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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1.1.1 概况 

  某某市XX清真乳业有限公司是1998年由原银南外贸公司下属

的乳品厂破产后改制而成立的一家民营企业。公司经过近十多年的发

展,已经由一个单一的乳品加工企业发展成为集奶牛养殖、乳品加工、

生产、营销于一体的综合性乳品企业。公司先后在灵武市大泉林场建

成奶牛养殖园区1座,在某某市南环西路58号建成占地亩的奶粉生产

厂 1 座。现公司拥有固定资产 6000 多万元,总资产已达 7100 万元,

建筑面积 3500 平方米,现有奶粉生产线一条,并配套装备了生产性能

先进的全面质量监督设备,两台 4吨蒸汽锅炉可交替运行;110 米深水

井和 35 米高的供水塔为公司提供可靠的水源,奶粉生产线可达到日

处理鲜奶60吨,并且生产厂区还有500平方米的备用车间为今后新产

品开发提供了较大的空间,生产厂区现年产无抗奶粉 1500 吨、脱脂奶

粉 1000 吨、全脂奶粉 1000 吨,产值可达 7000 多万元。产品畅销北京、

天津、上海、浙江、江苏、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十几个省、市、

自治区,且供不应求。公司创办以来,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形式,

实行农工商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生产经营模式。公司成立以

来本着“以人为本,恒心创业”的企业精神,凝聚了一批技术复合型人

才,公司24名员工,平均年龄 30岁,大专以上人员5人,高级职称2人,

具有创新意识强、综合素质高等特点,管理人员、技术开发人员、生

产、销售人员的比例分别为 16.7%、25%、37.5%、20.8%,中层干部平



均年龄 35 岁,均为大专以上学历,具有中级职称的占 25%,年富力强,

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和业务素质。 

1.1.2 财务状况 

  某某市某某区 XX清真乳业有限公司资产总额达 7100 万元,截

至目前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000万元,2008年企业流动资产2270万元,

净资产6700万元,企业负债总额400万元,2007年实现销售收入4500

万元,净利润 270 万元,净资产收益率 15.5%,投资报酬率 27%。 

1.1.3 法人代表基本情况 

   公司法人某某,1960 年 12 月出生,今年 47 岁,高中学历。

2001-2002年连续两年被某某市人民政府评为“优秀民营企业”。 2004

年被自治区卫生厅评为“食品卫生等级 A级单位”,2005 年被某某市

推选为“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2006 年初被自治区食品安全委

员会确定为“全国食品安全体系建设试点企业”,2007 年被农业发展

银行宁夏分行授予“AAA”诚信企业,2008 年经自治区商检局验收合

格,成为某某地区乳品行业第一家取得出口卫生许可证的企业, 2008

年,被上级主管部门评为首批某某市乡镇企业及农产品加工企业“诚

信企业”,同时被农业发展银行宁夏分行授予 2008 年度“AAA”诚信

企业,2003 年总经理某某同志被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全区优秀民营

企业家”称号。 

1.2 项目建设方案 

1.2.1 项目名称 

   5000 头高产奶牛繁育场建设项目 



1.2.1.1 项目性质 

   新建 

1.2.1.2 项目建设地点 

   宁夏回族自治区某某市某某区金银滩优质奶牛核心园区 

1.2.2 建设规模及产品方案 

   项目建设总规模为站地 537 亩,集高产奶牛快速繁育、全混合

日粮加工调制(青贮制作、干草仓储、精饲料加工)、粪污处理于一体

的高产奶牛繁育生产基地。新建标准化牛舍 37 栋,总建筑面积

49154.0 平方米。奶牛存栏达到 5000 头以上,年生产原奶 23000 吨以

上。 

1.2.3 项目主要建筑物及设备名称 

   (1)新建成奶牛舍 24栋,26320 平方米,运动场 52640 平方米; 

  (2)青年牛舍 5 栋,5676 平方米,运动场 10320 平方米; 

   (3)育成牛舍 3栋,3164 平方米,运动场 5424 平方米; 

   (4)犊牛舍 2栋,2034 平方米,运动场 904 平方米; 

   (5)产牛舍 2栋,2160 平方米; 

   (6)病牛舍 1栋,1080 平方米; 

   (7)新建挤奶厅、待奶厅 2 座,总建筑面积 2880 平方米; 

   (8)饲料仓库及加工车间 2500 平方米; 

   (9)新建大型青贮池 2 座,30000 立方米;新建干草棚 1200 平

方米; 

   (10)兽医化验室 250 平方米; 



