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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和2019年青海省医疗卫生专项债券（一期）（调整）信用评级报告

债券名称 债券信用等级 评级日期 评级组长 小组成员

2018年青海省医疗卫生专项债券（一期）-
2018年青海省政府专项债券（五期）

AAA 2020/3/27
高 路

杨 丹
尚子书2019年青海省医疗卫生专项债券（一期）-

2019年青海省政府专项债券（七期）
AAA 2020/3/27

主体概况 评级模型

青海省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部，是联结西藏、

新疆与内地的纽带，战略地位重要。

青海省经济总量较小，经济增速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以盐湖化工、石油石化、有色金属和煤

炭等为支柱产业。

青海省持续得到中央财政大力支持，财政实力

极强，政府债务风险可控。

1.基础评分模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得分
行政区划 - 20.00 20.00

经济实力
GDP总量（亿元） 21.00 16.80
GDP增速（%） 3.00 1.80
人均GDP（元） 6.00 3.60

财政实力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12.00 9.60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 4.00 4.00
可用财力（亿元） 16.00 16.00
人均财力（元/人） 8.00 6.40

债务负担
地方政府债务/可用财力（%） 6.00 6.00
（地方政府债务+城投有息债
务）/可用财力（%）

4.00 2.40

2.基础模型参考等级 AAA
3.评级调整因素 无
4.主体信用等级 AAA
5.增信措施 无
6.债券信用等级 AAA

债券概况

债券简称/发行总额：“18 青海 10/青海 1810”
/6.00 亿元；“19 青海 12/青海 1912”/3.20
亿元
发行期限：7年期
付息方式：按年付息
还本方式：到期一次还本

评级观点

东方金诚认为，青海省战略地位重要；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财政实力极强；政府债务风险可控；募投项目预期收入及现

金流能够对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提供支持。同时，东方金诚关注到，生态环境制约了青海省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全省传统资

源性高耗能产业受行业周期影响波动较大；募投项目或存在收入及现金流不达预期风险。综合分析，青海省人民政府偿还债

务的能力极强，本期债券到期不能偿付的风险极小。

同业比较

项目 青海 西藏 宁夏 甘肃 新疆 陕西

GDP总量（亿元） 2865.2 1400.0 3705.2 8246.1 12199.1 24438.3

GDP增速（%） 7.2 10.0 7.0 6.3 6.0 8.3

人均GDP（元） 47689 43397 54094 31336 49475 63477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272.9 230.3 444.4 871.1 1531.5 2243.1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 10.8 24.0 8.2 6.8 4.5 11.8

上级补助收入（亿元） 1231.1 1732.6 861.5 2501.2 3021.9 2475.7

政府性基金收入（亿元） 136.9 89.1 250.5 399.2 614.3 1464.7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亿元） 1763.2 134.8 1388.5 2492.1 3856.8 5887.2

政府债务率（%） 45.5 - 38.3 57.4 - -

注：数据来自公开资料，东方金诚整理，表中数据年份均为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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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标及依据

青海省经济与财政指标（单位：亿元、%） 主要数据和指标

项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2572.5 2642.8 2865.2 2966.0

经济增长率（%） 8.0 7.3 7.2 6.3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43531 44348 47689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238.5 246.2 272.9 282.1

2018年末青海省政府债务期限结构（单位：亿元） 其中：税收收入（亿元） 176.5 184.0 205.5 -

上级补助收入（亿元） 1080.6 1117.2 1231.1 1333.0

政府性基金收入（亿元） 69.7 83.5 136.9 245.2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亿元） 1339.1 1512.6 1763.2 2102.0

政府债务率（%） 38.0 50.8 45.5 65.0

资料来源：青海省统计公报、财政决算表、预算执行情况、青海省财政厅、青海省统计局官网
等。

优势
 青海省作为联结西藏、新疆与内地的重要纽带和国家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和生态安全等方面具有

重要的战略地位；

 青海省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和高技术制造等特色优势产业快速发展，循环经济体系建设成果显现，经济实力不断

增强；

 青海省财政收入保持较快增长，持续得到中央财政大力支持，财政实力极强；

 青海省政府债务偿还期限分布较为合理，集中偿付压力较小，总体债务风险可控；

 本期债券纳入青海省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以募投项目对应的住院收入等专项收入为偿债来源，募投项目预期收入及现

金流能够对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提供支持。

关注
 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决定了青海省必须坚持以生态保护为根本宗旨的发展战略，可供开发建设的国土面积非常有限，

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青海省传统的以盐湖化工等为主的资源性高耗能产业在全省工业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近年来受行业周期影响波动较大；

 募投项目收入及现金流的实现易受项目医院运营成本、医疗收费定价及就医人数变化等因素影响而存在不达预期的风险。

评级展望
预计青海省经济和财政收入将保持增长，政府债务处于可控范围，评级展望为稳定。

评级方法及模型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主体信用评级方法及模型（RTFL001201907）》

历史评级信息

债项简称 债项信用等级 评级时间 项目组 评级方法及模型 评级报告

20 青海债 01/
20 青海 01

AAA 2020/2/17 高 路
杨 丹、尚子书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主体信用评级方法及模
型（RTFL001201907）》

阅读原文

18青海债 03/
青海 1803

AAA 2018/6/13
高 路
谭 笑

《东方金诚地方政府债券评级方法》 阅读原文

注：以上为不完全列示。

https://www.dfratings.com/index.php?g=portal&m=lists&a=view&aid=622
https://www.dfratings.com/index.php?g=portal&m=lists&a=view&aid=622
https://www.dfratings.com/index.php?g=portal&m=lists&a=view&aid=622
https://www.dfratings.com/index.php?g=portal&m=pingj&a=view&aid=12401
https://www.dfratings.com/index.php?g=portal&m=lists&a=view&aid=620
https://www.dfratings.com/index.php?g=portal&m=pingj&a=view&aid=9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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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概况

青海省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部，北部和东部同甘肃省相接，西北部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

