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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一批天津市政府收费公路专项 

债券信息披露文件 

 

一、债券概况 

（一）基本情况 

此次公开发行的 2018 年天津市政府滨海新区收费公路专

项债券（一期）-2018 年天津市政府专项债券（四期）发行总

额为 3 亿元，品种为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券，全部为新增债

券，期限为 5 年期，按年付息，到期后一次性偿还本金，发行

后可按规定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上

市流通。  

拟发行的 2018 年第一批天津市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概况（表 1） 

 

 

 

 

 

（二）发行方式 

2018 年第一批天津市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通过招标方

式发行。天津市财政局于招标日通过财政部上海证券交易所政

债券名称 
2018 年天津市政府滨海新区收费公路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天津市政府专项债券（四期） 

发行规模 人民币 3 亿元 

债券期限 5 年期 

债券利率 固定利率 

付息方式 按年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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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债券发行系统组织招投标工作，参与投标机构为 2016-2018

年天津市政府债券承销团成员。招标发行具体安排详见《2018

年天津市政府债券发行兑付办法》、《2018 年天津市政府债券

招标发行规则》、《天津市财政局关于发行 2018 年天津市滨海

新区收费公路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天津市政府专项债券

（四期）有关事项的通知 》 。 

（三）募集资金投向说明 

按照财政部要求，此次发行的 2018 年天津市政府收费公

路专项债券资金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主要用于天津市津

石国家高速公路海滨大道至长深高速段的项目（详见附件）。

偿债资金主要来源于车辆通行费收入。 

二、信用评级情况 

经天津市财政局委托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2018 年天津市政府滨海新区收费公路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天津市政府专项债券（四期）信用级别为 AAA。在 2018 年

第一批天津市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天津市财政局

将委托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每年开展一次跟踪评级。 

三、地方经济状况 

（一）中长期经济规划情况 

近年来，天津市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和本市实际情况，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纲

要》、《中共天津市委关于制定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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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等要求，制定了《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

一基地三区"的定位、京津冀协同发展、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滨海新区开发开

放五大国家战略叠加，机遇千载难逢，发展潜力巨大。 

《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的

具体内容见附件，各专项规划的详细内容参见天津市政务信息

公开网和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二）2015-2017 年天津市经济基本情况 

2015-2017 年天津市经济基本情况 

项 目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16538.19 17885.39 18595.38 

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9.3 9.0 3.6 

第一产业（亿元） 210.51 220.22 218.28 

第二产业（亿元） 7723.60 8003.87 7590.36 

第三产业（亿元） 8604.08 9661.3 10786.74 

三次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 1.3 1.2 1.2 

第二产业（%） 46.7 44.8 40.8 

第三产业（%） 52.0 54 58 

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13065.86 14629.22 11274.69 

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1143.47 1026.51 1129.45 

进口（亿美元） 631.64 583.65 693.81 

出口（亿美元） 511.83 442.86 435.6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5245.69 5635.81 5729.67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34101 37110 40278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8482 20076 21754 



 4

注：根据天津市统计年鉴（2015 和 2016 年），2017 年天津统计月报整理。各项指标详细情况请参

考天津市统计局官网。 

四、天津市财政收支情况  

（一）公共预算收入、转移性收入、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2016 年，全市一般公共财政收入 2723 亿元，转移性收入

954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350 亿元。市级公共财政收入 966

亿元，转移性收入 818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89 亿元。 

2017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310 亿元，转移性收入

1530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 210 亿元。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92 亿元，转移性收入 926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82 亿元。 

2018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240 亿元，转移性收入

1251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83 亿元。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850 亿元，转移性收入 688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41 亿

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转移性支出、地方政府债券

还本支出 

2016 年，全市一般公共支出 3701 亿元，转移性支出 178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 35 亿元。市级一般公共支出 1239

亿元，转移性支出 566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 35 亿元。 

2017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099 亿元，转移性支出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100） 101.7 102.1 102.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年=100） 90.3 97.9 108.4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上年=100) 92.4 98.3 111.1 

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币存款余额（亿元） 28149.37 30067.03 30940.81 

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币贷款余额（亿元） 25994.68 28754.04 3160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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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8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 37 亿元。市级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1072 亿元，转移性支出 648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

支出 37 亿元。 

2018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099 亿元，转移性支出

391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 57.87 亿元。市级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1072 亿元，转移性支出 550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还