   (11)变配电室 120 平方米; 

   (12)车库 120 平方米; 

(13)行政办公室、食堂、宿舍、浴室等公共设施 1200 平方米;(14)

粪污及污水处理设施 50立方米。 

    表 1-1 项目基础繁育奶牛与主要设备名称 

繁育奶牛与性控冻精引进 头 2000 头 5000 枚性控冻精 

挤奶设备 套 4 

全混合日粮机 台 2 

大型铡草机 台 6 

中型饲料加工设备 套 1 

贮奶罐 套 2 

人工受精仪器设备 套 1 

水路部分 米  5300.0 

兽医诊断仪器 套 1 

污水处理设备 套 1 

锅炉房设备 台 1 

锅炉主机 台 1 

锅炉辅机   1 

变配电设备 套 1 

电子地磅 台 1 

1.2.3.1 项目建设期限 

   项目建设拟在 2009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三年间完成。 



1.3 投资结构及资金来源 

1.3.1 投资结构 

   项目概算总投资5448.78万元。其中:建设投资5132.94万元,

建设期利息 15.93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300.00 万元。 

1.3.2 资金来源 

   项目总投资 5448.78 万元。其中:企业自筹 2448.78 万元,占

总投资的 44.94%;申请中央财政补贴资金 80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14.68%;自治区财政配套 15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2.75%;市级财政配

套 5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0.92%。 

1.4 效益评价 

1.4.1 经济效益 

   项目计算期为10年(含1年建设期),项目建成后,稳定年销售

收入 5296.9 万元。年均产品销售收入 5210.16 万元,年均总成本

2653.71万元,年均向国家上缴所得税523.88万元,年均利税2556.45

万元,年均净利润 2032.56 万元。 

1.4.2 财务评价 

   主要财务评价指标如下: 

   1.财务净现值 NPV为 858.8 万元,以 10%的折现率为基础; 

   2.动态投资回收期 4.92 年(含 1年建设期)。 

   3.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3.87 年(含 1年建设期)。 

   4.所得税后投资利润率为 37.3%。 

   5.所得税前投资利税率为 38.45%。 



   6.借款偿还付息期为 3.12 年。 

   从财务评价的主要技术经济数据及评价指标看,项目的各项

技术经济指标均优于行业基准指标。该项目建成后当年即可实现年销

售收入达到1721.54万元,达产的第5年实现销售收入5955.98万元,

年实现净利润 2293.76 万元,年均缴纳所得税金 523.88 万元,。同时

可以满足普通市民对安全、卫生、绿色、放心、清真肉食品的需要,

保证乳品供应的安全,社会效益显著。从财务指标看项目是可行的。 

1.4.2 生态效益 

   项目建成后,每年为邻近的牛粪加工企业提供 13600 吨鲜牛

粪,可加工生产近 5000 吨左右的有机生物肥料。牛是草食家畜的典型

代表,可广泛利用农副作物秸秆和牧草,加快粮食和农作物秸秆的转

化,通过“过腹还田”防止了大量秸秆堆放、焚烧造成环境和大气污

染等现实问题,促进农业生态的良性循环。生产中的饲草、饲料和鲜

奶及奶制品都为无毒、无害、无污染的天然生物品,符合绿色食品生

产的要求。牛粪便经化验分析含氮 3.37%,磷 1.04%,钾 1.4%,并含锌、

硼、锰、镁、铜七种微量元素。有机质 82%,施用以牛粪为主要原料

的高效生物有机肥不仅能增肥地力,增加农作物产量、提高农产品品

质,还能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改善土壤结构,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促进

种植业的可持续发展。 

1.4.3 社会效益 

   本项目建设的实施,除了能够获得比较好的经济效益外,社会

效益也十分显著。对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及某某市政府有关促进奶



产业发展政策有重大推进作用,将极大地推进某某市区奶产业向纵深

方向发展。尤其是将有力地带动某某市区奶牛养殖业向集约化、规模

化、牧场模式方向发展,将使某某市区的奶产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不仅如此,本项目的建设,将使饲草尤其是青贮玉米的种植、饲料加

