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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计师意见 

审计师意见 

北京源深节能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我们审计了世界银行贷款北京太阳能光伏发电规模化项目（以下简称

规模化项目）截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的资金平衡表及项目进度表、贷款协

定执行情况表和专用账户报表等特定目的财务报表及财务报表附注（第 3 

页至第 12 页）。 

（项目执行单位及北京市财政局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编制上述财务报表中的资金平衡表、项目进度表、贷款协定执行情况

表是北京源深节能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源深公司）的责任，编制

专用账户报表是北京市财政局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 

1．按照中国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和本项目贷款协定的要求编制项

目财务报表，并使其实现公允反映； 

2．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项目财务报表不存在由

于舞弊或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 

（审计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我

们按照中国国家审计准则和国际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上述准

则要求我们遵守审计职业要求，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项目财务报表是

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为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信息的有关证据，我们实施了必要的

审计程序。我们运用职业判断选择审计程序，这些程序包括对由于舞弊或 



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为了设计

恰当的审计程序，我们考虑了与财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但目的并非对

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所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

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适当的、充分的，为发表审计意见

提供了基础。 

（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第一段所列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的会计准则、 

会计制度和本项目贷款协定的要求编制，公允反映了世界银行贷款北京太

阳能光伏发电规模化项目截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的财务状况、财务收支、 

项目执行和专用账户收支情况。 

（其他事项 

我们还审查了本期内报送给世界银行的第42号至 65号提款申请书及

所附资料。我们认为，这些资料均符合贷款协议的要求，可以作为申请提

款的依据。 

本审计师意见之后，共同构成审计报告的还有两项内容：财务报表及

财务报表附注和审计发现的问题及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审计局

二 0 二 0年十月二十九日 

地址：中国北京市丰台区菜户营甲 2 号 

邮政编码：100054 

电话：86-010-63358374 

传真：86-010-63358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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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务报表及财务报表附注 

项目名称：世界银行贷款北京太阳能光伏发电规模化项目 

编报单位：北京源深节能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财政局

本期截至：2020 年 4 月 30 日 

（一）资金平街表 

资金平衡表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资 	金 	占 用 期初数 明末数 资 金 米 源 行次 期初数 期末数 

、项目支出合计 l 307,654,020.05 673,502,49918 一、项日拨款合计 28 142,400,000,00 142.400.000.00 

！交付使用资产 2 l13.204,380.40 127,789,433.57 二、项日资本与项日资本公积 29 

2,待核销项！！支出 飞 其中加捐赠款 30 

3.转出投资 月 三、项日借教合计 31 176,775,803.33 575,227,482.30 

或在建工程 5 !94,449,639.65 545,713,065.61 L项日投资侣款 32 176,775,803.33 575,227,482.30 

、应收生声记盆：单位投资借款 6 (I)国外借款 33 !76.775,803.33 575,227,482 30 

其中：应收节能服务费 7 其中：国际开发协会 34 

二、拨付所属投资借款 8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35 176,775,803.33 575,227,482.30 

其中．拨付世行贷款 9 技术合作信贷 36 

四、签材 l0 联合融资 37 

其中‘待处理器材损失 (2)国内借款 38 

五、货币资金合计 12 6,028,21388 13,778,372.95 2.共他借款 39 

l 银行存款 13 6.028,2 13 .88 13,778,372 95 四、卜级拨入投资借欲 40 

共中：专用账户存款 日
  

1,584,669 16 17,58269 其中拨入世行贷款 

2 现金 !6 阮、企业债券资金 42 

六、预付及应收救合计 !6 1,968,990.55 44,902.699.36 六，待冲项目支出 43 

其中：应收世行贷款利息 17 七、应付款合计 月礴 23,478,36042 52,203,805 29 

应收帐款 】8 656,32731 4,022,214.21 其中：应付世行贷款利息 45 

预付账款 19 1,312,663 24 40,880,485.15 应付世行贷款承诺费 46 

七、“价证券 20 八、未交款合计 47 

八、 liJ定资产合计 21 0.00 0.00 九、 卜级拨入资金 48 

囚定资产原价 22 十、留成收入 49 .27,01)7.939 27 -37.647.716.10 

减累计折旧 23 

固定资产净值 2礴 000 000 

固定资沪：清理 25 

待处理固定资产损失 26 

资金占用合计 27 315,651,224.48 732,183,571.49 资金来源合计 5飞 3巧,651, 22448 732,183,571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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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进度表 

