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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总论

第一节 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

二、项目覆盖范围

三、项目建设背景

四、项目定位

五、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六、建设周期

七、投资规模及资金筹措

八、PPP 合作模式

第二节 项目研究结论

一、财务评价结论

经测算，项目所得税后财务净现值为 1862.77万元，内部收益率为 5.32%，

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6.97年（不含建设期）。从财务指标可以看出，项目各项财

务指标处于较理想状态。

二、社会效益结论

第三节 项目后续相关工作建议

第二章 项目背景及必要性分析

第一节 项目建设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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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背景

二、技术背景

三、社会背景

第二节 项目建设必要性分析

一、项目建设是提升整体教育水平的需要

我国的教育资源相对的分散，呈现东部强西部弱，大城市强，乡村弱的特点，

教育信息化的优势在于，能够让教育资源得到合理均匀的配置，让偏远山区的学

生也能享受到大城市学生得到的教育资源。

本项目建设完成后将……

二、项目建设是促进三通两平台发展的需要

三、教育信息化的建设促进家校互动的需要

四、项目的建设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需要

第三节 项目采取 PPP 模式运作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领域的竞争程度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能够将政府的发展规划、市场监管、公共服务职能，

与社会资本的管理效率、技术创新动力有机结合，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过度参

与，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与质量。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要求平等参与、公开

透明，这种来自外部市场的压力会提升政府部门的管理水平。

教育项目一直是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重点，人民群众希望等到公平、平等的

教育资源。本项目实施 PPP运作模式，可以提高公共服务领域的竞争程度，完

善公共采购服务，让政府有更多的精力发挥其市场监督和公共服务的职能。

……

二、促进经济转型升级降低政府财政压力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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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成公共利益最大化

第四节 项目建设可行性分析

一、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二、项目建设符合公司战略定位和战略规划

三、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教育信息化

第三章 项目产品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第一节 教育信息化产业市场分析

一、行业定义

二、产业发展背景分析

三、市场规模分析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过去十年，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的比

重稳步提升，从 2005年的 2.8%上升到 2016年的 4.26%。2016年全国教育经费

总投入 38866较上年的 36087亿元增长 7.6%。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主要包括

公共财政预算安排的教育经费，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的教育经费，企业办学中的

企业拨款，校办产业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等）为 31373亿元，比上年

的 29221亿元增长 7.4%，占 GDP比例为 4.24%。这是 2012年实现 4%目标以来，

连续第 4年超过 4%。充分表明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正在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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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产业链分析

第二节 我国中小学生统计分析

一、我国在校中小学生总数统计分析

二、我国在校中小学生地区分布统计分析

三、辽宁省学生人数统计分析

第三节 教育信息化增值服务市场发展潜力大

一、教育信息化市场广大

二、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将加速教育信息化进程

三、教育信息化增值服务未来可期

第四章 项目建设方案

第一节 项目定位

第二节 项目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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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硬件建设

二、云资源服务平台

三、项目平台技术优势

第三节 PPP 模式运作方案

一、项目运作方式

二、项目回报机制

三、采购方式

第五章 投资估算和资金筹措

第一节 估算范围

第二节 估算依据

第三节 项目总投资估算

一、基本条件及假设

二、总投资估算

第四节 资金筹措及使用计划

第六章 经济及社会效益评价

第一节 经济效益评价

一、可用性付费

二、运营维护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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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收入测算

四、经济技术指标

第二节 社会效益评价

1、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信息技术具有“知识传播快、覆盖面广、资源共享”的优势 , 项目建成后，

让不同区域教师之间实时网络教研，可让优质教育资源能够更加便捷高效地向农

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推送，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在教学质量和办

学水平等方面的差距，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以最大程度满足人民群众对优

质教育的迫切需要。所以，加强教育信息化建设是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一条重要

途径。

2、利于全市各地区之间的校园网络互通

……

第七章 项目风险管理与控制

第一节 政策风险

第二节 财务风险

第三节 市场风险与防范措施

第四节 技术风险与防范措施

第五节 综合风险

第八章 研究结论及建议

第一节 结论

第二节 后续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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