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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业务持续性较好。 

 公司获得的外部支持力度很大。公司是邵东县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融资主体。

邵东县人民政府在资产注入、政府补助和免征税费方面给予了公司大力的支持，

近三年注入土地和营运资产评估价值合计 79.96 亿元、给予公司政府补助合计 2.81

亿元、免征税费合计 0.60 亿元。 

 第三方担保有效提升了本期债券的信用水平。经中证鹏元综合评定，湖南担保主

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湖南担保为本期债券品种一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可有效提升本期债券信用水平。 

关注： 

 公司资产以项目成本和土地资产为主，流动性较弱。2018 年末，公司存货账面价

值为 164.58 亿元，占总资产的 86.57%；其中配套设施成本和土地分别为 25.36 亿

元和 139.22 亿元，土地资产中已抵押部分占比 33.03%，且土地集中变现存在一定

的难度，资产流动性较弱。 

 公司近三年经营活动现金流表现较差，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2016-2018 年，公司

经营活动现金流分别表现为净流出 1.58 亿元、18.06 亿元和 4.90 亿元。截至 2018

年末，公司在建项目尚需投资 26.12 亿元，随着项目建设的推进，作为邵东县基础

设施建设主体，公司还需投入大量建设资金，资金支出压力较大。 

 公司面临较大的偿债压力。2018 年末，公司有息债务合计为 40.71 亿元，占负债

总额比重为 95.77%，近三年复合增长率为 91.85%，规模较大且增速较快，随着项

目的推进，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从指标来看，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为 0.80，

偿债压力较大。 

 公司存在一定的或有负债风险。截至 2018 年末，公司为湖南邵东新农村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邵东农投”）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 1.24 亿元，占 2018

年末净资产规模的 0.84%。该笔担保未采取反担保措施，存在一定代偿风险。 

 募投项目在品种一和品种二1的存续期内的收益不能覆盖品种一和品种二本息。根

据《邵东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公司提供说明，因

资金未到位，工程进度延后，预计 2020 年完工，假设品种一和品种二 2019 年发

行，募投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可产生 6.56 亿元收入，不能覆盖品种一和品种二债

券的本息，且项目运营期较长，建设进度和收益能否达到预期存在不确定性。 

                                                      
1 2019 年邵东新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分为品种一和品种二，品种一不超过 5 亿元，品种二不超过 6 亿元。 



 

 
3  

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总资产 1,901,249.98 1,637,130.76 966,382.12 

所有者权益 1,476,147.63 1,218,730.61 791,244.88 

有息债务 407,112.14 402,057.19 110,610.00 

资产负债率 22.36% 25.56% 18.12% 

现金短期债务比 1.75 4.13 38.85 

营业收入 64,283.77 60,727.75 58,142.77 

营业外收入 12,028.91    11,021.52  11,105.43 

利润总额 20,123.51 19,083.16 19,023.84 

综合毛利率 15.56% 16.59% 16.80% 

EBITDA 20,468.23 19,435.69 19,083.44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0.80            0.94  7.4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 -48,993.32 -180,635.10 -15,752.31 

收现比 0.81 0.84 1.21 

资料来源：公司 2016-2018 年三年连审审计报告，中证鹏元整理 

湖南担保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总资产 465,966.23  449,327.53  430,530.18 229,779.31 

所有者权益合计 363,513.30  352,267.09  324,118.99 156,045.90 

期末在保余额 1,105,530.99 516,865.20 818,528.20 962,409.00 

拨备覆盖率 - 23.89% 42.89% 40.14% 

融资担保放大倍数 - 1.38 2.05 5.00 

当期担保代偿率 - 8.44% 4.75% 2.82% 

注：“-”表示该数据尚未取得。 

资料来源：湖南担保2016-2018年审计报告及未经审计的2019年1-9月财务报表，湖南担保提供，中证鹏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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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主体概况 

公司成立于2003年4月30日，成立时由湖南邵东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经

开区管委会”）出资，注册资本为15,800万元。 

根据邵东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政府”）2016年1月11日出具的邵政发〔2016〕2

号文件《关于邵东新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无偿划转的决定》以及经开区管委会

2016年1月18日出具的《邵东新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决定》，将经开区管委

会所持有的公司100%股权无偿划转给县政府。 

截至2018年末，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15,800.00万元，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为邵东县人民政府，持有公司100%股权，公司产权及控制关系如图1所示。 

图 1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产权及控制关系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 

公司从事邵东县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整理业务。截至2018年末，公司无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 

二、本期债券概况 

债券名称：2019年邵东新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品种一）； 

品种一发行总额：5亿元； 

债券期限和利率：7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从第3年起，每年偿付本金的20%，当期利息随本金

一同支付； 

增信方式：由湖南担保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 

品种一拟募集资金总额为5亿元，其中3.00亿元用于邵东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工程

邵东新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0% 

邵东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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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2.00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资金投向明细如表1所示。 

表 1  品种一募集资金投向明细（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募集资金 

使用规模 

占项目总 

投资比例 

邵东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工程项目 96,407.58 30,000.00 31.12% 

补充流动资金 - 20,000.00  - 

合计 96,407.58 50,000.00 -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 

（一）项目概况 

本期债券募投项目为邵东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工程项目（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募投

项目”或“项目”），项目位于邵东县兴隆村，供水管网覆盖邵东县城及两市塘办事处和

大禾塘办事处周边村落。项目改建兴隆水厂1座，新建兴隆二水厂1座，共占地110亩，实

际供水规模为15.6万立方米/日，主要包括引水工程、水厂工程、配水工程、其他附属工程

等，敷设引水管网56.50km，敷设给水管网233.126km。其中兴隆水厂占地48亩，新增供水

规模为5.6万立方米/日，建筑面积4,865平方米；兴隆二水厂占地62亩，设计供水规模为10.0

万立方米/日，建筑面积6,375平方米。 

（二）项目批复情况 

本期债券募投项目已经取得的批复如表2所示。 

表 2  项目审批文件基本情况 

文件名称 出具单位 文号 出具时间 

湖南省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邵东县城乡

规划管理局 

建规[选]字第邵规 Z〔2017〕

01 
2017.07.27 

关于对邵东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工程

项目建设用地的预审意见 

邵东县国土

资源局 
邵国土预审字〔2017〕25 号 2017.08.08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登记表 
邵东县发展

和改革局 
- 2017.08.16 

关于《邵东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工程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 

邵东县环境

保护局 
邵环开环评〔2017〕29 号 2017.10.18 

关于邵东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工程项

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的审查意见 

邵东县维护

稳定领导小

组办公室 

邵稳发〔2017〕8 号 2017.10.19 

关于邵东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工程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邵东县发展

和改革局 
邵发改审〔2017〕417 号 2017.10.24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中证鹏元整理 

（三）项目投资及完工进度 

根据湖南省机械工业设计研究院于2017年7月出具的《邵东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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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以下简称“可研报告”），本期债券募投项目总投资96,407.58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含工程费用、工程其他费用、预备费用）87,827.58万元，建设期利

