第三版）

十六、其他国家、省、市有关政策、法规、规定。

十七、现行有关技术经济规范、标准和定额资料。

2.估算总额

本项目估算总投资 25018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22947 万元，铺

底流动资金 1420 万元，建设期利息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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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采用银行贷款等其他融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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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18 100%

一、资本金 10197 40.75%

自有资金 2697

财政资金 7500

二、债务资金 14821 59.25%

专项债券 10700

银行借款 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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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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预期收入主要来源于学费、住宿费收入、培训费等其他

收入。运营期各年收入预测如下：
表 2：项目收入估算表（单位：万元）

年度

高职学生

测算比例 收入 19%估算

人数（人/年）
学费（万
元/人年）

住宿费
（万元/
人年）

其他
收入
（万元/
年）

小计
（万元/
年）

2022 15000 0.5 0.07 800 9350 15.8% 1354

2023 15000 0.5 0.07 800 9350 19% 1625

2024 15000 0.5 0.07 800 9350 19% 1625

2025 15000 0.5 0.07 800 9350 19% 1625

2026 15000 0.5 0.07 800 9350 19% 1625

2027 15000 0.5 0.07 800 9350 19% 1625

2028 15000 0.5 0.07 800 9350 19% 1625

2029 15000 0.5 0.07 800 9350 19% 1625

2030 15000 0.5 0.07 800 9350 19% 1625

2031 15000 0.5 0.07 800 9350 19% 1625

2032 15000 0.5 0.07 800 9350 19% 1625

2033 15000 0.5 0.07 800 9350 19% 1625

2034 15000 0.5 0.07 800 9350 19% 1625

2035 15000 0.5 0.07 800 9350 19% 1625

2036 15000 0.5 0.07 800 9350 19% 1625

2037 15000 0.5 0.07 800 9350 19% 1625

2038 15000 0.5 0.07 800 9350 19% 1625

2039 15000 0.5 0.07 800 9350 19% 1625

2040 15000 0.5 0.07 800 9350 19% 1625

2041 15000 0.5 0.07 800 9350 19% 1625

2042 15000 0.5 0.07 800 9350 3.2% 271

合计 32500

收入预测方法说明：

年营运收入=年收入×测算比例。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虚拟现实综合实训基地建设项目资金主

要来源为学费收入和住宿费收入。根据本项目的建设规模，暂定按

照每年（高职 15000 人）学费收入和住宿费收入的 20%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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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现行收费标准，根据鲁发改成本

〔2020〕1085 号《关于重新明确高等学校学费收费标准的通知》的

规定，高职院校每生每学年基本学费标准按照 5000 元/人年收取。

根据鲁发改成本〔2019〕804 号《山东省高等学校住宿费收费管

理办法》通知的规定确定收费标准，高职学生住宿费按照 700 元/人

年测算。

（二）运营成本预测

根据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以往运营成本及项目可研情

况，测算项目付现成本，由于该学院财政生均经费拨款基本

覆盖教职工人员经费，运营过程中涉及的营运税金占比极

小 ，故未将其纳入平衡方案计算，该项目纳入运营成本计算

的付现成本包括水电费、债券及贷款本息支出（拟贷款额度

发生的本息假定在本次测算期第一年发生，合同约定还款期

结束就行本息测算。）、修缮费用等其他费用共计 86,482.66

万元。

1、运营费用：包括项目建成后运营期间发生的日常办公

经费、水电费、修缮、差旅等其他费用，年支付 3200.00 万

元，共计 64,000.00 万元。

2、利息支出：（1）2022 年以收到银行贷款 367 万元、

拟额度内可随用贷款 3754 万元，项目存续期内共计发生利息

846.0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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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1 年发行 1700 万元专项债券，（2021 年 4 月 14

