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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结论 

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债资信”）对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公司”）2017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在项目评估与筛选、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信息披露与报告以及组织

和治理等方面进行了充分、适当的调研、取证和分析。中债资信参考了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5】第 39 号

《关于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绿色金融债券的公告》及其附录《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中国银行间市场

交易商协会相关自律规则要求，认为截至 2017 年 7 月 10 日，本期中期票据在上述方面符合绿色债券认证

的基本要求，能够保证募投资金用于清洁交通类的绿色项目。

 

债券信息  内容  

债券名称 

 

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币种 人民币 

募集资金投向 武汉市轨道交通设施建设项目及偿还银行贷款 

本期发行金额与期限 20 亿元人民币/15 年 

发债主体信息  内容  

发债主体名称 

 

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承销商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 

马璇 唐大千 顾鹏 王闻达  

电话：010-88090079 

邮箱：maxuan@chinaratings.com.cn 

市场部 

电话：010-88090123 

传真：010-88090162 

邮箱：cs@chinaratings.com.cn 

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 28 号院 

盈泰中心 2 号楼 6 层（100032） 

网站：www.chinarating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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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认证范围 

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委托中债资信对 2017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仅限于发行阶段）涉及的以下

评估内容是否符合现行评估标准发表意见。中债资信对发行人 2017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采取了现场调

研、分析、审核等程序，对以下涉及的认证内容是否符合现行认证标准发表意见。 

发行人系武汉市国资委出资，经政府授权负责武汉轨道交通的建设、运营、管理和融资。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武汉市国资委持股 80.22%，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0.98%，华能贵诚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持股 6.86%，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持股 11.94%。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武汉市国资委。公司主

营武汉市轨道交通运营以及配套土地及物业的开发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出让收入、地铁运营收入

和物业广告等其他收入。 

二、 认证标准 

中债资信的评估工作遵循以下标准： 

1、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5】第 39 号《关于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绿色金融债券的公告》。 

2、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 版）。 

3、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相关自律规则。 

4、《中债资信绿色债券认证方法》（2016 年 4 月版）。 

三、 认证过程 

中债资信针对本项目绿色债券的项目评估与筛选、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信息披露与报告以及组织

与治理四个方面，对发行人在各方面中的表现进行评价和分析，评估各方面中的核心关注点，并在此基

础上做出综合判断。 

（一） 项目评估和筛选 

1. 审查与调研 

中债资信审阅了公司拟投绿色项目的核准与批复文件、合同或相关承诺函，以及项目的可行性研究

报告，并对建设事业总部、总工办、计划合约部、财务部等各项目实施主体负责人进行了访谈。 

2. 认证要素分析 

（1） 制度规定 

公司建设投资依据国家发改委批复的轨道交通项目线网规划、武汉市年度城建计划和集团公司年度

经营计划开展，公司目前尚无《绿色债券项目筛选制度》。中债资信认为发行人虽未建立项目筛选管理

制度，但上述绿色项目的立项与筛选流程严谨。综上所述，中债资信认为公司项目筛选制度的缺失对项

目的绿色属性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2） 绿色项目资产池情况 

公司本期中期票据发行金额为 20 亿元人民币，募集资金中 10 亿元拟用于偿还银行借款，银行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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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项目包括武汉轨道交通 1 号线二期、2 号线一期、3 号线一期、4 号线一期及二期项目等 7 个项目，

10 亿元拟用于武汉轨道交通 8 号线二期、21 号线及 27 号线项目建设。 

募集资金中的 10 亿元人民币将用于偿还公司银行贷款，共涉及 5 笔贷款，贷款用途均用于城市轨

道交通建设,属于绿色信贷统计口径的贷款。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期，上述 5 笔贷款未清偿余额为 24.35

