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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总论  

1 .1项目背景  

1 .1 .1项目名称及项目单位  

1 .1 .2项目单位概况  

1 .1 .3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的依据、原则和范围  



1 .  编制依据  

（1）《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国家发改委第40号令） (2

005

年本 )；  

（2）《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试用版）》（中国电力出

版社2002

年3月出版）；  

（3）《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25号）；  

（4）《广东省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实施方案（修订版）》（粤

府办

[2005]15号）；  

（5）《生猪定点屠宰厂（场）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  

（6）广东省《关于组织申报省级生猪屠宰整治专项资金的通

知》

（粤经贸整规„2008 ‟901 ）  

（7）国家及地区的有关政策、法令和法规；  

（8）项目单位提供的部分企业内部资料。  

2 .  编制原则  



根据原国家计委委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编制的《投资项目

可

行性研究指南》，进行可行性研究工作并编写可行性研究报告

。  

（1）认真总结国内生猪屠宰的先进技术和工艺，做到技术先

进可

靠、方案优化合理，保证长周期稳定、高效益运行。  

（2）企业运营要遵守环境保护法，以期实现经济效益、环境

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3）充分利用Y县食品公司X肉联厂现有的各种设施和人力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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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节省投资，提高经济效益。  

3 .  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的范围  

本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的内容及范围主要包括：研究我国生猪

屠

宰现状及相关政策，评估该项目建设的意义；调查项目拟建地

各项技

术指标（包括地理、气候及社会经济环境等），对项目能源的

消耗情况



进行评估；研究该项目单位的技术水平、组织结构状况；对该

项目建

成后的各项能耗指标、对环境的影响及其相关设备进行综合评

估；研

究该项目的实施进度、投资估算、融资方案和财务评价，分析

可能存

在的各项风险等。  

1 .2项目提出的背景  

1 .2 .1项目提出的宏观背景  

中国肉类产业是在政府的宏观指导下，自由养殖、自由购销、

价

格随行就市。所以，它的发展是在市场经济的成长中不断进行

调整、

组合。在肉类产业链中，肉类加工以它特有的连结作用对促进

我国农

牧业发展、繁荣市场经济起到重要作用。中国肉类工业的发展

正处在

新的转型期，其资本结构、技术装备、产品结构、产品质量、

企业规

模都在得到快速提升。  



1 .  近三年来中国肉类工业发展的新趋势  

（1）肉类资源稳定扩大，给肉类加工业发展提供了原料基础

和

可支配货源。  

2006年国内肉类总产量达到8051万吨，其中猪肉为5197万

吨，占肉类总产量的64％；牛羊肉为1220万吨，占总产量的1

5％；

禽肉为1509万吨，占总产量的19％。禽蛋产量达到2946万吨

。畜禽

业发展成为农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支点，给肉类市场提供了可

调节的

商品量。  

（2）肉类工业中屠宰加工快于肉制品加工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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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至2006年，中国肉类食品行业规模以上（年销售额在