日至 2031 年 4 月 14 日）年利率 3.45%，共计支付利息 515.64

万元。

（3）2022 年拟发行 9000 万元专项债券，期限 20年，年

利率 3.5%，共计支付利息 6300.00 万元。

3、偿还本金：

（1）2021 年发行 10 年期债券本金 1700 万元。

（2）2022 年拟发行 20 年期债券本金 9000 万元。

（3）2022 年银行贷款 367 万元、拟额度内可随用贷款

3754 万元。



11

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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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0 1700 1700 3.45% 30 30

2022年 1700 9000 10700 3.5% 188 188

2023年 10700 10700 3.5% 375 375

2024年 10700 10700 3.5% 375 375

2025年 10700 10700 3.5% 375 375

2026年 10700 10700 3.5% 375 375

2027年 10700 10700 3.5% 375 375

2028年 10700 10700 3.5% 375 375

2029年 10700 10700 3.5% 375 375

2030年 10700 10700 3.5% 375 375

2031年 10700 1700 9000 3.5% 375 2075

2032年 9000 9000 3.5% 315 315

2033年 9000 9000 3.5% 315 315

2034年 9000 9000 3.5% 315 315

2035年 9000 9000 3.5% 315 315

2036年 9000 9000 3.5% 315 315

2037年 9000 9000 3.5% 315 315

2038年 9000 9000 3.5% 315 315

2039年 9000 9000 3.5% 315 315

2040年 9000 9000 3.5% 315 315

2041年 9000 9000 3.5% 315 315

2042年 9000 9000 0 3.5% 158 9158

合计 10700 6901 17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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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银行借款还本付息测算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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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367 4.16% 15.27 15.27

2023年 367 3754 4121 4.16% 171.43 171.43

2024年 4121 4121 4.16% 171.43 171.43

2025年 4121 4121 4.16% 171.43 171.43

2026年 4121 4121 4.16% 171.43 171.43

2027年 4121 4121 4.16% 171.43 171.43

2028年 4121 4121 171.43 4292.43

合计 4121 4121 1043.85 5164.85

（三）项目运营损益表

项目运营损益表见表 6。

（四）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

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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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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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2042

年

一、收入/

成本/税金

营业收入 9350 9350 9350 9350 9350 9350 9350 9350 9350 9350 9350 9350 9350 9350 9350 9350 9350 9350 9350 9350

营业成本 3200 3200 3200 3200 3200 3200 3200 3200 3200 3200 3200 3200 3200 3200 3200 3200 3200 3200 3200 3200

息税折旧及摊销

前利润

6150 6150 6150 6150 6150 6150 6150 6150 6150 6150 6150 6150 6150 6150 6150 6150 6150 6150 6150 6150

二、折旧和摊销

总折旧和摊销

息税前利润

三、财务费用

利息支出 546 546 546 546 546 546 375 375 375 315 315 315 315 315 315 315 315 315 315 158

总财务费用

税前利润 5604 5604 5604 5604 5604 5604 5775 5775 5775 5835 5835 5835 5835 5835 5835 5835 5835 5835 5835 5992

四、所得税

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 5604 5604 5604 5604 5604 5604 5775 5775 5775 5835 5835 5835 5835 5835 5835 5835 5835 5835 5835 5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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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单位：万元）

年度 合计
1 2 3 4 5 6 7 8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经营活动收入 187000 9350 9350 9350 9350 9350 9350 9350 9350
经营活动支出 3200 3200 3200 3200 3200 3200 3200 3200
支付的各项税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建设成本支出 25018 9800 10867 4351
流动资金支出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

三、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资本金 1 10197 8697 1500
资本金 2（专项债券） 10700 1700 9000
银行借款 4121 367 3754
偿还债券本金 10700
偿还银行借款本金 4121 4121
支付债券利息 6901 30 188 375 375 375 375 375 375
支付银行借款利息 1043.85 15.27 171.43 171.43 171.43 171.43 171.43 171.43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

四、期初现金 7084 7084 16418 17671 23275 28879 34483 40087
期内现金变动 9334 1253 5604 5604 5604 5604 1483

五、期末现金 7084 16418 17671 23275 28879 34483 40087 41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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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单位：万元）