本支出 38 亿元。 

（三）政府性基金收支 

2016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 919 亿元，全市政府性基

金支出 697 亿元，总收入与支出相抵，全市政府性基金结余

281 亿元。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504 亿元，市级政府性基金支

出预算 354 亿元，总收入与支出相抵，全市政府性基金结余

146 亿元。2016 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879 亿元，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 658 亿元。 

2017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总收入 1568 亿元，全市政府性

基金支出 1290 亿元，总收入与支出相抵，全市政府性基金结

余 278 亿元。市级政府性基金总收入 437 亿元，市级政府性基

金支出 363 亿元，总收入与支出相抵，全市政府性基金结余

741 亿元。2017 年，全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043 亿元，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 1164 亿元。 

2018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总收入预算 1403 亿元，全市政

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1403 亿元。市级政府性基金总收入预算 370

亿元，市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370 亿元。2018 年，国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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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预算 949 亿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预

算 1146 亿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收支情况 

2016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14 亿元，全市支出 14

亿元。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12 亿元，市级支出 12 亿元。 

2017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17 亿元，全市支出预算

17 亿元。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 12 亿元，市级支出预算

12 亿元。 

2018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 15 亿元，全市支出

预算 15 亿元。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 13 亿元，市级支出

预算 13 亿元。 

（五）车辆通行费收支情况 

2016 年，全市车辆通行费收入 59 亿元，全市车辆通行费

收入安排的支出 93 亿元。 

2017 年，全市车辆通行费收入 65 亿元，全市车辆通行费

收入安排的支出 197 亿元。 

2018 年，全市车辆通行费收入预算 68 亿元。 

五、地方政府债务状况 

（一）全市债务情况 

2018年财政部下达天津市政府债务限额为4,133.50亿元。

截至2017年末，天津市政府债务3,424.00亿元，或有债务

1,419.10亿元。政府债务中市本级债务为1,376.50亿元，占比

40.20%；区级债务2,047.50亿元，占比为5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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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年末天津市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情况 

单位：亿元 

举债主体类别 政府债务 或有债务 

市本级 1,376.50 1,057.50

16个区县 2,047.50 361.60

合计 3,424.00 1,419.10

从债务资金投向看，天津市政府性债务主要用于市政建

设、土地储备和保障性住房，对天津市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

作用。具体来看，在政府债务中，用于市政建设1,285.70亿元，

土地储备928.90亿元，保障性住房500.30亿元，三项之和占政

府债务总额的79.29%；在或有债务中，用于市政建设545.00

亿元，土地储备92.20亿元，保障性住房422.70亿元，三项之

和占或有债务总额的74.69%。 

截至 2017 年末天津市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支出投向情况 

单位：亿元 

债务支出投向类别 政府债务 或有债务 

市政建设 1,285.70 545.00

土地储备 928.90 92.20

保障性住房 500.30 422.70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86.60 2.10

政权建设 0.60 -

科教文卫 56.90 35.60

农林水利建设 111.20 1.30

其他 453.70 320.30

合计 3,424.00 1,419.10

（二）天津市加强债务管理、防范债务风险的政策措施 

天津市严格债务资金管理，合理控制债务规模，政府性债

务风险总体可控。天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政府性债务管理

工作，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完善相关制度，有效防范化解地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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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债务风险。 

一是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组织保障。近三年，市政府办

公厅先后印发《关于深化政府性债务管理改革的实施意见》（津

政办发〔2016〕4 号），规范政府债务举债融资机制；《天津市

加强政府性债务风险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津政办发〔2017〕

64 号）和《天津市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津

政办函〔2017〕20 号），全面防控政府性债务风险并完善应急

处置机制。同时，天津市财政局印发《防控融资平台债务风险

工作措施》（津财债务〔2016〕25 号）、《政府债券管理内部工

作规程》（津财债务〔2016〕30 号），《政府性债务风险分类处

置指南》（津财债务〔2017〕45 号），防控全市融资平台债务

风险，加强政府债券全过程管理，明确我市各级政府偿还责任，

实现债权人、债务人分担风险。通过制度建设，我市已基本形

成覆盖“借、用、还”全过程债务管控体系。同时，我市政府性

债务领导小组已正式发文成立，由市长任组长，分管财政、金

融的副市长任副组长，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全市政

府债务管理、融资平台债务风险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

在市财政局。 

二是积极化解存量，划分偿债责任。按照分类管理、区

别对待、逐步化解的原则，对存量债务进行处理。对本级预算

部门的债务严格管理，按照只减不增原则实行总量控制，安排

预算资金和事业经费偿还贷款。对现有政府性债务逐项清理核

实，确认债务主体、债务规模、资金用途、还款来源和还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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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按时偿还并逐步消化存量债务。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政府存