亿元，贷款明细及贷款用途如表 1 所示。 

表 1：拟偿还绿色银行贷款明细 

贷款银行 
债务 

性质 

2017~2018 到期

金额（亿元） 
起止日期 贷款用途 

拟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亿元） 

国家开发银行 项目贷款 3.25 2007.11~2032.11 
1号线二期、2号线一期、4号线

一期项目建设 

10.00 

国家开发银行 项目贷款 10.70 2008.3 ~2033.3 
1号线二期、2号线一期、4号线

一期项目建设 

国家开发银行 银团贷款 4.40 2012.6~2037.6 
4号线二期、3号线一期项目建

设 

民生银行 项目贷款 6.00 2015.12~2018.12 
6号线一期、7号线一期项目建

设 

合计 － 24.35 － － 10.00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中债资信整理 

中债资信审查了拟偿还的 5 个银行贷款合同，审查了武汉轨道交通 8 号线二期、21 号线及 27 号线

项目建设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项目批文，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武汉市轨道交通 8 号线二期是武汉交通线网中重要的镇间过江轨道交通骨干线路，设计最高速度为

80km/h。8 号线二期工程起于一期工程终点梨园站，止于三环线南侧野芷湖站，线路全长 17.60km，设

站 12 座。项目的投资按资本金 40%、对外融资 60%配置，项目总投资约为 146.65 亿元，拟使用募集资

金 1.00 亿元。 

武汉市轨道交通 21 号线属于市郊线，设计最高速度为 100km/h，郊区部分站点采用越行运营方式，

实现快线功能。21 号线沿线经过武汉市江岸、黄陂和新洲三个区，线路全长 35.01km，设站 15 座。项

目的投资按资本金 40%、对外融资 60%配置，项目总投资约为 165.64 亿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4.50 亿元。 

武汉市轨道交通 27 号线是三条市域快线之一，工程线路自野芷湖站，沿文化大道、文化路、纸坊

大街自北向南、向东行驶，先后途径洪山区、江夏大桥新区和纸坊老城区，终点为纸坊大街站，线路全

长 13.50km，共设车站 6 座，全部为地下线。项目的投资按资本金 40%、对外融资 60%配置，项目总投

资约为 110.20 亿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4.50 亿元。 

上述 3 个募投项目已获得国家发改委的建设规划批复（发改基础[2015]1367 号），已获得相关部门

关于工程初步设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环境影响报告书、工程建设项目用地等批复，详细批复情况

如表 2。 

表 2：募集资金拟使用项目批文情况统计表 

项目 批文类别 文号、单位 内容 

8 号线二期项目 可研批复 文号 鄂发改交通函〔2016〕6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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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单位 湖北省发改委 

环评批复 
文号 鄂环审〔2016〕15 号 

批准单位 湖北省环境保护厅 

建设用地批准书 
文号 武土资规预审〔2015〕58 号 

批准单位 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21 号线项目 

可研批复/设计批复 
文号 鄂发改交通函〔2015〕315 号、鄂发改交通函〔2015〕407 号 

批准单位 湖北省发改委 

环评批复 
文号 鄂环审〔2015〕263 号 

批准单位 湖北省环境保护厅 

建设用地批准书 
文号 武土资规预审〔2015〕34 号 

批准单位 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27 号线项目 

可研批复/设计批复 
文号 鄂发改交通函〔2015〕314 号、鄂发改交通函〔2015〕405 号 

批准单位 湖北省发改委 

环评批复 
文号 鄂环审〔2015〕264 号 

批准单位 湖北省环境保护厅 

建设用地批准书 
文号 武土资规预审〔2015〕33 号 

批准单位 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中债资信整理 

环保效益方面，轨道交通（以下简称“地铁”）具备载客量大、能源使用效率高、环境影响程度小

等特性。对于有较大客运量需求的城市交通系统而言，地铁因其上述特性，以及运输时刻准点率高、乘

坐条件相对舒适等特点，已成为城市客流群体较为青睐的出行方式，从而降低了出行人员对私家车、出

租车、公交车等其他交通工具的依赖，分担了部分城市客运量。中债资信将分别从节能、温室气体减排、

大气污染物减排效果等三方面对募投项目的环保效益进行论述。 

为测算募投项目的环保效益，中债资信根据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相关指标，以及武汉市地铁历

