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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论 

1.1项目建设基础 

某市位于某市北部某地盆地，地处某市、大理、玉溪三个省会城市中间位

置，于 2010 年初成立。某市的发展已走过十年，已使该区域成为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循环经济的集聚区，国家经济转型和承接东中部装备制

造业转移的先导区，沟通某省和云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实现某省

跨越式发展的重要经济增长极。 

随着某市现代特色农业的不断发展，农作物、花卉以及中草药的种植模式

发生了改变，近年来某市围绕全省强省会、强科技战略方针，开展脱毒种苗或组

培苗的工厂化生产、推广示范及关键质控技术的研发，对某省规模化种植果蔬、

花卉、中草药等植物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践行“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加

快促进农业科技进步”等一系列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需要。但是在蔬菜与花卉栽

培领域，面对很多卡脖子的问题，种质改良和创新，如常规杂交育种技术、细胞

育种技术、分子育种技术、组织培养快速繁殖技术以及栽培生产技术方面差距明

显。这些年来虽有陆续有一些新品种进行示范和推广，但在园林及生产上广泛应

用仍然不够多，需要加强苗木育种相关技术研究工作，提高某市及某省乃至全国

苗木种质资源优势，选育、繁殖并推广自育苗木新品种，增强苗木产业国际影响

力。 

某市紧密围绕全省农业发展需求，加快了蔬菜种业基地建设，提升了农产

品保鲜技术产业行业地位，加速了农业生物技术开发进程，实现了一批批新技术

新成果转化，促进了相关农业科技产业快速发展，但目前还存在产业发展不平衡、

科技开发连续性投入不足，科研转化开发服务一体化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本项目

某市农业科技研发孵化基地，从改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入手，聚集国内外资



源，吸纳多元化高端人才，以科研、开发、推广三位一体纵向协调发展为主线，

以科技成果转化为核心，构建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转化开发体系，促进科技成

果与经济效益的有效结合。本项目某市农业科技研发孵化基地，建设高标准科技

试验楼，建立农特产品种植资源管理室，生物技术实验室，提供新品种、新技术、

新农机的测试与研发，建设农特产品、云南水果乳制品品等精深加工研究中心，

通过打造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助力某市农业科技产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跨越发展。 

1.2 项目基本情况 

1.2.1项目名称、建设性质及建设地点 

（一）项目名称：某市农业科技研发孵化基地建设项目 

（二）建设性质：新建 

（三）建设地点：某市某公司东侧相交路以东，东支路以北 

（四）建设单位 ：某市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2.2项目建设规模 

    项目占地 101.94 亩，建筑面积 61140㎡，其中科研孵化楼面积 40000㎡，

中试试验设施区 20010㎡，标准化农作物品种测试场地 20000㎡，道路及其他绿

化面积 1130㎡。 

1.2.3项目总体建设目标 

本项目某市农业科技研发孵化基地，建设高标准科技试验楼，建立农特产

品种植资源管理室，生物技术实验室，提供新品种、新技术、新农机的测试与研

发，建设农特产品、云南水果乳制品品等精深加工研究中心，通过打造农业科技

成果转化平台、助力某市农业科技产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实现



自主知识产权科研成果产业化率 60%以上，孵化农业科技型企业 5-10 家，建立

外国专家（引智基地）工作站，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 1-3 家，通过科技成果转化

带动就业 100 人，带动农民工就业 1000 人。 

1.2.4项目建设期限 

项目建设期 3年，即 2023 年 1 月-2026 年 1 月 

1.2.5投资结构与资金筹措 

项目总投资为 1800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17902.00 万元，建设期利息

700.7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355.72 万元。项目建成投产后，正常生产年营业

收入 8400.00 万元，年均利润总额 2095.32 万元；财务内部收益率 13.44%（所

得税前），投资回收期 10.39 年（所得税前，含建设期）。固定资产贷款 13000.00

万元（贷款期 10 年，年利率 4.9%），用于建设投资；企业多渠道融 6958.42 万

元，用于建设投资、建设期利息及铺底流动资金。 

1.2.6建设单位简介 

某市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主要经营范围为：纳米增效剂、

微生物肥、新一代化肥的研发和销售；农产品的科研成果转化；农产品生产、加

工、销售；农产品及相关产业的技术咨询等；  

此外，公司销售部，拥有优秀的销售人才、良好的销售能力和稳定的销售

渠道；某市某园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拥有通粤港澳大湾区

空中商贸物流通道，为农产品及农副产品的销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2.7编制依据 

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纲要》； 

⑵ 中共中央国务院 2019 年《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 



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2019 年 10

月 20 日）； 

⑷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国

办发〔2021〕3 号）； 

⑸ 某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某省加强质量认证体系建设促进全面质

量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甘政办发〔2018〕145 号）； 

⑹ 某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2020 年 5

月 26 日）； 

⑺ 检验检测行业相关管理办法及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检验检测机构

通用要求》；《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

法》；《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科学实验室建筑设计规范》；《检

验工作控制程序》 GSLJ/CX-26-2011；《良好实验室规范原则》GB/T 22278-2008；

《检测实验室安全》GB/T 27476.1-2014 ；《检验检测实验室设计与建设技术要

求第 3 部分》GB/T 32146.3-2015 ；《实验室废弃化学品收集技术规范》GB/T 

31190-2014；《化学品理化及其危险性检测实验室安全性要求》GB/T 24777-2009；

《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T 19489-2019；《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