工、生物有机肥料生产、乳品加工等行业大受其益,可以使这些行业

与本项目一起发展,这是非常大的间接经济效益。而且还可以解决就

业门题。项目建成后,提供了新的劳动就业场所,为下岗职工和剩余劳

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本项目需人员 215 人。主要考虑接受贫困地区

剩余劳力、下岗待业员。这对解决下岗待业人员的家庭困难,帮助贫

困家庭解困,促进民族团结,稳定社会积极的作用。 

   项目投产后,国家及地方收取的税金年均为 523.88 万元,整

个经营期累计税金为 5238.84 万元,接近项目总投资的 1 倍。不仅每

年可向乳品企业提供优质鲜奶 23000 吨以上,而且还可为周边奶农提

供 1000 多头的高产优质后备犊牛。 

1.5 项目报告编制依据 

    [1]国家财政部农业综合开发办《2009 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

产业化经营项目申报指南》的有关要求; 

    [2]国家财政部农业综合开发办《2009 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

产业化经营项目实行财政补贴的指导意见》; 

    [3]国家财政部农业综合开发办《农业综合开发农业专项项

目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有关规定;[4]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同类建

设项目投资的基本数据;[5]某某市农业综合开发领导小组《关于申报



2009 年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的通知》;[6]某某市某某区

2007 年统计年鉴。 

1.6 综合评价 

   项目建设目的明确,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及市场需要。本

项目具有严格的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和完善的组织保障体系及成熟的

技术保障措施。项目以经济效益为主,兼顾生态、社会和环境效益,

突出经济效益性。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宁夏奶牛最集中的某某市某某区

金银滩优质奶牛核心园区内。项目通过引进美加系纯种荷斯坦奶牛性

控冻精,应用先进的挤奶、饲草料料加工、奶牛场计算机智能管理系

统、自动饲喂等设备,实现高产奶牛的快速扩繁增效,建立现代奶牛健

康养殖示范样板。项目建设规模适度,工艺成熟,技术先进,方案切实

可行,对推动某某市高产奶牛养殖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促进实施《某

某市奶产业发展规划》,提升奶产品生产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建立优势

特色奶产品生产基地,有效增加农民收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章背景及必要性 

2.1 项目建设背景 

    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实现这个宏伟的目

标,首先要让农民富起来,而农民致富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发展养殖

业。奶产业是现代畜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畜牧业中产业

链条最长的中轴产业,它上联加工业,下联种植业。不仅是农业和农村



,而且是建设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产

业。大力发展奶产业,进一步加快推进畜牧产业化,对保障国家食物安

全、增加农民收入、改善人们膳食结构、提高国民体质,对促进农业

结构优化升级、推进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极为重

要的战略作用。 

  某某市区地处宁夏平原中部,黄河中上游,位于东经 104°

10'~107°39',北纬 35°14'~39°23',属典型大陆性气候。从纬度上

看,位于世界公认的奶牛适宜分布带上。全区辖 10 个乡镇和 1 个管委

会,土地总面积1112 平方千米。总人口 35.8万人,农业人口占 69.6%,

其中回族占 55.2%,是宁夏主要的回族聚居区之一。年平均气温 8.8℃,

年降水量 193毫米,耕地2.65万公顷,土地肥沃,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每

年稳定在 1.5 亿千克以上,是宁夏农业核心区。独特的地理、气候条

件和丰富的资源条件,对发展畜牧业十分有利,尤其是发展农区奶业

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是宁夏发展奶牛养殖最早和发展速度最快的地

区。 

   “十五”以来,某某市区奶产业在各级政府大力支持和广大养

殖户的共同努力下,奶牛存栏数和鲜奶产量年均递增率均保持 20%以

上,保持了快速发展的势头,对当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

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到 2008 年底,荷斯坦奶牛存栏达到 15.3 万

头,成母牛 9.1 万头,鲜奶总产量 48.5 万吨,成母牛年均单产 6150 千

克,奶业产值 11.6亿元,占畜牧业产值的 70%。奶牛养殖户 14680户,

奶业从业人员 5.1 万人,农民人均奶业现金收入达到 2200 元,占农业



45%。针对奶牛养殖“大规模、小群体、分散经营”

的现状,某某市区加大标准化奶牛养殖园区和机械化挤奶台建设力度,

建成奶牛园区 102 个,机械化挤奶站 172 个,奶牛“出户入园”及机械

挤奶的迅速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奶牛饲养的专业化、集约化和标准化进

程,确保了鲜奶质量,提高了整体竞争力。同时,有国家级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宁夏新华百货夏进乳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娃哈哈集团的恒

