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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论  



1.1项目提要  

1 .1 .1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哈尔滨市某某生态农业观光园建设可行性研

究报告  

1 .1 .2项目建设单位、法人代表、所有制形式  

项目建设单位 :哈尔滨某某蔬菜科技专业合作社  

恒祥集团  

法人代表 :李殿奎  

马天骄  

注册资金 : 8000万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1 .1 .3项目建设方案  

1 )建设地点 :  

农业生态观光园坐落于哈尔滨道里区太平镇某某村 ,紧

邻松花江和湿地鸭子圈，生态环境极好。  

2 )建设性质 :新建。  

3 )建设规模 :  



某某生态观光园以生态开发为宗旨，集种植、养殖、旅

游休闲为一体的绿色生态园区，为确保产品优质高产，

生态园聘请农业专家为技术指导，将畜禽的养殖、果树

、蔬菜的种植与销售，以及观光休闲集于一体，形成“

可览、可游、

1 

可居”的环境景观和集“自然—生产—休闲—康乐—

教育”于一体的景观综合体，发展体验农业与观光农业

相结合的特色旅游。建设总面积为800亩。  

4)建设期限 :为3年。  

5 )建设内容 :  

第一阶段 :前期准备阶段。  

?调查摸底  

?规划设计  

?项目申报  

第二阶段 :项目主体工程建设阶段。  

?智能化观光农业温室  



?日光节能温室、塑料大棚、种养结合日光温室。  

?入口迎宾区、管理服务区、水上观光区 (鱼池等 )、农

家乐区、民族风情园等。  

第三阶段 :项目配套工程建设阶段。  

?采摘园 (果园、菜园、花圃、百草园 )建设  

?园林绿化  

?道路建设、停车场  

?基础配套设施 (滴灌系统、配电所等 )  

1 .1 .4投资估算和资金筹措  

项目估算总投资1亿元，自筹资金8000万元，申请资

金2000万元。  

2 

1 .2可行性报告的编制依据  

,  

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

建

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 ;  



,  

国农办 [2008]208号，关于2009年农业综合开发产业

化

经营项目实行财政补贴的指导建议 ;  

,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和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若干条

文

的解释 (财发字 [1999]  57号 ) :  

,  绿色无公害农产品的标准GB/T 15673-1995 ;  

,  2009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申报指南 ;  

,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建设实行标准》 [ (94)国农综

字第28号 ] ;  

,  

全国农村经济发展“十一五”计划和2015年远景目标

规

划。  



,  

黑龙江省农村经济发展“十一五”计划和2015年远景

目

标规划 ;  

,  哈尔滨市农业发展总体规划 ;  

,  项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 ;  