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RB/T214-201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8）《某市“十四五”规划》； 

《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6 年版)； 

《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19489-2008）； 

《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GB20346-2011）； 

《实验室生物安全通道要求》（GB19489-2008）；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20243-2016）； 



《洁净厂房设计规范》（GB 50037-2014）； 

《洁净室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591-2010）； 

《科学实验室建筑设计规范》（JGJ91-2019）； 

《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试用版）；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供热计量技术规程》JGJ173-2009； 

《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50981-2014； 

《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6 年版)》；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2019；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指南》 

《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 

其他相关产业规划、产业政策、法规、设计标准及其它规定。 

建设单位提供的项目相关资料； 

本项目适用的国家及地方标准、规范、法规等。 

1.2.8 研究工作的范围 

⑴ 项目建设的背景及必要性 

⑵ 建设规模、经营范围及经营模式 

⑶ 工程方案和建设条件 

⑷ 环境保护、节约能源 

⑸ 企业组织、劳动定员、人员培训及项目的实施进度建议 

⑹ 投资估算、资金筹措和财务及经济效益评价 



1.2.9研究结论 

本项目为某市农业科技研发孵化基地建设项目，为某市现代水果产业公司

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符合国家、省市相关文件精神。本项目建设必要性强，建设

规模适中，建设方案合理，符合节能、环保、消防等方面的要求，项目组织机构

与人力资源配置合理齐全，项目进度计划安排合理，投资估算和资金筹措合理可

行，项目社会效益显著，项目可以实施。 

 

 

 

 

 

 

 

 

 

 

 

 

 

 

 

 

 



 

 

 

 

第二章 背景与必要性分析 

2.2.7项目背景 

某市位于某市北部某地盆地，地处某市、上海、浙江三个省会城市中间位

置，于 2011 年初成立。某市的发展已走过十年，已使该区域成为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循环经济的集聚区，国家经济转型和承接东中部装备制

造业转移的先导区，沟通某省和云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实现某省

跨越式发展的重要经济增长极。 

随着某市现代特色农业的不断发展，农作物、花卉以及中草药的种植模式

发生了改变，近年来某市围绕全省强省会、强科技战略方针，开展脱毒种苗或组

培苗的工厂化生产、推广示范及关键质控技术的研发，对某省规模化种植果蔬、

花卉、中草药等植物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践行“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加

快促进农业科技进步”等一系列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需要。但是在蔬菜与花卉栽

培领域，面对很多卡脖子的问题，种质改良和创新，如常规杂交育种技术、细胞

育种技术、分子育种技术、组织培养快速繁殖技术以及栽培生产技术方面差距明

显。这些年来虽有陆续有一些新品种进行示范和推广，但在园林及生产上广泛应

用仍然不够多，需要加强苗木育种相关技术研究工作，提高某市及某省乃至全国

苗木种质资源优势，选育、繁殖并推广自育苗木新品种，增强苗木产业国际影响

力。某市已谋划建设成某园区、某园区、生态循环养殖园等现代化农业产业园。

某园区是丝路寒旱农业的新模式，现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已完成，园内“一带一路”

农业博览园、现代农业田园综合体、农业双创基地、中渭田园综合体等项目已逐



步建成运营，规划 10 万亩设施农业用地、15 万亩规模化种植基地。为使农业公

园、某园区等现代农业园区顺利运转，实现良性循环，建设某省作物遗传育种及

良种繁育基地建设项目，形成高端种苗产业，辐射带动某市乃至云南地区种苗生

产和高端农业基地的建设，项目实施地点选在新区纬一路以北、东一干以南、经

十五路两侧区域。植物育苗基地是市场竞争能力的需求，是推动云南地区传统农

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需要。 

目前，我国从事花卉苗木品种选育的科技人员不多，而从事种质资源研究

的科技人员更少。由于对大多玫瑰性状遗传规律、基因还不是很了解，使种质资

源的充分有效利用受到很大限制，制约了苗木新品种选育工作的开展。其主要原

因一是满足于表现型的调查比较，对种质资源研究的特点、要求理解不够全面，

把苗木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研究和利用与遗传育种联系不够紧密；二是资源

研究一般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表面型到基因型的发展过程，而遗传方面的

研究，往往又存在着理论、方法和设备条件方面的限制。三是现有的育苗技术无

法满足大批量的种苗需求，快速繁殖技术未充分使用。 

2.2项目必要性分析 

2.2.1项目提出的理由 

随着现代特色农业的不断发展，农作物、花卉以及中草药的种植模式发生

了改变，特别是在苗木的选择上，已由传统的自己育苗到穴盘育苗，改进为工厂

化代育苗，而植物组织培养技术不仅极大提高了苗木繁殖速度，还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通过去除苗木携带的病毒来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同时也为配合育种进行