邻，南部和西南部与西藏自治区毗连，东南部与四川省接壤，是联结西藏、新疆与内地的纽带。

截至 2018 年末，青海省下辖 2个地级市、6个民族自治州、6个市辖区、40 个县（市），省会

为西宁市；国土面积 72.23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 7.52%，列全国各省级行政区的第

四位。截至 2018 年末，青海省常住人口 603.23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328.57 万人，城镇化率

为 54.47%；少数民族人口 287.80 万人，占比为 47.71%。

经初步统计，2019 年，青海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965.95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

长 6.3%。2019 年，青海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82.10 亿元，同比增长 3.4%；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1863.70 亿元，同比增长 13.1%。

截至 2019 年末，青海省政府债务余额为 2102.00 亿元。

债券概况及募集资金用途

债券概况

2018 年青海省医疗卫生专项债券（一期）-2018 年青海省政府专项债券（五期）（债券代

码“18 青海 10/青海 1810”）已于 2018 年 9 月发行，发行总额为 6.00 亿元，全部为新增债

券，品种为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发行利率为 4.05%，期限为 7年。

2019 年青海省医疗卫生专项债券（一期）-2019 年青海省政府专项债券（七期）（债券代

码“19 青海 12/青海 1912”）已于 2019 年 7 月发行，发行总额为 3.20 亿元，全部为新增债

券，品种为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发行利率为 3.44%，期限为 7年。

上述两期债券利息均按年支付，到期后一次性偿还本金，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图表 1 “18 青海 10/青海 1810”和“19 青海 12/青海 1912”概况（单位：亿元、%）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发行
规模

发行
期限

发行
利率

还本
方式

付息
方式

2018 年青海省医疗卫生专项债券（一期）
-2018 年青海省政府专项债券（五期）

18青海 10/青
海 1810

6.00 7 年 4.05
到期一
次还本

按年
支付

2019 年青海省医疗卫生专项债券（一期）
-2019 年青海省政府专项债券（七期）

19青海 12/青
海 1912

3.20 7 年 3.44
到期一
次还本

按年
支付

资料来源：青海省财政厅，东方金诚整理

青海省政府已将本期债券本息偿付资金纳入青海省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偿债资金来源为

募投项目对应的住院收入、门诊收入、体检收入等专项收入。

募集资金用途

“18 青海 10/青海 1810”和“19 青海 12/青海 1912”原募集资金用途如下表所示。2019

年 1月 3 日，西宁市人民防空办公室要求藏区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按照新规范依甲类防控地

下室设置（不得交费异地建设），对原设计方案进行了重大调整，使得该项目建设无法按期实

施。“18 青海 10/青海 1810”和“19 青海 12/青海 1912”中原拟用于藏区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项目的资金分别为 0.50 亿元和 0.60 亿元，合计为 1.1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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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原募集资金用途情况（单位：亿元）

债券简称 原募投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

18青海 10/青海
1810

青海省第五人民医院整体搬迁项目 2.50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门急诊综合楼项目 2.50
青海省人民医院全科医生临床培养基地建设项目和藏区区
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

1.00

小计 6.00

19 青海 12/青海
1912

格尔木市人民医院综合服务诊断能力提升项目 0.10
青海省海西自治州人民医院综合服务诊断能力提升项目 0.40
青海省人民医院全科医生临床培养基地建设项目、藏区区域
医疗中心项目和藏区急救诊疗中心综合楼项目

1.70

青海省第五人民医院整体搬迁项目 1.00
小计 3.20

资料来源：青海省财政厅，东方金诚整理

为尽快发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效益，提高预算执行率，加快医院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经与青海省财政厅协商，按照财政部专项债券项目用途调整的相关规定程序和要求，青海省人

民医院拟将“18 青海 10/青海 1810”和“19 青海 12/青海 1912”中原拟用于藏区区域医疗中

心建设项目专项债券结余资金中的 9666.43 万元，调整用于青海藏区急救诊疗中心建设项目、

青海省干部保健中心加固扩建项目、青海省人民医院住院综合楼建设项目，详见下表。

图表 3 募集资金用途调整情况（单位：万元）

原项目名称 债券简称
募集资金
剩余金额

分配项目 分配金额 剩余资金
分配项目
筹集金额

藏区区域医疗中
心建设项目

18青海10/
青海 1810

4709.34
青海省人民医院住院综合楼建设
项目

4221.43
0.00

4221.43

青海藏区急救诊疗中心建设项目 487.91
1500.00

19青海12/
青海 1912

6000.00
青海藏区急救诊疗中心建设项目 1012.09

1042.91青海省干部保健中心加固扩建项
目

3945.00 3945.00

合计 - 10709.34 - 9666.43 1042.91 9666.43
资料来源：青海省财政厅，东方金诚整理

宏观经济和政策环境

2020 年宏观经济增速有望企稳，外部逆风仍需重点关注

预计 2020 年 GDP 同比增速在 6.1%左右，与 2019 年基本持平。2019 年四季度，受中美

经贸摩擦缓和、逆周期政策调节力度加大等因素推动，经济下行势头已初步得到遏制，GDP 增

速持平于 6.0%。2020 年是实现“十年GDP 翻一番”目标的收官之年，稳增长刚性明显增强；

此外，短期内全球经济也有望低位回暖，这些因素均将对 2020 年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支撑。不过，

未来美国大选将给中美经贸谈判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中东地区地缘政治风险有也可能对全球经

济带来负面冲击,外部风险不容小觑。

宏观政策将进一步向稳增长方向倾斜，MLF利率有望持续下调，积极财政政策将重点向基

建提速方向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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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会进一步加大，预计为引导 LPR 报价下调，央行有可能继

续下调MLF 利率，降息周期已经启动；此外，资管新规过渡期延期将是大概率事件，金融严监

管效应趋于缓和。财政政策方面，预计 2020 年财政赤字率将上调至 3.0%，新增专项债发行规

模有望扩大至 3.15 万亿；加之专项债新规、资本金新政等效果逐步显现，基建投资增速有望从

2019 年的 3.8%回升至接近两位数。总体上看，2020 年宏观政策在坚持不搞大水漫灌的同时，

将进一步向稳增长方向倾斜。

地区经济

地区概况

青海省作为联结西藏、新疆与内地的重要纽带和国家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生态战略地位