息8,580.00万元。项目建设工期预计为2年，截至2018年末，项目已完成投资5,000.00万元，

已投入资金主要用于项目前期勘察、土地平整和管道铺设以及设备购置等。 

（四）项目经济收益 

公司为项目建设及运营单位，根据可研报告，本期债券募投项目建设期2年，运营期

20年，项目收入来源为水费收入。水费价格按邵东县物价局出具的文件，县城区域内居民

生活用水为2.45元/立方米，县城非居民生活用水3.68元/立方米，特种用水8.00元/立方米；

非县城区域内居民生活用水为2.25元/立方米，非县城非居民生活用水3.28元/立方米。项目

建成后，供水量达到15.6万立方米/日，考虑到10%的管道漏损，实际收取水费的水量为14.0

万立方米/日。根据可研报告和公司提供的资料，项目运营期内可实现收入278,875.49万元。

其中，县城居民用水收入131,577.76万元，县城非居民用水收入76,270.47万元，非县城居

民用水收入44,959.82万元，非县城非居民用水收入16,385.36万元，特种水收入9,682.07万

元；运营期内可实现净利润120,883.74万元，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为9.20%，

财务净现值为8,443.36万元，投资回收期为10.50年。 

根据可研报告和公司提供的说明资料，因资金尚未到位，工期进度有所后延，预计2020

年完工，假设本期债券于2019年发行，项目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可产生6.56亿元的收入，

2019年邵东新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分为品种一和品种二，品种一不超

过5亿元，品种二不超过6亿元。假设品种一和品种二2019年发行，募投项目在债券存续期

内收入不能覆盖品种一和品种二债券的本息。 

值得注意的是，项目运营期较长，项目收入预测是基于对水厂建成后水费价格及使用

量、运营时间等指标的预测前提下，项目建成后实际运营情况或有变动，且存在项目建设

进度不达预期的可能性，因而该项目未来收益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四、外部运营环境 

（一）宏观经济和政策环境 

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总需求面临下行压力，宏观政策强化逆周期调节，继续实施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望迎来缓慢复苏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国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着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使得经济运行保持平稳和持续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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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发展。2016-201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从74.71万亿元增长至90.03万亿元，各

年分别增长6.7%、6.8%、6.6%。稳增长下新旧动能发生转换，旧动能日渐趋弱，新经济

则发展壮大但方兴未艾。2016-2018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0.5%、11.0%、

8.9%，高于同期工业增加值增长率。2017-2018年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

17.3%、14.6%。 

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资本形成的贡

献率下降，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较低且波动较大。2018年，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

成、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分别为76.2%、32.4%、-8.6%。消费作为拉动GDP的第一

动力，由于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长放缓和房地产挤出效应影响，近年居民消费意愿减弱。固

定资产投资整体呈下降趋势，其中，制造业利润下降导致制造业投资放缓；国内基础设施

的逐步完善和地方政府融资受限导致基建投资不再成为拉动经济的主力；房地产的周期性

和调控政策导致房地产投资难以持续发力。中美贸易战、美联储货币政策、全球经济等外

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则加大出口的不确定性，拖累经济增长。总体而言，国民经济总需求面

临下行压力，经济发展在稳中求进中仍存在风险挑战。 

当前宏观政策强化逆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定总

需求。 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扩大财政支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成为积极财政

政策的重要抓手。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重点在减轻制造业和小微企业负担，支持实体

经济发展。扩大财政支出的主要领域是三大攻坚战、“三农”、结构调整、民生等。财政

减收和财政增支双重压力下，2019年全国赤字率预计将会提升。 

2018年基建投资增长乏力，从2018年7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加大基础设施领

域补短板的力度”开始，加大基建投入被提上议程。2018年末，国务院提前下达2019年地

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务限额8,100亿元，2019年全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2.15万亿元，比

去年大幅增加8,000亿元。大部分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也加快在一季度下达，尽早发挥中

央预算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项目流程上，国家和各地发改委通过压缩项目审批时

间和减少项目直接审核的方式加快项目落地。此外，PPP项目已经完成清库，项目落地率

明显改善，加上2019年社会融资环境改善，PPP有望助力基建投资“稳增长”。 

但基建项目融资模式过度依赖政府信用及财政资金的局面尚未转变。在去杠杆、防范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融资仍偏紧，而政府性基金收入也可能随着房地

产景气度下行而增长放缓。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仍是制约基建反弹的重要因素，2019年基

建投资预计将缓慢复苏，全年实现中速增长。 

自 2014 年 43 号文明确提出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以来，国家出台多项政策完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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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推进城投公司市场化转型，逐步规范城投行业发展。2018

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保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保障城投公司合理融资需求相关政策

的出台，城投公司融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 

2014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

以下简称“43号文”），明确提出规范地方政府性债务，规定地方政府不得借助企事业单

位进行融资，拉开了中央政府规范和控制地方政府债务的序幕。后续相关政策延续43号文

精神，在此总框架下，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和逐步落实。2015年2月，

发展改革委下发《关于进一步改进和规范企业债券发行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企业发行

企业债券应实现企业信用和政府性债务、政府信用的隔离，不能新增政府债务，对城投公

司发债进行严格管理。此后，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大，政策上一定程度放松了对融资平

台发债的限制。2015年5月，发改办财金[2015]1327号文鼓励企业发债为七大类重大投资工

程包、六大领域消费工程项目融资，并不受发债企业数量指标的限制，同时打通县域企业

发债通道。 

2016年，国家出台多项政策，推动城投公司深化改革，引导城投行业加快转型，逐步

规范城投行业发展。2月，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发布《关于规范

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16]4号），严禁各类城投公司等其他机

构从事新增土地储备工作，鼓励通过政府购买方式实现储备土地前期开发工作。7月，中

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 》（中发[2016]18号），限定政府

投资主要范围，限定政府出资方式，引导融资平台市场化运动，鼓励发展直接融资。 

2017年至2018年上半年，随着城投行业监管政策密集发布，国家对城投公司的监管日

趋严格，主要表现为加快剥离融资平台的政府融资职能，削弱地方政府对城投公司的支持

力度，限制城投公司融资能力并约束其融资行为，推动城投公司举债机制的规范化和市场

化转型。2017 年5月，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司法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六

部委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财预[2017]50号），重申了

地方政府不得将公益性资产、储备土地注入融资平台公司，不得为融资平台公司提供各种

形式的担保，并严禁地方政府利用PPP变相举债、承诺回收本金等行为。6月，财政部发布

《关于坚决制止地方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法违规融资的通知》（财预[2017]87号），严

格规范政府购买服务，严禁利用或虚构政府购买服务合同违法违规融资，要求切实做好政

府购买服务信息公开，杜绝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进行变相融资。2018年2月，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增强企业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严格防范地方债务风险的通

知》（发改办财金[2018]194号，以下简称“194号文”），明确表达了“形成合力、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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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规范市场”的监管态度。194号文要求申报企业应当建立健全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

