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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深加工出口扩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第一章  总论 

 

一、项目提要 

1、项目名称 

大蒜深加工出口扩建项目 

2、建设性质 

扩建 

3、项目建设单位、法人代表、所有制形式 

项目建设单位：莱芜一品农产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苏钦东 

所有制形式：股份制 

4、项目建设地点、规模、期限及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工业园内 

建设规模：年生产保鲜大蒜、生姜 10000 吨，年产大蒜、

花生等系列调味品 3500 吨。 

建设期限：项目批复后 1 年内完成 

建设内容：建设加工车间、冷库、仓库、科研办公楼、



 

职工宿舍及变配电室、锅炉房等，总建筑面积 43400 平方米，

其中生产车间 17500 平方米，冷库及成品库 20000 平方米。 

5、项目申报单位及法人代表（或负责人） 

项目申报单位：莱芜一品农产有限公司 

负责人：苏钦东 

6、投资规模及资金构成 

本项目总投资 12199 万元，固定资产投资 10999 万元，

其中土建工程 6837 万元，设备购臵安装费 1760 万元，其他

费用 2402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200 万元。 

7、资金筹措 

本项目投资 12199 万元，其中，申请中央、山东省财政

投资参股资金供给2000万元（中央投资参股资金1000万元，

山东省财政投资参股资金 700 万元，莱芜市财政配套 300

万元），企业自筹 10199 万元。 

8、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项目达产后年生产保鲜大蒜、生姜 10000 吨，大蒜、花

生等调味品 3500 吨，年销售收入 11600 万元，总成本 7728

万元，年未分配利润 2456.5 万元，累计未分配利润现值

24565 万元，投资利润率 23.7%，内部收益率 27.13%，财务



 

净现值 39748 万元，动态投资回收期 4.12 年（含建设期）。 

9、项目辐射范围及带动能力 

由于本项目投资规模大、设计产品种类多、带动能力强，

项目的实施不仅对莱芜市而且对整个山东的农业生产都有

很强的带动作用.该项目的实施可以直接带动莱芜乃至山东

省约 50 万亩大蒜、生姜、花生基地的种植和加工业的发展,

并带动周边地区大蒜、生姜、花生等的种植和加工业的发展。 

二、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依据 

1、国农办【2002】175 号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关

于印发《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编写大纲》的通知。 

2、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2006 年国家农业综合开

发投资参股经营项目申报指南》。 

3、《国家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参股经营试点管理暂行办

法》。 

4、《投资参股经营项目立项条件和项目法人单位条件》。 

5、农业部《2005 年第一批财政项目支出指南的通知》

农办财【2005】11 号。 

6、国务院《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01—2010



 

年）》。 

7、国家计委《全国食品工业“十五”发展规划》。 

8、山东省农业厅、山东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山东省财

政厅、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关于印发《山东省优势农产品区

域布局规划（2004—2009）》的通知。 

9、山东省农业厅《关于加快实施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

的通知》。 

10、《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推进农业

产业化经营的决定》 

11、《莱芜市人民政府关于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发展促进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意见》。 

12、国家现行财务、会计制度及项目建设评价方法

与参数； 

13、莱芜一品农产有限公司发展规划； 

14、莱芜一品农产有限公司提供的气象、水文、环

保等基础资料。 

三、综合评价和论证结论 

1、综合评价 

本项目的实施对于我国农产品加工出口的升级和农产



 

品转化成高附加值商品具有良好的示范和带动辐射作用，可

以促进我国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向规模化农业、标准化农业、

国际化农业和品牌化农业发展，而且对于莱芜乃至山东农村

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增加农产品出口创汇，

加速农业标准化，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都有极其重要的

作用。 

本项目投资回收速度较快，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具有

一定的抗风险能力，本项目建设在财务上是可行的。 

项目承担企业具有多年从事大蒜、生姜生产、加工、科

研及国际市场拓展的丰富经验，并且实行“公司+科研+农业

合作组织+农户”的基地运作模式，拥有丰富的生产基地操

作经验；从大蒜深加工制品选用的技术路线来看，技术比较

成熟，设备选用当今世界先进的加工控制技术，其产品在国

际市场已经过了三年多的适应，比较符合企业实际，在技术

上是可行的。同时项目实施所在地交通便利，资源丰富，市

场广阔，便于项目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本项目从环境影响来看符合环保要求，从环境保护上来