青海省西北部与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相邻，南部和西南部与西藏自治区毗连，是联结西藏、

新疆与内地的纽带，是“稳疆固藏”、维护边疆稳定的重要战略通道。青海省位于青藏高原东

北部，拥有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环青海湖、祁连山、柴达木水源涵养地和河湟地区等生态区域，

具有重要的生态保护价值，是国家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两屏三带”1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表 4 青海省区位图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东方金诚整理

青海省交通基础设施条件较弱，但近年来交通体系不断完善，已建成西宁、格尔木两个交

通枢纽，完成了甘青藏通道、甘青新通道和甘青川通道建设，实现了西宁与周边主要省会城市、

省内各市（州）的快速连接。截至 2018 年末，青海省铁路营运里程 2299 公里，其中高速铁路

218 公里；公路通车里程 8.21 万公里。航空方面，青海省形成了“一主六辅”的机场运营格局，

通航城市达 50 个、开通航线 59 条，其中国际航线 4条。此外，青海省建成 7条天然气输气管

线，设计年输气能力 102 亿立方米，原油、成品油管道各一条，年输送能力分别为 300 万吨、

20 万吨，形成东通兰州、西通阿克塞、南通拉萨、北通敦煌的送气输油通道。

青海省矿产资源富集，但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决定了青海省可供开发建设的国土面积

非常有限，必须坚持以生态保护为根本宗旨的发展战略；凭借丰富的太阳能和水利资源，青海

1 两屏三带是我国构筑的生态安全战略，指“青藏高原生态屏障”“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和“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南方丘陵山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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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具备大力发展新能源等低碳绿色产业的有利条件

青海省具有丰富的盐湖、石油天然气和金属矿藏资源，共发现各类矿产 134 种，有 11 种

矿产储量居全国第一，54 种列全国前 10 位；但青藏高原生态环境极为脆弱，不适宜大规模开

展工业建设。青海省根据主体功能区规划，构建以三江源草原草甸湿地生态功能区为屏障，以

祁连山冰川与水源涵养生态带、青海湖草原湿地生态带为骨架以及禁止开发区域组成的生态安

全战略格局，限制开发区域2和禁止开发区域3合计 67.62 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89.92%。青海省可供开发的区域仅包括东部地区和柴达木盆地小部分地区，总面积约 7.3 万平

方公里，占青海省国土面积的 10.08%；总人口 397 万人，占青海省总人口的 68.70%。

图表 5 青海省空间结构规划图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东方金诚整理

2014 年，青海省印发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总体方案》，明确了青海省作为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先行区的战略地位，坚持以生态保护为根本宗旨的发展战略，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经济。青

海省柴达木盆地是我国光照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年日照时数为全国第二高值区，同时青海省有

可用于新能源发电建设的荒漠化土地 10 万平方米，柴达木盆地发展超大规模新能源高压并网电

站的综合条件居全国首位。目前青海省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光伏发电基地，光伏制造产业链在逐

步完善。青海省也是我国水资源总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省内湖水总面积居全国第 2位，青海

省地势落差较大，发展水力发电具有充分优势。目前，青海省已建成龙羊峡、李家峡、公伯峡、

拉西瓦和积石峡等电站。

经济总量

青海省经济总量较小，但近年来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综合经济实

2 主要包括国家级三江源草原草甸湿地生态功能区、祁连山冰川与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和省级东部农产品主产区、中部生态功能区。总人口 149 万人，
占全省总人口的 25.8%。
3 包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等 20 处，面积 22.11 万平方公里；省级禁止开发区域有省级自然保护区、国
际重要湿地、国家重要湿地、省级风景名胜区、省级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重要水源保护地等 437 处，面积为 3.81 万平方公里。总
人口 32 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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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断增强；但各地市（州）间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不平衡

青海省经济总量较小，但是近年来青海省经济增速一直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地区经济

实力不断增强。近年来，青海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差距逐渐缩小。

2018 年，青海地区生产总值 2865.23 亿元，在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中排名第 30 位，在

西部12个省级行政区中排名第11位，仅强于西藏自治区。同期，青海省的人均生产总值为47689

元，同比增长 6.3%。经初步统计，2019 年，青海省地区生产总值为 2965.95 亿元，同比增长

6.3%。

图表 6 2015 年以来青海省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速情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青海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青海省统计局官网等，东方金诚整理

青海省各区域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差异较大，区域经济差异显著，以西宁市和海东市为主

的东部地区是工业经济主要聚集区

青海省各区域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差异较大，以省会西宁市为中心的东部地区416 个县（区）

是青海省最重要的人口聚集区和工业综合聚集区。其中，西宁市 2018 年总人口占青海省总人口

的比重为 39.31%，地区生产总值占青海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4.90%。

柴达木盆地地区集中了青海省主要的盐湖、石油天然气和光热资源，包括海西州格尔木市

等 7个县（行委），是青海省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试验区，为东部地区工业发展提供能源、基

础原材料支撑。海南藏族自治州等 5个地级市（州）是青海省主要的草原及农业资源所在地，

是青海省主要的农业生产基地。

2018 年，西宁市、海东市和海西州地区生产总值合计约占青海省地区生产总值的 83%，第

二产业增加值合计占比约 88%，第三产业合计占比约 84%；海南州等 5个地级市（州）地区生

产总值合计占比约 1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合计占比约 46%。各地市（州）间的区域经济发

展水平存在一定的不平衡。

4 东部地区包括西宁市 4区 3 县，海东市 6县，海南州贵德县，黄南州同仁县、尖扎县，共 16 个县（区），面积 3.04 万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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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 2018 年青海省各地市（州）地区生产总值情况（单位：亿元）

序号 名称
地区生产
总值

第一产业
增加值

第二产业
增加值

第三产业
增加值

1 西宁市 1286.41 46.08 467.99 772.34
2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625.27 33.36 428.40 163.51
3 海东市 451.50 63.30 197.40 190.80
4 海南藏族自治州 158.18 38.77 71.51 47.90
5 海北藏族自治州 83.53 22.48 18.86 42.19
6 黄南藏族自治州 88.33 22.91 29.24 36.18
7 玉树藏族自治州 53.61 30.61 7.56 15.44
8 果洛藏族自治州 41.45 7.42 14.29 19.74