新品种的培育提供了新途径。开展脱毒种苗或组培苗的工厂化生产、推广示范及

关键质控技术的研发，对某省规模化种植果蔬、花卉、中草药等植物具有重要意

义；也是践行“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加快促进农业科技进步”等一系列

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需要。处于苗木产业龙头地位的育种工作，目前在国内十分



严重制约我国果蔬、花卉等苗木产业发展，更不适应参与国际苗木行业市

场竞争的需要，优质种苗的进口已经成为生产型企业的沉重负担，所以使苗木产

业走出窘境解决办法是抓好新品种选育工作。传统育种受到了有益性状定向改良

难、育种范围窄、耗时长等限制。现代基因工程直接在基因水平上改良，并打破

了物种间的界限，在培育抗病、抗逆境、抗虫和抗除草剂等优良品种中发挥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通过基因工程，可以获得常规育种无法获得的新品种。  

同时我国拥有丰富的野生月季等花卉苗木种质资源、悠久的栽培育种历史，

但是现今国内栽培和应用的现代玫瑰品种 90%以上是国外育成的品种，苗木资源

收集、保存、育种、商业化种苗生产以及切花生产、采后处理、流通等领域均落

后于荷兰、法国、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尤其是在种质改良和创新，如常规

杂交育种技术、细胞育种技术、分子育种技术、组织培养快速繁殖技术以及栽培

生产技术方面差距明显。这些年来虽有陆续有一些新品种进行示范和推广，但在

园林及生产上广泛应用仍然不够多，需要加强苗木育种相关技术研究工作，提高

某市及某省乃至全国苗木种质资源优势，选育、繁殖并推广自育苗木新品种，增

强苗木产业国际影响力。甘肃种苗繁育已有一定规模的发展，但与中部、东部地

区比较仍较为落后，存在诸多需解决的问题：（1）对于发展种苗繁育还不够重

视，缺乏相应的运营标准和法律法规；（2）物流信息技术落后，缺乏相关管理

经验，企业用信息技术意识不足；缺乏统一的公共物流信息平台，缺少种苗质量

安全全程的信息监管；（3）现代农业对于种苗质量要求日益增高，我省种苗企

业加工技术比较落后，对优质种苗增值带来的经济效益认识不足，尚未形成科学

的生产流程。种苗流通尤其是脱毒种苗流通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瓶颈。我省需要大

力发展种苗产业，建立多种组织形式并存的种苗生产体系。本项目某市农业科技

研发孵化基地，建设高标准科技试验楼，建立农特产品种植资源管理室，生物技

术实验室，提供新品种、新技术、新农机的测试与研发，建设农特产品、云南水



通过打造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助力某市农

业科技产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作物遗传育种优势，现代基因工程直接在基因水平上改良，并打破了物种

间的界限，在培育抗病、抗逆境、抗虫和抗除草剂等草莓优良品种中发挥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通过基因工程，可以获得常规育种无法获得的新品种。组培苗具有

生长快，长势旺，茎叶粗壮，繁殖系数高等优良特征，同时具有外观好，均匀整

齐，性状优良，增产效益高和植株抗病能力强等许多优点，是优良品种快速无性

繁殖和草莓等作物的苗生产的主要手段，是目前植物栽培领域最为先进技术，是

栽培模式发展的最高境界，是现代农业重要抓手，将会大大提高优良种苗无性繁

殖规模生产水平，推动当地种植业的发展，对于本地花卉、中草药、果蔬生产基

地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收集、保存玫瑰种质资源，是苗木育种的基础。没有好

的种质资源，就不可能培育出新的优良品种。在当今苗木育种领域，每一次重大

成就的取得，都是与种质资源的重大发现密切相关。因此，加快月季等花卉苗木

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和研究，对玫瑰新品种选育，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同时我国

拥有丰富的野生月季等花卉苗木种质资源、悠久的栽培育种历史，但是现今国内

栽培和应用的现代玫瑰品种 90%以上是国外育成的品种，苗木资源收集、保存、

育种、商业化种苗生产以及切花生产、采后处理、流通等领域均落后于荷兰、法

国、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尤其是在种质改良和创新，如常规杂交育种技术、

细胞育种技术、分子育种技术、组织培养快速繁殖技术以及栽培生产技术方面差

距明显。这些年来虽有陆续有一些新品种进行示范和推广，但在园林及生产上广

泛应用仍然不够多，需要加强苗木育种相关技术研究工作，提高某市及某省乃至

全国苗木种质资源优势，选育、繁殖并推广自育苗木新品种，增强苗木产业国际

影响力。 



2-3 个，

建成年产 2700 万株花卉、果蔬、中药材种苗繁育基地，实现果蔬、花卉、中草

药苗木工厂化、批量化、商品化等现代化生产管理模式，形成科研、生产、销售、

服务网络，从根本上解决苗木生产过程中优化品种、周年供应、控制成本等问题。

促进当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供给侧改革以及区域协调发展，培育经济发展新动

能，提高特色农产品的商品率和产业发展效益。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建设是很有必要的。 

 

 

 

 

 

 

 

 

 

 

 

第三章 建设内容与规模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68712402013

3006051

https://d.book118.com/687124020133006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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