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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情况 

富锦市，黑龙江省县级市，佳木斯市代管。富锦市位于黑

龙江省东北部，三江平原腹地，松花江下游南岸。富锦市属温

和半湿润农业气候区，有明显的大陆性季风特点。四季分明，

春季风力大，蒸发大于降水；夏季气温高，降水集中；秋季降

温快，冬季漫长，寒冷、干燥。富锦位于世界上仅有的三块冲

击黑土平原之一的中心地带，土壤肥沃，有机质含量是全国平

均水平的 6 倍, 超过国家规定的一级地标准，主要有暗棕壤、黑

土、草甸土、白浆土、沼泽土、泥炭土、水稻土 7 个土类 18 个

亚类。 

富锦市经济、财政数据 

2016-2018年富锦市区经济基本状况 

年份/项目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200.8 203.7 188.27 

2016-2018年富锦市财政收支情况 

年份/项目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5.80 5.99 6.14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 40.46 49.51 53.96 

政府性基金收入（亿元） 1.92 3.42 1.03 

政府性基金支出（亿元） 2.03 4.9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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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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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木斯市富锦市公立医院项目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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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拟发行专项债券总计 1,626.00 万元，债券期限为 7 年。 

（二）项目名称 

富锦市中医院康复中心建设及购置项目 

（三）项目单位 

富锦市中医院。 

（四）项目地点 

富锦市中央大街第二加油站东路北，富锦市中医院院内东

侧。 

（五）项目内容 

新建康复中心 1 栋，新建建筑占地面积为 1026 平方米，建

筑面积为 4104 平方米，为地上四层建筑，主要包括康复门诊、

康复病房、康复大厅等功能分区。项目建成后计划设置康复床位

40 张。购置物理治疗设备、辅助设备、训练设备、医用红外热

成像系统、医院专用系统。 

（六）项目总投资 

 项目总投资为 2,75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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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投资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为 2,756.63 万元，由新建项目投资 2,170.00

万元，债券发行费用暂估为 1.63 万元（按照发行额的 0.1%测算，

最终以实际发行额度为准），购置医疗设备 585.00 万元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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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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建项目 2,170.00 2,170.00 

2 债券发行费 1.63 1.63 

3 医疗设备 585.00 585.00 

 总投资 2,756.63 2,756.63 

（二）资金筹措方案 

富锦市中医院建设及设备购置项目专项债券项目预计总投

资 2,756.63 万元，自筹资本金 1,130.63 万元占总投资 41%，其中

占建设投资的 52.07%满足资本金比例要求。医疗专项债券筹集，

共计 1,6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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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63 1,130.63 

1.1 债券发行费 1.63 1.63 

2 债券资金 1,626.00 1,626.00 

 合计 2,756.63 2,75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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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财政基本补

助收入，合计 44,024.69 万元，其中门诊收入 6,510.52 万元、住

院收入 25,825.19 万元、其他收入 488.98 万元、财政基本补助收

入 11,200.00。经营成本为 37,309.94 万元。详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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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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1.50  5,532.81  5,854.42  6,232.78  6,631.98  7,036.38  7,534.82  44,024.69  

1.1 门诊收入 711.98  774.64  842.81  916.98  997.67  1,085.46  1,180.98  6,510.52  

1.2 住院收入 2,824.22  3,072.75  3,343.15  3,637.35  3,957.44  4,305.69  4,684.59  25,825.19  

1.3 财政基本补助收入 1,600.00  1,600.00  1,600.00  1,600.00  1,600.00  1,600.00  1,600.00  11,200.00  

1.4 其他收入 65.30  85.42  68.46  78.45  76.87  45.23  69.25  488.98  

2 经营成本 5,012.51  5,119.97  5,222.38  5,326.82  5,433.36  5,542.03  5,652.87  37,309.94  

2.1 人员支出 2,416.54  2,464.87  2,514.16  2,564.45  2,615.74  2,668.05  2,721.42  17,965.23  

2.2 卫生材料费 632.31  644.95  657.86  671.01  684.43  698.12  712.08  4,700.76  

2.3 药品费 1,141.09  1,163.91  1,187.19  1,210.93  1,235.15  1,259.86  1,285.05  8,483.18  

2.4 其他费用 822.57  846.24  863.17  880.43  898.04  916.00  934.32  6,160.77  

3 净收益 188.99  412.84  632.04  905.96  1,198.62  1,494.35  1,881.95  6,7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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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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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专项债券实施方案》和《建设及

设备购置项目情况》预测，2020年经营收入为5,201.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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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设及设备购置项目情况》预测，2020

年经营成本为5,012.51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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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4.75万元。 

（二）项目债券还本付息情况 

本次债券申请 1,626.00 万元，每年支付利息，到期一次性偿

还本金，债券利率暂按 4.0%计算，债券存续期间累计支付利息 

45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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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6.00   1,626.00   1,626.00   1,626.00   1,626.00   1,626.00   1,6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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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2 
本期专项债券发

行 
 1,626.00   -           1,626.00  

3 利息支出   65.04   65.04   65.04   65.04   65.04   65.04   65.04   455.28  

4 本期还款   65.04   65.04   65.04   65.04   65.04   65.04   1,691.04   2,081.28  

4.1 其中：还本         1,626.00   1,626.00  

4.2 付息   65.04   65.04   65.04   65.04   65.04   65.04   65.04   455.28  

5 
期末专项债券余

额 
1,626.00 1,626.00 1,626.00 1,626.00 1,626.00 1,626.00 1,626.00   

（三）资金测算平衡情况 

经测算，本项目总投资 2,75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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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6.05 万元，需用经营收益支付的累计本息 2,0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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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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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专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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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合计 

现金流入 

资本金流入 1,130.63         1,130.63  

债券资金流入 1,626.00         1,626.00  

销售收入现金流入  5,201.50  5,532.81  5,854.42  6,232.78  6,631.98  7,036.38  7,534.82  44,024.69  

现金流入总额 2,756.63  5,201.50  5,532.81  5,854.42  6,232.78  6,631.98  7,036.38  7,534.82  46,781.32  

现金流出 

建设期资金流出 2,755.00         2,7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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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期经营成本  5,012.51  5,119.97  5,222.38  5,326.82  5,433.36  5,542.03  5,652.87  37,309.94  

债券发行费用 1.63         1.63  

债券还本付息  65.04  65.04  65.04  65.04  65.04  65.04  1,691.04  2,081.28  

其他融资还本付息  123.95  73.47       197.42  

现金流出总额 2,756.63  5,201.50  5,258.48  5,287.42  5,391.86  5,498.40  5,607.07  7,343.91  42,345.27  

现金净流量 

当年项目现金净流入   274.33  567.00  840.92  1,133.58  1,429.31  190.91   

期末项目累计现金结存额   274.33  841.33  1,682.25  2,815.83  4,245.14  4,436.05   

平均偿债覆盖率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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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融资还本付息指以前年度借款需要在本发债期间内偿还的借款本金和利息。以前年度借款主要包括长期借款、

短期借款、融资租赁借款以及医院与企业之间的借款。根据《2018年度全国卫生健康财务年报》及《以前年度借

款统计表》、借款合同等进行预测，预计发债期间其他融资还本付息金额为197.4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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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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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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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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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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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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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锦市卫生健康局。主管部门将会配合

做好本地区项目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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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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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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