枫乳业公司为核心的乳品加工企业16家,日加工鲜奶1100多吨,年产

值 8.5 亿元。奶业龙头企业的快速发展和壮大对奶产业的发展起到了

重要的推动作用。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某某市区奶产业初步形成了

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产、加、销协

调发展的新格局,成为壮大县域经济,持续稳定增加农民收入的支柱

产业。 

   近年来某某市区奶牛数量增长很快,但与国际、国内奶牛养殖

水平较高的地区相比依然有很大的差距。由于长期以来分散饲养和传

统观念的影响,广大奶农饲养奶牛只重眼前利益,而忽视奶牛的选种

选育工作,再加上简单的饲喂方法和单一的饲草料,造成奶牛群体品

质和整体生产水平不高,科学规范的饲养管理技术普及面不广,制约

了奶牛高效养殖以及现代奶业生产方式的转变。虽然从 2002 年以来

我们实施了宁夏奶牛品种改良项目以及国家奶牛良种补贴项目对奶

牛进行改良,单产和鲜奶品质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和世界奶业发

达地区相比差距较大。同时在奶牛单产较低的时候我们通过奶牛品种

改良实现了单产较大幅度的提高。目前某某市区奶牛单产达到 6150



,但单产从6000多千克提高到8000千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没有

尖端的技术作支撑是很难实现的。 美国和加拿大是最早实施“牛群

遗传改良计划”通过奶牛生产性能测定、定期良种登记、公牛后裔测

定技术以及繁殖生物技术(冷冻精液和胚胎移植)。经过约半个世纪的

工作,使两国牛群的平均产奶量从不足5000千克一跃接近9000千克。

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好的牛群。同期欧洲国家也实施了各自的改良计划,

使牛群的生产水平大幅提高。因此,通过建设某某市 5000 头高产奶牛

园区,实施奶牛快速扩繁及奶牛群改良技术,加快奶牛群体改良步伐,

快速扩大优质高产奶牛核心群,并配套推广科学规范化的饲养管理技

术是进一步提高某某市区奶牛生产水平及牛奶品质,加快奶产业由数

量型向效益型、由粗放型向集约化经营的转变。  

2.2 项目提出依据 

   [1]《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 

   [3] 国务院下发的《关于促进奶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  

   [4] 国务院下发的《奶业整顿和振兴规划纲要》;  

   [5] 宁夏区党委、政府《关于加快畜牧业发展的意见》; 

   [6] 宁夏畜牧业“十一五”规划及 2010 年远景规划; 

   [7] 自治区党委政府提出的《奶产业发展条例》; 

   [8]某某市委政府出台的《关于强化农业基础,建设“十大”

基地促进农民增收的实施意见》;  

   [9]某某市委政府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十大农业产业基地的



; 

   [10]某某市委政府制定的《某某市奶产业发展规划》; 