量债务清理甄别工作，逐笔分析债务形成原因，根据项目类型、

举债主体、偿还来源，明确划分政府与企业的偿债责任，锁定

债务余额、在建项目和融资平台名单，全面摸清债务“家底”，

为政府债务纳入预算管理和存量置换夯实基础。 

三是严控新增规模，督促责任落实。政府投资项目严格

履行审批报备手续，实行新增债务集体决策和审批备案制度。

新建项目需预先制定资金平衡方案，否则不得开工建设。政府

性债务项目实行投资评审、公开招标和政府采购制度，提高债

务资金使用效率。督促各区各部门实行“一区一策”和“一企一

策”，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和责任人。健全债务信息共享和联

合监管机制，加强与相关部门工作联动，组织召开多部门防范

金融债务风险专题会议，沟通金融运行走势、监管政策变化和

行业风险状况，积极研究制定应对方案和具体措施。 

四是实施监测预警，强化信息支撑。成立专项工作组，按

照中央和市委、市政府对建立债务监测系统的统一部署，建立

全市债务监测机制，定期分析评估风险状况，及时推送预警结

果，以政府债务“借用还”全生命周期管理、防范化解风险为主

线，以实现债务风险实时监控、全面评估、提前预警为目标，

着力打造具备“动态监测、源头管控、资债平衡、名录管理、

风险分析”五大功能的全市债务综合信息平台。深入多个区和

融资平台实地调研，多方征求意见建议，逐步细化功能需求，

不断完善软件开发总体设计方案，积极对接软件公司，按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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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系统开发，顺利实现系统上线。 

 

附件：1.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2.天津市经济、财政和债务有关数据 

          3. 2018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收费公路专项债券项目

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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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收费公路专项债券 

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一）津石高速公路项目概况 

津石高速公路是国家高速公路网的组成部分，规划津石

高速东起滨海新区南港，途径雄安新区，西与石家庄绕城高速

衔接，全长约 295km，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项目。从本项

目起点（南港工业区）至雄安新区的距离约为 155 公里。目前

河北段已全面开工建设，预计 2020 年建成通车。 

 
津石高速公路全线路线图 

本项目海滨大道—长深高速段是《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

年-2030 年）津石高速公路（G0211）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

设对于加强天津滨海新区与雄安新区交通联系，实现京津冀交

通一体化、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完善国家和区域高速公路网，

加强南港与中心城区交通联系、促进南港工业区建设、落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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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市“双城双港”总体发展战略等均具有重要意义。项目起自

滨海新区南港工业区，接已建的海滨大道及南港工业区港北

路，止于西青区小张庄附近，接已建的津石高速公路和长深高

速公路共线段，同时根据天津市高速公路路网规划，将项目延

长至荣乌高速，作为津石高速联络线。主线及连接线总长 36.5

公里，均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 100

公里/小时，桥涵设计汽车荷载等级采用公路-Ⅰ级。全线设互

通立交 5座，跨独流减河特大桥 1座，收费站 3处，项目批复

概算投资为 76.13 亿元。 

 
津石高速公路（海滨大道至荣乌高速）全线路线图 

该项目已取得国家发改委《关于津石国家高速公路海滨

大道至长深高速段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发改基础[2017]

号 359 号）和交通运输部《关于津石国家高速公路天津市海滨

大道至长深高速段初步设计的批复》（交公路函[2017]520

号）。 

（二）高速公路网规划及项目的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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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 年-2030 年）》，津石高速

起于天津市滨海新区，途径天津市西青区、河北省廊坊市、沧

州市、保定市，至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津石高速公路（天津

市-河北省石家庄市）是国家重要的省际通道和重要城市通道，

将有效提高路网运输效率。 

津石高速公路（海滨大道—荣乌高速）是津石高速公路

（天津市-河北省石家庄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本项目全线位

于天津市内，建设完成后将是天津市境内的重要路段，是天津

市东西交通主干线和省际出口通道之一，在区域路网中具有重

要的地位和作用。 

 

