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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按照财政部印发关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

法》（财预[2021]61号）文的要求，将专项债券资金的使用纳入到项

目主管单位的绩效评价范围之内，绩效评价结果将决定债券资金的拨

付额度及拨付进程及同类项目政府专项债的再次申报批复，绩效管理

遵循科学规范、协同配合、公开透明、强化运用的原则。我单位直接

组织人员对本项目作出以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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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七苏木园区标准化厂房及仓库项目

项目总投资：22058.04 万元。由建设单位筹措 6058.04 万元，

申请专项债券 16000.00 万元，其中：2023 年一期已成功发行债券

10000 万元，本期调整发行专项债 1600 万元（原乌兰察布市木材粮

食海关指定监管场地项目，发行日期为 2022 年 1月，到期日期 2042

年 1月，发行利率 3.36%，发行期限 20年，于 2024 年 9月调整用于

本项目 1600.00 万元，剩余发行期 18.5 年），三期申请发行 4400.00

万元。

专项债券发行基本信息表

项目名称 七苏木园区标准化厂房及仓库项目

发行性质 发行年度 发行规模 债券品种 付息方式 发行期限

一期已发行 2023年 10000.0万元
记账式固定利

率付息债券

半年付息到

期还本
20年

本期调整发行 2024年 1600.0万元
记账式固定利

率付息债券

半年付息到

期还本
18.5年

三期申请发行 2024年 4400.0万元
记账式固定利

率付息债券

半年付息到

期还本
20年

募集资金用途 拟用于七苏木园区标准化厂房及仓库项目

合计募集规模 人民币：壹亿陆仟万元整 ￥160,000,000.00

预计发行费用 人民币：壹拾陆万元整 ￥160,000.00

（二）建设地点

本项目主要建设地点位于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强制戒毒所以

资金构成表

序号 资金构成 名称 单位 金额 占比

1 项目资本金 财政预算内投资 万元 6058.04 27.46%

2 申请专项债资金 申请专项债资金 万元 16000.00 72.54%

3 总投资 合计 万元 22058.0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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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梁街以北、信昌路以东。

（三）项目建设性质

新建-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四）项目实施单位

专项债券申请单位：乌兰察布・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管理

委员会

项目实施单位：乌兰察布・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管理委员会

（五）项目总投资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本项目总投资 22058.04 万元，其中

建筑工程费用 11965.45 万元，设备购置费 1004.06 万元，安装工程

费工程其他费用 2667.16 万元，其他费用 6421.37 万元。

（六）项目建设规模与内容

项目总用地面积 126754 平方米(190.13 亩)，总建筑面积 47129

平方米，建筑基底面积 44742 平方米，容积率 0.59(层高超过 8m，容

积率中建筑面积按两层计算)，建筑密度 35.3%。主要建设内容为仓

库、厂房及配套基础设施。

总建筑面积 47129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厂房 6 座建筑面积

27280 ㎡、仓库 3 间建筑面积 14105 ㎡、综合办公房 4774 ㎡、门房

240 ㎡、消防及给水所、污水处理站 180 ㎡、高压开关所 140 ㎡及配

套基础设施。

二、绩效评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国令第 72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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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财

预〔2018〕167号；

（4）《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国

发〔2021〕5号）；

（5）《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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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内蒙古自治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内政办发

〔2016〕171号）。

三、事前绩效评估

（一）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公益性、收益性；

必要性：《乌兰察布市推进物流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提出“打

造北向物流通道、打造北向开放平台、打造北向产业融合基地”的发

展定位，加快夯实枢纽基础，构建枢纽网络，发展枢纽产业，力争到

2025 年将乌兰察布市建设成为呼包鄂乌协同发展的物流产业中心，

保障京津冀市场供应和大宗商品需求的物流集散中心，服务中蒙俄经

济走廊建设的物流枢纽中心，为完善国家枢纽网络和推动地方经济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助力形成并积极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提升对蒙俄的货运贸易量，重

点围绕加大木材、矿石、煤炭等大宗商品进口以及生鲜农产品、药品、

日用品等生活性产品出口，提升对蒙对俄经贸合作水平，提升北向物

流通道物流组织能力。

七苏木国际物流枢纽产业园位于乌兰察布集宁区，地理位置优

越，区位优势明显，对外是中国陆路进入蒙古、俄罗斯以及欧洲市场

的最短途径和重要中转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中三乌通道“乌兰察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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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巴托-乌兰乌德”的三大核心枢纽之一；对内背靠呼包鄂、面向