资料来源：2018 年青海省各地市（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东方金诚整理

投资、消费和进出口

投资是拉动青海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近年来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大幅增

长，为青海省第三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投资是拉动青海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近年来青海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快速增长。

2016 年～2018 年，青海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10.9%、10.3%和 7.3%。分产业

来看，2018 年，青海省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2.5%；第二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4.3%，其中工

业投资同比增长 19.8%；第三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4.3%。

从投向来看，近年来青海省工业投资中采矿业投资大幅增加，制造业投资有所波动。2016

年～2018 年，青海省采矿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52.2%、1.0%和 36.5%；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

长 0.2%、13.0%和 7.6%。

青海省第三产业投资以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公共管

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以及建筑业为主。2016 年～2018 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

同比分别增长 40.4%、23.5%和-10.2%，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39.5%、

44.4%和 60.4%。

经初步统计，2019 年，青海省 500 万元及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0%。其中，第一

产业投资同比下降 3.6%；第二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21.5%，其中，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23.5%；第

三产业投资同比下降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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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 2016 年～2018 年青海省主要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单位：亿元、%）

项目 行业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数值 增速 数值 增速 数值 增速

第二产业

采矿业 97.52 -52.20 98.51 1.00 - 36.50
制造业 649.91 0.20 734.21 13.00 - 7.60
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

446.01 -1.20 372.07 -16.60 - 27.60

第三产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

596.47 40.40 736.46 23.50 - -10.20

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

338.27 39.50 488.40 44.40 - 60.40

公共管理、社会保
障和社会组织

175.51 8.50 127.92 -27.10 - -49.80

建筑业 109.23 -30.70 103.92 -4.90 - -45.10
资料来源：青海省 2016 年～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东方金诚整理

东部地区城镇化进程加快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带动了青海省消费需求的增长，消费是拉

动全省经济增长的第二大动力

消费是拉动青海省经济增长的第二大动力，随着西宁市等东部地区城镇化进程加快和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青海省最终消费支出快速增长，对经济拉动作用逐步增强。2016 年～2018

年，青海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26757 元、29169 元和 31515 元，同比分别增长

9.0%、9.0%和 8.0%，较高的增长速度带动了青海省消费需求增长。2018 年青海省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为 835.56 亿元，同比增长 6.7%。从消费形态来看，青海省实现商品零售 776.41 亿元，

同比增长 6.7%；餐饮收入 59.16 亿元，同比增长 7.0%。

青海省对外贸易规模较小且结构单一，抗风险能力较弱。青海省出口产品以纺织纱线、服

装等具有民族特色的低附加值产品为主，进口产品以氧化铝、煤及褐煤等资源类产品为主，对

外贸易对宏观环境依赖较多。2016 年～2018 年，青海省进出口总额分别为 100.78 亿元、44.42

亿和 46.00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9%、-55.9%和 3.5%；其中，出口额分别为 90.29 亿元、28.75

亿元和 31.11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2%、-68.2%和 8.1%。2017 年，受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

响，青海省出口额大幅下降，2018 年有所回升。

经初步统计，2019 年，青海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3830 元，同比增长 7.3%；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880.75 亿元，同比增长 5.4%；出口额为 20.20 亿元，同比下降 35.06%；

进口额为 17.04 亿元，同比下降 0.11%。

产业结构

青海省传统的以盐湖化工、石油石化、有色金属和煤炭等为主的资源性高耗能产业在全省

工业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近年来受行业周期影响波动较大；新兴优势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工

业经济结构得以优化

从产业结构来看，2018 年，青海省三次产业结构由 2016 年的 8.6：48.6：42.8 调整为 9.4：

43.5：47.1，其中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第二、三产业为青海省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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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是我国五大牧区之一，是发展畜牧业和种植业的重要基础。青海省草场面积达 38.59

万公顷，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53.43%；耕地面积约 58.57 万公顷。近年来青海省着力打造十大农

牧特色产业，第一产业保持较快增长。2016 年～2018 年，青海省第一产业增加值从 221.19 亿

元增长至 268.10 亿元，年均名义复合增长率为 10.09%。2018 年，青海省粮食产量中的药材为

17.98 万吨，同比增长 59.6%，增幅较大；主要畜产品产量均稳步增长，其中肉类产量 36.53

万吨，同比增长 3.5%。

在第二产业方面，青海省凭借自身资源优势，形成了以盐湖化工、水电、石油石化和有色

金属等传统优势产业。2016 年～2018 年，青海省分别实现工业增加值 901.68 亿元、790.63

亿元和 818.67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7.4%、6.8%和 8.6%；青海省高耗能产业5在全省工业中占

比较大。2016 年～2018 年，青海省高耗能产业增加值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

为 66.6%、67.1%和 66.0%。受石油石化、有色金属和煤炭等资源品价格波动和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影响，近年来青海省传统工业工业增加值增速有所波动。经初步统计，2019 年，青海省煤炭

开采和洗选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4.9%，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 0.1%，有色金属冶

炼和压延业同比增长 4.1%，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同比下降 2.0%，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

业同比增长 5.6%。

近年来青海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和高技术制造6等特色优势产

业快速发展，占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有所上升，循环经济体系建设效果显现

近年来青海省积极推进低碳循环经济发展，初步形成了“盐湖提锂—正负极材料—电解液

—隔膜—锂电池制造—新能源汽车产业及配套”完整的循环经济产业链，推动高新技术制造、

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和高技术制造等特色优势产业快速发展。其中，新材料产业全力构

建以锂电、金属合金、光电、新型化工、光伏制造及电子信息五大板块为主体的产品体系；新

能源产业聚焦于光伏产业，已形成从上游原材料制造到配套产品加工为一体的光伏产业链；装

备制造业形成了以数控机床、专用汽车和非标设备等为核心的制造业体系；高级技术制造业主

要包括以光纤、光缆制造和锂离子电池制造。

青海省循环经济体系建设效果显著，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和高技术制造等特色优势

产业增加值增速很快，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有所上升。2018 年，新材料产业增加