说也是切实可行的。 

2、论证结论 



 

综上所述，本项目选项准确、工艺技术先进、环保措施

完善、投资适当，方案切实可行，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经

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希望尽快立项实施。 

四、存在问题及建议 

由于本项目投资规模较大，预计资金投入总额达 12199

万元，要促成该项目的主要难题是启动资金的筹措，单靠企

业自有资金是不够的，必须通过多种渠道吸纳筹集资金，希

望政府部门在资金上给于大力支持。 

             第二章  项目背景及必要性 

一、项目建设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产品总量已居世界首位，大蒜的

出口从初期的年出口几万吨发展到现在的 110 万吨，出口的

国家达到 180 个，但是，农产品的深加工能力低下与日益增

长的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虽然大蒜出口创汇是中

国蔬菜类第一大农产品，每年创汇近 5 亿美元，但附加值很

低。当前大蒜、生姜的深加工产品还不足总产量的 10％。

为了积极应对加入 WTO 后中国农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农业

部提出要大力发展农副产品的深加工，以提高中国农产品在

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山东是大蒜、生姜种植、出口的大省，仅大蒜一项就每

年 65 万吨左右，占全国大蒜出口总量的 70％。莱芜是中国

著名的三辣基地，是大蒜、生姜的主产区。莱芜一品农产有

限公司选择大蒜、生姜等的深加工作为突破口正是基于莱芜

资源丰富的优势。莱芜一品农产有限公司作为母公司控股济

南一品实业有限公司、金乡金天农产有限公司、济南龙诚农

产品工贸有限公司。公司自 1996 年从事大蒜国际贸易近十

年来，在国际市场已成为知名的大蒜专业国际贸易公司。在

中国加入 WTO 的第一年（2002 年），公司通过两年的艰苦努

力，组织国际专业律师团向美国商务部提出诉讼，获得了对

美国出口大蒜反倾销应诉案零税率的胜利，将一品品牌顺利

地打入了美国农产品市场，使得中国大蒜自 1994 年退出美

国市场后，2002 年又重返美国市场，当年出口创汇达 870

万美元。带动山东大蒜对美出口创汇近 5 千万美元。 

随着企业自身不断的发展，市场拓展越来越开阔，利润

空间越来越大，但相应的生产能力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顾客的

要求和国际市场的需求，为了更好的提高公司的国际市场占

有率，充分满足顾客的要求，公司于 2004 年决定扩大生产

规模，经过广泛的科学考察和论证，决定在山东省莱芜市莱



 

城区工业园内内建设保鲜大蒜、生姜及大蒜、花生等的深加

工基地，设计生产能力为年产 10000 吨保鲜大蒜、生姜和

3500 吨大蒜、花生等系列调味品。该项目将按照食品加工

出口标准建设，起点高、标准高、生产工艺水平高，符合国

际市场的要求。 

二、项目区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现状 

山东省是全国最早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地区。目前已

经形成了从规模种植到标准化生产、从龙头企业带动到现代

化加工、从市场建设到国际化出口和产加销、农工贸一体化

的发展格局。据统计，山东的农业产业化组织已发展到 9800

多家，龙头企业 400 多个，参与产业化经营的农户 800 多万

户。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和重视下，近几年来莱芜市农

业产业化经营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由龙头企业、主导产

业、合作组织和农业科技构成的产业链条正拉动农业生产向

高层次发展。 

莱芜市已初步形成一批主导产业或主导产品。在龙头企

业的带动下，农村各地围绕市里提出的重点培植生姜、大蒜、

花椒、果品及肉、林、食用菌、观光农业八大主导产业，发



 

挥各自优势，培植优势特色产业或产品，尤其是大蒜、生姜、

花椒已经形成规模化种植、生产和加工。以一品公司为龙头

的大量农产品加工企业已成为带动当地农业种植、加工的一

个亮点。 

莱芜大蒜具有产量高、质细辣味香和休眠期长、抗

病力强、极耐贮藏等优良特性。莱芜大蒜自打入国际市

场以来深受外商客户的赞扬，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在

国内市场更是倍受欢迎，成为莱芜市的主要出口农产品。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农业科技步伐

