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 录

前 言............................................................................................................................1
一、项目建设背景及必要性.................................................................................2

（一）项目建设背景.............................................................................................2

（二）项目建设必要性.........................................................................................3

二、项目基本情况.................................................................................................4

（一）区域情况.....................................................................................................4

（二）项目建设批文.............................................................................................5

（三）项目情况.....................................................................................................6

（四）项目建设方案.............................................................................................7

三、项目预期绩效评价与经济社会效益分析.....................................................8

（一）预期绩效分析.............................................................................................8

（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10

四、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12

（一）投资估算...................................................................................................12

（二）资金筹措方案及偿债计划.......................................................................14

（三）资金使用计划...........................................................................................14

五、项目预期收益及融资平衡情况...................................................................14

（一）债券应付本息情况...................................................................................14

（二）项目收益预测...........................................................................................15

六、潜在影响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结果的各种风险评估...............................28

（一）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及控制措施...............................28

（二）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及控制措施...................................................29

七、风险管理方案...............................................................................................29

八、还款保障措施...............................................................................................30

（一）项目预期现金净流量优先用于平衡本项目还本付息...........................30

（二）从制度层面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防控措施及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

案...........................................................................................................................30

（三）落实加强政府债务预算算理...................................................................31



（四）建立完善的债券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及绩效评价机制...........................31

九、资金管理方案...............................................................................................31

（一）募集资金使用...........................................................................................31

（二）额度管理...................................................................................................32

（三）预算编制...................................................................................................32

（四）预算执行和决算.......................................................................................33

（五）募集资金拨付资料...................................................................................33

（六）募集资金拨付程序...................................................................................33

（七）募集资金使用...........................................................................................34

（八）项目收入归集...........................................................................................35

（九）募集资金本息偿还...................................................................................35

（十）部门职责...................................................................................................36

（十一）监督管理...............................................................................................36

（十二）资产管理...............................................................................................37

（十三）绩效管理...............................................................................................37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38



颍上县智慧停车建设项目 总体实施方案

1

前 言

本项目的主要任务是结合颍上县停车现状的实际情况，为解决“停车难”和城

市交通拥堵的矛盾，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机制，充分发挥价格杠杆作

用，促进停车设施检车，提高停车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停车产业优化升级。本项

目总占地面积 514814.32平方米，约 772.222亩，规划新建 26座停车场及配套照

明、消防、给排水、充电桩、智慧停车管理系统等设施。

本项目建设工期为 36个月，建设起止时间为 2020年 7月至 2023年 7 月。

目前已经完成立项、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立项批复、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和环

境影响登记表均已取得。

本项目所属领域为城市停车场。项目总投资 142,030.00万元，拟通过发行专

项债券的方式筹集金额合计为 113,000.00万元，2022年发行 20,000.00万元；2023

年发行 93,000.00 万元，发债金额占总投资的 79.56%；自有资金投入 29,03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20.44%，为项目单位自有资金。债券发行期限为 20年，债券

利率 4.18%，按半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本项目收入来源于停车场停车收入和充电桩收入。经测算，债券持有期内，

项目运营收入为 374,150.55万元，收益覆盖率为 1.22倍。项目经营收入经压力测

试后，可用于覆盖本息的现金净流入为 246,999.35万元，收益覆盖倍数为 1.19。

本项目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较高的安全

边际。项目资本金已落实，现申请发行非标准专项债券用于保障项目的建设。本

实施方案介绍了项目建设内容及方案、项目收益、债券发行及还款安排，并披露

了项目绩效管理方案、资金管理方案、还款保障措施、风险管理方案，充分保障

投资者权益。

本次计划发行的专项债券符合国家政策和地方规划，符合《关于试点发展项

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

《财政部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

〔2018〕161号）要求。本次用于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债务风险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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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建设背景及必要性

（一）项目建设背景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促使汽车消费市场持续高速增长；全国汽车保有

量不断攀升，城市停车供需不足矛盾进一步加剧；尤其是国内一些大城市，汽车

保有量超过近 200万辆，停车难成为城市交通的一大难题。近年来，颍上县经济

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车辆已成为重要和必须的日常交通工

具，私家车的日益增多，随之而来的停车矛盾显得更加突出。车位紧缺，导致很

多车主直接把小车停放在道路上，原本用来供行人和机动车甚至消防车辆通行的

通道，成了露天停车场。城市建设、道路交通的高速发展和人们群众生活水平的

日益提高，车与道路、停车位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停车问题已成为限制颍上

县可持续性发展的瓶颈。

据公安部统计，截至 2019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3.8亿辆，其中汽车达

2.57亿辆，与 2018年相比，增长率接近 12%。汽车数量的不断剧增，停车难的

日益加剧，都暴露出城市停车场数量不足、规划和管理不足的问题。北上广深四

城平均停车位缺口率为 76.3%，每城至少有超过 200万的车辆无正规车位可停。

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运用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云计算而打造的智慧停车成为