值7同比增长 18.6%，新能源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1.2%，高

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5.5%。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省的比重由 2013 年 3.2%

提高至 2018 年的 6.6%；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省的比重由 2013 年的 3.0%提高至 2018 年的

7.5%，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势头良好。

随着交通运输业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第三产业成为促进青海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随着交通运输业和旅游业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已成为促进青海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青

海省第三产业增加值由 2016 年的 1101.32 亿元增长至 2018 年的 1350.07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

5 高耗能行业包括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6 高技术制造业包括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
化学品制造业。
7 此处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本段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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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10.72%。经初步统计，2019 年青海省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1504.30 亿元，同比增长 6.5%。

青海省交通运输承载力有所提升。2018 年，青海省货物运输量为 19121.69 万吨，同比增

长 5.4%，其中民航货物运输量同比增长 26.2%；旅客运输量为 7157.64 万人，同比增长 3.7%，

其中水路旅客运输量同比增长 36.7%。近年来，随着交通网络的逐步完善，青海省旅游业快速

发展。2016 年～2018 年，青海省接待国内外游客人数分别为 2876.92 万人次、3484.10 万人

次和 4204.38 万人次，近三年平均增速 22.03%；实现旅游总收入分别为 310.30 亿元、381.53

亿元和 466.30 亿元，近三年平均增速 23.53%。

经济增长潜力

青海省坚持生态优先原则并紧抓“一带一路”重大历史机遇，重点发展盐湖综合化工等特

色优势产业以及“两横三纵”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

2005 年 10 月，国务院六部委批准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成为全国首批 13 个循环经济试点

园区之一；2007 年 12 月，国务院六部委批准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国家第二批循

环经济试点园区，推动青海省形成以循环经济和工业园区经济为主的产业体系。在节能减排方

面，青海省加大产业技术改造，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盐湖化工、有色冶金和能源

化工等传统行业转型升级。在推进循环型工业体系建设方面，青海着力围绕装备制造、新能源、

新材料、特色消费品和盐湖综合化工，布局实施一批重大专项，锂电池、光伏制造等循环经济

产业链建成。截至 2018 年末，青海省建成了比亚迪锂动力电池一期、青海铜业 10 万吨阴极铜

等重点项目，开复工国电投N型电池、大美煤业尾气制烯烃等 132 个重点项目，启动重点行业

能效“领跑者”专项行动，盐湖氯化锂熔盐电解法制取金属锂生产线贯通，促进了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

青海省紧抓“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大历史机遇，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的

交流合作，力图把青海省建设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将青海努力打造成“一带一路”

上重要的物流转送中心，加强对外贸易和商务流动，输出资源性产品、清真食品、民族特色产

品。另一方面，青海将继续加快铁路、公路建设，依托国家已有及在建的铁路、航空线路，将

现有的“一横两纵”优化为“两横三纵”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以立体交通网络打通大通道，成

为向西开放的综合枢纽和重要支撑点。

2018 年 3 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了《兰州—西宁城市群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提出要把兰州—西宁城市群培育发展成为支撑国土安全和生态安全格局、维护西北地区繁荣稳

定的重要城市群，着力优化城镇空间布局，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短板，推进产业优化升级和功能配套。《规划》的提出有利于青海省进一步推进城镇化建设、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

政府治理

依托生态立省，青海省制定了与各地市功能定位和区域规划发展相适应的规划，深入推进

产业结构调整，转型效果逐步显现

自 2015 年以来，国务院相继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国

务院关于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和《全国生态保护“十三五”规划纲要》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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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青海省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支持青海省坚持环境保护优先，深入推进重大生态工

程建设，积极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推动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建设。同时，中央政府协调

青海省与甘肃省共同发展兰州—西宁城市群，支持青海省建设辐射中西部地区的区域物流中心、

能源原材料基地。

2016 年以来，青海省积极实施十三五规划、《青海省“十三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

划》《青海省“十三五”国土资源规划》《青海省“十三五”能源发展规划》等，着眼于打造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重点区域、循环经济试点园区、西北部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西部地区现代

物流中心。同时，青海省下辖的 8个地级市（州）也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了与各地市功能定位

和区域规划发展相适应的规划，深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型效果逐步突显，特色优势产业和

现代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逐步提高，重大战略规划显著推进。

根据青海省政府制定的《青海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青海省将

以构筑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大力建设生态文明和循环经济发展先行

区，延伸循环经济产业链条，重点开展盐湖锂盐高纯化、锂离子动力电池及其关键材料产业化

提升、铝镁合金深加工、先进晶体材料产业化、相变储热材料研发、镁盐建筑材料和复合材料、

高原生物资源开发与利用、智能制造、环保装备产业化等方面的技术攻关，推动产业向价值链

的高端攀升。同时，加强与周边省区的经济技术协作，加快形成区域一体化合作机制，并在交

通、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共同规划建设下，逐步形成高效、便捷、共享的基础设施网络，实现与

甘川新藏等周边省区联动发展。

青海省政府信息公开机制较完善，政府信息透明度较高，政府债务管理方面建立了“3+N”

制度体系

青海省政府债务管理体制逐步完善，建立了领导工作小组、风险预警约谈、联合管控、应

急处置、考核监督等五项工作机制。在《青海省关于深化政府性债务管理改革的意见》的基础

上，青海省政府密集出台了《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防范化解全省政府隐性债务风

险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融资行为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的通知》、《关于

切实贯彻落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办法的通知》等制度办法，建立了以深化政府性债务管理

改革的意见、政府性债务管理办法、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实施意见为主线，以政府债务限额

管理、风险评估预警、风险化解、风险应急处置、债券发行管理、规范政府举借融资和金融机

构提供融资行为等一系列配套制度办法为支撑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3+N”制度体系，为进一

步健全规范的政府举债融资机制，积极发挥政府规范举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作用，全面防