管理决策机制和财务管理制度，严禁党政机关公务人员未经批准在企业兼职（任职），严

禁将公益性资产及储备土地使用权计入申报企业资产，不得将申报企业信用与地方政府信

用挂钩，严格PPP模式适用范围，严禁采用PPP模式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融资。同时，鼓

励企业债券发行人积极推动市场化转型，进一步增强企业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3月，

财政部发布《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融资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金[2018]23号），从出资人问责角度，严堵地方违规融资。 

2018年下半年，随着保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保障城投公司合理融资需求相关

政策的出台，城投公司融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支持

扩内需调结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确定围绕补短板、增后劲、惠民生推动有效投资的措施，

引导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保障融资平台公司合理融资需求，对必要的在建项目要避免

资金断供、工程烂尾。10月，国务院下发《关于保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8]101号），明确指出要加大对在建项目和补短板重大项目的金融支持力度；

金融机构要在采取必要风险缓释措施的基础上，按照市场化原则保障融资平台公司合理融

资需求；在不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的前提下，对存量隐性债务难以偿还的，允许融

资平台公司在与金融机构协商的基础上采取适当展期、债务重组等方式维持资金周转；支

持转型中的融资平台公司和转型后市场化运作的国有企业，依法合规承接政府公益性项

目，实行市场化经营、自负盈亏，地方政府以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 

表 3  近年城投行业主要政策梳理 

发布时间 政策文件 发布机构 主要内容 

2014 年 10 月 

《关于加强地方政府

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2014]43 号） 

国务院 

明确提出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机制，加快建

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化解地方政府

性债务风险 

2015 年 2 月 

《关于进一步改进和

规范企业债券发行工

作的几点意见》 

发展改革委 

明确企业发行企业债券应实现企业信用和政府性

债务、政府信用的隔离，不能新增政府债务；鼓

励各地扩大项目收益债、可续期债券等创新品种

规模 

2015 年 5 月 

《关于充分发挥企业

债券融资功能支持重

点项目建设促进经济

平稳较快发展的通

知 》（ 发 改 办 财 金

[2015]1327 号） 

发展改革委 

明确以企业自身信用为基础发行企业债券融资，

不能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鼓励重点领域项目融资、

放宽城投企业发债数量限制、降低企业债券发行

门槛、提高区域经济和债券风险迹象预警线等 

2016 年 2 月 

《关于规范土地储备

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

题 的 通 知 》（ 财 综

[2016]4 号） 

财政部、国土

资源部、中国

人民银行、银

监会 

进一步规范土地储备行为，严禁各类城投公司等

其他机构从事新增土地储备工作，鼓励通过政府

购买方式实现储备土地前期开发工作 

2016 年 7 月 《关于深化投融资体 中共中央、国 限定政府投资主要范围，限定政府出资方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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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改革的意见 》（中

发[2016]18 号） 

务院 导融资平台市场化运作，鼓励发展直接融资 

2017 年 5 月 

《关于进一步规范地

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

的 通 知 》（ 财 预

[2017]50 号） 

财政部、发展

改革委、司法

部、中国人民

银行、银监

会、证监会 

全面组织开展地方政府融资担保清理整改工作、

切实加强融资平台公司融资管理、规范政府和与

社会资本方的合作行为、进一步健全规范的地方

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建立跨部门联合检测和防控

机制 

2017 年 6 月 

《关于坚决制止地方

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

违法违规融资的通

知》（财预[2017]87 号） 

财政部 

坚持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导向的同时，严格限定政

府购买服务的范围，严禁利用或虚构政府购买服

务合同违法违规融资，并要求切实做好政府购买

服务信息公开 

2017 年 11 月 

《关于规范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PPP）综

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管

理的通知》（财办金

[2017]92 号） 

财政部 严格新 PPP 项目入库标准，清理已入库 PPP 项目 

2018 年 2 月 

《关于进一步增强企

业债券服务实体经济

能力严格防范地方债

务风险的通知》（发改

办财金[2018]194 号）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要求申报企业应当建立健全规范的公司治理结

构、管理决策机制和财务管理制度，严禁党政机

关公务人员未经批准在企业兼职（任职），严禁将

公益性资产及储备土地使用权计入申报企业资

产，不得将申报企业信用与地方政府信用挂钩，

严格 PPP 模式适用范围，严禁采用 PPP 模式违法

违规或变相举债融资 

2018 年 3 月 

《关于规范金融企业

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

业投融资行为有关问

题 的 通 知 》（ 财 金

[2018]23 号） 

财政部 

明确除了购买地方政府债券外，不得直接或通过

地方国企等提供任何形式的融资，不得违规新增

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贷款，不得要求地方政府违规

提供担保或承担偿还责任，不得提供债务性资金

作为地方建设项目、政府投资基金或 PPP 资本金 

2018 年 10 月 

《关于保持基础设施

领域补短板力度的指

导 意 见 》（ 国 办 发

[2018]101 号） 

国务院 

明确指出要加大对在建项目和补短板重大项目的

金融支持力度；金融机构要在采取必要风险缓释

措施的基础上，按照市场化原则保障融资平台公

司合理融资需求；在不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

模的前提下，对存量隐性债务难以偿还的，允许

融资平台公司在与金融机构协商的基础上采取适

当展期、债务重组等方式维持资金周转；支持转

型中的融资平台公司和转型后市场化运作的国有

企业，依法合规承接政府公益性项目，实行市场

化经营、自负盈亏，地方政府以出资额为限承担

责任 

资料来源：各政府部门网站，中证鹏元整理 

（二）区域环境 

邵东县经济实力快速发展，但工业以低端传统产业为主，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逐年增长 

邵东县是邵阳市辖县，位于湖南省中部，邵阳市东郊，东连双峰、衡阳，南邻祁东，

西接邵阳县、邵阳市双清区，北交新邵、涟源，是邵阳市连接长株潭城市群和衡阳市的东

大门，邵阳市与长株潭、衡阳市的商贸往来必经邵东县。邵东县面积1,768平方公里，截

至2017年末，邵东县下辖18镇4乡1场3个街道办事处和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全县户籍人口

总数为134.05万人，常住人口93.44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72‰，基本条件是旱多雨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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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貌多为丘陵山包。 

近年邵东县交通条件不断改善。2017年邵东县打通省级贫困村“断头路”114公里，

提质改造农村公路168公里，目前邵东县的铁路线有娄邵、洛湛铁路，主要公路干道有沪

昆高速潭邵段、潭邵高速和衡邵高速等，县乡公路交织成网，每100平方公里通车公路密

度居邵阳各县首位。2016年1月26日，邵东新火车站开通运营。邵阳武冈机场距离邵东县

约145公里，2017年6月28日，邵阳武冈机场通航，自通航日起，武冈机场已通航郑州、北

京、长沙、海口等城市，可为邵东县的发展提供一定的便利。 

邵东县境内资源较丰富，矿产以煤、石膏为主，已探明煤储量4,000万吨，石膏储量

3.2亿吨左右，煤和石膏储量均居湖南省前列。此外，邵东县还有锰、铅、锌、铀、铁、

硅砂、重晶石、塑性粘土，石灰石等矿产资源。 

近年来邵东县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较快，2016-2018年分别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36.37亿