京津冀，连接华北、东北、西北三大经济区。直接辐射区域内俄罗斯

的矿石、能源、木材、农产品资源及其丰富，蒙古国的铁矿、铜矿和

萤石储量巨大，间接辐射区域内欧洲各国的机电产品、汽车整车等高

新技术产业发达。对接国内方向，七苏木国际物流枢纽产业园是天津

港、曹妃甸港等出海港口重要的内陆补给港，是蒙俄借道出海的最佳

选择。同时，园区作为“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承接产业转移、提供民生服务等方面有相应的发展优势。

本项目是七苏木国际物流枢纽产业园内的标准化厂房及仓库项

目，主要承担产业园内食品、饲料、皮毛以及粮食等货物的仓储加工

功能，以及沥青、医药品、建材、食品及零食品等货物的仓储功能，

项目的建设一方面可满足区域内货物的仓储加工和物流中转需求，提

升地区产业链和物流服务水平，降低企业综合成本，从而带动地区经

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增强七苏木国际物流枢纽产业园

内的仓储加工能力，进一步提高产业园区行业影响力和市场地位，促

进园区招商引资和后续的发展建设；此外，本项目建成后可拉动地区

就业、提升社会效益、促进绿色产业链构建。项目的建设是必要且急

迫的。

公益性：本项目是七苏木园区标准化厂房及仓库项目，主要承

担产业园内食品、饲料、皮毛以及粮食等货物的仓储加工功能，项目

的建设一方面可满足区域内货物的仓储加工需求，提升地区产业链服

务水平，从而带动地区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增强七

苏木国际物流枢纽产业园内的仓储加工能力，进一步提高产业园区行

业影响力和市场地位，促进园区招商引资和后续的发展建设；此外，

本项目建成后可拉动地区就业、提升社会效益、促进绿色产业链构建。



5

项目建设规模适当，建设条件和依托条件较好，建设方案合理，

社会效益较好，总体方案切实可行，项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

境效益十分显著。

收益性：该项目以厂房、仓库、办公房租赁收入为基础，本项目

2024-2044 年累计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 43381.72 万元。16000.00 万

元专项债在偿还到期的债券本息后，仍有累计现金结余，本金覆盖倍

数为 1.51。累计盈余在经营活动 20年间均为正数，说明在经营期间

不存在任何资金缺口，项目经济效益明显。

（二）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与项目成熟度；

该项目属于新建-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符合专项债券筹集资金支

持领域。

（三）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

根据项目估算，项目总投资为 22058.04 万元，资金构成详见下表：

资金构成表

序号 资金构成 名称 单位 金额 占比

1 项目资本金 财政预算内投资 万元 6058.04 27.46%

2 申请专项债资金 申请专项债资金 万元 16000.00 72.54%

3 总投资 合计 万元 22058.04 100.00%

项目自有资本金 6058.04万元，政府专项债券计划申请 16000.00

万元，其中：2023 年一期已成功发行债券 10000 万元，本期申请发

行专项债 1600万元，三期申请发行 4400.00 万元，发行期 20年。

（四）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性；

1、收入估算

本项目收入主要来源于厂房、仓库、办公房租赁收入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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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厂房 6座建筑面

积 27280㎡、仓库 3间建筑面积 14105㎡、综合办公房 4774㎡。本

项目建成后与租户签订租赁协议，租赁协议单价为 1.4 元/㎡/

天,每三年租赁单价增长 5%。则厂房、库房、办公房租赁正

常年收入为 1.4 元*365 天*46159 平方米=2358.7249 万元。

根据以上预测信息确定债券存续期内各年度收入如下：

收入估算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价 单位 数量 单位
总收入（万

元）

01 厂房、仓库、办公房租赁 511 元 4.6159 万㎡ 2358.7249

合计 2358.7249 万元

2、税金估算

增值税及其附加税率如下：

本项目销项税率为租赁收入 9％，城市维护建设税适用 5%税率；

教育费附加适用 3%税率。

本项目正常年份税金及附加税 241.23万元，其中：增值税 194.76

万元，附加税 19.48万元。

具体运营收入与增值税及附加情况如下表：

“融资项目”运营收入与增值税及附加测算汇总表

单位：万元

年份 项目运营收入 增值税及附加 净收入

第 1年 0.00 0.00 0.00

第 2年 471.74 42.85 428.90

第 3年 2358.72 214.23 2144.49

第 4年 2476.66 224.94 2251.72

第 5年 2600.49 236.19 2364.30

第 6年 2600.49 236.19 2364.30

第 7年 2600.49 236.19 236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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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年 2730.52 248.00 2482.52