本项目与津石高速公路（天津市-河北省石家庄市）关系分布图 

目前天津市境内的高速公路路网为“九横五纵”的高速

公路布局结构形式，其中“九横”包括：京秦高速（G1N）、京

沈高速（G1）、京津高速（津高速 S30）、京津塘高速（S40）、

唐廊高速、滨保高速（津高速 S2501）、津晋高速（津高速 S50）、

津石高速、南港高速，“五纵”包括：京沪高速（G2）、荣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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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G18）、塘承高速（津高速 S21）、长深高速（G25）、海滨

大道高速公路。 

 

“九横五纵”高速公路布局图 

津石高速公路（海滨大道—荣乌高速）连接京津冀城市

群两大城市—天津、石家庄，同时在京港澳高速 G4 和京沪高

速 G2 之间新增一条东西向连接的高速通道，并连通长深高速

G25、石太高速 G5 两条公路，对完善国家高速公路网的结构，

充分发挥路网资源的总体效益，提高区域交通物流运输效率具

有重要意义。 

二、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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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投资估算 

表 1：主要工程规模  

序号 项目 单位 工程量 

1 路线起讫点  K0+000～K36+500 

2 路线长度 Km 36.5 

3 路线增长系数  1.038 

4 平曲线 Rmin m/处 1200/1 

5 最大纵坡 %/处 2.900 /1 

6 占用土地 亩 4217.97 

7 拆迁房屋 千 m
2 

31.98 

8 拆迁管、线 Km 42.66 

9 路基计价方 
土方 千 m

3
 5890.76 

石方 千 m
3
 0 

10 路基排水及防护 千 m
3
 179.56 

11 特殊路基 Km 28.54 

12 路面 1000m² 1192.83 

13 特大桥 米/座 6373.29/1 

14 大  桥 米/座 0 

15 中小桥 米/座 0 

16 涵洞(含通道) 道 18 

17 互通式立交 
枢纽互通 处 3 

一般互通 处 2 

18 分离式立交 处 1 

19 服务区+停车区 处 0 

20 人行天桥 处 1 

1.估算范围 

本项目西起荣乌高速公路，沿独流减河向东，止于海滨大

道，建设线路总长 36.5 公里，双向四车道，设计速度 100km/h。 

津石高速公路（荣乌高速～海滨大道）征地 4219.9 亩，

设互通立交 3座、菱形立交 2座、分离式立交 4座，特大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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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中桥 1座，收费站 3处、涵洞 10 道，通道 6道。并对本

工程影响范围内独流减河大堤的 9道闸涵进行了新建或改造。 

本次估算费用包括设计范围内的临时工程、路基路面工

程、桥涵工程、立交工程、公共设施及预埋管线工程、绿化及

环境保护工程、管理养护及服务房屋等。 

2、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公路工程基本建

设项目投资估算编制办法》（JTG M20-2011）（以下简称《估算

编制办法》和《公路工程估算指标》（JTG/T M21-2011）；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公路工程基本建

设项目概算预算编制办法》（JTGB06-2007）、《公路工程概算定

额》（JTG/TB06-01-2007）和《公路工程机械台班费用定额》

（JTG/T B06-03-2007）； 

（3）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关于公布公路工

程基本建设项目概算预算编制办法局部修订的报告》（2011 年

第 83 号文）； 

（4）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公路工程营业税改征增

值税计价依据调整方案》的通知-交办公路（2016）66 号； 

（5）天津市市政公路管理局文件市政公路管理 定额 (2008)  

351 号关于执行《天津市执行交通部(公路工程基本建设项目

概算预算编制办法)补充规定》的通知； 

（6）天津市公路工程定额管理站关于调整天津市公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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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费单价的通知-定办[2014]05 号； 

（7）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天津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

准的通知津政发[2014]20 号； 

（8）市国土房管局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实施天津市征收

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津国土房资[2014]36

号； 

（9）现场调查收集的有关资料及本次方案设计图纸说明和

工程量。 

3.工程投资估算 

本项目工程总投资为76.20亿元（其中主线67.98亿元，连

接线8.22亿元）；静态投资为73.59亿元（其中主线65.65亿元，

连接线7.94亿元）。平均每公里造价20877.25万元，工程总投

资见下表： 

表2: 津石高速公路工程投资估算 

 