范财政金融风险加强了政策储备。

财政状况

财政收入

近年来青海省财政收入保持较快增长，持续获得较大规模的上级补助收入，财政实力极强

青海省财政收入8保持较快增长，以上级补助收入为主，收入稳定性较好，整体财政实力极

8 财政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上级补助收入，如无特殊说明报告中涉及的各项财政收入均为全口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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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2017 年～2019 年，青海省上级补助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77.21%、75.03%和

71.66%；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比分别为 17.02%、16.63%和 15.16%；政府性基金收入占比分别

为 5.77%、8.34%和 13.18%。

图表 9 2017 年～2019 年青海省财政收入构成情况（单位：亿元）

项目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46.20 272.90 282.10
其中：税收收入 183.96 205.49 -

非税收入 62.24 67.40 -
政府性基金收入 83.50 136.85 245.20
上级补助收入 1117.21 1231.12 1333.00
其中：返还性收入 35.24 36.00 -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634.04 713.14 -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446.93 481.98 -

财政收入 1446.91 1640.87 1860.30
资料来源：青海省财政收支决算表（2017 年～2018 年）、预算执行情况（2019 年），东方金诚整理

2017 年以来，青海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呈逐年上升态势，同比增速分别为 9.3%、10.8%和

3.4%。其中，2017 年～2018 年，全省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74.72%和

75.30%，收入质量较好。从全国排位来看，2018 年，青海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全国 31 个省

级行政区中排名第 29 位，增速（10.8%）在全国排名第 6位。

从税收构成来看，2018 年，青海省税收收入主要由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及个人所

得税构成，上述四个税种合计占税收收入的比重约为 72.60%。从纳税行业来看，随着“营改增”

向金融业、房地产等行业全面推行，青海省主要纳税行业逐渐向金融服务业、房地产、批发和

零售等第三产业转变。未来，伴随着西宁等东部地区城市发展，青海省第三产业将持续快速增

长，青海省税收收入仍将继续增长。

图表 10 2016 年～2018 年青海省税收收入及主要税种情况（单位：亿元、%）

项目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税收收入 176.48 100.00 183.96 100.00 205.49 100.00
增值税 46.82 26.53 89.36 49.58 92.70 45.11
营业税 50.30 28.50 - - - -
企业所得税 17.07 9.67 23.25 12.64 25.03 12.18
资源税 14.84 8.41 18.57 10.09 20.28 9.87
个人所得税 6.41 3.63 8.96 4.87 11.17 5.43
其他 41.04 23.25 43.82 23.82 56.31 27.40
资料来源：青海省财政收支决算表（2016 年～2018 年），东方金诚整理

青海省非税收入主要由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及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

入等构成。2017 年～2018 年，青海省非税收入分别为 62.24 亿元和 67.40 亿元，占青海省财

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4.30%和 4.11%，占比较小。

受战略地位、生态优先和少数民族聚居地等多因素影响，青海省持续得到中央财政的大力

支持，上级补助收入规模很大且保持较快增长，是青海省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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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战略地位、生态优先和少数民族聚居地等多因素影响，近年来青海省获得中央补助力度

很大。2017 年～2019 年，青海省上级补助收入分别为 1117.21 亿元、1231.12 亿元和 1333.00

亿元，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77.21%、75.03%和 71.66%。2018 年，青海省上级补助收入

中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分别为 713.14 亿元和 481.98 亿元。

近年来，政府性基金收入规模快速增长，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提升。2017 年～2019 年，

青海省政府性基金收入分别为 83.50 亿元、136.85 亿元和 245.20 亿元，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分

别为 5.77%、8.34%和 13.18%，增速分别为 19.82%、63.90%和 79.17%。青海省政府性基金主

要来源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车辆通行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和大中型水库库区

基金等。考虑到土地出让易受房地产市场和相关政策等因素影响，未来以土地出让收入为主的

政府性基金收入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财政支出

青海省财政支出持续扩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据主导，刚性支出占比较低

近年来，青海省财政支出9呈快速上升态势，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主。2017 年～2019 年，

青海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分别为 91.86%、87.70%和 84.65%；政府性基金支

出占比分别为 7.91%、12.18%和 15.20%。

图表 11 2017 年～2019 年青海省财政支出情况（单位：亿元、%）

项目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530.44 1647.43 1863.70

一般公共服务 123.85 132.58 -
教育 187.51 199.10 -
社会保障和就业 209.57 230.80 -
医疗卫生 125.21 141.60 -
农林水事务 233.12 267.85 -
节能环保 60.93 63.51 -
城乡社区 137.00 114.32 -

上解上级支出 3.93 2.20 3.30
政府性基金支出 131.76 228.87 334.60

财政支出 1666.13 1878.49 2201.60
刚性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 42.89 42.74 -
财政自给率 16.09 16.57 15.14
资料来源：青海省财政收支决算表（2017 年～2018 年）、预算执行情况（2019 年），东方金诚整理

青海省刚性支出10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相对较低。2017 年～2018 年，青海省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中刚性支出有所增加，分别为 656.40 亿元和 704.08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

重分别为 42.89%和 42.74%。另一方面，青海省农林水事务、节能环保和城乡社区等与生态建

设有关的支出占比较高且持续增长。2017 年～2018 年，上述三项支出合计分别为 431.40 亿元

和 445.69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分别为 28.19%和 27.05%。

近年来，青海省政府性基金支出增长较快。2017 年～2019 年，青海省政府性基金支出分

9 财政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上解上级支出+政府性基金支出。
10 刚性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 4 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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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131.76 亿元、228.87 亿元和 334.60 亿元，主要用于土地收储、高速公路还贷、重大水利

建设、库区移民后期扶持等。

青海省财政自给程度处于较低水平。2017 年～2019 年，青海省政府财政自给率11分别为

16.09%、16.57%和 15.14%；其中 2018 年，该比率在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中排名第 30 位。

政府债务及偿债能力

青海省政府债务中一般债务占比较高，且债务主要集中在省级，债务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

施、公益性项目、生态和环境保护建设

截至 2018 年末，青海省政府债务余额为 1763.20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为 1462.84 亿

