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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0年5月末，市场上已发行文化旅游专项债券共计26期，发行金额共计199.31亿元，平均发行期限为

10.42年，平均发行利率为3.52%。其中四川省发行19期文化旅游领域专项债，共计发行金额92.07亿元。

文化旅游领域专项债——发行情况

2018年 2019年 2020年（截至5月末）

发行数量 4 15 7

发行金额 10.67亿元 65.87亿元 122.77亿元

平均发行金额 2.67亿元 4.39亿元 17.54亿元

省级发行主体 四川省 四川省、江西省、山东省
四川省、江西省、江苏省、

云南省

平均发行期限 10年 10.6年 10.29年

平均发行利率 4.00% 3.52% 3.24%

29Wind

◼ 备注：部分省份将文旅项目与其他类型项目集合发行，无法完全统计。



文化旅游领域专项债——发行情况（数据截至2020年5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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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2018 2018/9/17 4 10 4.05

2018 "8.8" -2018 2018/9/17 4 10 4.05

2018 -2018 2018/10/25 0.4 10 3.96

2018 -2018 2018/10/25 2.27 10 3.96

2019 -2019 2019/1/29 1.1 10 3.38

2019 -2019 2019/2/25 2.01 10 3.38

2019 -2019 2019/3/25 1.5 5 3.31

2019 -2019 2019/3/25 5.5 7 3.41

2019 -2019 2019/3/25 8.32 10 3.38

2019 -2019 2019/3/25 1.49 10 3.38

2019 "8.8" -2019 2019/3/25 2.69 10 3.38

2019 -2019 2019/5/6 2.1 7 3.73

2019 -2019 2019/5/6 12.22 10 3.95

2019 -2019 2019/6/3 3 20 3.9

2019 -2019 2019/7/26 11.31 10 3.41

2019 "8.8" -2019 2019/7/26 3.05 10 3.41

2020 -2020 2020/1/2 3.7 7 3.31

2020 -2020 2020/1/2 16.52 10 3.38

2020 -2020 2020/1/10 6.89 10 3.38

2019 -2019 2019/6/18 5 10 3.51

2019 -2019 2019/6/18 2.08 10 3.5

2020 -2020 2020/1/13 25.03 10 3.37

2020 -2020 2020/5/26 23.2715 15 3.44

2019 -2019 2019/7/26 4.5 20 3.83

2020 —2020 2020/5/12 23.34 10 2.88

2020 -2020 2020/5/28 24.02 10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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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0年5月末，市场上已发行26期文化旅游领域专项债券主要包括景区改造提升、生态修复、扶贫旅游、

红色旅游4个领域。

发行种类 景区改造提升 生态修复 扶贫旅游 红色旅游

发行数量 13 5 5 3

发行金额 122.60亿元 17.24亿元 9.09亿元 50.38亿元

平均发行金额 9.43亿元 3.45亿元 1.82亿元 16.79亿元

省级发行主体
四川省、江西省、
江苏省、云南省

四川省、山东省 四川省 江西省

平均发行期限 9.15年 14年 9.4年 11.67年

平均发行利率 3.40% 3.71% 3.70%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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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内容：江苏省8个设区市本级及3个县（市）的13个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项目，包括历史文化街区建设、历史

建筑群修缮及复建工程、水环境治理、古运河综合整治、退圩还湖、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等。

• 资金筹措方案：全省集合发行，专项债发行总规模23.34亿，期限10年。

◼ 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专项债案例

• 收入来源：景区门票收入、土地出让收入、商业出租收入、停车收入、展览费收入、场地租赁收入、文创纪念

品销售收入、退圩还湖新增耕地指标调剂收益。

• 资金平衡：各区域项目专项债本息覆盖倍数均在1.13倍及以上，整体专项债本息覆盖倍数2.97倍。

• 方案特点：全省相关概念项目集合发行，单个项目自求平衡。

352020 -2020

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专项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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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评估报告

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专项债案例

2020 -2020

◼ 注：13个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项目自求平衡，均有独立财务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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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意见书