1 .3综合评价  

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示范区产业规划，可以调

整地区农业产业结构的需要，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带动

农民增收。  

生态农业观光旅游是旅游业发展一个新方向，一方面拓

宽了旅游业的广度，为旅游活动增添了新景观，有助于

生态保护和环境优化，使环境恢复魅力，永保秀丽 :另

一方面改

3 



变了传统的农业生态结构，优化了农业经济的组合，开

拓了农业和土地被利用的新领域，强化农业自我积累、

自我发展的运行机制，增加农产品的商品量和农业附加

值，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新型农业的转变，是振兴农村

经济、优化农业结构的有效措施。围绕建设旅游大产业

、面向旅游大市场，进一步调整优化农业结构，通过生

态农业园的建设，引导和推动哈市农业结构调整。  

4 

第二章  项目背景  

2 .1项目背景  

生态观光农业是一种以农业和农村为栽体的新型生态旅

游业。近年来，伴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现代农业不

仅具有生产性功能，还具有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人们

提供观光、休闲、度假的生活性功能。随着收入、闲暇

时间的增多，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竞争的日益激烈，人

们渴望多样化的旅游，尤其希望能在典型的农村环境中

放松自己。于是，农业与旅游业边缘交叉的新型产业

—

观光农业应运而生，拓展了农业发展的新空问，开辟了

旅游业发展的新领域。  



生态观光农业园主要是以发展养殖、种植园为最主要的

经营项目，养殖和种植品种力求做到新、奇、特。在养

殖品种中，可引入市场销售情况较好、人人爱吃的动物

及特色品种。种植项日应引进速生、抗病丰产、好看、

好吃，或外观奇特的产品。在生态观光农业园内游客不

但可吃到各种山珍野味，品尝到珍奇水果、蔬菜，还能

看到各种动物表演，同时还能烧烤、垂钓、采果、制作

栩栩如生的标本，使农产品在各种休闲、参与的项目中

就地消费。利润和效益足普通种养业的5至10倍。  

生态农业观光园不是人们通常所述的与生态农业、旅游

农业、高效农业等同意义上的生态农业观光，它是在现

代农业

5 

基础上，集合现代农业建设的实践经验，迎合社会经济

发展和人们情趣变化的需要而提出的。生态农业观光园

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区域优势为基础，以高新示范园区

为桥梁，以产业化经营为主线，融直接效益与观赏效益

、长远效益与社会效益为一体的现代农业新体系。  

生态农业观光园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趋势，有着丰厚

的社会基础。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收入水平

迅速提高。在解决温饱之后，人们别吃穿以外追日益增

多，日趋多样，这是观光农业发展的主要基础。与此同



时，节假日的增多，双休日的实行，为人们外出休闲、

观光旅游提供了大量的时问。从人们旅游情趣多向性来

看，追求田园式的生活情趣是个重要的发展趋向。而现

实中，这样的景点场所显得相对匮乏，这就为生态农业

观光园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市场。  



黑龙江省是我国的农业大省，在哈尔滨间由国家粮食储

备基地。在“十一五”总体规划中，对“粮食、蔬菜、

水果、禽畜产品、水产品的储藏、保鲜和工”等若干与

农业资源开发相关的产业列在了首要的位置。哈尔滨气

候凉爽，水资源丰富，处于松嫩平原，世界珍贵的黑土

带，劳动力廉价，在农业及其相关产业方面具有比较优

势。哈尔市正在加大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对农业新科技

的需求极为迫切。  

哈尔滨市是旅游大市，无论是从自然生态还是自然风

6 

光、历史文化，以及少数民族风情，都有独特的地方。

具有冰雪旅游资源、避暑旅游资源、历史文化名城与爱

国主义教育资源、湿地旅游资源、边境旅游资源、历史

遗迹和民俗风情旅游资源等。2009年，接待国内外游

客3772 .9万人次，同比增长24 .9%。其中接待入境游

客人数24 .0万人次，入境创汇14540 .3万美元 ;接待国

内游客人数3748 .8万人次，收入300 .3亿，旅游总收

入310 .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6 .2%。所以在哈尔滨

市发展农业生态旅游势在必行。  



哈尔滨市道里区太平镇某某村属于松嫩平原，紧邻一江

一湖一湿地的丰富农业资源再加上优越的地理交通条件

，并结合太平镇“五园”建设，为生态农业观光园的发

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某某镇政府与某某蔬菜

科技合作社、恒祥集团抓住机遇决定在某某镇兴建生态

农业观光园，实现某某村的可持续发展。总面积约为8

00亩。  

2 .2项目建设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及其意义  

2 .2 .1项目建设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生态农业与现代农业在概念和内涵上是相辅相成的。现

代农业是农业发展的方向和新的历史阶段，在突出现代

高新技术的先导性、农工科贸一体性、农业开发的多元

性和综合性的基础上，强化资源节约、环境零损害的绿

色性。生态农业实质上是生态化的现代农业。生态农业

的发展既符合农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又符合农业

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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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向，也符合农村社会人文发展的方向。因此，生态

农业是一种可操作、可实现的现代农业，是中国农业发

展的方向。  



现代生态农业不仅具有生产性功能，还具有政善生态环

境质量，为人们提供观光、休闲、度假的生活性功能。

人们对良好的乡村环境所形成的森林浴、郊野露营、观

光采摘等消遣休闲活动的渴望和追求，满足了自身回归

自然的心理需求，缓解了繁忙的城市生活中所带来的紧

张感和压迫感。人们渴望多样化的旅游，尤其希望能在

典型的农村环境中放松自己。于是，农业、农村与旅游

业边缘交叉的新型产业——

生态观光农业应运而生。可以肯定，生态观光农业是非

常具有前景的现代农业，但需要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

预期目的。  

发展生态农业是造福子孙后代的事业，江泽民同志在党

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 :“我国经济发展必须实现两大战

略，即可持续发展和科教兴国战略”。某某农业生态观

光园提出的建设生态规划方案，正是贯彻党的十五大精

神，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举措。某某农业生态观光园

强化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和多样性，将农业系统各组分

、各链条的有机整台，对不同产业之间进行有机耦合，

把初级农产品生产 (与其后续性加工的紧密衔接等，并

根据生态、自然、经济、社会、市场条件，发展高效实

用的生态农业模式。  

2 .2 .2项目建设的意义  



2 .2 .2 .1观光农业旅游项目的出现是后工业文明社会渴

望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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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的同归自然的旅游主题。  

今天，已拥有了辉煌工业文明的后工业社会，却正在失

去与自然的和谐相依 :熙攘的城市、忙碌的身影、林立

的高楼大厦疏远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距离，紧张、烦

躁压迫着现代人的神经，于是“生态热”、“休闲热”

成为都市人的追求和渴望，而与此强烈对照的乡村田园

扑面而来的泥土气息与花香、一望无垠的大地、纯朴的

农民、清新的绿色食品则构成了一种强烈的诱惑。另外

，目前我国城市居民与农村的千丝万缕的血缘联系，加

之过去“上山下乡”的历史经历，寻根的潜意识驱使他

们寻找一个恰当的时机与方式重新体验过去生活，于是

旅行社的“当一天农民”、“插队落户”等项目一经推

出，即产生了强烈反响。  

2 .2 .2 .2高效益的观光农业，为我国传统农业的现代化

提供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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