第 9年 2730.52 248.00 2482.52

第 10 年 2730.52 248.00 2482.52

第 11 年 2867.04 260.40 2606.64

第 12 年 2867.04 260.40 2606.64

第 13 年 2867.04 260.40 2606.64

第 14 年 3010.40 273.42 2736.98

第 15 年 3010.40 273.42 2736.98

第 16 年 3010.40 273.42 2736.98

第 17 年 3160.92 287.09 2873.82

第 18 年 3160.92 287.09 2873.82

第 19 年 3160.92 287.09 2873.82

第 20 年 3318.96 301.45 3017.52

合计 51734.21 4698.80 47035.41

2、成本估算

1.总成本的构成要素

总成本由外购燃料及动力费、人员费用、修理费用、折旧费用及

财务费用等构成。

2.年总成本估算

年均费用根据项目运营期预计情况，采用指标估算法估算预计运

营期正常年费用。该项目总成本费用支出有以下几项：

（1）外购燃料及动力费

该项目主要是以对外租赁的方式确认收入，则产生的外购燃料及

动力费主要包括水费、电费、暖气费，该费用由承租方自行承担。

（2）人员费用

项目建成后预计劳动定员 5人，年平均工资 3.5万元。年工资及

福利费共计 24.587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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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薪酬及福利费估算表

序号 项目内容 数额 成本估算

1 劳动定员（人） 5 工资福利费合计= 245875.00

2 职工每人年平均工资 35000 工资= 175000.00

3 职工每人年福利费 14.00% 工资福利费= 24500.00

4 工会经费 2.00% 工会经费= 3500.00

5 职工教育经费 1.50% 职工教育经费= 2625.00

6 五险综合费 13.00% 五险综合费= 22750.00

7 住房公积金 10.00% 住房公积金= 17500.00

合计 24.5875 万元

（3）折旧费

房屋及建筑物原值 11965.45万元，固定资产净残值率为 5%，折

旧 30年，年折旧费约 378.91万元；机器设备原值 1004.06；净残值

率为 5%，折旧 10年，年折旧费约 95.39万元。正常年固定资产折旧

费为 474.29 万元。

固定资产折旧估算表

序号 项目内容 折旧年限 原值（万元） 年折旧额

1 房屋及建筑物 30 11965.45 378.91

2 机器设备 10 1004.06 95.39

合计 - 474.29 万元

（4）修理费

房屋及建筑物按原值的 1.0%计取，机器设备原值的 1.5%计取，

按预计运营期正常年均估算为 134.72 万元。详见修理费估算表：

修理费估算表

序号 项目内容 数额 成本估算

1 修理费基数 11965.45 1004.06
修理费=

134.72

2 修理费率 1.0% 1.5%

合计 134.72 万元

（5）财务费用



9

本项目财务费用主要为发行专项债 16000.00万元，每半年计息

一次，建设期内只付息不还本。正常年份支付利息额 629.76万元。

（6）总成本费用合计

以上合计年均总成本费用 1263.35万元。

“融资项目”总成本费用汇总表

单位：万元

年份
经营成本

折旧费
专项债券利

息
合 计

人员费用 修理费

第 1年 0.00 0.00 0.00 629.76 629.76

第 2年 4.92 26.94 94.86 629.76 756.48

第 3年 24.59 134.72 474.29 629.76 1263.35

第 4年 24.59 134.72 474.29 629.76 1263.35

第 5年 24.59 134.72 474.29 629.76 1263.35

第 6年 24.59 134.72 474.29 629.76 1263.35

第 7年 24.59 134.72 474.29 629.76 1263.35

第 8年 24.59 134.72 474.29 629.76 1263.35

第 9年 24.59 134.72 474.29 629.76 1263.35

第 10 年 24.59 134.72 474.29 629.76 1263.35

第 11 年 24.59 134.72 474.29 629.76 1263.35

第 12 年 24.59 134.72 474.29 629.76 1263.35

第 13 年 24.59 134.72 474.29 629.76 1263.35

第 14 年 24.59 134.72 474.29 629.76 1263.35

第 15 年 24.59 134.72 474.29 629.76 1263.35

第 16 年 24.59 134.72 474.29 629.76 1263.35

第 17 年 24.59 134.72 474.29 629.76 1263.35

第 18 年 24.59 134.72 474.29 602.88 1236.47

第 19 年 24.59 134.72 474.29 576.00 1209.59

第 20 年 18.44 101.04 355.72 576.00 1051.20

合 计 441.35 2418.14 8513.53 12460.80 2383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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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益预测合理性