元、381.56亿元和430.00亿元，增长率分别为8.2%、10.1%和11.0%，2018年增速预计高于

全国4.4个百分点；2018年邵东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4.65万元，预计仍然低于全国人均水

平；三次产业结构由2016年的15.4：46.0：38.6调整为2018年的10.0:46.1:43.9，第二、三产

业占比较高。 

近年邵东县工业持续发展，邵东经开区跻身全省“十强”园区。2018年，邵东县实现

工业增加值176.7亿元，同比增长10.0%；主导行业为打火机、箱包皮具、五金、中药材等

传统产业，产品偏低端，产业核心竞争力较弱，一旦成本上升或受到其他更低成本竞争产

品的冲击，容易失去竞争力而丧失市场，主导产业经济面临较大的转型升级压力。 

投资方面，近年邵东县固定资产投资逐年增长，2016-2018年增长率分别为14.8%、

17.1%和20.6%，主要源于5,000万元以上项目投资额增速波动影响。2018年全县161个县重

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109.78亿元，其中27个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63.16亿元，22个市级产

业项目完成投资48.15亿元。 

表 4  2016-2018 年邵东县主要经济指标及同比变化情况（单位：亿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地区生产总值（GDP） 430.00 11.0% 381.56 10.1% 336.37 8.2% 

第一产业增加值 42.80 2.5% 53.33 2.3% 51.76 1.0% 

第二产业增加值 198.4 10.5% 178.75 10.0% 154.63 7.5% 

其中：工业增加值 176.7 10.0% 160.55 9.3% 140.21 7.3% 

第三产业增加值 188. 8 13.5% 149.47 13.4% 129.98 11.2% 

固定资产投资 369.00 20.6% 307.86 17.1% 265.60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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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94.20 13.0% 171.89 12.5% 152.86 12.1%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 - 6.79 19.9% 5.66 25.2% 

存款余额 462.42 1.29% 456.54 22.89% 371.50 25.44% 

贷款余额 240.10 7.6% 223.12 27.3% 175.27 17.27% 

三次产业结构 10.0:46.1:43.9 14.0:46.8:39.2 15.4：46.0：38.6 

人均 GDP（元） 46,512 40,827 36,119 

人均 GDP/全国人均 GDP 71.95%  68.43% 66.91% 

注：“-”系无公开数据。 

资料来源：2016-2017 年邵东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8 年数据来源于邵东县统计局，中证

鹏元整理 

2016-2018年，邵东县公共财政收入分别为13.77亿元、14.44亿元和15.58亿元，复合增

长率为6.37%，占地方综合财力的比重分别为26.54%、23.60%和24.26%。从公共财政收入

结构看，2016-2018年邵东县税收收入占公共财政收入比重分别为55.63%、59.76%和

62.00%，虽然占比逐年提升，但仍然不高，公共财政收入稳定性一般。2016-2018年，邵

东县上级补助收入占地方综合财力比重分别为70.99%、62.74%和61.64%，处于较高水平。 

2016-2018年，邵东县公共财政支出分别为54.56亿元、60.57亿元和63.19，复合增长率

为7.62%。2016-2018年邵东县财政自给率分别为25.24%、23.84%和24.66%，公共财政收入

对公共财政支出的覆盖程度低。 

五、公司治理与管理 

公司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制定了《邵东新区开发建

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章程》，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并逐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不设

股东会，依法设立董事会，董事会全权行使组织、经营、管理、分配等权利。董事会由5

名董事组成，其中职工董事1名，董事长1名，董事每届任期三年，可以连任，非职工董事

会成员由邵东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委派和更换，董事长、副董事长从董事会成员中指定。

公司设总经理1名，由邵东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委任或罢免。公司监事会由7位成员组成，

其中职工监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非职工监事由邵东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委派，监事任

期每届为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再担任公司监事。 

公司在组织机构设置方面，根据公司定位、业务特点及业务需要内设建设规划部、社

会事业部、招商合作部、财务与投融资部、综合管理部、监察室、总工室7个职能部门，

分别负责建设规划、征迁安置、项目招商管理、财务投融资、公司综合事务、监审等事务。

公司截至2018年末的组织结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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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组织结构图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 

六、经营与竞争 

公司是邵东县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融资主体之一，从事邵东县的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和土地整理业务。近年公司收入规模逐年增长，2016-2018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5.81亿元、

6.07亿元和6.43亿元，近三年复合增长率为5.15%。其中，近年公司土地整理业务收入规模

及占比逐年增长，但该业务易受政府土地规划及土地一级市场影响。 

毛利率方面，公司项目建设业务和土地整理业务分别按照25.00%和20.00%的成本加成

率进行结算，业务毛利率分别为17.60%和14.17%；受土地整理业务收入占比提高的影响，

公司综合毛利率逐年下滑。 

表 5  公司营业收入构成及毛利率情况（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金额 毛利率 金额 毛利率 金额 毛利率 

土地整理 38,267.23 14.17% 17,873.81 14.17% 13,474.46  14.17% 

项目建设 26,016.54 17.60% 42,853.95 17.60% 44,668.32  17.60% 

合计 64,283.77 15.56% 60,727.75 16.59% 58,142.77  16.80% 

资料来源：公司 2016-2018 年三年连审审计报告，中证鹏元整理 

近年公司土地整理业务收入规模持续增长，但该业务易受当地土地规划及土地一级市

场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2012年11月20日县政府与公司签订的《邵东县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及土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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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委托代建协议书》（以下简称“代建协议框架”），县政府委托公司负责代建邵东县

经开区范围内所有配置用地的土地征迁、整理及开发。县政府采取委托包干的方式，将一

切与土地征拆整理开发安置相关的费用以包干方式给公司，并指定邵东县财政局财政投资

评审中心（以下简称“邵东投资评审中心”）于每年12月20日前对公司土地整理开发投入

进行评审，当土地整理达到出让状况时，支付公司土地整理开发成本支出，并按照不低于

投资总额的20%支付土地整理项目收益。 

根据县政府与公司签订的2016-2018年《邵东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及土地整理开

发项目资产移交协议》，公司完成的土地整理开发项目收入情况见附录三。公司土地整理

业务易受当地土地规划及土地一级市场的影响，相关业务收入依靠政府规划，存在较大不

确定性。 

近年代建项目建设业务收入较有保障，但需关注项目完工和移交情况，且该业务资金

回流时间不确定；目前公司在建项目投资规模较大，未来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 

根据代建协议框架，县政府决定对邵东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采用“代建工程收取

项目收益”模式，支付公司投资项目所发生的实际支出成本，并按照不低于投资总额的25%

支付项目收益。在实际操作中，县政府或经开区管委会每年末与公司签订《邵东县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及土地整理开发项目资产移交协议》（以下简称“资产移交协议”），确

认完工项目的回购总成本，以此作为确认项目建设收入的基础，2016-2018年项目建设收

入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 6  2016-2018 年公司基础设施项目确认收入情况（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收入 毛利率 