年度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2034年 2035年 2036年 2037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经营活动收入 9350 9350 9350 9350 9350 9350 9350 9350 9350
经营活动支出 3200 3200 3200 3200 3200 3200 3200 3200 3200
支付的各项税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

额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建设成本支出

流动资金支出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

额三、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资本金 1
资本金 2（专项债券）

银行借款

偿还债券本金 1700
偿还银行借款本金

支付债券利息 375 375 375 315 315 315 315 315 315
支付银行借款利息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

额四、期初现金 41570 47345 53120 57195 63030 68865 74700 80535 86370
期内现金变动 5775 5775 4075 5835 5835 5835 5835 5835 5835

五、期末现金 47345 53120 57195 63030 68865 74700 80535 86370 9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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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单位：万元）

年度
18 19 20 21 22

2038年 2039年 2040年 2041年 2042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经营活动收入 9350 9350 9350 9350 4675
经营活动支出 3200 3200 3200 3200 1600
支付的各项税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净额二、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建设成本支出

流动资金支出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净额三、融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资本金 1
资本金 2（专项

债券）银行借款

偿还债券本金 9000
偿还银行借款本

金 支付债券利息 315 315 315 315 158
支付银行借款利

息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净额四、期初现金 92205 98040 103875 109710 115545
期内现金变动 5835 5835 5835 5835 -6083

五、期末现金 98040 103875 109710 115545 109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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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假设本次专项债券于 2022 年 6 月发行成功，期限 20 年，每

半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偿还本金，故测算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时，2042 年仅计算 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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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小结

本项目收入主要是学费、住宿费、培训费等其他收入，项目建

设资金包含项目资本金及融资资金。现金流总计为 109462 万元，加

上 9000 万债券总共付的利息 6300 万元，现金流为 115762 万元，本

次仅选取可支付本息的项目收益 115762 万元的 20%，即 23152.4 万

元纳入平衡方案。经测算，本期债券募投项目收益和现金流覆盖债

券还本付息情况：本次拟发行债券本息覆盖倍数为 1.55。

表 10：现金流覆盖倍数表-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虚拟现实

综合实训基地建设项目（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拟发行额度（期

限：20 年）

净现金流入测算

（可支付本息的

项目收益的 20%）

拟发行债券本息

测算

本息覆

倍数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虚拟现实综合

实训基地建设项目

9,000.00 23152.4 15,300.00 1.51

四、专项债券使用与项目收入缴库安排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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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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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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包括项目单位

的管理单位）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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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山东省发展改革委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

评估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建设实施，由省发

展改革委审批、核准或者核报省人民政府审批，并符合下列条件之

一的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需要单独做社会稳定风险分析。

1.建设项目征地涉及农用地转用 50亩以上的；

2.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涉及被征收人超过 500 户的；

3.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规定应编制环

境影响报告书的；

4.国内或当地类似项目发生过群体性事件等其他可能引发社

会稳定风险的。

本项目不属于上述四种条件之一，因此不需要单独做社会稳定

风险分析。

该项目的选址位于学校现有校园内，利用既有土地进行建设，

不涉征地、拆迁；潍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已经出具项目规划预审

意见，初步同意项目建设，项目场址选择合理。该项目严格按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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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基建程序进行项目的报批报建工作，建设合法、合理，项目可能

造成环境破坏的风险低，师生及周边群众对生活环境变化不适的风

险低，建设资金来源已经落实。综合评价，该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

等级为低风险。

（二）与项目收益相关的风险

经上述测算，在对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虚拟现实综合实训基

地建设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学费、住宿费

收入对应的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

和融资自求平衡。

六、事前项目绩效评估报告

（一）项目概况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虚拟现实综合实训基地建设项目，项目

主管部门为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实施单位为山东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本次拟申请专项债券 5000 万元用于虚拟现实综合实训基地建