应对之策。

智慧停车是指将无线通信技术、移动终端技术、GPS定位技术、GIS技术等

综合应用于城市停车位的采集、管理、查询、预订与导航服务，实现停车位资源

的实时更新、查询、预订与导航服务一体化，实现停车位资源利用率的最大化、

停车场利润的最大化和车主停车服务的最优化。智慧停车的“智慧”就体现在：“智

能找车位+自动缴停车费”。服务于车主的日常停车、错时停车、车位租赁、汽车

后市场服务、反向寻车、停车位导航。

智慧停车的目的是让车主更方便地找到车位，包含线下、线上两方面的智慧。

线上智慧化体现为车主用手机 APP、微信、支付宝，获取指定地点的停车场、车

位空余信息、收费标准、是否可预订、是否有充电、共享等服务，并实现预先支

付、线上结账功能。线下智慧化体现为让停车人更好地停入车位。

在此背景下，智慧停车助力智慧城市建设，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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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项目建设必要性

1、颍上县停车难现状。颍上部分城区由于规划年限较早，道路较为狭窄，

停车位规划“真空”，车辆乱停乱放占用行车道，导致城区道路拥挤狭窄、环境杂

乱无章，可能导致：城区内通道停车导致消防车、救护车无法快速抵达现场。外

占道停车则迫使人流、自行车流挤入机动车流，易导致交通事故。引发的纠纷、

车辆剐蹭，引发的治安事件和暴力冲突。加之颍上经开区的不断扩大，园区配套

设施短板也显现出来。特别是交通和停车设施的缺乏，逐渐开始影响经开区的招

商引资和生产水平的提高。

鉴于这一现状，颍上县人民政府决定对全县城市规划区内的停车场进行重新

整合调整，要求颍上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规划建设一批智能停车场，提升县

城整体形象，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

2、节约土地资源，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充分利用地下空间，建设停车场设施，

将有效地节约土地资源，保证土地的集约化利用。颍上老城区土地资源紧张的局

面，符合集约利用土地的政策，促进可持续发展。

本项目位于公共设施集中区，项目的建设是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的需要。

3、平战结合，满足人防建设的需要本项目考虑到战时防空的需要，保障国

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又考虑平时经济建设、城市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充

分解决交通问题。

4、改善道路通行能力。随着颍上城区的逐步发展及城区商业设施的建成营

业，交通量与日俱增，散落停泊着各式大小汽车，既严重影响了城区形象提升，

又严重妨碍了城区的交通运行，所以该项目建设有利于缓解交通压力，改善城区

道路的交通状况。

综上所述，本项目建设是十分必要的、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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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区域情况

1、区域基本情况

颍上县位于淮河、颍河交汇处，国土面积 1859平方公里，耕地 10.30万公顷，

人口 179万，辖 30个乡镇、348个村（社区），2019年和 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

分别是 411.76亿元、415.90亿元，2021年全年生产总值 465.00亿元，按可比价

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8.9%，经济发展稳步提升。

2、区域近三年经济基本情况与财政收支情况

项目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411.76 415.90 465.00

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8.70 4.00 8.90

2022年预计 GDP增速(%) 8.00

其中:第一产业(亿元) 49.82 64.90 69.40

第二产业(亿元) 153.74 162.20 191.30

第三产业(亿元) 163.76 188.80 204.30

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 13.90 13.50 14.90

第二产业(%) 41.40 40.90 41.20

第三产业(%) 44.70 45.60 43.90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217.00 233.00 261.0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110.40 193.00 236.30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32458.00 34227.00 37050.00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3213.00 14396.00 16030.00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100)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年=100)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上年=100)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本外币)(亿元） 508.67 534.56 564.00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本外币)(亿元） 324.98 377.38 424.50

数据来源：颍上县统计局

项目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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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三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39,298.00 279,064.00 300,807.0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84,745.00 868,675.00 848,167.00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收入 43,494.00 69,730.00 22,050.00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27,879.00 61,118.00 29,791.00

转移性收入

转移性支出 -

（二）近三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政府性基金收入 372,505.00 172,237.00 264,454.00