项目名称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  位 总数量 
估算金额

（万元） 

技术经济指

标 （万元） 
备注 

  第一部分 建筑安装工程费 公路公里 36.5 409527.98  11219.94    

一 临时工程 公路公里 36.5 6705.94 183.72    

二 路基工程 km 36.5 130191.05  3566.88    

三 路面工程 km 36.5 35930.29 984.39    

四 桥梁涵洞工程 km 7.323 87247.77 11914.21    

五 交叉工程 处 12 123966.03  10330.50    

七 公路设施及预埋管线工程 公路公里 36.5 15045.19 412.20    

八 绿化及环境保护工程 公路公里 36.5 5246.33 143.74    

九 管理、养护及服务房屋 m2 15223.6 5195.38 0.34    

  
第二部分 设备及工具、器具购置

费 
公路公里 36.5 4795.57 131.39    

一 设备购置费 公路公里 36.5 4366.70 1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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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具器具购置费 公路公里 36.5 365.00  10.00    

三 办公及生活用家具购置费 公路公里 36.5 63.88  1.75    

  第三部分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公路公里 36.5 286935.22  7861.24    

一 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 公路公里 36.5 226209.29  6197.51    

二 建设项目管理费 公路公里 36.5 11877.14 325.40    

三 研究试验费 公路公里 36.5 500.00  13.70    

四 建设项目前期工作费 公路公里 36.5 12285.84 336.60    

五 专项评价（估）费 公路公里 36.5 3428.00 93.92    

六 安全生产费 公路公里 36.5 6248.58 171.19    

八 联合试运转费 公路公里 36.5 205.89  5.64    

十 生产人员培训费 公路公里 36.5 43.20  1.18    

十一 建设期贷款利息 公路公里 36.5 26137.28 716.09    

  第一、二、三部分费用合计 公路公里 36.5 701258.77  19212.57    

  预备费 公路公里 36.5 60760.93 1664.68    

估算总金额 公路公里 36.5 762019.70  20877.25    

静态投资 公路公里 36.5 735882.42  20161.16    

4.建设期投资计划 

根据项目总投资，预计工期，拟定项目投资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合计 

津石高速 228606 228606 304808 762020 

（二） 资金筹措 

1.资金筹措原则 

津石高速公路（荣乌高速～海滨大道）由天津滨海新区高

速公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新区高速发展公司”）具

体实施，新区高速发展公司主要负责天津滨海新区绕城高速公

路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截止2017年12月31日，新区高速发

展公司资产总计145亿元，所有者权益38.07亿元，资产负债率

74%。资金筹措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项目投入一定资本金，保证项目顺利完工及后续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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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 

二是将高速公路建设和周边城镇更新相结合，通过高速公

路的建设带动沿线相关城镇的价值提升。 

2.资金来源 

根据《津石高速公路（荣乌高速～海滨大道）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批复》本项目工程总投资为 76.20 亿元 ，资本金

38.10 亿元，占总投资的 50%，国家安排专项建设资金（车购

税）16.41亿元，滨海新区财政承担21.69亿元；其余资金38.10

亿元，通过发行收费公路专项债券解决。本项目资金筹措情况

见表 3。 

表3：项目资金筹措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 资本金 融资额 

津石高速 762020 381010 381010 

3.项目分年融资计划 

根据项目总投资、资金来源和预计工期，拟定项目分年融

资计划见下表： 

表4：项目分年融资计划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合计 

津石高速 110000  118600 152400  381000  

2018年计划发行专项债券11亿元，其中拟发行5年期债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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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15年期债券8亿元。 

