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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情况 

尚志市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代管县级市，位于黑龙江省中

南部，哈尔滨市东南部。东界海林市，西邻阿城区，南与五常

市接壤，北与延寿县、方正县、宾县相连接。东西长约 153 千

米，南北宽约 90 千米。总面积 8900 平方千米。2009 年总人口

62 万人。辖 10 个镇、5 个乡、2 个民族乡。地处张广才岭西麓，

地势东高西低。平均气温 2.3℃。年均降水量 666 毫米。森林、

冰雪资源丰富，大理石、白粘土、石墨储量大。滨绥铁路、绥

满高速公路、301 国道、203 省道、223 省道公路过境。名胜古

迹有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乌吉密景区、尚志景区、万佛山

景区、珠河抗日游击队纪念碑等。 

尚志市经济、财政数据 

2016-2018年尚志市区经济基本状况 

年份/项目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219.90 216.90 228.7 

2016-2018年尚志市财政收支情况 

年份/项目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4.83 4.29 3.6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 31.04 29.55 33.95 

政府性基金收入（亿元） 0.46 0.24 0.78 

政府性基金支出（亿元） 0.96 1.94 1.36 

注：2016-2018 年经济数据来源于统计年鉴。2016 年、2017 年财政收支状况数据为决算数，

2018 年财政收支状况数据为预算执行数。 

二、项目情况 

（一）发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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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黑龙江省公立医院专项债券（一期）--2019 年

黑龙江省政府专项债券（九期）哈尔滨市尚志市公立医院项

目 2019年拟发行专项债券总计 1,562.00 万元，债券期限为

7 年。 

（二）项目名称 

尚志市人民医院建设及购置项目 

（三）项目单位 

 尚志市人民医院 

（四）项目地点 

黑龙江省尚志市中央大街 243 号。 

（五）项目内容 

拟改造外科楼建筑面积 8351㎡。包括给排水改造工程、

电气改造工程、采暖系统改造工程、装饰装修工程、中央空

调系统、中心供氧系统、中心负压系统、中心呼叫系统。拟

购进 DSA 血管造影 X 线机。 

（六）编制依据 

《关于尚志市人民医院业务用房改造工程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批复》（尚发改发﹝2019﹞4 号）。 

（七）项目总投资 

本项目总投资为 2,434.56 万元，由新建项目投资、购置医

疗设备及债券发行费用构成。 

三、项目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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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资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为 2,434.56 万元，其中新建项目投资

1,750.00 万元、医疗设备购置 683.00 万元、债券发行费用暂

估为 1.56 万元。（按照发行额的 0.1%测算，最终以实际发行额

度为准）。详见表 1: 

表 1项目总投资估算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2019 年 合计 

1 新建项目 1,750.00 1,750.00 

1.1 基建项目 1,400.00 1,400.00 

1.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78.38 178.38 

1.3 基本预备费 171.62 171.62 

2 医疗设备 683.00 683.00 

2.1 DSA 血管造影 X 线机 683.00 683.00 

3 债券发行费 1.56 1.56 

 总投资 2,434.56 2,434.56 

（二）资金筹措方案 

黑龙江省尚志市人民医院建设项目专项债券项目预计

总投资 2,434.56 万元，自筹资本金 872.56 万元占比 35.84%，

其中占建设投资的 49.82%满足资本金比例要求，医疗专项债

券筹集，共计 1,562.00 万元。资金筹措情况详见表 2: 

表 2项目投资估算及建设期资金筹措表 

单位：人民帀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2019 年 合计 

1 资本金 872.56 872.56 

1.1 债券发行费 1.56 1.56 

2 债券资金 1,562.00 1,5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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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2,434.56 2,434.56 

四、项目预期收益及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收入成本测算 

本项目收入为门诊收入、住院收入、及财政基本补助收入，

合计 122,254.79 万元，其中门诊收入 30,593.43 万元，住院收入 

81,161.36 万元，财政基本补贴收入 10,500.00 万元。经营成本为 

109,642.68 万元。。详见表 3: 

表 3项目收入成本预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收入成本类别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合计 

1 经营收入 17,464.97 17,464.97 17,464.97 17,464.97 17,464.97 17,464.97 17,464.97 122,254.79 

1.1 门诊收入 4,370.49 4,370.49 4,370.49 4,370.49 4,370.49 4,370.49 4,370.49 30,593.43 