史运营数据，对募投项目建成并投入运营后的年均客运工作量做出预测，预测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3：募投项目投运后预计年均客运工作量 

募投项目 
设计线路长度

（公里） 

年均客运量（万

人次） 

人均平均乘

距（公里） 

替代其他交通方式客

运工作量（万人公里） 

8 号线二期 17.60  6,177.29  5.50  33,975.09  

21 号线 35.01  12,429.13  7.00  87,003.93  

27 号线 13.50  3,017.64  5.00  15,088.21  

合计 66.11  21,624.06  5.83  136,067.23  

资料来源：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债资信整理并测算 

中债资信对环保效益的分析将从募投项目的节能效果、二氧化碳减排效果和污染物减排效果三个方

面进行。考虑到公司提供资料以及公开资料的局限性，中债资信对于募投项目环保效益的测算1仅为基

于可获取数据的科学推理，而并非专业环评机构现场调研测量的精确结果，实际环保效果取决于项目投

运后实际运营效果。以下测算和分析全部基于以下假设： 

a. 募投项目建成并投运后年均客运工作量如表 2，如出行人员不选择地铁出行方式，预测出行需

求总量不变且将 100%被其他交通方式替代； 

                                                        
1 中债资信测算过程建立在谨慎原则上，测算结果可能低于其他各测算方法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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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武汉市公共交通分摊率目标值已达成2，公交车与私人交通工具（私家车、出租车）的分配系

数是已知的，为 4:6，且在测算期是恒定的； 

c. 同种交通工具在单位时间内（如每天）的载客人数是波动的，但波动服从均值复归原理，即标

准载客数是对波动值的最佳估计； 

d. 假设武汉市公交车载员复归均值为 25 人/车，私家车、出租车载员复归均值为 1.5 人/车； 

e. 不同能源品类的不同交通工具单位平均标准煤消耗量如表 3，标准能耗等同于实际能耗均值，

且在测算期是恒定的； 

f. 路面交通工具（如公交车、私家车、出租车）排放执行欧 III 标准； 

g. 不同能源对标准煤的折算系数、各污染物排放因子是已知的，且在测算期是恒定的；同种交通

工具所消耗的能源品类不同，通过加权可获知该种交通工具的平均能耗，且加权值是平均能耗

的最佳估计。 

（I）募投项目的节能效果 

中债资信采用标准煤衡量募投项目的节能效果，并结合《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08)附

录 A 中数据进行测算。标准煤（亦称煤当量）是一种国际通用的热值标准，即将不同品种的能源按各

自不同的热值折算成每千克热值为 7,000 千卡的标准煤，从而比较不同种类的能源在产生同一经济效用

时的消耗水平。 

表 4：不同能源品类的不同交通工具单位平均标准煤消耗量（gce
3
/人公里）测算表 

交通方式 动力来源 

油耗 气耗 能耗 标煤 标煤/人公里 
与地铁的

节能系数 

节能系数

权重后均

值 L/100km m3/100km kwh/100km gce gce/人公里 

私家车 

汽油 7.22 — — 7,755.16 51.70 41.07 

39.24 电动 — — 20.00 2,458.00 16.39 12.33 

混合动力 6.00 — — 6,444.73 42.96 33.96 

出租车 

汽油 7.00 — — 7,518.85 50.13 39.75 

36.17 
天然气 — 10.00 — 12,721.50 84.81 67.95 

电动 — — 20.00 2,458.00 16.39 12.32 

混合动力 6.00 — — 6,444.73 42.96 33.93 

公交车 

柴油 40.00 — — 48,958.56 19.58 14.92 

15.81 
天然气 — 48.00 — 61,063.20 24.43 18.86 

电动 — — 120.00 14,748.00 5.90 3.80 

混合动力 31.00 — — 37,942.88 15.18 11.34 

地铁 电动 — — 240.00 29,496.00 1.23 — 0.00 

资料来源：油耗、气耗数据引自： 张秀媛, 杨新苗, 闫琰. 城市交通能耗和碳排放统计测算方法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14(6):142-150； 