项目进度表（一）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项 ll 
本期 娥计 

本期计划额 本期发生额 本期完成比 项「！总计划额 水计完成额 累计完成比 

资金来源合计 550,000,000.00 406,974,562.34 74.00% 802,850,000.00 726,150,365.67 90.45%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550,000,000.00 406,974,562.34 74.00% 660,450,000.00 583,750,365.67 38.39% 

卫．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550,000,000.00 406,974,562.34 74.00% 660,450,000.00 583,750,365.67 88.39% 

么汇兑损益 

配套资金 0.00 众00 0.00% 142,400,00000 142,400,000.00 100.00% 

l．中央配套资金 0.00 0.00 0.00% 127,400,000.00 127,400,000.00 100.00% 

之市级配套资金 0.00 0.00 0.00% !5，以犯，《xX,00 15,000,000.00 .00.00% 

3．国内借款 

斌其他 

5.自筹 

6.区级配套 

资金运用合计（按项目内容） 550,000,000.00 365,848,479.13 66.52% 802,850,000.00 673,502,499.18 83.89% 

差异 41,126,083.21 0.00 52,647,866.49 

1.应收欺变化 42,933,708.81 44,902,699.36 

么应付欲变化 (28.725.444.87) (52,203,805.29) 

3.货币资金变化 7,750,159.07 13,778,372.95 

4．其它 19,167,660.20 46,170,599.47 

项目进度表（二）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内容 

项目支出 

累计支出 己交付资产 在建工程 
待核销 

项目支出 
转出投资 

固定资产 
流动 
资产 

无资
 
形

产
 

递
资
 
延
产
 

 
,．工程建设 673,502,499.18 127,789,433.57 545,713,065.61 

合计 673,502,499.18 127.789,433.57 545,713,065.61 

（三）货款协定执行情次康 

贷款协定执行情况表 
货币单位：美元-j人民币元 

类 	别 
核定货款金额 

美元 

本年度提款数 累计提款数 

美元 折合人民币 美元 折合人民币 

1．货物和非咨询服务 95.260.000.00 56,004,475.65 395,229.185.11 80,673,582.02 569,321,535.67 

2．先征费 300,000.00 300,000.00 2.117,130.00 

3.建设期利息 9,440,000.00 1,200,030.81 8,468,737.43 2,515,238.08 17,750,286.65 

4．专用账户 80,673,582.02 569,321,535.67 

总计 105,000,000.00 57,204.506.46 403.697,922.54 83,488,820.10 589,188,95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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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用账户报表 

专用账户 报表 

本期截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 

项目名称：世界银行贷款北京太阳能光伏

发电规模化项目 

贷款号：8235-CN 
编报单位：北京市财政局 

开户银行名称：北京银行总行营业部 

9! 号 : 01090520501420111000610 
币种：美元 

A 部分：本期专用账户收支情况 金 额 

期初余额 230,893.63 

增加： 

本期世行回补总额 56,618,892.65 

本期利息收入总额（存入专用账户部分） 2,571.49 

木期不合格支出归还总额 

减少： 

本期支付总额 56,004,475.65 

本期未包括在支付额中的服务费支出 80.00 

余额归还世行 845,310.63 

期末余额 2,491.49 

B 部分；专用账户调节 金 额 

l．世行首次存款总额 
80,673,582.02 

减少： 

2．世界银行回收总额 
80,673,582.02 

3．本期期末专用账户首次存款净额 
0.00 

4．专用账户期末余额 
2,491.49 

增加： 

5.截至本期期末己申请报账但尚未回补金额 
0.00 

申请书号 金额 

6．截至本期期末己支付但尚未申请报账金额 0.00 
7．服务费累计支出（如未含在 5 和 6 栏中） 80.00 

减少： 

8．利息收入（存入专用账户部分） 2,571.49 

9.本期期末专用账户首次存款净额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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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财务报表附注 

1．项目概况 

规模化项目贷款号为 8235-CN，本项目作为北京市利用国际复兴开发

银行（以下简称世行）贷款的北京市节能减排示范项目（以下简称校园项

目），由市发展改革委分两个项目核准，即：《关于 2011年北京市阳光校

园金太阳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京发改〔2011) 1269 号），建设规模为 5 