500万元以上）企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屠宰

加工企业的

资本投入、销售收入和利润额增长快于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企

业。数

据显示：  



——

2006年屠宰及肉类加工企业资产总值达到1302亿元，比200

3年增长了60%。其中，屠宰加工企业656亿元，比2003年增

长了1 .5倍；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企业645亿元，比2003年增

长了17%。  

——

2006年屠宰及肉类加工企业销售总收入达到2701亿元，比20

03年增长了1 .27倍。其中，屠宰加工企业1417亿元，比200

3年增长了2 .4倍；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企业1283亿元，比20

03年增长了67%。  

——

2006年屠宰及肉类加工企业利润总额达到105亿元，比2003

年增长了2倍。其中，屠宰加工企业47亿元，比2003年增长了

5 .5倍；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企业58亿元，比2003年增长了1

倍。  

发生这样的变化，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屠宰加工企业

在

最近的三年里，通过定点入市整顿和组合，由过去的3万多家

下降到

2 .5万家，减少了5000多家。与此同时，屠宰及肉类加工规模

以上企

业个数2006年达到2686个，比2003年增长了42%。其中，

屠宰加工



企业1613个，比2003年增长了86%；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企

业1073个，比2003年增长了4 .8%。规模以上企业在肉类行

业企业总数中所

占的比重从2003年的6 .3%上升到2006年的10 .7%，提高了4

.4个百分点。上述数据说明，一是屠宰加工具有社会投资吸引

力，其生产规

模、生产能力在继续扩大；二是屠宰加工的产业集中度有了明

显的提

升。  

（3）肉类工业形成明显的区域性发展梯次。  

按规模权重顺序组列，在中国肉类工业拥有的资产总额中，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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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次的山东、河南、四川、辽宁、内蒙古、吉林、江苏、河北

、黑龙

江、北京等10省、市、区为1039亿元，占全国规模以上企业

资产总

额的80％以上；第二梯次的10个地域为210亿元，占16％；

第三梯次的11个地域仅为53亿元，占4％。肉类工业销售总收

入的第一梯



次为2299亿元，占到85％；第二梯次为346亿元，占13％；

第三梯次仅为56亿元，占2％。体现在企业收益上，第一梯次

为94 .6亿元，占90％；第二梯次为9 .4亿元，占9％；第三梯

次仅为1亿元，占1％。  

（4）肉类加工企业在转型中，质量提升成为企业中心任务，

品

牌战略纳入发展过程中。  

随着肉类屠宰加工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升，以及肉类制品加工

企

业技术装备的更新，肉类产品结构、产品质量及产品安全检测

水平明

显变化，大中型企业尤为突出，近几年来，获得国家名牌产品

称号的

企业达43家，其名牌产品品牌51个，其中高温制品7个、低温

制品8个、调理禽制品12个、中式火腿制品4个、肉类罐头制

品2个、鲜冻分割猪肉14个、鲜冻分割牛肉4个；获肉类蛋品

中国驰名商标品牌

21个；获国家产品质量免检品种19个。最近，国家质检总局

对21个

省、140家企业的160个熟肉制品产品依据国家强制性卫生标

准抽检



中，合格率达到91 .9％。其中，大中企业及名牌企业产品抽检

合格率



仍继续稳定保持在99％以上。名牌企业和名牌产品成为市场的

卖点。

肉类加工企业充分认识到，产品质量和产品安全是企业创造名

牌的基

础，是企业发展的生命，已作为战略纳入到企业发展过程之中

。在此，

我们代表企业郑重承诺，我国肉类企业是对民生负责任的企业

，其创

造的名品及品牌是具有保值含金量的。  

2 .  中国肉类工业发展的前景  

值得注意的是，近三年来，中国肉类食品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的

发展中，屠宰加工领域的亏损企业个数和亏损额呈现出与肉制

品及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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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加工领域完全相反的趋势。统计数据表明：2006年屠宰