私家车油耗源自 2014 年度汽车行业协会统计值；私家车、出租车的电耗数据来源于公开信息，并进行统计汇总，中债资信整理并测算 

各交通工具的每百公里标准能耗（包括汽油、柴油、天然气、电力以及混合动力等多种动力）是已

                                                        
2
 根据武汉市交通发展战略研究院 2015 年发布的《武汉市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2015-2021）》，2021 年武汉市都市发展区公交出行分担

率将上升至 35%。据此测算，大型公共交通工具（公交车）与私人交通工具（私家车、出租车）的分配系数分别为 0.40 和 0.60。 
3 “ce”指代 coal equivalent，即“煤当量”,又称标准煤，为能源的统一计量单位，“gce”即克标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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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将该标准能耗与确定的标准煤折算系数相乘，即可计算出不同交通工具、不同能源品类的标准煤

消耗量；将各标准煤消耗量与按照标准载客数估计的客运工作量相除后进行加权平均，即可得出同一交

通工具的单位平均标准煤消耗量（gce/人公里）。由于单位平均标准煤消耗量（gce/人公里）同时考虑

了交通工具与能源品类的差异，是各种预期情景分析结果的综合，故具有较强的可比性。 

经过对私家车、出租车、公交车与地铁的能耗以单位平均标准煤消耗量（gce/人公里）为标准折算

并加权平均后，将之与地铁的平均标准煤消耗量相比较，得出地铁相对于其他交通工具的节能系数。测

算结果为，地铁相对私家车、出租车、公交车的加权平均节能系数分别为 39.24、36.17 和 15.81，即地

铁相对于私家车、出租车、公交车分别节能 97.52%、97.31%和 94.05%。预计募投项目年均可完成

136,067.23 万人公里的客运工作量，将此客运工作量根据假设 b 进行公交车 4 成、出租车及私家车合计

6 成的比例分摊，将节省 48,449.06 吨标准煤，节能效果显著。 

（II）募投项目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减排效果 

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是碳氢化合物完全燃烧的产物。由于路面交通工具多采用汽油、柴油等化

石燃料、且现行尾气净化装置亦倾向于将一氧化碳与氮氧化物等污染物向二氧化碳转化，导致汽车尾气

中二氧化碳浓度很高。二氧化碳吸收地面长波辐射的能力很强，具有良好的热辐射隔绝作用，是全球温

室效应的主要诱因。地铁列车依靠电力牵引，无直接二氧化碳排放，相比于燃烧化石燃料的其他路面交

通工具，具有显著的二氧化碳减排效果。 

地铁替代其他交通工具所节约的能源，也即减少了使用该部分能源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基于前

述节能量的测算，以该部分节能量乘以对应的碳排放系数，可测算地铁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减排效果。根

据公开核心期刊4援引的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推荐的碳排放系数，即 1 吨标准煤完全燃烧产生的“二

氧化碳（CO2）”的“碳（C）”排放系数（单位：吨碳/吨标煤（tc/tce））为 0.67。根据项目可节约

48,449.06 吨标准煤测算，项目将减排 32,460.87 吨碳，即减排 119,023.20 吨二氧化碳，减排效果显著。 

（III）募投项目大气污染物的减排效果 

地铁本身无任何大气污染物的直接排放，地铁替代了部分客运工作量所需要的交通工具，从而减少

了陆上交通工具所产生的大气污染物的绝对值。汽油、柴油、天然气等机动车尾气排放的主要污染物包

括：氮氧化物（NOx）、二氧化硫（SO2）、一氧化碳（CO）、挥发性有机物（以 NMVOC 测度）、颗粒

物（PM10）等。 

本次测算的污染物排放建立在欧 III 排放标准的假设（即假设 f）基础上，原因为武汉市从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国Ⅳ机动车排放标准，考虑到新增机动车会严格执行准入标准，但已有机动车中仍