兆瓦；《关于北京市阳光校园金太阳整体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京发改 

C2012) 289 号），建设规模为 95 兆瓦。本项目拟在北京市大约 1000 所 

大、中、小学及相关教育附属设施以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完成 100 兆瓦屋顶

太阳能光伏发电用户侧并网系统的建设任务，由源深公司与各实施学校签

订节能服务合同，源深公司负责项目建设、资金筹措、工程项目组织、运

营管理等全过程项目操作与管理，各实施学校提供光伏系统安装场地。合

同期内，各实施学校按照政府指定的第三方监测平台的发电数据及当期居

民单价，向源深公司结算光伏发电运营费用。 

本项目年均发电量为 100GWh，项目年 Co2减排量为 89590 吨，减排 

so2 约 770 吨，减排 NOx 约 400 吨，在其寿命期 25 年内，减排 Co2 约 224 

万吨，减排 so2 约 1.93 万吨，减排 NOx 约 1万吨，环境效益显著。通过

项目实施，帮助北京市广大青少年了解太阳能的地位和作用，宣传太阳能

成果和发展方向，通过“小手拉大手”，唤起学生家庭及社会有关各界对

节能减排的重视。同时以项目实施为契机，推进与相关部门和企业关于实

施光伏发电并网及计量的政策对话。 

本项目分一期 5 兆瓦和二期 95 兆瓦两个项目实施。 

一期 5 兆瓦工程已于 2013 年 6 月全部竣工，并经过北京鉴衡认证中 



心的审核验收。本工程共在北京市 10 个区、61所学校建设了太阳能光伏

发电系统，装机容量 5 兆瓦，截止 2017 年底，59 所学校完成了并网接入

流程，实现了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累计发电量 1445 万度。其余学校并

网接入工作按照供电公司规定的审批流程推进。 

一期 5 兆瓦共分北京市海淀区八一中学试点学校及其它四个批次实

施完成，其中第一、二批合同包采用追溯报账的方式使用世行贷款。 

二期 95 兆瓦第一批（ 7.5 兆瓦 5 个合同包）招标采购以世行前审方式

进行，从 2013 年 9 月 27 日发布招标公告，到 2014 年 1月 9 日发布最后

一批中标通知书，历时 3 个多月，合计 3 家总承包商中标 4 个合同包，中

标总装机容量 6 兆瓦，2014 年 1月完成总承包合同签订工作。 

第二批（9 兆瓦 6 个合同包）招标采购以世行后审方式进行，从 2014 年 

3 月 7 日发布招标公告，到 2014 年 4 月 29 日发布中标通知书，历时 1个

多月，合计 6 家总承包商（或联合体）中标 6 个合同包，中标总装机容量 

9 兆瓦，2014 年 5 月合计 5 家总承包商完成总承包合同签订工作（合同签

署涉及装机容量 7.5 兆瓦），其中 1家中标总承包商因拒绝签订合同，视

为违约，被取消中标资格。 

第三批（12 兆瓦 3 个合同包）招标采购以世行后审的方式进行，从 

2014 年 10 月 8 日发布招标公告，到 2014 年 12 月 12 日发布中标通知书， 

历时 2 个多月，合计 3 家总承包商（或联合体）中标 3 个合同包，中标总

装机容量 12 兆瓦，2014 年 12 月底前完成总承包合同签订工作。 

第四批（12 兆瓦 3 个合同包）招标采购以世行后审的方式进行，从 

2015 年 2 月 10 日发布招标公告，到 2015 年 5 月 19 日发布中标通知书， 

历时 3 个多月，合计 3 家总承包商（或联合体）中标 3 个合同包，中标总 



装机容量 12 兆瓦，2015 年 5 月完成总承包合同签署工作。 

截止 2017 年底，二期工程累计完成招标 37.5 兆瓦，在 237 所学校建

成装机容量 25.21兆瓦，其中，完成更换户表 191所学校，签订并网合同 

182 所学校，累计发电 3528 万度。 

截止 2017 年底，校园项目在 298 所学校共建成 30.213 兆瓦，其中， 

签订并网合同 241所学校，累计发电 4973 万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屋顶太阳能光伏系统扩大示范项目 

(Ln. No.8235-CN/P125022）第七次项目执行支持团 2016 年 10 月 18-24 日和 

2016 年 12 月 5-6 日备忘录》提出，将分布式光伏项目范围扩大到本市其

他部门和领域，以期更充分、更好地发挥世行贷款综合效益。2017 年初， 

由北京市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贷款项目领导小组综合办公室（以下简

称世行办）、市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市财政局等项目主管单位带领源深

公司对北京市行政区域内各重点区县、重点领域、重点行业进行了大范围

的项目调研，重点与市教委、市水务局、市交通委、市农业农村局、北京

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工程建设办公室、北京市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