设项目，债券年限为 20年。

（二）评估内容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该项目属于鼓

励类第三十六类“教育”第 3条“职业教育”，为国家鼓励建设项

目，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

（2）学校人才培养提质增效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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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抢抓职业教育发展机遇，积极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一带一路”、中国制造 2025 发展战略和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

工程，围绕产业设专业，形成了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具有鲜

明信息特色的虚拟现实、电子信息技术、大数据与软件、智能制造、

经管、现代服务等六大专业群，2020 年招生专业达到 33个。

学校近三年累计投资 700 多万元建设虚拟现实实训室，虚拟现

实软硬件条件省内领先，为学校智能制造、经管和现代服务等专业

群开展虚拟仿真教学提供了人才和资源支撑。

当前，学校急需建设高水平虚拟现实综合实训基地，一方面实

现虚拟现实专业群建设水平提质培优，另一方面服务智能制造、经

管和现代服务三个专业群建设虚拟仿真实训中心，借助虚拟仿真或

虚拟现实实训资源，有效解决因时间、空间限制不能实现的实训情

境，通过虚拟情境增加学生学习体验，身临其境，提升教学效果，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综上所述，该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符合职业

院校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需要、符合高素质复合型虚拟现实

人才培养的需要、符合学校人才培养提质增效的需要、符合虚拟现

实资源共享的需要，项目的建设是必要的、可行的。

2、项目实施的公益性

根据赛迪顾问《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白皮书（2019 年）》数据显

示，2020 年我国 VR 产业规模预计超过 900 亿元，但虚拟现实人才短

缺，专业型、复合型人才供给严重不足，难以有效支撑产业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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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调研山东省 50所本科院校专业建设情况，当前只有包含山东大

学在内的 10所高校，在软件工程、数字媒体技术等相关专业开设虚

拟现实方向人才培养。2018 年高职专业目录增设虚拟现实应用技术

专业，2019 年山东省 78 所高职院校中，有 12所高职院校开设该专

业。山东省高等院校虚拟现实专业人才培养刚刚起步，虚拟现实教

学和实训资源短缺。

学校虚拟现实人才培养起步早、基础好，牵头山东省数字媒体

应用技术专业教学指导方案开发，为潍柴集团等知名企业开展 VR 技

术培训和产品开发服务，承担人社厅 VR技术培训高级研修班等社会

培训任务，在虚拟现实人才培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教学资源，通过

虚拟现实综合实训基地建设，不但将促进学校虚拟现实人才培养水

平进一步提升，同时，通过面向全省学校和企业共享虚拟现实实训

资源、技术服务产品，将满足社会上虚拟现实学习者的需要，促进

山东省虚拟现实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3、项目实施的收益性

根据赛迪顾问发布的《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白皮书（2019 年）》

数据显示，2019 年，国内 VR 产业规模将达到 610.4 亿元，2020 年

VR 产业规模预计超过 900 亿元。同时，虚拟现实人才短缺，专业型、

复合型人才供给严重不足，难以有效支撑产业的创新发展。

山东省大力支持 VR产业发展，《山东省“十三五”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规划》《山东省“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山东省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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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信息技术产业专项规划（2018-2022 年）》等文件中，明确提出

做优虚拟现实产业。学校所在地潍坊市，VR头显设备产销量全球第

一，当前在充分发挥歌尔股份 VR硬件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培育和招

引 VR软件和内容产业，正在积极打造国家级虚拟现实产业基地。

在国家、山东省和潍坊市大力发展虚拟现实产业的背景下，学

校充分发挥新一代信息技术专业群优势，围绕产业设专业，从 2017

年开始优先投资建设虚拟现实专业群，并全力推进将虚拟现实专业

群建设成为省内领先、国内一流专业群，助力山东省虚拟现实产业

发展，高素质复合型虚拟现实人才培养需要高水平虚拟现实综合实

训基地。

4、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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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2010-2020 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