有低于国Ⅳ标准的机动车，使用符合国Ⅳ标准的燃油未必能完全满足国Ⅳ排放标准，因此中债资信采用

文献中的欧 III 排放标准（即对应国 III 标准）进行相关污染物核算。 

根据前述计算所得的节约能源消耗量及单位能源排放量可以直接测算燃料产生的污染物排放量，但

缺乏考虑行驶工况、排放标准等因素对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量的具体影响，因此，中债资信测算污染物排

放量根据交通系统中的各种机动车在不同排放标准、不同路况和不同行驶状态过程中，其污染物排放存

                                                        
4 于海琴, 李进, 安洪光 等. 火力发电企业 CO2 排放量和减排分析[J].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 2010, 34(3):1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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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差异，并结合交通工具行驶工况、油品质量以及环境温度等诸多因素，建立复杂模型进行测度。具体

而言，中债资信采用污染物排放因子法，根据承担地铁替代客运量所需的其他种类机动车所需的行驶里

程，核算相应的污染物排放量，此即地铁产生的污染物减排量。中债资信选用的污染物排放因子，源自

公开发表的中文核心期刊中的研究数据。文献所确定的排放因子，已经充分考虑了不同机动车、不同排

放标准、城市路况等具体因素的影响，为 COPERT4 模型计算所得。 

中债资信测算了各线路大气污染物的减排效果。表 4 列示了募投项目大气污染物减排指标的计算结

果。 

表 5：募投项目大气污染物减排指标测算表 

募投 

项目 

地铁客运工作量 
NOx 

减排量 

CO 

减排量 

NMVOC 

减排量 

SO2 

减排量 

PM10 

减排量 

年均万人公里 吨 吨 吨 吨 吨 

8 号线 33,975.09  88.06  642.54  206.57  3.53  4.35  

21 号线 87,003.93  225.51  1645.42  528.98  9.05  11.14  

27 号线 15,088.21  39.11  285.35  91.74  1.57  1.93  

合计 136,067.23  352.69  2,573.30  827.29  14.15  17.42  

资料来源：排放因子引用文献：蔡皓, 谢绍东. 中国不同排放标准机动车排放因子的确定[J].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46(3):319-326、

中债资信整理并测算 

由此可见，募投项目三条地铁线的投运每年可降低 NOx 排放量 352.69 吨、CO 排放量 2,573.30 吨、

NMVOC 排放量 827.29 吨、SO2 排放量 14.15 吨、PM10 排放量 17.42 吨，大气污染物减排效果明显。 

需要说明的是，募投项目的节能与减排效果测算是以募投项目全部建成并投运为前提的，考虑到募

投资金仅占武汉轨道交通 8 号线二期、21 号线及 27 号线项目总投资的 0.68%、2.72%、4.08%，募投资

金实际产生的节能与减排效果将小于测算值。中债资信本次测算的节能和减排数据结果，仅用于对本次

募投项目是否为绿色项目的定性判断做定量数据参考。上述测算为中债资信根据发行人提供数据及公开

数据、在前述假设前提下的预测估计值，未来将根据武汉地铁委托项目跟踪需求情况，结合募投项目投

产后运营数据重新测算实际环境效益。此外，参考本次测算结果，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部分

贷款的项目用途也具有相应的绿色属性。从整体上看，本期债券资产池项目符合《绿色债券支持项目

目录》中“4.清洁交通—4.2 城市轨道交通—4.2.1 设施建设运营”的范畴。 

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5】第 39 号《关于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绿色金融债券的公告》及其

附录《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中债资信认为以上项目均具有“绿色项目特征”，相关文件未有与绿