“融资项目”运营期内现金流量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收入 扣除项目 可用于资金

平衡的项目

净收益(C)

专项债支付本息情况

项目现金

流入合计

项目现金

流出合计

债券应付利

息
应付本金

应付本息

合计（A)

第 1年 0.00 0.00 0.00 629.76 0.00 629.76

第 2年 471.74 74.71 397.04 629.76 0.00 629.76

第 3年 2358.72 373.54 1985.19 629.76 0.00 629.76

第 4年 2476.66 384.25 2092.41 629.76 0.00 629.76

第 5年 2600.49 395.49 2205.00 629.76 0.00 629.76

第 6年 2600.49 395.49 2205.00 629.76 0.00 629.76

第 7年 2600.49 395.49 2205.00 629.76 0.00 629.76

第 8年 2730.52 407.30 2323.21 629.76 0.00 629.76

第 9年 2730.52 407.30 2323.21 629.76 0.00 629.76

第 10 年 2730.52 407.30 2323.21 629.76 0.00 629.76

第 11 年 2867.04 419.70 2447.34 629.76 0.00 629.76

第 12 年 2867.04 419.70 2447.34 629.76 0.00 629.76

第 13 年 2867.04 419.70 2447.34 629.76 0.00 629.76

第 14 年 3010.40 432.72 2577.67 629.76 0.00 629.76

第 15 年 3010.40 432.72 2577.67 629.76 0.00 629.76

第 16 年 3010.40 432.72 2577.67 629.76 0.00 629.76

第 17 年 3160.92 446.40 2714.52 629.76 0.00 629.76

第 18 年 3160.92 446.40 2714.52 602.88 1600.00 2202.88

第 19 年 3160.92 446.40 2714.52 576.00 0.00 576.00

第 20 年 2489.22 345.56 2143.66 576.00 14400.00 14976.00

合 计 50904.47 7482.92 43421.55 12460.80 16000.00 28460.80
本息覆盖

倍数

B(C/A)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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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

本项目总投资 22058.04 万元，根据当地政府预算内资金使用安

排，可用于支持本项目的资本金为 6058.04 万元。

乌兰察布市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预算情况表

单位：亿元

地 区
债务限额 债务余额预计执行数

一般债务 专项债务 一般债务 专项债务

公 式 A=B+C B C D=E+F E F

乌兰察布市 228.00 175.82 52.18 225.88 175.33 50.55

本次资金需求在债务限额内属于合理举债。

（六）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

本项目债券存续期内实现运营收益（即在各运营年度，总收益扣

除“经营成本”、“折旧摊销费”、“运营测算年度专项债券偿付利息”等

三项支出及相关税费的“运营收益现金净流入”。）与专项债券本息的

比率达到 1.2以上，表明本项目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的运营收益能够

覆盖专项债券本息，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偿债计划可行。

本项目偿债风险点主要涉及运营收入、经营成本、债券利息等，

考虑到以上因素对偿债风险的影响，本方案特对运营收入、经营成本

按照±10%进行偿债能力测试，债券利率按照±50BP进行偿债能力测

试，以验证偿债风险点的变动对本项目的影响。

（七）绩效目标合理性；

绩效目标设置较为合理。

（八）其他需要纳入事前绩效评估的事项

1.项目立项批复情况：项目已取得可研批复等前期审批手续。

2.本项目专项债券收支、还本付息及专项收入已全部纳入政府性

基金预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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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价的范围和目的

（一）评价范围

该项目建设厂房 6 座，建筑面积 27280 ㎡、仓库 3 间建筑面积

14105 ㎡、综合办公房 4774 ㎡、门房 240 ㎡、消防及给水所、污水

处理站 180㎡、高压开关所 140㎡及配套基础设施。

（二）评价依据

评价标准依据有关国家法规、政策性文件，财政资金绩效评价有

关国家法规、政策性文件，中小企业创业补助创新奖励资金管理及项

目实施管理的有关制度和文件。

（三）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以《财政部关于印发的通知》（财预〔2013〕53

号）中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为基础，结合项目的特

点和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完善，对评价标准进一步细化完善。指标体

系涵盖项目投入、实施过程、项目产出和项目绩效四个方面，设计了

3项一级指标、9 项二级指标、16项三级指标。

（四）评价方法及实施过程

项目评价主要采用比较法、成本效益分析法、公众评判法等方法，

通过对绩效目标与实施效果的比较，综合分析绩效目标实现程度，按

照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打分。

五、绩效目标管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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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仓库3间建筑面积14105㎡、综合办公房4774