及肉类加

工规模以上企业中亏损企业的个数354个，比2003年下降了1

%。其中，屠宰加工的亏损企业217个，比2003年增长了32

%；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的亏损企业137个，比2003年下降了

30%。从亏损额上分析，



2006年屠宰及肉类加工规模以上企业中亏损企业的亏损额6亿

元，比2003年增长了50%。其中，屠宰加工的亏损企业亏损

额4 .7亿元，比2003年增长了1 .6倍；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的

亏损企业亏损额1 .9亿元，比2003年下降了24%。也就是说，

中国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领域

在减亏增效方面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绩；而在屠宰加工领域，

亏损企

业和亏损额都是大幅度增加的。这种情况告诉我们，由于后续

深加工

落后，国内肉食初级加工产品多，精深加工产品少，品种单一

，品质

同质化，中国的肉类市场还没有完全进入阶梯式差异化的成熟

期，在

产品结构调整和增长模式转换方面还蕴藏着极大的发展潜力。  

在未来的3-5年内，中国肉类工业将呈现以下发展趋势：  

——按照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中国肉类总产量将达到

8400万吨以上，猪肉、牛羊肉和禽肉所占比重分别为60％、2

0％和20％；肉制品加工产品量将超过1100万吨。  

——国内市场需求变化将带动肉类食品行业加快结构调整和

产品优化，单一肉类品种主导市场的格局将被多样化、差异化

、混合



品种所替代。猪肉消费会保持绝对量的增长、相对比重的下降

；牛羊

肉、禽肉消费的相对比重将持续上升。各种精深加工的分部位

冷鲜肉、

小包装肉、半成品肉、冷冻肉、熟肉制品以及以肉类为原料的

方便食

品、功能性食品、休闲食品和旅游食品的消费将明显上升。  

——

对肉类消费安全更加重视。标准、认证、检测、监管执行力

度进一步强化。国内消费对肉类食品的需求将进一步从量的满

足转向

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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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和先进营销方式的应用，将为肉类食品行业的发

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各种高新技术应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

食品的

安全、卫生、方便、降低成本和保护环境等方面。肉类流通基

本实现

“冷链”化，采用配送、连锁超市、肉类专卖店等现代化方式

经营。



这些先进技术和营销方式，对国内肉类食品行业的产业升级将

发挥积

极的促进作用。  

——

市场体系和企业组织体制的日趋完善，将为肉类食品行业的

发展创造更为规范的市场环境和竞争格局。加入世贸组织，我

国肉类

食品行业对外开放的程度将进一步扩大。国外资金、先进技术

及管理

经验的引进和利用，有助于我国肉类行业与国际水平、国际市

场接轨。

但我国肉类产业结构总体起步较低，大量产品品种以内需型为

主，市

场体系不够完善，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肉类产品有效参与国际

市场竞

争。在国际化竞争形势下，肉类食品行业必须提高加工水平，

增加产

品科技含量，确保产品符合安全优质的要求，以应对未来的市

场竞争。  

关于增建项目单位生猪肉品的物流配送设施、将购销运输配送

流



程中实行计算机网络管理、增加冷冻设备等生猪屠宰的生产线

综合技

术升级措施，符合《食品工业“十一五”发展纲要》中“

中规定：“

。”

《纲要》中的““十一五”时期食品工业重点行业装备制造业

发展方向”

指出“畜禽屠宰加工：重点开发牲畜真空采血、电刺激、畜禽

热汽隧

道式湿烫及连续自动去毛 (羽 )、多工位扒皮设备，胴体劈半和

在线检

测设备，高湿雾化冷却排酸设备，大型真空斩拌机、滚揉机和

高速灌

肠机等肉类深加工设备，清真肉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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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国家《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中的有关规定。  

项目也符合广东省《关于组织申报省级生猪屠宰整治专项资金

的

通知》中规定的申报条件和扶持内容：“1.  

生猪屠宰有关规定和标准，对符合规划设臵的生猪定点屠宰厂

（场）给予扶持。



如生产线、脱毛机、劈半机、肉品检验、污水处

理、等。2 .  

。扶持技术改造企业建立肉品

品质流通监管系统，与省建立的肉品品质流通定向跟踪信息化

监管系

统无缝对接。” 

1.2 .2项目提出的微观背景  

Y县是以农业生产和养殖业为主的山区县，是广东省16个贫困

县

之一，全县农业人口33 .8万，主要以生产农副产品及生猪养殖

为主，

其中养猪户占农业人口68%，加上政府历年来对食品安全工作

高度重

视及对农户生猪养殖给予科技扶持的政策，不断加大良种猪苗

的推广、

猪病防治技术的指导，使全县生猪存栏量逐年提高，为肉联厂

提供了

优质、安全的猪源，在全县城乡实行肉品配送，为发展生猪养

殖和让

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吃上“放心肉“提供有利条件。  



今后，Y县继续把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作为全县发展农

业和

养殖业的必由之路，规模化养殖是农业发展的基本对策，如何

充分开

发利用广阔的山地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加快Y县脱贫致富奔

小康的关键。另一方面，随着上级政府对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视

和社会发展及

人们追求健康意识的提高，肉食品作为人们日常需求的生活必

需品，

规模化屠宰和统一配送可以保证肉食品安全卫生，对保障广大

人民群

众身体健康起到积极的作用。  

项目单位在Y县是一家颇具规模的生猪屠宰加工企业，但是，

在

生猪屠宰及相关配套设施上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有待于加强解决

。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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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 .  