色债券基本要求不符合的情况。 

3. 结论 

基于发行人本期债券的资产池情况，以及其绿色项目的节能环保效益和规范性，参考中国人民银行

公告【2015】第 39 号《关于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绿色金融债券的公告》及其附录《绿色债券支持项

目目录》之规定，中债资信认为本批项目在评估与筛选方面符合绿色债券认证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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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 

1. 审查与调研 

中债资信审查了发行人关于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的相关文件，包括 2014 年 12 月印发的《武汉地铁

集团有限公司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资金管理办法》）及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监管方”）签订的《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账户及资金监管协议》（以下简

称《资金监管协议》），并对发行人管理层及财务部负责人进行了访谈。发行人管理层及财务部负责人承

诺本期中期票据募集资金将专项用于募投的绿色项目。 

2. 认证要素分析 

公司制定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账户设立、资金提取、资金支出、资金偿还等流程做

出了明确规定，适用于所有公司发行的债券。《资金管理办法》要求公司资金账户的设立、募集资金的

提取、支付与偿还均应按照计划执行，并上报集团分管领导、集团总经理等授权人员审批。 

公司签订了《资金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使用专户、偿债资金专用账户的管理方式做出了明确规

定。《资金监管协议》要求公司于本期中期票据发行首日前 5 个工作日开立募集资金使用专户和偿债资

金专用账户，接受监管方对募集资金账户的监管，并承诺账户将专用于本期中期票据募集资金的接收、

存储及划转。募集资金将专款专用，偿债资金将于付息日或兑付日前 3 个工作日，划付至偿债资金专用

账户。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募集资金使用专户和偿债资金专用账户尚未设立。我们认为，应关注上述专

用账户在本期中期票据发行前的开户进度与实际开立时间，以及发行人是否按照兑付协议要求，向偿债

资金专用账户内及时、足额汇入偿债资金。 

此外，就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约定如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期中期票据募集资金用途

进行了变更，且变更后的募集资金用途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则募集资金使用专户中的剩余资金

须按照变更后的募集资金用途进行使用。发行人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将通过中国货币网、上海清算所网站

和其他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指定的平台进行披露。此外，我们关注到公司拟于 2017~2018 年陆续

偿还银行贷款，用于偿债的募集资金存在闲置的可能，中债资信将持续关注公司募集资金（含闲置资金）

的去向及未来使用情况。 

基于上述《资金管理办法》和《资金监管协议》，中债资信认为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符合监管

规定，能够确保本期中期票据募集资金专项用于绿色项目。我们也将关注募集资金在潜在闲置期内的安

排情况。 

3. 结论 

基于发行人在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方面制度的规范性，以及其在《资金监管协议》中所作的承诺，

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5】第 39 号《关于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绿色金融债券的公告》及其附录

《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之规定，中债资信认为发行人在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方面符合绿色债券认证

的基本要求。 



 

8 

 
2017 年绿色债券评估 

绿色债券第三方评估报告 

 

（三） 信息披露与报告 

1. 审查与调研 

中债资信审查了发行人关于信息披露与报告的相关文件规定，包括《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债务融

资工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和《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期中期票据募集说明书》中有

关信息披露的条款，并对发行人的管理层和财务部负责人就该部分内容进行了访谈，管理层和财务部负

责人承诺将严格执行公司信息披露相关制度与发行文件中关于信息披露的要求。 

2. 评估要素 

《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和《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期中期票据募集说明书》中的信息披露条款符合银行间交易商协会对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的要

求。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和财务报告披露频率和内容方面，发行人承诺将于每年 4 月 30 日前披露上一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项目简介、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母公司会计报表；每年 8 月 31 日前，披露本

年度上半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半年报和项目简介。 

3. 结论 

综合考量以上各方面因素，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5】第 39 号《关于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

绿色金融债券的公告》及其附录《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之规定，中债资信认为发行人在持续信息披