㎡、门房240㎡、消防及给水所、污水处理站

180㎡、高压开关所140㎡及配套基础设施

设备培训次数

27280㎡

质量指标
新建工程质量合格率 100%

使用债券资金使用是否合规 合规

时效指标

工程建设完成及时性 及时

债券资金是否及时拨付 及时

成本指标 建筑工程总成本 22058.04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项目存续期总收益能够覆盖专项债券本息 是

固定资产增加值 ( 万元)

不低于审计确

认后的项目总

投资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产业链服务水平 提升

拉动地区就业 100%

生态效益指标 节能降耗是否达标 达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优

配套设施配套率 100%

应急机制建设健全性 健全

满意度

指 标

社会公众或服

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居民满意度 (%) ≥95%

产业配套人员满意度 (%) ≥95%

六、绩效运行监控

（一）绩效运行监控是指在专项债券资金使用过程中，对专项债

券资金预算执行进度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进行“双监控”，查找资金使

用和项目实施中的薄弱环节，及时纠正偏差。

（二）项目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应当建立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

跟踪监测机制，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进行动态监控，发现问题及时纠

正并告知同级财政部门，提高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效益，确保绩效目标

如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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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财政部门应当跟踪专项债券项目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对严重偏离绩效目标的项目要暂缓或停止拨款，督促及时整改。项目

无法实施或存在严重问题的要及时追回专项债券资金并按程序调整

用途。

（四）财政部门利用信息化手段探索对专项债券项目实行穿透式

监管，根据工作需要组织对专项债券项目建设运营等情况开展现场检

查，及时纠偏纠错。

七、绩效评价管理

（一）地方财政部门负责组织本地区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评价

工作。年度预算执行终了，项目单位要自主开展绩效自评，评价结果

报送主管部门和本级财政部门。项目主管部门和本级财政部门选择部

分重点项目开展绩效评价。

（二）省级财政部门根据工作需要，每年选取部分重大项目开展

重点绩效评价。选取项目对应的资金规模原则上不低于本地区上年新

增专项债务限额的 5%，并逐步提高比例。鼓励引入第三方机构，对

重大项目开展重点绩效评价。必要时财政部可直接组织开展绩效评

价。

（三）项目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绩效评价要反映项目决策、管理、

产出和效益。绩效评价指标框架和绩效评价提纲由省级财政部门结合

实际情况自主制定，参考《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有关范例，

并突出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评价特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决策方面。项目立项批复情况；项目完成勘察、设计、用

地、环评、开工许可等前期工作情况；项目符合专项债券支持领域和

方向情况；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项目申请专项债券额度与实际需

要匹配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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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方面。专项债券收支、还本付息及专项收入纳入政府

性基金预算管理情况；债券资金按规定用途使用情况；资金拨付和支

出进度与项目建设进度匹配情况；项目竣工后资产备案和产权登记情

况；专项债券本息偿还计划执行情况；项目收入、成本及预期收益的

合理性；项目年度收支平衡或项目全生命周期预期收益与专项债券规

模匹配情况；专项债券期限与项目期限匹配情况等；专项债券项目信

息公开情况；外部监督发现问题整改情况；信息系统管理使用情况；

其他财务、采购和管理情况；

（3）产出方面。项目形成资产情况；项目建设质量达标情况；

项目建设进度情况；项目建设成本情况；考虑闲置因素后债券资金实

际成本情况；项目建成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情况；项目运营成本情

况等。

（4）效益方面。项目综合效益实现情况；项目带动社会有效投

资情况；项目支持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情况；项目直接服务对象满

意程度等。

（四）专项债券项目建立全生命周期跟踪问效机制，项目建设期

绩效评价侧重项目决策、管理和产出等，运营期绩效评价侧重项目产

出和效益等。

（五）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地区绩效评价结果公开

工作，指导项目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每年 6月底前公开上年度专项债

券项目资金绩效评价结果。绩效评价结果要在全国统一的地方政府债

务信息公开平台上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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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评价结果应用

（一）绩效评价结果量化为百分制综合评分，并按照综合评分进

行分级。综合评分为 90分（含）以上的为“优”，80分（含）至 90

分的为“良”，60分（含）至 80分的为“中”，60分以下的为“差”。

根据对 2024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七苏木园区标准化厂

房及仓库项目绩效评价决策、过程、产出和效益进行专家评分。2024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七苏木园区标准化厂房及仓库项目绩