2018 年 

高速路口、高速引线改扩建工程 2,301.63 17.60% 

青何铁路线项目 2,902.01 17.60% 

邵东大道路网改造、邵东工业品市场园区道路工程 6,300.28 17.60% 

永兴路衡宝路与邵阳大道路段 7,225.67 17.60% 

市政广场工程投资 5,942.04 17.60% 

赛田农贸市场工程 1,344.92 17.60% 

合计 26,016.54 17.60% 

2017 年 

怀邵衡娄邵铁路新线 7,352.37 17.60% 

棚户改造项目 21,688.40 17.60% 

皮具工贸园项目 6,127.07 17.60% 

垃圾填埋场项目 7,686.11 17.60% 

合计 42,853.95 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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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公园路、金龙路、红岭路 24,654.56 17.60% 

邵阳路、站前路、北岭路路网工程（二期） 8,599.00 17.60% 

火车站站前广场项目 5,531.46 17.60% 

竹岭路、兴和路 5,883.30 17.60% 

合计 44,668.32 17.60%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中证鹏元整理 

公司在建项目多为代建协议框架下的项目，仅“17邵东债”和本期债券的募投项目，

即“湖南廉桥医药工业科技园项目2”和“邵东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工程项目”是非代

建协议框架下的项目。截至2018年末，公司代建项目共22个，代建项目总投资13.65亿元，

累计已投资8.58亿元，待项目完工后，最多能确认收入16.57亿元3。由此，项目建设收入

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但是收入确认的时间取决于工程完工情况等。另外，代建项目现金回

款情况易受政府资金调配影响，回收时间不确定。 

截至2018年末，公司在建项目计划总投资合计51.27亿元，尚需投资26.12亿元，面临

较大的资金压力。 

表 7  截至 2018 年末公司主要在建的基础设施工程情况（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已投资 建设周期 
收益 

方式 

1 湖南廉桥医药工业科技园项目 279,785.29 162,808.76 
2016 年 3 月至

2019 年 5 月 
自营 

2 
邵东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工程项

目 
96,407.58 5,000.00 24 个月 自营 

3 邵水河综合治理项目 20,000.00 31.69 
2017 年 6 月至

2020 年 6 月 

政府委

托代建 

4 
赛田路、滨河路、建设西路路网建

设 
20,000.00 11,146.33 

2018 年 4 月至

2020 年 4 月 

政府委

托代建 

5 
公园路邵阳大道段、红岭南路段工

程 
10,000.00 9,705.43 

2017 年 2 月至

2019 年 2 月 

政府委

托代建 

6 火车站站前广场改扩建项目 10,000.00 7,294.81 
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6 月 

政府委

托代建 

7 
昭阳路、站前路、北岭路二期路网

工程 
10,000.00 11,252.98 

2017 年 2 月至

2019 年 2 月 

政府委

托代建 

8 兴禾大道项目 10,000.00 9,073.75 
2016 年 5 月至

2019 年 5 月 

政府委

托代建 

9 药王大道项目 10,000.00 3,756.08 
2018 年 7 月至

2020 年 7 月 

政府委

托代建 

                                                      
2 湖南廉桥医药工业科技园（即“17 邵东债”募投项目）收益来源为标准化厂房的销售收入及办公楼等

的出租收入，未来相关收入的实现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3 截至 2018 年末，未来最多能确认收入=代建项目总投资*（1+25.00%）/(1+3%)=13.65*1.25/1.03=16.5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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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他 15 个政府委托代建项目 46,500.00 33,529.83 - 
政府委

托代建 

政府委托代建项目合计 136,500.00 85,790.90   

合计 512,692.87 253,599.66 - - 

注：部分路网工程项目已投资大于总投资，系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增加了工程量。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 

邵东县政府在土地注入、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面给予公司很大支持 

作为邵东县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融资主体，公司在土地注入、财政补贴、税收优

惠等方面持续得到当地政府的很大支持。 

资产注入方面，2016-2018年地方政府共注入公司土地和营运资产价值合计79.96亿元，

公司资本实力得到较大幅度提升，具体见下表。 

表 8  2016-2018 年地方政府注入公司土地的情况（单位：万元） 

年份 文件内容 评估价值 依据文件 

2018 年 

湖南邵东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向公司

注入土地资产 219,037.80 万元、营运资

产 20,284.62 万元 

219,037.80 
《关于将邵东县部分

国有土地注入邵东新

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的决定》邵开

发（2018）99 号文 

20,284.62 

2017 年 
邵东县人民政府向公司注入 37 宗土地

资产，面积合计为 322.16 万平方米。 
410,424.09 邵政发[2017]68 号文 

2016 年 
邵东县人民政府向公司注入 12 宗土地

资产，面积合计为 83.60 万平方米。 
149,838.18 邵政函[2016]199 号文 

合计 - 799,584.69 -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中证鹏元整理 

财政补贴方面，2016-2018年邵东县人民政府分别给予公司财政补贴0.91亿元、0.90亿

元和1.00亿元，合计为2.81亿元，由县财政局指定开发区管委会支付。 

表 9  2016-2018 年上级政府向公司拨付的财政补贴情况（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相关批准文件 批准机关 

收益性财政补贴资金 10,000.00 邵开发[2018]5 号文 
湖南邵东经济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 

收益性财政专项补贴资金 9,000.00 邵政发[2017]67 号文 邵东县人民政府 

收益性财政专项补贴资金 9,100.00 邵政函[2016]201 号文 邵东县人民政府 

合计 28,100.00 - -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中证鹏元整理 

税收优惠方面，根据邵政发〔2012〕51号《关于给予邵东新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税收优惠政策的决定》，对公司承担政府委托进行的土地整理开发、市政基础设施项

目投资取得的财政性资金、收到的财政专项补贴资金不征收企业所得税，2016-2018年公

司分别获得免征税费收入0.20亿元、0.20亿元和0.20亿元（无相关免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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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财务分析 

财务分析基础说明 

以下分析基于公司提供的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2016-2018年三年连审审计报告，报告采用新会计准则编制。截至2018年末公司

无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 

资产结构与质量 

公司资产规模增速较快，但主要以土地资产为主，且部分资产受限，整体流动性较弱 

受政府注入土地、公司借款规模增大及留存收益积累的影响，2016-2018年公司资产

规模逐年增加，复合增长率40.26%，截至2018年末，公司总资产190.12亿元，其中流动资

产占比为98.86%。 

表 10  公司主要资产构成情况（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货币资金  91,664.21 4.82% 170,764.05 10.43% 63,757.79 6.60% 

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 
92,426.84 4.86% 78,314.57 4.78% 67,044.99 6.94% 

存货 1,645,847.36 86.57% 1,355,721.31 82.81% 802,685.03 83.06% 

流动资产合计 1,879,564.44 98.86% 1,635,416.55 99.90% 964,379.32 99.79% 

非流动资产合计 21,685.54 1.14% 1,714.21 0.10% 2,002.80 0.21% 

资产总计 1,901,249.98 100.00% 1,637,130.76 100.00% 966,382.12 100.00% 

资料来源：公司 2016-2018 年三年连审审计报告，中证鹏元整理 

公司资产主要为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和存货。2018年末公司货币资金为9.17亿元，其

