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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况  

第一节  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 :XX市农业科技实验楼  

2 (项目承办单位 :XX市农业科学院  

3 (项目法人代表 :  

4 (项目地址 :XX路旁～东临市农业科学院用地～南临市木

材公司用地～西临XX路～北临XX南路。  

5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与规模  

表1-1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与规模  

序号  项目  计量单位  数量  



21 规划用地面积 m 8013.3 

22 总建筑面积 m 12044.8 

2计容总建筑面积 m 8575 

2不计容总建筑面积 m 3469.8 

其中  2 地下室建筑面积  m 3298 .2  

其中  2 架空层建筑面积  m 171 .6  

22.1 基础生物实验室 m 1600 

22.2 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 m 1000 

22.3 国家农作物区域试验站 m 1000 

22.4 国家原种扩繁基地 m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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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国家农发项目茶叶试验室 m 1300 

22.6 国家原农业专家大院 m 100 

22.7 国家苎麻综合试验站 m 100 

22.8 农业科技成果展示厅 m 1000 



22.9 院所综合实验区 m 2000 3 容积率 - 1.07 4 

建筑密度 , 25 5 绿地率 , 30 

6 (项目总投资 : 1785万元。  

7 (项目实施期限  

拟从2013年11月到2014年12月～1年内达到本报告提

出的规模目标。该项目建成后～其收益可继续投入农业

新技术更新～使项目继续发挥示范推广作用。  

第二节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依据  

1 .XX市农业科技实验楼建设项目立项报告的批复 ,咸发改

投资 [2012]150号 ,  

2 .《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 ,中国电力出版社2002

年3月版 ,  

3 .《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 ,第三版2006年7月

,  

4 .《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工作手册》 ,中国物价出版社20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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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9月 ,  



5 .《  湖北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法》 , 2006年1月 ,  

6 .农业科技发展“十二五”规划 (2011年12月 )  

7 .XX市2013年第十八批次城市建设用地 ,XX市农业科技

实验楼项目 ,压覆矿床及矿权设臵的说明 , 2013年11月X

X市国土资源局 ,  

8 .项目建设单位提供的其它有关资料。  

第三节  可行性研究范围  

根据国家对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工作范围和深度规

定～我单位积极组织有关技术人员对该项目从以下几个

方面进行了综合研究和分析～为该项目相关部门对工程

项目决策建设提供可靠和准确的依据。  

,1 ,对项目的投资环境、建设条件进行分析论证 ,  

,2 ,对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论证 ,  

,3 ,对项目建筑设计与结构设计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进行分

析论证 ,  

,4 ,对项目在建设和运行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劳动安全等

方面提出意见。环境保护方案按环保部门批复的环评意

见实施。  

,5 ,根据可行性研究的规划方案和建设内容进行投资估算

。  ,6 ,根据确定的规划方案制定工程实施进度。  

3 



可行性研究报告  

第四节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表1-2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  

序号  项目  计量单位  数量  

21 规划用地面积 m 8013.3 

22 总建筑面积 m 12044.8 

2计容总建筑面积 m 8575 

2不计容总建筑面积 m 3469.8 

其中  2 地下室建筑面积  m 3298 .2  

其中  2 架空层建筑面积  m 171 .6  

22.1 基础生物实验室 m 1600 

22.2 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 m 1000 

22.3 国家农作物区域试验站 m 1000 

22.4 国家原种扩繁基地 m 400 

22.5 国家农发项目茶叶试验室 m 1300 

22.6 国家原农业专家大院 m 100 

22.7 国家苎麻综合试验站 m 100 



22.8 农业科技成果展示厅 m 1000 

22.9 院所综合实验区 m 2000 3 容积率 - 1.07 4 

建筑密度 , 25 5 绿地率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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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可行性研究报告结论  

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政府

对开发本项目的鼎力支持～这些基本方面为本项目提供

了一个较好的投资环境与机遇。本项目在经济上具有较

强的可行性～具有较强的社会优势～拥有较好的周边环

境 ,包括自然、人文、交通等环境 ,～所处地块的发展前景

较好～项目开发经营风险较小～只要在实施中辅以全过

程科学决策控制～应能稳获预期投资收益。  

从经济效益来说农业科技部门的经济效益是寓于整个社

会经济效益之中～并以整个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为基础

的～因此～应该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从其相互制约和

相互促进的关系中加以考察和评价。同时～农业科技还

将带动其他相关服务产业的发展。通过对农业科技的有

效开发利用～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重要作用。其局部效

益和社会效益明显～经济效益只是投资期回报的时间问

题。  



从社会和环境效益来说～本项目能有效缓解XX市土地供

需矛盾、优化城市环境、丰富城市生活层次、创造城市

农业活力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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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第一节  项目建设背景  

1 .XX市农业基本情况  



XX市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市～于1998年撤地建市～是

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城市。全市辖有咸安、赤壁、嘉鱼、

通城、崇阳、通山六个县市区～共设有12个乡、51个镇

、6个办事处～1048个村～10145个村民小组。据201

2年统计资料～全市总户数为80万户～总人口为297 .89

万人～其中农户总数为49 .64万户～总人口210 .21万人

。乡村从业人员88 .35万人～其中农牧渔业从业人员43 .