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专项债案例

2020 -2020

◼ 注：13个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项目自求平衡，均有法律意见书





• 项目内容：峨眉山13村搬迁，流转林地8000亩（包括有机茶、核桃、猕猴桃、药材），对项目涉及的农房进行

拆除，对拆除的宅基地进行复垦。

• 资金筹措方案：项目总投资7.84亿元，计划发行专项债券6亿元，期限20年，分2年发行；剩余部分来源于财政

预算资金、上级和本级政府专项资金。

◼ 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生态修复及旅游风貌提升专项债案例

• 收入来源：经济林林地流转收入、宅基地周转指标交易收入、峨眉山景区门票对项目的补贴收入。

• 资金平衡：专项债本息覆盖倍数1.25倍。

• 方案特点：期限拉长、多样化收益（林地流转收入+宅基地指标交易收入+门票补贴收入）

392019 -2019

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生态修复及旅游风貌提升专项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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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评估报告

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生态修复及旅游风貌提升专项债案例

201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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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意见书

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生态修复及旅游风貌提升专项债案例

2019 -2019



• 项目内容：九寨沟景区内综合服务中心、后勤服务中心、立体式游客服务设施建设，新能源停车场建设，景区

道路、栈道、休息亭、观景楼、保护站、景区标示标牌等游览基础设施恢复重建；黄龙景区停车场扩建和景区

栈道工程。

• 资金筹措方案：项目总投资23.84亿元，计划发行专项债券16亿元，期限10年，分3年发行；剩余部分由建设单

位自筹。

◼ 阿坝州“8.8”九寨沟地震恢复重建项目专项债案例

• 收入来源：九寨沟项目以门票收入还本付息，黄龙项目以停车收费和栈道电瓶车收入还本付息。

• 资金平衡：专项债本息覆盖倍数2.55倍。

• 方案特点：灾后重建与景区环境治理相结合

422018 8.8” -2018

阿坝州“8.8”九寨沟地震恢复重建项目专项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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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评估报告

阿坝州“8.8”九寨沟地震恢复重建项目专项债案例

2018 8.8”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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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意见书

阿坝州“8.8”九寨沟地震恢复重建项目专项债案例

2018 8.8” -2018





• 项目内容：游客接待设施、旅游景点、文旅小镇、农林产业带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景区内环线公路建设。

• 资金筹措方案：项目总投资43.71亿元，计划发行专项债券16亿元，期限10年，分3年发行；项目配套融资15.25

亿元；剩余部分由建设单位自筹。

◼ 宣汉县巴山大峡谷旅游扶贫开发建设专项债案例

• 收入来源：景区门票收入、独立项目收入（漂流、亲子园、停车场、商铺出租、纪念品售卖、演艺票房等）、

交通票收入（索道、景区巴士与观光车等）。

• 资金平衡：专项债本息覆盖倍数1.19倍。

• 方案特点：专项债+配套融资、多样化收益来源、旅游与扶贫结合。

462018 -2018

宣汉县巴山大峡谷旅游扶贫开发建设专项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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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评估报告

2018 -2018

宣汉县巴山大峡谷旅游扶贫开发建设专项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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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意见书

宣汉县巴山大峡谷旅游扶贫开发建设专项债案例

2018 -2018





• 项目内容：瑞金市云石山重走长征路体验园项目工程、共和国摇篮旅游区提升项目工程、智慧旅游大数据平台

工程、旅游公路建设工程。建设内容包括征地，道路、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建设，景区改造与文化开发（实

景演出、互动项目等），智慧旅游大数据中心大楼等。

• 资金筹措方案：项目总投资7.6亿元，计划发行专项债券6亿元，期限10年，分3年发行；剩余部分由建设单位自

筹。

◼ 江西省瑞金红色旅游专项债案例

• 收入来源：门票收入，长征体验收入，商铺、餐饮、拍照等经营性收入。

• 资金平衡：专项债本息覆盖倍数1.66倍。

• 方案特点：市场首单红色主题专项债，适用于革命老区旅游资源开发。

502019

江西省瑞金红色旅游专项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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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评估报告

2019

江西省瑞金红色旅游专项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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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意见书

2019

江西省瑞金红色旅游专项债案例



• 紧扣文化保护、生态环保、基础设施等国家或区域重大战略，提升项目公益性

适用情况：产业性质强、市场化程度高的项目

1

•

2

•

3

•
5

文化旅游专项债资金平衡常见操作模式

53

• 政府财政补贴，实现项目的融资和收益自求平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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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12

• 20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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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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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8

• 10

• 5

• 201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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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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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专项债
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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