元，专项债务余额为 300.36 亿元。截至 2019 年末，青海省政府债务余额为 2102.00 亿元，较

上年增加 338.80 亿元。

从政府层级看，青海省政府债务主要集中在省级。截至 2018 年末，青海省省级和市州级政

府债务分别为 1165.89 亿元和 597.31 亿元,分别占全省政府债务余额的 66.12%和 33.88%。

从债务资金投向看，截至 2018 年末，青海省政府债务主要投向市政建设、保障性住房、农

林水利建设、公路建设、教育投入、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和土地储备，分别为 444.06

亿元、238.35 亿元、201.74 亿元、157.15 亿元、127.17 亿元、123.46 亿元、116.57 亿元和

96.41 亿元，占全省债务余额的 25.18%、13.52%、11.44%、8.91%、7.21%、7.00%、6.61%

和 5.48%。

青海省政府债务偿还期限分布较为合理，集中偿付压力较小，债务风险可控

从债务率来看，截至 2018 年末，青海省政府综合债务率为 45.50%12。从债务期限结构来

看，青海省政府债务的期限结构较为合理，集中性偿付压力较小。截至 2018 年末，青海省政府

债务于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2022 年、2023 年及以后的到期偿还额占比分别约为 7.33%、

9.24%、9.81%、13.27%和 60.34%。

图表 12 截至 2018 年末青海省政府债务期限结构（单位：亿元、%）

年度 一般债务 专项债务 合计 占比
2019 年 106.84 22.36 129.20 7.33
2020年 139.00 24.00 163.00 9.24
2021 年 146.00 27.00 173.00 9.81
2022 年 177.00 57.00 234.00 13.27

2023 年及以后 894.00 170.00 1064.00 60.34
合计 1462.84 300.36 1763.20 100.00

资料来源：青海省财政厅，东方金诚整理

从偿债资金来看，青海省政府可用于偿还政府性债务的资金主要来自于上级补助收入和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偿债资金来源稳定。2017 年～2019 年，青海省财政收入对政府债务的覆盖

倍数分别为 0.96 倍、0.93 倍和 0.89 倍，覆盖情况较好。

11 财政自给率=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100%。
12 数据来源为青海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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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 青海省政府债务覆盖情况（单位：亿元）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财政收入 1446.91 1640.87 1860.30
政府债务余额 1512.57 1763.20 2102.00
财政收入/政府债务余额（倍） 0.96 0.93 0.89
资料来源：青海省财政厅，东方金诚整理

综合来看，青海省政府债务偿还期限分布较为合理，集中偿付压力较小。东方金诚认为，

青海省政府偿债能力极强，总体债务风险可控。

本期债券偿还能力

根据财预【2017】89 号文，分类发行专项债券的规模，应当在国务院批准的本地区专项债

务限额内统筹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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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政府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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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

因项目取得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暂时难以实现，不能偿还到期债券本金时，可在专项债务

限额内发行相关专项债券周转偿还，项目收入实现后予以归还。青海省发行的本期债券募集资

金纳入其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以募投项目对应的住院收入、门诊收入、体检收入等专项收入

作为主要偿债来源。

本期债券纳入青海省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募投项目预期收入及现金流能够对本期债券的

还本付息提供支持；但募投项目收入及现金流的实现易受医院运营成本、医疗收费定价及就医

人数变化等因素影响而存在不达预期的风险

1.青海藏区急救诊疗中心综合楼建设项目

青海藏区急救诊疗中心综合楼建设项目建设区位于青海省人民医院院内，总建筑面积 2.80

万平方米，建筑层数为地下 2层，地上 17 层，配套建设给排水、供暖变配电、消防等配套设施。

该项目建设期限为 2018 年 6月至 2020 年 12 月，计划总投资 1.53 亿元，其中财政拨款 5000

万元，2019 年已发行专项债资金 5000 万元，本次调整专项债券资金 1500 万元，剩余资金 3800

万元由青海省人民医院自筹。

根据青海省财政厅提供的实施方案，青海藏区急救诊疗中心综合楼建设项目自 2021 年至

2026 年可实现预期总收入 12.12 亿元，为住院收入、门诊收入和体检收入；预期项目净收益为

2.42 亿元。该项目预计应付本次调整资金本息为 0.81 亿元，预期项目净收益对债券本息的覆盖

倍数为 3.00 倍，能够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2.青海省干部保健中心加固扩建项目

青海省干部保健中心加固扩建项目位于青海省人民医院院内，总建筑面积 1.07 万平方米，

在原有 6层建筑的基础上，扩建第 7和 8 层，并对原有 6层建筑和基础进行加固改造，对楼内

的装饰装修、给排水、供电、采暖、围护结构等内容及医疗设备进行更新、购置及改造。该项

目已于 2018 年 6 月开工，预计 2020 年 4月竣工，计划总投资 1.24 亿元，其中自筹资金 0.84

亿元，本次调整专项债券资金 0.3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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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青海省财政厅提供的实施方案，青海省干部保健中心加固扩建项目自 2020 年至 2026

年可实现预期总收入 3.83 亿元，为住院收入、门诊收入、体检收入；预期项目净收益为 0.77

亿元。该项目预计应付本次调整资金本息为 0.49 亿元，预期项目净收益对债券本息的覆盖倍数

为 1.57 倍，能够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3.青海省人民医院住院综合楼建设项目

青海省人民医院住院综合楼建设项目位于青海省人民医院院内，占地面积 5600 平方米，建

地下 2层，地上 20 层，总建筑面积 6.93 万平方米，总床位数 972 张。主要建设设备机房、营

养及职工厨房、出入院大厅、医技用房、药剂科、药房、病理科、标准病房、信息中心、会诊

室、会议室等。该项目已于 2016 年 6 月完工，2017 年 1 月开始运营，于 2018 年 12 月 24 日

通过竣工决算评审；计划总投资为 7.52 亿元，实际竣工决算为 8.19 亿元。截止 2019 年末，该

项目已付工程款资金合计 7.69 亿元。剩余资金缺口 5048.27 万元，其中本次调整专项债券资金

4221.43 万元，剩余资金 826.84 万元由青海省人民医院自筹。

根据青海省财政厅提供的实施方案，青海省人民医院住院综合楼建设项目自 2019 年至

2025 年可实现预期总收入 36.07 亿元，为住院收入；预期项目净收益为 7.21 亿元。该项目预

计应付本次调整资金本息为 0.54 亿元，预期项目净收益对债券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3.32 倍，能