原有生猪肉品物流配送设施陈旧简陋，生产能力差，肉品安

全卫生保证率低，不能满足全县城乡肉品配送的需求，现需要

解决物



流配送购臵符合安全卫生肉品冷运输车辆及其他肉品配送设施

，为生

产配送优质安全的肉品提供技术支撑。2 .  

现在项目单位肉品储藏能力

差，企业肉品配送成本增加，市场面积小，难以保证全县城乡

居民正

常肉品优质供应。需要建造二个肉品冷藏车间，以保证肉品保

质安全。

3 .  

项目单位要负责供应全县城乡居民日常生活肉品，原有车辆已

经残

旧不堪，不符合肉品运输、安全卫生的要求，现需要购臵6辆

冷冻车辆，以解决肉品安全卫生快速配送。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项目单位充分利用Y县广大生猪养殖户的

资源

优势，在对本厂生产线进行技术升级后，增建本厂生猪肉品物

流配送

设施，整个购销运输配送流程中实行计算机网络管理，严格执

行“四

个制度”，建立“四个台帐”，认真落实整个生产流程八个10

0%和一个95%，保障食品安全和各项税费征缴。为保证全县

城乡居民肉食品供应，



解决广大生猪养殖户销路，提高养殖户的经济效益，为人民群

众提供

优质、安全的“放心肉”提供有力的保证。  

1 .3项目概况  

1 .3 .1项目总资金  

Y县食品公司X肉联厂生猪屠宰生产线综合升级技术改造项目，

项目总投资300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250万元，流动资

金50万元，所有资金由Y县食品公司X肉联厂自筹投入。  

表1-1 投  资  估  算  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内容  金额（万元）  

1  固定投资  250 

1 .1  生猪屠宰生产线一条  50  

1 .2  冷藏运输车（5吨2台，3吨4台）  64  

1 .3  辅助工程、配套工程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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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1  生产车间、办公楼建设800?  80  1 .3 .2  

检验车间、无害化处理车间及16 1 .3 .3  

预冷车间及冷藏车间建设  40  信息化监管系统建设  

2  流动资金  50  

3  投资合计  300 1 .3 .2资金使用计划  



新增建设投资250万元于项目建设期内（2008年12月--

2009年3月）全部投入。  

1 .3 .3建设规模及目标  

本项目总投资300万元，项目单位通过新建一条生猪屠宰生产

线、

购臵冷藏运输车及相应的辅助工程和配套工程的改造升级，使

项目单

位达到“二星级”以上标准（按商务部规定的生猪定点屠宰企

业资质

等级认定的星级标准）。  

项目完成后，年可新增生猪屠宰量7 .2万头，新增营业收入44

6 .40万元。  

1 .4可行性研究的主要结论及建议  

1 .4 .1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表1-2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序指标和数

指标和数据名称  单位  备注  号  据  

项目总投资 (按全部流动资金

1 万元  300 .00 



口径 )  

1 .1  建设投资  万元  250 .00 1 .2  建设期利息  万元  0 .00  1 .3  

流动资金  万元  50 .00  

2  加工收入  万元  446 .40 达产期  

3  营业税金及附加  万元  24 .11  达产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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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  万元  0  达产期  

4  

5  总成本费用  万元  343 .74 达产期  

6  利润总额  万元  78 .55  达产期  

7  所得税  万元  19 .64  达产期  

8  税后利润  万元  58 .91  达产期  

9  税收总额（3+7）  万元  43 .75  达产期  10  

财务盈利能力分析  10 .

财务内部收益率  

1  

全部投资所得税前  % 32 .54  

全部投资所得税后  % 24 .91  10 .



财务净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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