中定期存款0.02亿元，受限比例低；2017年货币资金大幅增长167.83%，主要系收到发债

资金；2018年货币资金大幅减少46.32%，主要系用于偿付债务及项目建设；2018年末，应

收账款账面价值9.24亿元，占资产总额的4.86%，均为应收湖南邵东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的项目收购款4，未计提坏账，但回收时间具有不确定性。 

                                                      
4 2016 年，根据邵政函[2016]200 号文，邵东县人民政府用邵国用[2016]第 0358 号、 邵国用[2016]第 0394

号和邵国用[2016]第 0221 号，这 3 宗土地（面积合计 353.69 亩，评估价值合计 5.66 亿元），抵偿应支付

给公司的项目移交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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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是公司最主要的资产。截至2018年末，存货规模164.58亿元，占总资产比重为

86.57%，其中配套设施成本和土地资产分别为25.36亿元和139.22亿元；土地资产合计106

宗、总面积12,394.43亩，均为出让性质的商服用地5，已抵押地块29宗、总面积2,990.49亩、

账面价值合计45.99亿元，受限比例为33.03%，且土地集中变现存在一定的难度，存货流

动性较弱。 

总体而言，公司资产规模增速较快，但主要以土地资产为主，且部分资产受限，整体

流动性较弱。 

盈利能力 

公司营业收入持续增长，政府补助是公司重要的利润补充 

公司收入规模逐年增长，2016-2018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5.81亿元、6.07亿元和6.43亿

元，复合增长率为5.15%。公司收入来源于项目建设业务和土地整理业务，2016-2018年土

地整理业务占营业收入的比重逐年增长，分别为23.17%、29.43%和59.53%。截至2018年

末，在建的代建项目中，完工百分比在60%以上的项目有14个，建设项目收入来源较有保

障，仍需关注项目完工和移交情况；公司土地整理业务收入规模易受当地土地规划及土地

一级市场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毛利率方面，公司项目建设业务和土地整理业务毛利率较为稳定，公司综合毛利率变

动主要系两项业务比例变动所致。 

公司发展获得县政府的支持。2016-2018年公司获得政府补助和免征税费合计分别为

1.11亿元、1.10亿元和1.20亿元，分别占当期利润总额的58.31%、57.76%和59.78%，政府

补助和免征税费有效提升了公司利润水平。 

表 11  公司主要盈利指标（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营业收入 64,283.77 60,727.75 58,142.77 

营业利润 8,094.60 8,061.64 7,948.41 

营业外收入 12,028.91 11,021.52 11,105.43 

利润总额 20,123.51 19,083.16 19,023.84 

综合毛利率 15.56% 16.59% 16.80% 

资料来源：公司 2016-2018 年三年连审审计报告，中证鹏元整理 

                                                      
5 商服用地细分为批发零售用地、商务金融用地、住宿餐饮用地和其他商服用地。公司商服住宅用地 39

宗、总面积 5,026.05 亩、账面价值 42.48 亿元；批发零售的土地 4 宗、总面积 622.63 亩、账面价值合计

4.45 亿元；其他商服用地 53 宗、总面积 5,809.79 亩、账面价值 77.07 亿元；未细分类商服土地 10 宗，

总面积 935.93 亩、账面价值 15.22 亿元，面积存在四舍五入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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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 

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整体表现较差，资金压力较大，较依赖外部融资 

2016-2018年公司收现比逐年下滑，公司主业回款情况取决于政府财政预算安排，存

在不确定性。公司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主要为政府补助；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主要是往来款。近年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持续为净流出，主要系公司经营项

目投资规模较大，经营活动现金流不足以支撑公司项目建设需求。 

2016-2018年，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出主要系支付办公楼租赁款和购买设备等。筹资

活动现金流入系公司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筹资活动现金流出系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由

于公司从事项目建设资金需求较大，截至2018年末，公司在建项目尚需投资26.12亿元，

公司存在较大的资金压力。 

表 12  公司现金流情况表（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收现比 0.81 0.84 1.21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52,100.02  51,280.00 70,200.00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120.68  9,093.25 9,143.0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2,220.70  60,373.25 79,343.0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90,540.20 228,363.16 58,713.42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9,898.90  11,858.57 34,133.3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1,214.02  241,008.34 95,095.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993.32  -180,635.10 -15,752.3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43 -79.86 -2,002.8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50.88  277,721.22 80,191.4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9,275.64  97,006.26 62,436.30 

资料来源：公司 2016-2018 年三年连审审计报告，中证鹏元整理 

资本结构与财务安全性 

公司有息债务规模较大且增速较快，随着未来项目投资规模增加，公司债务有继续上

升趋势 

随着当地政府对公司资产的注入，公司所有者权益逐年增长，2018年末所有者权益为

147.61亿元，近三年复合增长率为36.59%；负债总额42.51亿元，近三年复合增长率为

55.80%；截至2018年末，公司产权比率为28.80%，公司所有者权益对负债的覆盖程度较好。 

表 13  公司资本结构情况（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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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负债总额 425,102.35 418,400.15 175,137.24 

股东权益合计 1,476,147.63 1,218,730.61 791,244.88 

产权比率 28.80% 34.33% 22.13% 

资料来源：公司 2016-2018 年三年连审审计报告，中证鹏元整理 

公司负债主要是由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和长期应付款构成。2018年末，公

司短期借款3.20亿元，系1笔质押借款，展期1年后，到期日为2019年12月28日，质押物为

邵东县鼎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定期存单；长期借款规模18.21亿元，近三年复合增长率

为36.51%，主要系8.56亿元抵押借款、7.04亿元抵质押借款、2.50亿元保证借款和0.11亿元

质押借款，抵押物为土地，质押物为应收账款收益权，保证人为湖南邵东生态产业园开发

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利率分布在4.30%-7.10%范围内，到期日期较为分散；应付债券

系17邵东债，7年期，票面利率7.10%，面值14.00亿元；2018年末，长期应付款规模3.30

亿元，系向湖南省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借入的3.30亿元信托款，利率6.10%，到期日为

2025年5月30日。 

表 14  公司主要负债构成情况（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短期借款 32,000.00 7.53% 32,000.00 7.65% 0.00 0.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21,006.00 4.94% 9,552.00 2.28% 1,677.00 0.96% 

流动负债合计 70,996.20 16.70% 57,894.96 13.84% 66,204.24 37.80% 

长期借款 182,095.29 42.84% 188,051.51 44.95% 97,723.00 55.80% 

应付债券 139,010.86 32.70% 138,753.68 33.16% 0.00 0.00% 

长期应付款 33,000.00 7.76% 33,700.00 8.05% 11,210.00 6.40% 

非流动负债合计 354,106.15 83.30% 360,505.19 86.16% 108,933.00 62.20% 

负债合计 425,102.35 100.00% 418,400.15 100.00% 175,137.24 100.00% 

其中：有息债务 407,112.14  95.77% 402,057.19 96.09% 110,610.00 63.16% 

资料来源：公司 2016-2018 年三年连审审计报告，中证鹏元整理 

截至 2018 年末，包括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长期借款、应付债券和

长期应付款在内的有息债务规模 40.71 亿元，占总负债比重为 95.77%，三年复合增长率

91.85%，规模较大且增速较快。公司 2019 年计划偿还 5.30 亿元。 

表 15  截至 2018 年末公司有息债务本金偿还期限分布表（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及以后 