三、项目预期收益、成本及融资平衡等情况 

（一）车辆通行收入预计 

1.通行交通量预测 

本项目是《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 年-2030 年）》中北京

至上海国家高速公路天津至石家庄联络线（G0211）天津市境

内的重要路段，并已写入天津市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根

据规划，天津港南港区（南港工业区）公路集疏运交通主要由

规划津石高速公路、规划南港高速公路两条高速通路承担。考

虑到《可研报告》中预计津石高速将在 2028 年左右无法满足

规范规定的三级服务水平，即南港高速应在 2028 年之前开工

建设，并于 2028 年竣工通车。因此为合理预测津石高速的交

通量，2028 年前，在不考虑南港高速在路网中交通吸引及分

配作用情况下，对津石高速交通量进行预测；2028 年后，将

南港高速的交通吸引及分配作用加入总体路网后进行二次交

通量预测。《可研报告》搜集了项目影响区经济社会、交通运

输等方面的资料，在 2011 年 5 月天津全市 OD 调查的基础上，

以 2016 年 5 月相关公路的交通量调查数据为补充，采用“四

阶段法”分析预测本项目交通量，并考虑了诱增交通量和向南

港铁路的转移交通量，其预测本项目主线推荐方案 2020 年平

均交通量为 17681 辆/日；2039 年为 47559 辆/日。 

《评估报告》指出，现场调研期间专家组提出《可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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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预测存在未结合在路网中的功能定位对项目所承担的港

口集疏运量进行分析等问题，后由《津石高速公路（荣乌高速

—海滨大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补充材料》建议，对交通量

预测进行了补充完善。《评估报告》经过最终调整后，本项目

主线 2021 年预测交通量为 21074 辆/日，终点高速连接线预测

交通量为 14322 辆/日。具体调整及对比情况详见下表。 

表 5：本项目主线交通量预测调整结果对比表 

单位：标准小客车·辆/日 

特征年份 2020 2021 2025 2026 2027 2028 2030 2039 2040

起点（枢

纽）-大港油

田 

可研报告 17730  41624  54042  41984 47035  

补充材料   17730  41794 48526 42084 41984   47191

评估调整   21030  41794 48526 42084 41984   47191

大港油田-

东台子 

可研报告 17662  42837  55769  43474 48142  

补充材料   17782  42852 49670 44162 43474   48142

评估调整   21086  42852 49670 44162 43474   48142

东台子-小

张庄（枢

纽） 

可研报告 17652  42852  55788  42853 47501  

补充材料   17682  42837 48966 43136 42853   47501

评估调整   21078  42837 48966 43136 42853   47501

路段平均 

可研报告 17681  42437  55442  43094 47559  

补充材料   17731  42494 49054 43127 42770   47611

评估调整   21074  42494 49054 43127 42770   47611

 

表 6：本项目终点高速连接线交通量预测调整结果对比表 

单位：标准小客车·辆/日 

特征年份 2020 2021 2025 2026 2027 2028 2030 2039 2040

小张庄（枢

纽）-大港油

田 

可研报告 11932  29727  38701  33497 37970  

补充材料   11932  29727 39188 31134 31496   37970

评估调整   14322  29727 39188 31134 31496   37970

注：天津市规划了与本项目基本平行的南港高速，起自海滨大道，终于荣乌高速，规划在

本项目服务水平降至三级之前建成，《可研报告》暂按南港高速 2028 年建成通车考虑。 

2.车型构成 

津石高速除了服务天津市与河北省之间交通需求外，还承

担着天津港南港工业区的集疏港交通需求，南港工业区建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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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货运需求，大港地区去往天津西南地区的交通需求，南港工

业区、轻纺工业园、大港油田区等去往中心城区的交通需求。

结合天津市高速公路的车型构成现状，确定特征年的车型比

例，换算成当量小客车，货运交通所占比例为 48%，客运交通

所占比例为 52%。如下表所示： 

表 7： 项目车型比例预测    

单位：veh 

年份 小客 大客 小货 大货 拖挂车 合计 

2021 64.30% 9.60% 7.78% 10.93% 7.39% 100.00% 

2026 64.67% 9.50% 6.89% 11.44% 7.50% 100.00% 

2027 64.97% 9.28% 6.75% 11.49% 7.52% 100.00% 

2028 65.46% 8.81% 6.51% 11.67% 7.55% 100.00% 

2029 65.63% 8.56% 6.41% 11.78% 7.62% 100.00% 

2030 65.64% 8.54% 6.38% 11.81% 7.63% 100.00% 

2040 66.69% 7.33% 5.65% 12.47% 7.86% 100.00% 

表 8：项目车型比例预测    

单位：pcu 

年份 小客 大客 小货 大货 拖挂车 合计 

2021 40.82% 12.19% 7.41% 20.82% 18.77% 100.00% 

2026 40.84% 12.00% 6.53% 21.67% 18.96% 100.00% 

2027 41.07% 11.73% 6.40% 21.78% 19.02% 100.00% 

2028 41.41% 11.15% 6.18% 22.14% 19.12% 100.00% 

2029 41.49% 10.82% 6.08% 22.33% 19.27% 100.00% 

2030 41.48% 10.80% 6.04% 22.40% 19.28% 100.00% 

2040 42.03% 9.23% 5.34% 23.57% 19.82% 100.00% 

3.收费标准 

根据天津市物价局、天津市市政公路管理局的相关文件，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我市联网高速公路试行计重收费，并对超