区发展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等单位进行对接，经过 6 次座谈会，与 22 家

区县两级行业主管部门、大型国企等单位的深入沟通。经过深入、全面的

调研，源深公司于 5 月 25 日正式向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世行办提

交《“世行贷款北京屋顶太阳能光伏发电扩大示范项目”中期调整报告》。 

2017 年 8 月 29 日，校园项目中期调整方案相关法律文件由世行、市

政府、市财政局正式签署完成，标志着校园项目中期调整工作取得阶段性

成果。调整后，项目名称变更为规模化项目，实施范围调整为：重点区域 

10MW，公共基础实施 30MW，重点用能单位 10MW，教育领域 20MW; 



支付比例变更为 100％世行支付。 

项目中期调整后，共完成 19 个批次的招标及 26 个项目建设，合计完

成装机容量 72.02MW。具体项目包括海纳川光伏项目、京辉高尔夫光伏 

项目、锐〔空间光伏项目、窦店牛棚光伏项目、富思特光伏项目（新材料

与屋顶技术）、五元物流园光伏项目、北汽绅宝光伏项目、国家汽车质检

中心光伏项目、石热光伏项目、上庄光伏项目、联东 U 谷光伏项目、顺

义 SMC 光伏项目、卓辰畜牧光伏项目、亦花园光伏项目、奔驰 MFA 厂光

伏项目、平西府大修厂光伏项目、京丰光伏项目、航港物流光伏项目、北

京奔驰顺义分公司光伏项目、北建通城光伏项目、集美家居光伏项目、密

云学校光伏项目（4 所学校）。 

项目贷款协定于 2013 年 7 月 10 日签订，2013 年 10 月 8 日生效，关

账日期原定为 2019 年 12 月 31日，后根据项目进度，经世行同意，将关

账日期延长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截至项目关账日，实际建设分布式光伏

发电系统 324 个，装机容量 102.23 兆瓦。贷款期限二十五年，其中宽限

期五年，还款期二十年，先征费和宽限期贷款利息本金化。项目中期调整

后，根据《贷款协定》修订部分，项目计划总投资人民币 1,313,517,000.00 

元，其中：世界银行贷款 105,000,000.00 美元（ 2011年按照 1美元：6.29 

人民币计算汇率，世行贷款共折合人民币 660,450,000.00 元），国家财政

部批复补贴资金人民币 562,500,000.00 元，企业自筹（市财政补贴资金）人

民币 90,567,000.00 元。 

实际项目总投资人民币 802,850,000.00 元，其中：世界银行贷款折合

人民币 660,450,000.00 元（按照 105,000,000.00 美元，2011年汇率 1美元 

=6.29 人民币计算），中央财政补贴 127,400,000.00 元（中央项目一期财政 



补贴 31,500,000.00 元，项目二期中央财政补贴 365,750,000.00 元，2018 

年 5 月源深公司退还剩余补贴金额 269,850,000.00 元），市财政补贴 

15,000,000.00 元。因项目成本降低和汇率变化，项目累计提款额为 

83,488,820.10 美元。按照项目贷款协定规定本项目从 2018 年起进入还本

期，每年两次，截至 2020 年 4 月底偿还本金四次，累计金额为 1,978,357.97 

美元。 

2．财务报表编制范围 

本财务报表的编制范围为 1个国有有限责任公司（源深公司）的财务 

报表及市财政局专用账户报表。 

3．主要会计政策 

3.1 本项目财务报表按照财政部《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会计核算办法》 

（财际字〔2000) 13 号）和《世界银行贷款北京市节能减排示范项目财 

务管理与会计核算管理办法》的要求编制。 

3.2 会计核算年度采用公历年制，即公历每年1月 1日至 12 月 31日。 

（备注：本次报表截止日为 2020 年 4 月 30 日） 

3.3 本项目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作为记账原则，采用借贷复式

记账法记账，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3.4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2020年04月 30日汇率，即 1USD：人民币 7.0571 

元。 

4．报表科目说明 

4.1项目支出 

2019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0 年 04 月 30 日项目支出人民币 

365,848,479.13 元，累计支出人民币 673,502,499.18 元，占总投资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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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89%。 

4.2 货币资金 

2020 年 04 月 30 日货币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3,778,372.95 元，比上年