53万人。全市建有农场11个～畜牧场5个～果园场7个

～茶场6个。全市拥有国土面积9861平方公里～折合14

79 .15万亩。耕地总资源268 .4万亩～2012年末常用耕

地面积223 .4万亩 ,其中水田面积166 .4万亩～旱地面积5

7万亩～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74 .5 ,和25 .5 , ,～水域面积1

50万亩～境内以丘岗低山为主～兼有平原、高山、湖泊

多种地形地貌～构成“七山一水分半田”的格局。XX地

处长江以南～属亚热带大陆湿润季风气候～具有四季分

明～光照充足～雨量充沛～雨热同季～无霜期长等特点

。太阳年总辐射量在430 ,452焦/平方厘米之间～年日照

时数在1740 ,1930小时～年平均气温多在16? ,17?之间

～无霜期达24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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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天～大于或等于10?日温的持续时间约有240天～

年有效积温5360?左右～年均降雨量在1500毫米左右～



气候条件总体来讲较为优越～比较适宜多种作物种植和

畜禽养殖～是闻名全国的桂花之乡、楠竹之乡、苎麻之

乡和茶叶之乡～也是“通城两头乌”名贵地方良种母猪

和中华猕猴桃的原生地。  

2 .XX市农业科学院基本情况  



XX市农业科学院位于鄂南享有“香城泉都”之美名的温

泉城区～始建于1966年。2011年11月经市委市政府批

准为正县级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核定编制100名～内

设4个科室、下设茶麻、果蔬、粮油、农机、水产、畜牧

等6个研究所～是全省市州农科院中学科最为全面、功能

最为齐全的农科院之一。XX市农科院是湖北省重点农业

科研单位之一。已承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129项～取得

重大科技成果31项～获国家、省市科技奖励21项～发表

科技论文100多篇。先后育成农作物新品种6个～其中水

稻3个、茶叶2个、苎麻1个 ,研究出新技术4项～其中茶

叶2项、水稻1项、马铃薯1项 ,获得农机专利4项～发明2

项。  

第二节  项目提出的理由  

1 .科研条件差～装备落后。  

XX市农科院于2011年11月组建～现有的科研设施和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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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大部分都是原有的XX市农科所的～现仅有一栋1500

平方米的试验大楼～该实验楼建于上世纪～随着XX市政

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不断发展～农科院的人员也

相应增加～科研领域也拓宽加大。到2013年～机关工作

人员达到65人～已在多个领域申请了科研项目。由于是

上世纪的建筑设计保守～为小房间办公室～使用极不方

便～尤其不适宜大型仪器设备的安装～现大型仪器设备

安臵杂乱～严重影响了各项科研工作的正常开展～现有

实验楼状况已不能满足科研实验需求～影响了重大动物

疫病防控水平和农产品质量检测。因此～根据农科院现

有的科研项目来看必须要建一栋新的科技实验楼～来装

备先进的科研仪器～改善科研条件～以利农科院的科学

研究项目。所以扩充办公场地～建设基础性研究综合实

验楼～改善办公条件～提高行政效能～势在必行。  

2 .现有的科研条件不能适应XX市农业事业发展的要求。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XX市的政治、经济、城市

建设、文化、人口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2年

全年末农林牧渔及服务业总产值237 .64亿元 ,现价 ,～按

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6 .2%。主要农作物增产增收。全

年粮食播种面积318 .86万亩～比上年增长2 .3%,粮食产

量达到103 .08万吨～增长2 .4%～取得了九年丰。全年

棉花播种面积5 .42万亩～增长37 .3%,棉花产量5210吨



～增长44 .5%,油料产量96770吨～增长4 .5%,蔬菜产量

220 .36万吨～增长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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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茶叶产量大幅提升～分别增长33 .1%和37 .6%。

畜禽水产全面增产。全年生猪出栏215 .93万头～比上年

增长6 .5%,家禽出笼4198 .44万只～增长6 .8%,全年水

产品养殖面积82万亩～增长0 .3%。水产品产量21 .56万

吨～增长6 .6%。这些成果都离不开农业现代化、科技化

的支撑～而现有的科研条件对进一步促进XX市农业持续

健康发展显得后劲不足～因此十分有必要建设农科院农

业科技实验大楼。  



第三节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XX市农业科技实验楼项目是贯彻党中央十八大提出“夺

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中农业发展战略决策。在

农业领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对XX市经济和社

会发展必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无论是在满足XX市农

业对科技的需求、带动本区域农业科技的发展和构建和

谐社会方面～还是在促进XX市农业技术建设和发展方面

～都是十分必要的。  

1 (XX市农业科技实验楼项目～是落实国务院《全国现代

农业发展规划》的有力举措。  

生物技术应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和核心～机械装备

技术应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两翼～正是由于二者技术发

展过程的有机结合～才形成了现代农业。  

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他们从机械技术、生物技术

和管理技术方面对传统农业进行全面技术改造～完成了

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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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基本实现了现代农业。  



比如～对于“人少地多”型的国家～像美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俄罗斯等～这些国家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过

程中～主要凭借现代化的工业基础～优先侧重发展农用

机械工业～以机器代替人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扩

大种植面积提高产量。对于“人多地少”型的国家～像

日本、韩国、荷兰、比利时、以色列等～这些国家主要

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侧重通过先进的育种技术改良品种

、发展农用化学工业和设施农业～通过生物技术提高单

位土地生产率～以提高土地单产水平。还有“人地平衡

”型的国家～包括法国、德国、英国等西欧国家～这些

国家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既注重发展农业机械化和

化学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也重视发展生物技术、提高

土地生产率。从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验证～在现代

农业中～生物技术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包括转基

因技术在内的生物技术的应用不仅是世界规模的粮食安

全的保障～在减轻人类对环境的过度利用上必将发挥积

极作用。  

邓小平曾指出～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

程技术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曾经提出～要解决粮食问题～必须依

靠科学手段、生物技术和转基因技术。  



我国的具体国情表现为 :其一～人多地少、人多水少、农

业资源紧缺～所以我们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着力提高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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