4 号）《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教技〔2012〕

45 号）《教育部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整省推进提质培优建设职业

教育创新发展高地的意见》（鲁政发〔2020〕3 号）《高等职业学

校建设标准》建标（2019）86 号《山东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专项

规划（2018-2022 年）》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

做好重大项目谋划实施工作的通知》（鲁政办发明电【2020】6号）

山东省教育厅下发《关于谋划报送重大项目的紧急通知》（鲁教计

函〔2020〕2号）《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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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山东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 年）》《山

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虚拟现实综合实

训基地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批复文号：鲁发改社会〔2020〕370

号）《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虚拟现

实综合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鲁发改项审

〔2020〕22 号）《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山东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虚拟现实综合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概算的批复》（鲁发

改项审〔2021〕17 号）等相关文件实施项目建设。

5、项目成熟度

项目已于 2021 年 6月份开工建设。

6、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

资金来源为学校自筹资金、银行贷款、财政拨款及专项债券，

目前银行贷款授信额度 1.2 亿元已经审批通过，财政拨款 6000 万元

已经到位，专项债券已经 1700 万元，本次申请 5000 万元。

7、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性

收取学费测算依据,根据鲁政办发[2018]98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高等学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和鲁发改成

本〔2020〕1085 号《关于重新明确高等学校学费收费标准的通知》

并结合以往年度生均收费情况测算收费标准,根据《山东信息职业技

术学院虚拟现实综合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并结合以

往招生人数等预测学生人数。收取住宿费测算依据，根据鲁发改成

本〔2019〕804 号《关于印发山东省高等学校住宿费收费管理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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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的通知确定收费标准，根据《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虚拟现

实综合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并结合以往招生人数等

预测学生人数。

8、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

《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

导意见》（教职成〔2019〕13 号）提出，加强实践性教学，实践性

教学学时原则上占总学时数 50%以上，同时还提出推进信息技术与教

学有机融合，从而全面提升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现代信息技术在

教育教学中广泛应用。实训基地是职业教育实践性教学的重要载体

和平台，更是职业院校人才培养“链条”上的重要一环。高水平实

习实训基地集教学、培训、生产和社会技术服务于一体，具有人才

“深加工”的作用，是当前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重要“连接点”，

是培养“大国工匠”的重要基础。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 号）中明确指

出，截止到 2022 年，要建设 300 个具有辐射引领作用的高水平专业

化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随着产教融合的进一步加深，新时期高水平、

具有辐射引领作用的实习实训基地将与市场与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标

准相吻合，提升校园人才的知识运用能力、创新能力，培养出高质

量的职业技术技能人才。

虚拟现实综合实训基地包括服务于虚拟现实专业群人才培养的

VR实训中心，同时，还包括借助虚拟现实、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建设服务于虚拟现实、智能制造、经管、现代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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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群的 VR+智能制造仿真实训中心、VR+智能网联仿真实训中心、

VR+数字经济仿真实训中心、VR+现代服务仿真实训中心。通过本项

目的建设，将会极大提升学校乃至山东省在虚拟现实、智能制造、

经管、现代服务等领域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水平，为区域经济

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9、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及应对措施

项目偿债按照学校学费收入及住宿费收入的 19%计算，覆盖项目

融资本息总额倍数达到 1.42 倍。

10、绩效目标合理性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虚拟现实综合实训基地建设项目绩效目

标与学校的长期规划目标、年度工作目标相一致，项目政策产出和

效果相关联，受益群体的定位准确，绩效目标与项目要解决的问题

匹配、与现实需求匹配，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挑战性；绩效指标设

置与项目高度相关，并予以细化、量化。

11、其他需要纳入事前绩效评估的事项：无

（三）评估结论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虚拟现实综合实训基地建设项目收益

32500 万元，项目债券本息合计 22900 万元，本息覆盖倍数为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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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成后能将会极大提升学校乃至

山东省在虚拟现实、智能制造、经管、现代服务等领域高素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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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人才培养水平，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但该项目在绩

效目标细化、项目全过程制度建设、筹资风险应对措施等方面存在

略微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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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