增加人民币 7,750,159.07 元。其中专用账户存款折合人民币 17,582.69 元。 

4.3 预付及应收款 

2020 年 04 月 30 日余额为人民币 44,902,699.36 元，主要是应收账款

人民币 4,022,214.21元，预付账款人民币 40,880,485.15 元。 

4.4 项目拨款 

2020 年 04 月 30 日余额为人民币 142,400,000.00 元，是中央财政和

市财政到位的配套资金。其中：中央财政配套资金到位人民币 

127,400,000.00 元，市财政配套资金到位人民币 15,000,000.00 元。 

4.5 项目借款 

2020 年 04 月 30 日余额为人民币 575,227,482.30 元，其中：世行贷

款额为 81,510,462.13 美元，折合人民币 575,227,482.30 元。 

截至 2020 年 04 月 30 日，累计提取世界银行贷款资金 83,488,820.10 

美元，占贷款总额的 79.51%。其中：先征费累计提款 300,000.00 美元， 

占该类计划的 100%；货物和非咨询服务费类累计提款 80,673,582.02 美元， 

占该类计划的 84.69%；建设期利息类 2,515,238.08 美元，占该类计划的 

26.64%。专用账户余额：2,491.49 美元。 

4.6 应付款 

2020 年 04 月 30 日余额为人民币 52,203,805.29 元，主要是应付工程

款人民币 2,441,274.52 元，应付服务费人民币 53,109.89 元，应付设备费

人民币 17,052.34 元，预收节能服务费人民币 10,158,638.93 元，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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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人民币 5,888,024.92 元，安全保证金人民币 2,923,242.45 元，履约保证

金人民币 28339527.45 元。 

4.7 留成收入 

2020 年 04 月 30 日余额为人民币～37,647,716.10 元，其中累计利润总

额人民币 5,303,676.65 元和累计结转递延收益总额人民币 42,951,392.75 

元。 

5．专用账户使用情况 

本项目专用账户设在北京银行总行营业部， 账号为 

01090520501420111000610，币种为美元。2019 年年初余额 230,893.63 

美元，本年度世行提款合计 56,618,892.65 美元，世行报账 56,004,475.65 

美元，利息收入 2,571.49 美元，手续费支出 80 美元，归还世行余额 

845,310.63 美元，期末余额 2,491.49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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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计发现问题及整改情况 

除对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发表审计意见外，审计中我们还关注了项目

执行过程中相关单位国家法规和项目贷款协定遵守情况、内部控制和项目

管理情况。我们发现源深公司在项目管理中存在如下问题： 

（部分项目未实现并网收费 

截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该项目建设完成了 302 个校园项目和 22 个

规模化项目。至审计结束日，受技术原因无法发电、尚不具备收费条件等

因素制约，有部分校园项目仍未能实现并网收费。2 个规模化项目，因疫

情期间施工单位无法进入现场施工，供电公司暂停受理并网业务等影响， 

项目未能实现按期并网发电。 

源深公司增加人力投入，积极推动项目的并网收费工作。克服审批程

序变更、项目并网条件变化等因素影响，积极协调学校、属地电力公司， 

解决遗留问题。目前已解决 38％未并网发电项目问题，并计划在一年内实

现全部并网发电。 

（监理公司监督管理不到位 

源深公司经公开招标聘用监理公司对 2019年实施的 18个规模化项目

进行全过程监理，存在对监理公司管理不到位，部分监理文件编制及审核

不严格等问题。 

源深公司已完成上述问题整改。一是完善外聘监理公司的管理与监督

制度体系，重新修订《工程监理考核办法》、《外委单位安全管理考核实施

细则》等相关管理制度。二是对在施项目监理进行专项检查，聘请中介机

构对重点项目开展全面绩效评估。三是结合世行项目决算审计，对监理工

作进行考核并按合同约定作出处理。 

13 



（三）个别工程项目管理不到位 

审计人员抽查了 2019 年部分光伏项目，发现个别工程项目在建设管

理过程中存在制度落实不到位，监督审核不严等问题。 

源深公司已完成上述问题整改。一是完善投资项目建设期管理的相关

制度体系建设。修编了 14 个项目标准，重新审定发布了建设管理流程， 

质量检查、验收及评定管理办法，安全管理考核实施细则等 10 多个制度

规定。二是提升项目经理管理水平。建立项目经理定期培训制度，形成机

制长期坚持，不断提升项目经理工程管理能力素质。目前已组织公司 17 

名项目管理人员参加施工进度管理、质量管理及相关标准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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