限超载车辆实行再加价。新建高速公路财务分析时，为体现在

运营期间高速公路偿还贷款的能力，计算运营期收费收入时应

采用计重收费，以平衡津石高速的财务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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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分车型收费标准表 

客车 

车型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7 座 8-19 座 20-39 座 ≥40 座 

收费标准 
0.55 0.95 1.55 1.75 

（元/车公里）

货车 

正常质量车辆收

费标准（元/吨公

里） 

基本费率 0.10 

≤14 吨 0.10 

14-25 吨 0.10 线性递减至 0.07 

25-50 吨 0.07 线性递减至 0.04 

50 吨以上 0.04 

超限车辆加价标

准（元/吨公里）

超 30%-50%以内 0.10 

超 50%-80%以内 0.15 

超 80%-100%以内 0.20 

超 100%以上 0.40 

4.通行免费政策 

按照交通部对收费公路的有关政策规定，对警车，军车和

执行任务的车辆等一些特殊车辆免缴通行费，故收费交通量按

预测交通量的 97%进行计算。 

5.年收费收入 

年收费收入＝Σ各车型日收费交通量×各车型收费标准

×收费里程×收费天数 

根据以上收费标准和计算公式，得出项目营运期每年的车

辆通行费收入。见下表： 

表 10： 车辆通行费收入预测表 

年份 小客 大客 小货 中货 大货 拖挂车 合计 

2021  5623  3672  2965  5542  4188  4537  26527  

2022  6476  4229  3415  6383  4815  5224  30543  

2023  7460  4873  3934  7353  5540  6008  35167  

2024  8594  5612  4533  8472  6371  6908  40490  

2025  9899  6465  5220  9759  7330  7946  46620  

2026  11408  7330  5299  11801  8656  9183  53677  

2027  13524  8689  6282  13989  10217  10835  6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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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8  11649  7484  5410  12050  8761  9293  54647  

2029  11623  7468  5400  12024  8701  9232  54448  

2030  11779  6708  4983  12569  8843  9348  54230  

2031  11925  6789  5045  12724  8924  9437  54843  

2032  12073  6873  5107  12882  9006  9523  55464  

2033  12223  6959  5171  13041  9092  9606  56092  

2034  12375  7046  5235  13204  9173  9695  56727  

2035  12695  6097  4685  13612  10133  10147  57369  

（二）资金平衡测算 

由于本项目确定的收费年限为15年，根据《地方政府收费

公路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财预[2017]97号）的相关规

定，按照15年收费期对本项目进行资金平衡测算。 

 经测算，本项目通车15年运营期内，通行费收入合740379

万元，扣除运营成本43192万元后，可用于还款的资金为697187

万元。本项目发行债券总额为381000万元，参照目前债券发行

情况，利息总额195635万元，债券本息合计576635万元。根据

以上测算，项目收益覆盖债券本息的保障倍数为1.21倍。 

表 11：现金流量表（3 年建设期 15 年运营期） 

金额：万元 

序号 
年

份 

现金流入     现金流出 

收益 
累计收

益 
公路收

费收入 

发债金

额 

建设支

出 
养护

大中

修 
管理 债券利息

债券 

还本 
合计 

1 2018   110,000 110,000                 

2 2019   118,600 118,600       4,837         

3 2020   152,400 152,400       10,270         

4 2021 26,527     730   890 17,252   18,872 7,655 7,655 

5 2022 30,543     752   917 17,252   18,920 11,623 19,278 

6 2023 35,167     774   944 17,252 30,000 48,970 -13,803 5,474 

7 2024 40,490     798   973 16,079 5,000 22,850 17,640 23,115 

8 2025 46,620     822   1,002 15,850 10,000 27,674 18,946 42,061 

9 2026 53,677     846 1,693 1,032 15,392 20,000 38,963 14,714 56,775 

10 2027 63,535     872 2,539 1,063 14,476 20,000 38,949 24,586 81,361 

11 2028 54,647     898   1,095 13,560 30,000 45,552 9,095 9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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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年