加快。全市已建立了规范的农业合作组织。这些农业合作经

济组织吸引带动农户 1 万多户，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已经成为

农民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桥梁和纽带。全市相继创建多处

各类农业科技示范园区。这些示范园，已成为农业新技术、

新成果推广应用的载体和辐射源；同时，农业产业化经营所

带来的高效益，使农民的观念也随之更新，加快农业产业化

经营已成为各级干部和农民的自觉行动。 

三、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及目的意义 

1、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 

农产品深加工对带动农业产业化、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实现农民增收、解决“三农”问题具有

重要的战略意义，本项目拟生产保鲜大蒜、生姜及大蒜、花

生等系列调味品，符合《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

品和技术目录》第一条农业中第 10 款“农产品储藏、保鲜、

加工及综合利用”。 

2、符合加快农产品加工步伐，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的需要 

“十五”规划提出，拓宽农民增收领域，通过加工转化、

扩大出口等多种方式，解决粮食等农产品阶段性供过于求问

题。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发展多种经营，引导农户面向市场

生产附加值高的产品。积极有序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引导

农民更多地从事非农产业。大力鼓励建设一批有利于农民直

接增收的项目，增加农民劳务收入。 

该项目立足于农村资源市场，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突

出特色，积极调整产品结构，满足市场对农产品优质化、多

样化的需求，充分利用莱芜富余劳动力的优势，增加农民收

入。项目建设对于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以龙头企业为主体，

实行产、加、销一体化经营，发展“订单农业”，带动具有

品牌优势的特色农业基地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3、有利于农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 

随着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其制约因素由过去主要受资

源约束变为受资源、市场和环境的约束，农产品结构性过剩

的局面已经出现，因此，加快农业由传统的千家万户的小生

产方式向现代集约化经营方式转变，提高农产品质量，满足

日益增加的农产品优势化、多样化市场需求已经成为农业结

构战略性调整的核心。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产品大多以初级

产品进入国际、国内市场，加工转化能力薄弱，使农产品的

市场压力越来越大，农民增产不增收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该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立足莱芜，面向国内外，集农产品仓储、

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产品加工基地，将有力地引导

农民以市场为导向调整产品结构，加速地头农业向餐桌农业

和商品农业、品牌农业转变的进程，有效增加农民收入，推

动农业生产快速全面发展。 

4、培育农产品深加工龙头企业，满足市场需求，增强

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关键，龙头企业充当着内联千家

万户，外联市场的重要角色，既是生产加工中心、信息科研

中心和服务中心，又是产业化经营的核心，加入 WTO 后，通



 

过农产品深加工，可以大大提高我国农产品质量，提升农产

品的竞争力，扩大我国农产品的出口。该项目建成后，将成

为国内规模较大的保鲜大蒜、生姜及大蒜、花生等系列调味

品的科研、加工基地，将大大增强企业自身的竞争和抗风险

能力，将为带动一大批农产品加工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形成

集聚效应和品牌效应打下坚实的基础。一品公司作为中国大

蒜产业国际化的一面旗臶，呼之愈出。 

第三章 建设条件 

一、项目区概况 

1、地理位臵及区域范围 

莱芜市位于泰山东麓，北纬 36°02′至 36°33′、东经

117°19′至 117°58′之间，北临济南，东临淄博，西临泰安。

总面积 2246.21 平方公里，地理位臵优越，经济腹地广阔，

四通八达的公路网，京沪、济青高速公路网贯穿莱芜，加强

了莱芜与省内外和世界各地的联系。 

2、自然资源状况 

莱芜气候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

气温 11.0－13.0°C，降水量 760.9 毫米，无霜期 204 天。 

项目区自然资源丰富，土壤肥沃，气候适宜，四季分明，



 