本金 53,006.00 65,106.00 71,106.00 217,894.14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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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偿债能力指标来看，近年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呈波动性变动，2018年末，资产负债率

为22.36%，现金短期债务比大于1，长短期偿债指标均表现较好。截至2018年末，公司未

受限货币资金9.15亿元，且公司拥有未受限的土地93.23亿元，有一定的再融资能力。受有

息债务规模大幅增长的影响，2017年公司EBITDA利息保障倍数降至0.94，2018年公司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继续降至0.80，且随着未来有息债务的增加，利息规模会进一步增

长，预计公司经营收益对利息保障能力将降低。 

表 16  公司偿债能力指标 

指标名称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资产负债率  22.36% 25.56% 18.12% 

现金短期债务比 1.75 4.13 38.85 

EBITDA（万元） 20,468.23 19,435.69 19,083.44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0.80 0.94 7.43 

有息债务/EBITDA 19.89 20.69 5.80 

资料来源：公司 2016-2018 年三年连审审计报告，中证鹏元整理 

八、本期债券偿还保障分析 

（一）本期债券偿债资金来源及其风险分析 

（1）募投项目产生的收益 

根据可研报告和公司提供的说明资料，假设品种一和品种二2019年发行，募投项目在

债券存续期内可产生6.56亿元收入，是品种一和品种二债券本息偿付的资金来源之一。但

中证鹏元关注到募投项目收入不能覆盖品种一和品种二债券本息，且募投项目运营期较

长，项目收入预测是基于对水厂建成后水费价格及使用量、运营时间等指标的预测前提下，

项目建成后实际运营情况或有变动，且存在项目建设进度不达预期的可能性，因而该项目

未来收益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2）公司自身经营产生的现金流 

公司是邵东县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整理业务实施主体，2016-2018年，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分别为5.81亿元、6.07亿元和6.43亿元；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分别

为7.02亿元、5.13亿元和5.21亿元，能为本期债券偿还提供一定保障。但中证鹏元关注到

公司收现比逐年下滑，且近年公司经营活动净现金流持续净流出，未来公司业务的回款情

况存在不确定性。 

（3）资产抵押或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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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土地资产为本期债券还本付息提供了重要保障。截至2018年末，公司拥有未受限

的土地93.23亿元，均为证载性质为出让的商服用地，有一定的再融资能力。但土地变现

易受当地土地市场波动影响，未来土地能否集中变现存在不确定性。 

（二）本期债券保障措施分析 

湖南担保为本期债券品种一提供的保证担保有效提升了本期债券品种一的信用水平 

湖南担保作为担保方，为本期债券品种一出具了担保函。 

湖南担保在其担保函中承诺，对本期债券（品种一）面额总计不超过5亿元（以国家

发改委最后核准的期限和金额为准）部分，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范围包括本期债券品种一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

应支付的费用。保证期间为本期债券品种一存续期及本期债券品种一到期之日起二年。在

其担保函项下本期债券品种一存续期间和到期时，如公司全部或部分不能兑付本期债券品

种一本金和利息，湖南担保应将其应当兑付资金划入债券登记托管机构或主承销人指定的

账户。 

湖南担保前身为湖南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设立于2010年4月，初始注册资本为15.02亿

元。作为湖南省人民政府间接全资持股的大型国有企业和重要担保机构，湖南担保得到了

湖南省人民政府在资本补充、业务运营和风险补偿等方面的大力支持。2017年，湖南省人

民政府将湖南经济建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和湖南省文化旅游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划入湖南

担保；此外，湖南担保在2018年收到湖南省财政厅注入的3亿元国家资本金。2019年11月

11日，湖南担保获得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增资20亿元，增资后湖南担保注册资

本金达到60亿元，实收资本为53.08亿元。截至2019年11月26日，湖南担保控股股东为湖

南省财政厅，直接持股比例为66.67%，实际控制人为湖南省人民政府。 

表 17  截至 2019 年 11 月 26 日湖南担保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投资额（万元） 实收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湖南省财政厅 400,000.00 330,788.53 66.67% 

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 200,000.00 33.33% 

合计 600,000.00 530,788.53 100.00% 

资料来源：湖南担保提供 

湖南担保主要在湖南省内从事融资担保业务和再担保业务。2016-2018年及2019年1-9

月湖南担保分别实现营业收入9,196.98万元、11,577.03万元、8,415.75万元和7,433.30万元，

营业收入规模有所波动。从收入结构来看，湖南担保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担保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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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2016-2018 年及 2019 年 1-9 月湖南担保营业收入构成情况（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担保费收入 4,188.85 56.35% 8,369.37 99.45% 11,105.52 95.93% 8,727.49 94.90% 

其他收入 3,244.45 43.65% 46.38 0.55% 471.51 4.07% 469.48 5.10% 

合计 7,433.30 100.00% 8,415.75 100.00% 11,577.03 100.00% 9,196.98 100.00% 

资料来源：湖南担保 2016-2018 年审计报告及 2019 年 1-9 月未经审计财务报表，中证鹏元整理 

截至2019年9月30日，湖南担保资产总额为465,966.23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363,513.30万元；2018年度，湖南担保实现营业收入8,415.75万元，利润总额7,435.10万元。 

表 19  2016-2018 年及 2019 年 1-9 月湖南担保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总资产 465,966.23 449,327.53 430,530.18 229,779.31 

所有者权益合计 363,513.30 352,267.09 324,118.99 156,045.90 

现金类资产 248,276.70 162,751.75 173,190.06 38,445.14 

营业收入 7,433.30 8,415.75 11,577.03 9,196.98 

利润总额 -37.47 7,435.10 6,115.30 3,395.66 

净资产收益率 - 1.25% 1.22% 0.96% 

期末在保余额 1,105,530.99 516,865.20 818,528.20 1,340,864.00 

拨备覆盖率 - 23.89% 42.89% 40.14% 

融资担保放大倍数 - 1.38 2.05 5.00 

当期担保代偿率 - 8.44% 4.75% 2.82% 

累计担保代偿率 - 2.36% 2.00% 1.86% 

资本充足率 - 74.14% 43.43% 18.63% 

注：“-”表示该数据尚未取得。 

资料来源：湖南担保 2016-2018 年审计报告及 2019 年 1-9 月未经审计财务报表，湖南担保提供，中

证鹏元整理 

经中证鹏元综合评定，湖南担保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A，其提供的全额无条件不可

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能有效提升本期债券品种一的安全性。 

九、其他事项分析 

（一）过往债务履约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企业信用报告，从2016年1月1日至报告查询日（2019年11月25日），