效评价综合得分 98分，对应绩效级别为“优”。

按照评价指标和评分标准，通过数据资料收集、分析，对 2024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七苏木园区标准化厂房及仓库项目进

行客观评价。

七苏木园区标准化厂房及仓库项目专项债实施事前绩效评估表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得分 评估结论

1
项目实施

的必要

性、公益

性、收益

性

必要性
项目的实施是否必

要？
5 5 是

2 公益性
项目的实施是否带来

显 著公益效应？
5 5 是

3 收益性
项目的实施是否带来

收 益？
5 5 是

4

项目建设

投 资合

规性与

项目成熟

度

项目论

证

事前是否经过必要的

可行性研究、专家论

证、 风险评估、集体

决策？

5 5
项目论证较为

充分。

5
项目计

划

项目计划是否科学合

理？
5 5

项目范围、项目

具体计划、启动

时间、具体活动

实施时间科学

合理，项目实施

的人员条件、场

地设备、信息支

撑等均已齐备。

6
预算匹

配

预算是否与项目内容

匹 配？
5 5 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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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成本控

制

是否已具有相应的成

本 控制制度、措施，

该制 度是否完整、可

操作？

5 5
制度完整可操

作

8

制度完

善

质量控制：是否已具

有 相应的项目质量

要求， 质量检查、验

收等必要 的控制措

施或手段？

3 3

制度较为完善
9

应急措施：项目是否

有 针对突发事件或

未知风 险的应急措

施？

3 3

10

政府采购：是否有健

全的采购管理制度对

该项目的政府采购行

为进行约束？

3 3

11
项目资金

来

源和到位

的

可行性

资金来

源

项目资金其它来源渠

道 是否明确？
5 5 明确

12
资金到

位

各渠道资金到位时

间、条件是否能够落

实？

5 5
资金已到位，能

够落实

13
项目收

入、成本、

收益预测

合理性

收入
项目收入预测是否合

理？
3 3 合理

14 成本
项目成本预测是否合

理？
3 3 合理

15 收益
项目收益预测是否合

理？
3 3 合理

16
债券资金

需求合理

性

重复投

入

项目单位是否有类似

项目得到债券资金重

复支持？

5 5
项目无重复投

入的情况。

17
需求合

规

项目是否过量申报债

券资金？是否符合债

券发行标准？

5 5
未过量申报，符

合标准

18

项目偿债

计划可行

性和偿债

风险点

偿债计

划

项目偿债计划是否可

行、合规？
5 5 可行合规

19
偿债风

险

项目偿债风险点是否

列出？风险是否过

大？

5 4
已列出，风险可

控

20
风险覆

盖

风险控制措施是否可

以有效降低风险？
5 4 基本可以

21
绩效目标

合理性

目标完

整性

项目的绩效目标是否

完整？
3 3

项目绩效目标

完整性评 估为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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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目标准

确性

项目的绩效目标是否

准确？
3 3

项目的绩效目

标准确。

23
目标量

化

项目的绩效目标是否

量化？
3 3

项目的目标值

已量化。

24
指标值

测算

指标值测算是否科

学？
3 3

项目绩效目标

中指标值 测算

较为科学。

25

其他需要

纳入事前

绩效评估

的事项

无

总体结论 100 98
通过事前绩效

评估

（二）项目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要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及时整改问

题。省级财政部门也要及时将重点绩效评价结果反馈项目主管部门和

项目单位，并提出整改意见。项目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应根据评价结

果和整改意见，提出明确整改措施，认真组织开展整改工作。

（三）上级财政部门对下级财政部门绩效管理工作定期开展抽

查，指导和督促提高绩效管理水平。财政部组织各地监管局定期抽查

各地区绩效管理工作情况、省级财政部门重点绩效评价开展情况等，

抽查情况书面报告财政部。

（四）按照评价与结果应用主体相统一的原则，财政部在分配新

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时，将财政部绩效评价结果及各地监管局抽

查结果等作为分配调整因素。省级财政部门在分配专项债务限额时，

将抽查情况及开展的重点绩效评价结果等作为分配调整因素。地方财

政部门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项目建设期专项债券额度以及运营期财

政补助资金分配的调整因素。

（五）各级财政部门、项目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及个人，违反专

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规定致使财政资金使用严重低效无效并造

成重大损失的，以及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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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行为的，依法责令改正；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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