政府性基金支出 490,864.00 303,070.00 397,440.00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 273,096.00 181,900.00 197,800.00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三）近三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

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

二、地方政府债务状况

截至 2020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173,352.00

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146,129.00

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393,202.00

截至 2021年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366,934.00

数据来源：颍上县财政局

（二）项目建设批文

项目实施过程中，履行了审批手续并获取了相关批复文件，本项目已经县政

府同意实施。相关的主要政府批文如下所示：

1、2020年 7月 21日，颍上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于颍上县智慧停车

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发改审批〔2020〕416号），对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建

设地点、资金来源等进行批复。

2、2020年 7月 24日，颍上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于颍上县智慧停车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发改审批〔2020〕420号），对项目建设内容及

规模、建设地点、资金来源等进行批复。

3、2020年 7月 23日，颍上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关于颍上县智慧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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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用地预审与规划选址意见的函》，原则同意该项目用地预审与规划选址。

4、2020年 7月 22日，已取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项目具有环境可行

性。

（三）项目情况

1、参与主体

主管部门：颍上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实施机构：颍上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2、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颍上县智慧停车建设项目

（2）项目所属领域：城市停车场

（3）项目总投资：142,030.00万元

3、建设地点

颍上县梧冈小学西、金三角园、市民广场、管仲广场、经开区纬五路、经开

区观颍西路、经开区观颍东路、经开区科苑路、老人委、邮政广场、长聚园、管

仲街、南园、龙门桥、缔煌、县政府北、尤家花园、游客接待中心、明清苑、招

标局西、龙门社区顺河南路、罗桥市场、老汽车站西、服务大厅东、会议中心西、

慎城路等 26处。

4、建设规模

本项目总占地面积 514814.32平方米，约 772.222亩，规划新建 26座停车场

及配套照明、消防、给排水、充电桩、智慧停车管理系统等设施，其中梧冈小学

西地下停车场、金三角园地下停车场、市民广场地下停车场、管仲广场地下停车

场 4座为地下停车场；经开区纬五路停车场、经开区观颍西路停车场、经开区观

颍东路停车场 3座为地上停车场；老人委立体式停车场、邮政广场立体式停车场、

长聚园立体式停车场、管仲街立体式停车场、南园立体式停车场、龙门桥立体式

停车场、缔煌立体式停车场、县政府北立体式停车场 8座为立体式停车场；服务

大厅东停车场、会议中心西停车场、经开区科苑路停车场、慎城路停车场、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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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西停车场、罗桥市场停车场、龙门社区顺河停车场、明清苑旅游停车场、游客

接待中心停车场、老汽车站西停车场、尤家花园停车场 11 座为地面停车场，设

计停车位 18175个，总建筑面积 450061平方米。

其中，梧冈小学西地下停车场 21700平方米,停车位 1145个；金三角园地下

停车场 46750平方米,停车位 2490个；市民广场地下停车场 42500平方米,停车位

2260个；管仲广场地下停车场 42500平方米,停车位 2260个；经开区纬五路停车

场 58336平方米,停车位 800个；经开区观颍西路停车场 51168平方米,停车位 600

个；经开区观颍东路停车场 12156 平方米,停车位 240 个；老人委立体式停车场

11600 平方米,停车位 610 个；邮政广场立体式停车场 12630 平方米,停车位 670

个；长聚园立体式停车场 12075平方米,停车位 640个；管仲街立体式停车场 9280

平方米,停车位 490个；南园立体式停车场 8375平方米,停车位 440个；龙门桥立

体式停车场 13875平方米,停车位 740个；缔煌立体式停车场 9300平方米,停车位

490个；县政府北立体式停车场 7000平方米,停车位 370个；服务大厅东停车场

2520平方米,停车位 108个；会议中心西停车场 2520平方米,停车位 101个；经开

区科苑路停车场 24695平方米,停车位 480个；慎城路停车场 13500平方米,停车

位 720 个；招标局西停车场 2700 平方米,停车位 140 个；罗桥市场停车场 3150

平方米,停车位 160个；龙门社区顺河停车场 2325平方米,停车位 120个；明清苑

旅游停车场 5250平方米,停车位 280个；游客接待中心停车场 16876平方米,停车

位 900个；老汽车站西停车场 1230平方米,停车位 65个；尤家花园停车场 16050

平方米,停车位 856个。

5、建设工期

本项目建设工期为 36个月，建设起止时间为 2020年 7月至 2023年 7月。

（四）项目建设方案

整体设计布局设计以人为中心，以整体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三者

统一为基准点，着意刻画优质生态环境和丰富的城市景观，为居民塑造都市中心

的自然优美、舒适便捷、休闲安静的怡然栖息之地为目的。

1、设计思路

功能布局、道路系统、绿化景观系统与市政基础设施统一设计，形成统一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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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2、整体布局每个停车场设两个主出入口设置在对外道路上，每个出入口