公司本部不存在未结清不良类信贷记录，期间公司存在已结清的2笔欠息，具体情况如下： 

（1）2016年9月21日，公司本部在湖南邵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生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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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686.00元欠息，根据湖南邵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公司按期偿还

相关贷款的本金，但因贷款偿还利息工作未做好交接，未能及时还息导致利息逾期，公司

已于2016年9月23日结清此笔利息。 

（2）2019年4月21日，公司本部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邵东支行发生一笔

3,070,545.80元欠息，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邵东支行出具的说明，产生原因系

周末银行对公柜台正常休息，无法为公司将资金转入扣款账户，已于2019年4月22日结清。 

（二）或有事项分析 

截至2018年末，公司为邵东农投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1.24亿元，占2018年末净资产

规模的0.84%。邵东农投实际控制人为邵东县人民政府，该笔担保未采取反担保措施，存

在一定代偿风险。 

表 20  截至 2018 年末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 
企业类

型 
担保金额 担保方式 担保期限 

是否存在

反担保 

湖南邵东新农村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 
国企 12,449.89 保证担保 2017/9/28-2025/9/28 否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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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合并口径） 

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货币资金 91,664.21 170,764.05 63,757.79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92,426.84 78,314.57 67,044.99 

其他应收款 49,626.04 30,616.61 30,891.52 

存货 1,645,847.36 1,355,721.31 802,685.03 

流动资产合计 1,879,564.44 1,635,416.55 964,379.3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00.00 1,000.00 1,000.00 

固定资产 20,385.54 95.71 47.30 

非流动资产合计 21,685.54 1,714.21 2,002.80 

资产总计 1,901,249.98 1,637,130.76 966,382.12 

短期借款 32,000.00 32,000.00 0.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068.02 4,764.50 4,800.5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1,006.00 9,552.00 1,677.00 

流动负债合计 70,996.20 57,894.96 66,204.24 

长期借款 182,095.29 188,051.51 97,723.00 

应付债券 139,010.86 138,753.68 0.00 

长期应付款 33,000.00 33,700.00 11,21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354,106.15 360,505.19 108,933.00 

负债合计 425,102.35 418,400.15 175,137.24 

有息债务 407,112.14 402,057.19 110,610.00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76,147.63 1,218,730.61 791,244.88 

营业收入 64,283.77 60,727.75 58,142.77 

营业利润 8,094.60 8,061.64 7,948.41 

营业外收入 12,028.91 11,021.52 11,105.43 

利润总额 20,123.51 19,083.16 19,023.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993.32 -180,635.10 -15,752.3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43 -79.86 -2,002.8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50.88 277,721.22 80,191.42 

财务指标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综合毛利率 15.56% 16.59% 16.80% 

收现比              0.81              0.84  1.21 

产权比率 28.80% 34.33% 22.13% 

资产负债率 22.36% 25.56% 18.12% 

现金短期债务比 1.75 4.13 38.85 

EBITDA（万元） 20,468.23 19,435.69 19,08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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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0.80  0.94 7.43 

有息债务/EBITDA            19.89  20.69 5.80 

资料来源：公司 2016-2018 年三年连审审计报告，中证鹏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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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主要财务指标计算公式 

指标名称 计算公式 

综合毛利率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收入×100% 

收现比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营业收入 

EBITDA 
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折旧+无形资产摊销+长期待摊费用摊

销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EBITDA/（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利息支出） 

产权比率 负债总额/所有者权益 

资产负债率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有息债务 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长期应付款 

现金类资产 货币资金+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短期有息债务 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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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2016-2018年公司土地整理业务收入明细（单位：万元） 

土地整理项目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2018 年 

长岭路以南、红岭路以东、北岭路以北、金泉路以西片区

土地整理项目 
38,267.23 32,846.04 14.17% 

合计 38,267.23 32,846.04 14.17% 

2017 年 

邵东大道以北、新辉路以南、公园路以东、长虹路以西片

区土地整理 
5,464.00 4,689.93 14.17% 

建设西路以北、邵东路以南、金龙大道以东、港南路以西

片区土地整理 
5,066.61 4,348.84 14.17% 

人民路以北、东风中路以南、金龙大道以东、解放路以西

片区土地整理 
7,343.20 6,302.91 14.17% 

合计 17,873.81 15,341.68 14.17% 

2016 年 

新辉路以南、赛田路东西、邵东路以北片区土地整理 4,612.57 3,959.12 14.17% 

赛田路以东、东风路以北、建设西路以南、长虹路以西片

区土地整理 
1,417.96 1,217.08 14.17% 

公园路以西、兴和路以南赛田路以东、河南路以北片区土

地整理 
2,940.46 2,523.89 14.17% 

1814 线以南、希望路以西、兴和大道以北片区土地整理 4,503.47 3,865.48 14.17% 

合计 13,474.46 11,565.58 14.17%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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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信用等级符号及定义 

一、中长期债务信用等级符号及定义 

符号 定义 

AAA 债务安全性极高，违约风险极低。 

AA 债务安全性很高，违约风险很低。 

A 债务安全性较高，违约风险较低。 

BBB 债务安全性一般，违约风险一般。 

BB 债务安全性较低，违约风险较高。 

B 债务安全性低，违约风险高。 

CCC 债务安全性很低，违约风险很高。 

CC 债务安全性极低，违约风险极高。 

C 债务无法得到偿还。 

注：除 AAA 级，CCC 级（含）以下等级外，每一个信用等级可用“+”、“－”符号进行微调，表示略高或

略低于本等级。 

 

二、债务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符号及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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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风险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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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除 AAA 级，CCC 级（含）以下等级外，每一个信用等级可用“+”、“－”符号进行微调，表示略高或

略低于本等级。 

 

三、展望符号及定义 

类型 定义 

正面 存在积极因素，未来信用等级可能提升。 

稳定 情况稳定，未来信用等级大致不变。 

负面 存在不利因素，未来信用等级可能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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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评级安排 

根据监管部门规定及本评级机构跟踪评级制度，本评级机构在初次评级结束后，将在

受评债券存续期间对受评对象开展定期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本评级机构将持续关注受评

对象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经营或财务状况变化以及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以对受评对象的

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在跟踪评级过程中，本评级机构将维持评级标准的一致性。 

定期跟踪评级每年进行一次。届时，发行主体须向本评级机构提供最新的财务报告及

相关资料，本评级机构将依据受评对象信用状况的变化决定是否调整信用评级。 

自本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当发生可能影响本次评级报告结论的重大事项时，发行

主体应及时告知本评级机构并提供评级所需相关资料。本评级机构亦将持续关注与受评对

象有关的信息，在认为必要时及时启动不定期跟踪评级。本评级机构将对相关事项进行分

析，并决定是否调整受评对象信用评级。 

如发行主体不配合完成跟踪评级尽职调查工作或不提供跟踪评级资料，本评级机构有

权根据受评对象公开信息进行分析并调整信用评级，必要时，可公布信用评级暂时失效或

终止评级。 

本评级机构将及时在公司网站公布跟踪评级结果与跟踪评级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