够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图表 14 本次调整资金募投项目情况（单位：亿元、倍）

项目名称
计划/实
际总投资

资金来源 项目收
入

项目
净收益

还本付
息

覆盖倍
数本次调整资金 其他资金

青海藏区急救诊疗中心综
合楼建设项目

1.53 0.15 1.38 12.12 2.42 0.81 3.00

青海省干部保健中心加固
扩建项目

1.24 0.39 0.84 3.83 0.77 0.49 1.57

青海省人民医院住院综合
楼建设项目

8.19 0.42 7.77 36.07 7.21 0.54 13.32

合计 - - - 52.02 10.40 1.84 5.65
资料来源：青海省财政厅，东方金诚整理

根据青海省人民医院出具的项目收益资金整合证明，青海藏区急救诊疗中心建设项目、青

海省干部保健中心加固扩建项目、青海省人民医院住院综合楼建设项目之间的项目收益可整合

调剂用于偿还此三个项目相关的专项债券的所有本金和利息，三个项目可用于融资平衡的项目

收益对本次调整资金本息的保障倍数为 5.65 倍，能够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综上所述，本期债券纳入青海省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以募投项目对应的住院收入等为偿

债来源，募投项目预期收入及现金流能够对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提供支持。但募投项目收入及

现金流的实现易受医院运营成本、医疗收费定价及就医人数变化等因素影响而存在不达预期的

风险。

结论

东方金诚认为，青海省作为联结西藏、新疆与内地的重要纽带和国家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和生态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青海省新能源、新材料、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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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和高技术制造等特色优势产业快速发展，循环经济体系建设成果显现，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青海省财政收入保持较快增长，持续得到中央财政大力支持，财政实力极强；青海省政府债务

偿还期限分布较为合理，集中偿付压力较小，总体债务风险可控；本期债券纳入青海省政府性

基金预算管理，以募投项目对应的住院收入等专项收入为偿债来源，募投项目预期收入及现金

流能够对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提供支持。

同时，东方金诚也关注到，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决定了青海省必须坚持以生态保护为

根本宗旨的发展战略，可供开发建设的国土面积非常有限，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地区经济社会的

发展；青海省传统的以盐湖化工等为主的资源性高耗能产业在全省工业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

近年来受行业周期影响波动较大；募投项目收入及现金流的实现易受医院运营成本、医疗收费

定价及就医人数变化等因素影响而存在不达预期的风险。

综合分析，青海省人民政府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强，本期债券到期不能偿付的风险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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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青海省经济、财政及债务数据（单位：亿元、%）

经济指标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地区生产总值 2572.49 2642.8 2865.23 2965.95

经济增长率 8.0 7.3 7.2 6.3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43531 44348 47689 -

三次产业结构 8.6：48.6：42.8 9.0：44.7：46.3 9.4：43.5：47.1 -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901.68 790.63 - -

固定资产投资 3533.19 3897.14 -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67.30 839.03 835.56 880.75

进出口总额 100.78 44.42 46.00 37.25

常住人口数量（万人） 593.46 598.38 603.23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元）

26757 29169 31515 33830

财政指标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38.51 246.20 272.90 282.10

政府性基金收入 69.69 83.50 136.85 245.20

上级补助收入 1080.56 1117.21 1231.12 1333.00

债务指标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政府债务 1339.09 1512.57 1763.20 2102.00

其中：一般债务 1171.98 1253.21 1462.84 -

专项债务 167.11 259.36 300.36 -

政府债务率 37.95 50.81 45.50 65.00
资料来源：青海省统计公报、财政决算表、预算执行情况、青海省财政厅、青海省统计局官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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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信用等级符号和定义

根据财政部 2015 年 4 月发布的《关于做好 2015 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通知》（财

库〔2015〕85 号），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等级划分为三等九级，符号表示为：AAA、AA、

A、BBB、BB、B、CCC、CC、C。其中，AAA级可用“-”符号进行微调，表示信用等级略

低于本等级；AA级至 B级可用“+”或“-”符号进行微调，表示信用等级略高于或低于本等级。

符号含义如下：

符号 定 义

AAA 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强，基本不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极低

AA 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风险很低

A 偿还债务能力较强，较易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较低

BBB 偿还债务能力一般，受不利经济环境影响较大，违约风险一般

BB 偿还债务能力较弱，受不利经济环境影响很大，有较高违约风险

B 偿还债务的能力较大地依赖于良好的经济环境，违约风险很高

CCC 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度依赖于良好的经济环境，违约风险极高

CC 在破产或重组时可获得保护较小，基本不能保证偿还债务

C 不能偿还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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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及免责声明

本信用评级报告及相关的信用分析数据、模型、软件、评级结果等所有内容的著

作权和其他相关知识产权均归东方金诚所有，东方金诚保留一切与此相关的权

利，任何机构及个人未经东方金诚书面授权不得修改、复制、逆向工程、销售、

分发、储存、引用或以任何方式传播。

本信用评级报告中引用的由委托方、受评对象提供的资料和/或标明出处的公开

资料，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均由资料提供方/发布方负责，东方

金诚对该等资料进行了合理审慎的核查，但不应视为东方金诚对其合法性、真实

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提供了任何形式的保证。

由于评级预测具有主观性和局限性，东方金诚对于评级预测以及基于评级预测的

结论并不保证与实际情况一致，并保留随时予以修正或更新的权利。

本信用评级报告仅用于为投资人、委托人、发行人等授权使用方提供第三方参考

意见，并非是对某种决策的结论或建议；投资者应审慎使用评级报告，自行对投

资行为和投资结果负责，东方金诚不对其承担任何责任。

本信用评级报告仅授权委托评级协议约定的使用者或东方金诚在权限范围内书

面指定的使用者使用，且该等使用者必须按照授权确定的方式使用，相关引用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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