份 

现金流入     现金流出 

收益 
累计收

益 
公路收

费收入 

发债金

额 

建设支

出 
养护

大中

修 
管理 债券利息

债券 

还本 
合计 

12 2029 54,448     925   1,127 12,185 30,000 44,238 10,210 100,666

13 2030 54,230     952   1,161 10,811 30,000 42,925 11,305 111,971

14 2031 54,843       9,811 1,196 9,437 30,000 50,444 4,399 116,370

15 2032 55,464     1,010   1,232 8,063 40,000 50,305 5,159 121,529

16 2033 56,092     1,041   1,269 6,230 40,000 48,540 7,552 129,081

17 2034 56,727     1,072   1,307 4,398 46,000 52,777 3,950 133,031

18 2035 57,369     1,104   1,346 2,291 50,000 54,741 2,628 135,660

合计 740,379 381,000 381,000 12,596 14,043 16,553 195,635 381,000 ─ 135,660 ─ 

 

由于本项目 15 年的车辆通行费收入足以覆盖债券本息，

且项目对应的广告收费，服务设施收入预期较少，故本次项目

收益测算不含项目对应的专项收入。在本项目实施通车运营

后，形成的各项收入，对应项目形成的专项收入，严格按照有

关规定，全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除支付必须的日常运

营经费外，专门用于偿还收费公路专项债券本息。 

四、项目风险及控制措施 

（一）财务风险及控制措施 

财务风险：由于项目建设周期较长，投资金额大，建设过

程中受市场因素，人工成本及材料成本价格大幅上涨，将导致

建设成本大幅增加，实际建设成本超出预算。 

风险控制措施：一是优化施工方案，合理安排工期；二是

做好招投标工作，选择信誉良好、资质等级高的施工单位；三

是认真复核工程量，对建安工程采取固定总价合同，控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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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四是建立投资成本分析制度，定期开展成本分析，杜绝

不合理支出。 

（二）管理风险及控制措施 

管理风险主要包括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安全、质量及工

期延期的风险。 

风险控制措施：提高安全防范的管理并梳理安全管理的责

任意识，检查施工企业是否具备成套安全施工管理的运行体

系，对工程施工进行全程、全面的动态安全管理，根据公路工

程施工现场的具体环境，对工程的各个环节镜像有效的约束和

控制，切实落实好工程的安全责任，确保安全管理与生存同步，

以保障和促进工程施工的顺利进行，尽量避免各类施工事故的

发生，保障施工人员、周围民众的人身安全；加强对施工单位

安全、质量工作的资金投入，发挥监理人员在安全及质量方面

的监督管理作用；政府相关部门积极配合，做好前期征拆、切

改工作，同时建设单位合理规划和安排工期，确保工程顺利完

成。 

（三）经营风险及控制措施 

经营风险：主要存在于项目运营期收益与预测值差距较

大，项目整体收益无法覆盖还本付息支出。 

风险控制措施:设立独立的运营管理单位，并实行严格的

费用预算管理，降低运营管理成本；建立道路养管维护工作考



 27

核机制，降低维修养护成本；每年初，针对到期债务，测算偿

债缺口，筹集偿债准备金。 

（四）市场风险及控制措施 

市场风险：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如遇债务资本市场利率

上涨，增加项目的财务成本，有可能影响项目投资收益平衡。 

风险控制措施：合理安排项目资本金到位的时间，积极争

取项目国家专项补助资金的及时到位，选择合适的债券发行窗

口，降低债券发行利率，控制项目融资成本。 

（五）政策风险及控制措施 

政策风险：本次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的项目总投资为

76.2 亿元，扣除项目资本金 38.1 亿元，拟发行政府专项债总

额为 38.1 亿元，其中第一期及第二期分别发行 3亿元及 8亿

元。若国家针对专项债政策进行调整，可能导致后续债券难以

发行，影响项目后续建设。 

风险控制措施：本次债券发行是依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地

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和《地方政

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财预【2017】97 号）

实施。考虑到该项目是国家京津冀一体化的重点工程，如遇国

家政策调整，天津市财政局及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将根据调整后

的国家政策，积极统筹安排，多渠道筹措后续建设资金，确保

项目按期完工，通车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