1.2 住院收入 11,594.48 11,594.48 11,594.48 11,594.48 11,594.48 11,594.48 11,594.48 81,161.36 

1.3 财政基本补助收入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0,500.00 

2 经营成本 15,663.24 15,663.24 15,663.24 15,663.24 15,663.24 15,663.24 15,663.24 109,642.68 

2.1 人员经费 5,565.39 5,565.39 5,565.39 5,565.39 5,565.39 5,565.39 5,565.39 38,957.73 

2.2 卫生材料费 3,027.01 3,027.01 3,027.01 3,027.01 3,027.01 3,027.01 3,027.01 21,189.07 

2.3 药品费 5,347.52 5,347.52 5,347.52 5,347.52 5,347.52 5,347.52 5,347.52 37,432.64 

2.4 其他费用 1,723.32 1,723.32 1,723.32 1,723.32 1,723.32 1,723.32 1,723.32 12,063.24 

3 净收益 1,801.73 1,801.73 1,801.73 1,801.73 1,801.73 1,801.73 1,801.73 12,612.11 

注：1、项目收入情况，项目运营收入主要包括门诊收入、住院收入及财政基本补助收入。根据《2018年度全

国卫生健康财务年报》及项目《购置大型医疗设备的论证报告》预测，2020年经营收入为17,464.97万元，考虑到

国家对于公立医疗机构的支持政策，未来收入上涨幅度较稳定，所以现运营期采用稳定上涨幅度对收入进行测算。 

2、项目运营成本情况，项目运营成本主要包括人员经费、卫生材料费、药品费及其他费用等。根据《2018年

度全国卫生健康财务年报》及项目《购置大型医疗设备的论证报告》预测，2020年经营成本为15,663.24万元，考

虑到国家对于公立医疗机构的支持政策，未来成本上涨幅度较稳定，所以现运营期采用稳定上涨幅度对成本进行

测算。 

3、项目净收益情况，根据上述项目运营收益及成本情况，运营期内，该项目全部净收益预计为12,612.11万元。 

   （二）债券还本付息情况 

本次债券申请 1,562.00 万元，每年支付利息，到期一次性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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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本金，债券利率暂按 4%计算，债券存续期间累计支付利息

437.36 万元。详见表 4： 

表 4项目债券还本付息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合计 

1 期初专项债券余额  1,562.00 1,562.00 1,562.00 1,562.00 1,562.00 1,562.00 1,562.00  

2 本期专项债券发行 1,562.00        1,562.00 

3 利息支出  62.48 62.48 62.48 62.48 62.48 62.48 62.48 437.36 

4 本期还款  62.48 62.48 62.48 62.48 62.48 62.48 1,624.48 1,999.36 

4.1 其中：还本        1,562.00 1,562.00 

4.2 付息  62.48 62.48 62.48 62.48 62.48 62.48 62.48 437.36 

5 期末专项债券余额 1,562.00 1,562.00 1,562.00 1,562.00 1,562.00 1,562.00 1,562.00   

（三）资金测算平衡情况 

经测算，本项目总投资 2,434.56 万元，按资金筹措及建

设计划投入使用。本项目债券存续期内可实现累计现金结余

额 10,612.75 万元，需用经营收益支付的累计本息 1,999.36 万

元。本项目专项债券项目本息资金覆盖倍数=（期末项目累

计净现金结余额/需用经营收益支付的累计本息）+1。本项

目汇总资金覆盖倍数为 6.31，当医疗收入下降 5%时，本息覆

盖倍数仍>1，符合发行条件。如本项目单位因项目对应的专项收

入暂时难以实现，不能偿还到期债券本金时，可在转向债券限额

内发行专项债周转偿还，项目收入实现后予以归还。详见表 5: 

表 5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测算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合计 

现金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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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金流入 872.56        872.56 

债券资金流入 1,562.00        1,562.00 

销售收入现金流入  17,464.97 17,464.97 17,464.97 17,464.97 17,464.97 17,464.97 17,464.97 122,254.79 

现金流入总额 2,434.56 17,464.97 17,464.97 17,464.97 17,464.97 17,464.97 17,464.97 17,464.97 124,689.35 

现金流出 

建设期资金流出 2,433.00               2,433.00 

运营期经营成本   15,663.24 15,663.24 15,663.24 15,663.24 15,663.24 15,663.24 15,663.24 109,642.68 