露与报告方面符合绿色债券认证的基本要求。 

（四） 组织与治理 

1. 审查与调研 

中债资信了解了发行人的治理结构，审阅了各项管理制度和当前发展战略相关文件，包括《武汉地

铁集团有限公司资金管理办法》、《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武汉

地铁集团合同管理办法》、《武汉地铁集团招标管理实施办法》，并对发行人的管理层、建设事业总部、

总工办、计划合约部、财务部等部门负责人就公司管理和战略方面进行了访谈。 

2. 认证要素分析 

公司设置有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制定了相关议事规程与职责权限，三会制度较为完善。作

为武汉市国资委下属企业，公司非职工董事、监事及高管主要由省国资委委派或推荐。日常资金管理及

融资管理方面，公司制定了《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资金管理办法》；投资方面，公司建设性投资依据

武汉市年度城建计划和集团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开展，项目的筛选由武汉市政府机关负责。整体看，公司

组织结构较完善，内控制度较为健全。 

截至 2017 年 3 月末，公司已完工通车线路 6 条，在建线路 11 条。公司未来发展以《武汉市人民政

府关于进一步加快轨道交通建设发展的意见》（武发【2013】2 号文件）为依托，加强对轨道交通沿线

地下空间、站点、停车场、车辆段的综合开发，对能够与轨道交通建设同步实施的上盖物业及地下空间，

将同步开发建设。从公司定位及发展战略来看，未来公司主营业务与投资仍将保持在清洁交通方面。 

3.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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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量以上各方面因素，中债资信认为公司具有良好的组织与治理结构，有助于公司组织绿色债

券的发行。 

四、 认证结论 

通过对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在项目评估与筛选、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信息披露与报告以及组织

与治理四个方面的表现进行考量分析，评估各方面的核心关注点，中债资信认为已对公司本次中期票据

在项目评估与筛选、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信息披露与报告以及组织与治理等方面进行了充分、适当的

调研、取证和分析。中债资信参考了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5】第 39 号《关于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

绿色金融债券的公告》及其附录《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相关自律规则

要求，认为截至 2017 年 7 月 10 日，本期中期票据在上述方面符合绿色债券认证的基本要求，能够保证

募投资金用于清洁交通类的绿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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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发行人管理层职责 

发行人管理层应当对以下事项负责： 

（一）在涉及到本期债券资金用途的相关工作方面时，管理层应确保其编制、列报和

实施符合评估标准对于资金用途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二）涉及到本期债券有关政策和内部控制（包括项目评估与筛选、募集资金使用与

管理、持续披露与报告、组织与治理）的工作时，管理层应确保其设计、实施和有效运行

符合评估标准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三）针对有关本期债券收集、准备和披露，管理层应建立适当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

制，避免出现因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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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认证报告声明 

（一）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债资信”）对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2017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的第三方评估，是以绿色债券发行相

关制度和中债资信绿色债券第三方评估方法为依据，在充分、合理的调研、取证及分析的

基础上，针对评估内容是否在所有重要方面符合评估标准实施的评估，并出具评估结论。

但是评估过程存在一定局限性，如，评估只针对选定的信息进行审查，可能难以发现未审

查部分的欺诈、违规等行为。 

（二）本评估旨在就本期拟发行债券的资金用途、资金管理及信息披露等方面提供第

三方评估意见，仅在上述领域提供信息支持。 

（三）中债资信及其相关评估人员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评估客观、独立、

公正的关联关系；本报告的评估结论是中债资信依据合理的内部评估标准和程序做出的独

立判断，中债资信有充分理由保证未因发行人和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的不当影响改变评估

意见。 

（四）本评估意见不被解释为对相关债券投资决策的任何示意或担保，在任何情况下

本评估报告均不可作为对投资价值、信用风险及募集资金用途实际情况的解释或担保。 

（五）本评估报告是基于发行人所提供信息得出的结论，其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

准确性由发行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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