   [11]某某市委政府制定的《2007-2010 年畜牧业发展规划》 

2.3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2.3.1 是落实中央支农惠农政策的现实需要 

   自 2004 年以来,中央连续出台了“1号文件”,采取一系列更

直接、更有力、更有效的支农惠农政策措施支持奶产业的发展,先后

实施奶牛良种补贴、优质奶牛后备牛饲养补贴、奶牛政策性保险等支

农惠农政策,旨在加快推进奶牛养殖业的产业化进程。2007 年 9 月国

务院出台的(国发【2007】31 号)《关于促进奶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

见》中,明确指出要加强奶牛良种繁育,加大良种推广力度,优化奶牛

群体结构,不断提高奶牛单产水平。到 2012 年,力争奶牛良种覆盖率

提高到 60%,奶牛平均单产水平提高到 5.5 吨。同时要推进养殖方式

转变,提高原料奶质量。通过发展规模养殖小区(场)等方式,加快推进

养殖环节的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逐步解决奶牛养殖规模小而散

问题。到 2012 年,奶牛规模养殖的比重要有较大幅度提高。把提高原

料奶质量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努力提高原料奶的乳脂率和乳蛋白含

量,降低菌落总数。大力推广科学饲养技术,加强饲草料基地建设,扩

大青贮饲料生产。加快普及机械化挤奶,减少生产环节的污染。本项

目的实施,通过中央财政补贴支持进一步加快良种繁育、推进养殖环

节的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培育某某市高产奶牛核心群的建设,

发展壮大奶产业,是落实中央支农惠农政策的现实体现。 



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客观需要 

   近年来,某某市紧紧围绕自治区优势特色农产品区域规划,认

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一系列扶持“三农”的政策措施,

借助于国家优质后备母牛补贴项目、奶牛良种补贴、奶牛保险项目等

政策资金,以某某市区为重点,创新机制,强化措施,着力打造全国“塞

上江南生态乳都”,奶业生产继续保持了稳定发展态势。奶产业不仅

是宁夏确定的农业主导产业和优势特色产业,而且是某某市确定的支

柱产业。目前存栏奶牛 15.3 万头,占宁夏奶牛存栏总数的 46.8%。奶

产业是某某市某某市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农民人均纯收入中

来自奶产业的收入为 2500 元,占农民人均纯收的 56%。同时奶产业的

发展也极大地带动了种植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关联产业的发展。年种

植青贮专用玉米 10 万多亩,种植优质苜蓿 4 万亩,种植黑麦草、饲用

甜菜等其它饲料作物 2 万多亩。奶产业还带动了印刷包装业、饲料加

工及饲料配送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因此,奶产业是某某市乃至宁夏

产业链条最长、产业关联度最大、产业化发育程度最高的优势特色主

导产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靠农村产业发展支撑。实施该项

目,加快奶牛的快速扩繁生物技术示范推广,提高奶产业综合生产水

平,促进奶产业跨越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对于当地加快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2.3.3 是建设宁夏奶产业带的需要 

   宁夏地处我国西北内陆东部,环境适宜,饲草料资源丰富,是

西北农区最适宜发展奶牛养殖业的地区之一,《宁夏优势特色农产品



一。某某市区是宁夏优势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中奶产品生产的核心区

域,奶产业是某某市区农业的主导产业,在农业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

的地位,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的势头,从2000年到2008年奶牛

养殖量增长了 4 倍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已成为农业经济中最

具发展潜力的产业和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为了整体提高某某市区奶

产业发展水平和发挥更大的示范带动能力,自治区在基地建设、科技

创新、产业化经营等方面给予了极大的倾斜性支持。该项目的实施,

将提高某某市奶牛养殖的科技水平,带动全自治区奶业的发展,对于

宁夏奶产业带的建设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3.4 是现代奶牛养殖技术的客观需要 

   某某市区的奶牛养殖已有 20 多年的历史,广大养殖户积累了

较为丰富的养殖经验。特别是近年来在政府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实

施“出户入园上挤奶台”工程,现在 45%以上的奶牛进入养殖小区进

行饲养,主要通过冷配技术对奶牛品种进行改良,示范了青贮饲料饲

喂技术和配合饲料饲喂技术,加强了疫病综合防治,奶单产有了较大

幅度的提高,目前奶单产平均达到 6150 公斤,鲜奶质量也有了一定的

提高。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制约着奶产业的发展。一是传统的人工

授精技术无法控制奶牛性别,公母犊价格差别很大,导致经济效益的

不可预测性。二是奶牛饲喂技术过分重视精饲料而轻视粗饲料,造成

奶牛代谢疾病增加。三奶牛养殖场信息化管理技术没有完全建立起

来。进一步提高奶牛产量和鲜奶质量,迫切需要创新奶牛养殖技术,



提高奶牛养殖经济效益。 

2.3.5 是进一步增强当地农业综合势力的需要 

    一个地方奶业的振兴依赖于当地的乳业龙头企业的壮大,在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信息瞬息传播,奶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某某市某

某区虽然已有 16 家乳品加工龙头企业,并有、娃哈哈集团、夏进这样

在全国知名的大型乳业集团,但其产品质量及规模在国际、国内乳业

市场中仍缺乏竞争力。这对于保护产业链条另一端的农民是十分不利

的。同时,也对农民奶牛养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必须快速增加高

产奶牛的繁育,快速提高奶牛养殖的科技含量和生产水平,从而降低

生产成本,提高奶牛养殖的生产效益。 

2.3.6 是提高奶牛品质的客观需要 

   奶业发达的国家在奶牛品种选育上已形成一整套综合配套体

系,广泛应用了性控冻精、胚胎移植、线性鉴定、DHI等先进技术,处

于宁夏奶牛最为集中的某某市某某区在这一领域中与国际、国内奶产

业相比差距较大,并正日益成为某某市某某区奶产业发展的主要障碍

因素。大部分散养户的奶牛还存在一定的性状缺陷,突出表现为产奶

水平低、维持产奶高峰期短、鲜奶质量不达标、奶牛生产利用期短、

综合生产水平有限等,直接导致高投入、低产出。奶牛种质资源不足,

尤其是优质高产奶牛数量少,发达国家单产达到 10000 公斤的奶牛占

群体的46%,而某某市某某区奶牛单产平均在6000公斤左右。近几年,

在自治区畜牧站的大力支持下,从品种繁育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

技术服务、设备改进上,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但受资金、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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