10.0m宽为双车道，人员出入口主要设计在公共绿化上，结合园林景观区与环境

进一步的融合。增强竖向空间，提升空间丰富感，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形成丰

富、休闲的环境，满足了居住者的配套需求,利于全方位营造高品质居住生活空间。

3、停车系统本次设计主要考虑以下停车方式：设置地下智能停车管理系统。

4、消防

①总平面布置严格按照国家民用建筑防火规范进行设计，并严格按国家有关

部门的要求进行消防组织。

②建筑消防

本建筑耐火等级地下室一级进行设计。建筑各部位的建筑材料均按防火规范

规定的防火等级要求使用。负一层设五个防火分区，负二层设七个防火分区，相

连的防火分区设有特级防火卷帘门和甲级防火门，每个防火分区不大于 4000m2，

且有至少两个到直到室外的疏散楼梯。每个防火分区设一个泡沫储罐室面积 8～

10m2。

建筑设计使用年限为 50年；

结构的安全等级：二级；

抗震设防类别：丙类；

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乙级；

地下室防水等级：二级。

三、项目预期绩效评价与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一）预期绩效分析

本项目预期完成建设颍上县智慧停车场；规划总建筑面积 514814.32平方米，

完成 26座停车场及配套照明、消费、给排水、充电桩、智慧停车管理系统等设

施，其中 4座为地下停车场，3座位地上停车场，8座位立体式停车场，11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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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停车场，设计停车位 18175个。

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颍上县智慧停车建设项目

主管部门
颍上县重点工程建

设管理中心
实施单位

颍上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

中心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在建项目

项目资金（万元）

项目投资总额： 142,030.00

其中：项目单位自有

资金
29,030.00

债券资金 113,000.00

标目体

总

实施目标 2020年 7月-2023年 7月

目标 1：完成建设颍上县智慧停车场项目

目标 2：完成 26座停车场及配套照明、消费、给排水、充电桩、智慧停车管理系

统等设施。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标准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指标 1：主体建筑

面积
30000 ㎡ 符合设计要求

指标 2：停车位个

数
18175个 符合设计要求

质量指标
指标 1：分项工程 验收合格 验收合格

指标 2：单项工程 验收合格 验收合格

时效指标

指标 1：完工时间 2023年 7月 按期完成工程

指标 2：投入使用

时间
2023年 8月 按期完成工程

成本指标

指标 1：工程费
123198.80万

元
符合投资计划

指标 2：工程建设

其他费用
7920.75万元 符合投资计划

指标 3：其他费用 10910.45万元 符合投资计划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指标 1：平均年收

入
>18000.00万元 符合预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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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 1：停车秩序 改善明显 停车秩序明显改善

指标 2：城市管理 显著提高 改善旅游城市形象

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 1：安全防护 提升

防火、安全措施健

全

指标 1：保障制度 健全 加强停车行业监管

可持续影响指

标
指标 2：人才引进 提升 专业人才的引用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指标 1：满意度 提升

缓解“停车难”引发

的社会矛盾

（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1、项目对经济的影响分析

①颍上县水电供应充足，劳动力价格低廉，能够满足项目所需。

②城区产业配套齐全，交通便捷，车辆保有量大，有相当大的内需，市场拓

展空间大。

③项目的建设提供了劳动就业岗位，增加经济收入。

④在解决处理好项目建设中项目征地补偿，坚持项目改造与长远发展相结

合，坚持城市化与保护村民利益相结合，坚持区、街道、公司的利益相结合，综

合考虑项目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⑤工程所在地居民都盼望着项目早日建成。项目建设不存在很大的风险。但

项目的总体规划，当地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对项目的支持力度，以及企业对项目

的实施和运营情况都可能会对项目的顺利完成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由于人为

的工作失误或某些工作人员不严格执行国家政策造成群众不满的可能性是存在

的。为此，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一定要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让

群众满意，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使项目区的人民早日享受到该项目带来的益处。

2、社会效益分析

①城市管理更高效。本项目的实施，将为颍上县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对改

善城市交通状况、缓解城区道路交通压力、减少交警路面工作量、方便市民出行、

约束守纪和提高市民素质，以及改善旅游城市形象具有重大意义，为创建文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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