债券发行费用 1.56               1.56 

债券还本付息   62.48 62.48 62.48 62.48 62.48 62.48 1,624.48 1,999.36 

现金流出总额 2,434.56 15,725.72 15,725.72 15,725.72 15,725.72 15,725.72 15,725.72 17,287.72 114,076.60 

现金净流量 

当年项目现金净流入  1,739.25 1,739.25 1,739.25 1,739.25 1,739.25 1,739.25 177.25  

期末项目累计现金结余额  1,739.25 3,478.50 5,217.75 6,957.00 8,696.25 10,435.50 10,612.75  

平均偿债覆盖倍数 6.31         

注：专项债券项目的本息覆盖倍数的计算公式为：专项债券项目本息资金覆盖倍数=（期

末项目累计净现金结余额/需偿还的融资本息）+1。期末项目累计净现金结余额=项目净收益-

需偿还的融资本息-其他融资还本付息金额。 

五、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医疗事业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保障,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医疗机构建设改造和设备升级能够完善医疗服务

体系,改善医院的就诊条件,提高医院的医疗水平,促进医疗科研

发展,为日益增加的就诊患者提供更为方便的医疗环境,从而满足

患者和医院自身发展需要,具有较大的社会效益。从社会环境和

经济环境角度看,项目建设提升医院服务能力,为治疗疾病、保护

身体健康提供人力、物力保障。健康是生命的基础,人民群众的

健康有了保证,便可提高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间接提高人民群众

的收入,促进生产力发展,促进黑龙江省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通过该项目的建设,可提高医疗服务接待能力,增加特色化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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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服务项目,可保证和提高公立医院的医疗服务水平,为当地老百

姓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六、项目风险控制 

（一）收入波动风险 

风险因素：项目的收入预测结果是整个项目的基础，收入预

测准确性与就诊人群预测的基础资料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城市

用地、人口结构、医疗政策等是否准确可靠、医疗水平和收费的

高低等因素关系密切，而上述这些因素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控制措施：积极搜集项目单位医疗收费数据，病人住院数据

等，科学选取样本，抽出较为可靠的预测模型。 

（二）政策及经营风险 

风险因素：政策变化带来影响主要包括取消药品加成的影

响、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的影响、医保支付制度改革的影响、分级

诊疗实施等政策的影响。迫使医院必须从“以药养医”、“以检查

养医”、向“以技术与服务养医”转变，同时医保支付改革有力

地控制了医疗费用的增长，也促使医院必须加强内涵管理，控制

和降低运行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管理和运行的绩效。 

经营风险是指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本专项债券

涉及项目经营风险主要为医疗领域，由于国家政策限制，没有大

幅度提价的空间；相关收入存在不确定因素，且未来经营支出控

制难度较大；面临私立医院的激烈竞争。 

控制措施：在项目运营期间，不断完善医疗服务机构的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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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加强医疗队伍建设，提升项目的口碑。积极学习国内外医

疗服务机构的先进运营管理经验，在保证服务的前提下可节约成

本。积极维护病患关系，解决医患关系难题。与基层医疗机构建

立转诊合作机制，发展学科建设，开展科学研究与教学培训，促

进医疗技术水平的持续提升，采取上述措施以应对政策及经营风

险带来的影响。申请医疗机构收取的医疗收入、基本财政补助收

入、其他收入等专项收入，应根据专项债券还本支出、利息和发

行费用情况足额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专门用于偿还专项债券本

息，如专项债券本息全部清偿后仍有结余，则按原用途规范使用。

申请医疗机构因项目取得的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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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主管部门责任 

本项目的主管部门是尚志市卫生健康局。主管部门将会配合

做好本地区专项债券发行准备工作,认真审核该项目资金需求,及

时准确提供相关资料,配合做好信息披露、信用评级等工作。项

目运行过程中,主管部门将主动披露项目实施进度、项目收益专

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项目运营期间的收支情况等信息。在债券

资金管理方面,行业主管部门将会履行项目建设运营管理责任,加

强成本控制,确保项目形成的专项收入应收尽收,并按照规定及时

足额上缴同级财政。债券对应资产管理方面,主管部门将会协同

财政部门将各类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形成的资产纳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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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产管理,建立相应的资产登记和统计报告制度,加强资产日常

统计和动态监控。项目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要将专项债券项目对

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及时足额缴入国库,保障专项债

券本息偿付。项目单位未按既定方案落实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

的,财政部门可采取扣减相关预算资金措施偿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