雨量充足，光照充足，土地平坦，方圆 10 公里以内无污染

企业，无化工项目。项目区环保条件要求指标较高，环境优

美，地下水资源丰富。 

3、社会经济状况 

莱芜市共有 2 个区，1 个经济开发区，共 19 个乡镇、

办事处。其中，莱城区辖 3 个办事处，11 个镇、1 个乡；钢

城区辖 1 个办事处、3 个镇。 

莱芜农业面向世界拓展空间，大力发展高科技含量和附

加值高的出口农产品。2004 年农副产品出口 1805 万美元，

同比增长 83.2%，占全市出口额的 10.8%。2003 年全市蔬菜

面积 58.64 万亩，比去年增加 4.77 万亩，蔬菜总产 150.88

万吨，同比增长 7.9%，其中生姜 20.79 万亩，增加 2.2 万

亩总产 43.74 万吨，同比增长 5.6%，大蒜 21.95 万亩，较

去年增加 3.78 万亩，总产 23.87 万吨，增长 38%。生姜、

大蒜及其加工产品销往美国、欧盟、日本、韩国、东南亚等

几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新型蔬菜、优质花卉、特色瓜果等出

口比重明显提高，尤其是具有特殊优势的传统三辣产品出口

量激增。 

4、项目关联产业的发展现状 



 

本项目作为一个农产品深加工项目，与其相关联的产业

有产前的种植业；产中的农产品深加工业；产后的交通运输

业和服务业。 

从产前来看，近几年来，莱芜市紧紧围绕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和农村稳定，以发展效益农业、规模农业和特色农业

为重点，进一步加大农业产业化结构调整力度，积极推广农

业标准化，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的生产，逐步向优质高效

的现代化农业转变。莱芜市重点发展了大蒜、生姜和花椒三

大产品，形成了三大出口农产品优势产业带。 

从产中来看，近几年在莱芜市委、市政府积极探索和采

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把“建立新型农业经济组织、发展

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实施农业标准化生产、发展壮大农业

龙头企业”作为新阶段农业产业化的重点来抓，取得了明显

成效，使外向型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上规模、上档次、上水

平，形成了产业区域布局，增强市场开拓能力和辐射带动能

力。 

从产后来看，本项目的产品主要供应国际市场，物流系

统的基础设施也是本项目成败的重要环节，项目所在地莱芜

向北有济青高速公路和济南国际机场。随着济莱高速等重点



 

工程项目的逐步建成通车，莱芜公路通达深度和公路集疏能

力将进一步提高。目前，已建立了包括客、货运输、大件运

输、危险品运输、集装箱运输在内的门类齐全的综合人流和

物流服务体系，基本实现了“人便于行、货畅其流”。  

5、项目建设地点选择 

项目建设厂址选在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北部工业园内，

东临 205 国道和新近开建的济青二线高速公路，南侧有铁路

支线和高速公路，项目区距莱芜市区 10 公里，可及时便捷

的到达市区，也可方便地到达省会城市济南和青岛港。交通

网络发达，运输十分便利。  

二、项目实施的有利条件 

1、政策优势 

2005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继续加大对多种

所有制、多种经营形式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

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成为推进农业产业化、解决我国“三农”

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 

目前，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通过了《关于深入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决定》，决定把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

业、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壮大支柱产业、推进农业结构战略



 

性调整、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新阶段的经济工作重点。莱芜市

也相继出台了重点扶持发展农副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的政策，

使项目的实施和建设具备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2、资源优势 

山东省是国内最大的蔬菜生产基地和大蒜出口省份，莱

芜市积极推广农业标准化，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发

展了生姜和大蒜、花椒三大主导出口蔬菜品种，并分别以这

三大品种为主，建成了三大出口蔬菜生产基地，而且以品种

新、品质好著称，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资源。 

3、市场优势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公司拥有了大量国际农产品的销售

渠道和遍布欧亚 30 多个国家达 200 多家客户资源，如欧洲

的 SYSTEM FRUGT A/S、DR PERS FOOD AB、KONSEVENFABRIK 

ZACHOW、STIME、ZA/BE INC、日本的丸红株式会社、马来西

亚的强贸易、泰发栈、荣盛贸易等等，尤其是美国，Wal-mart、

Merex、Agar 等农产品、食品业巨头已成为稳定的客户。 

随着国际大蒜产品的需求变化和对各种大蒜、生姜及花

生等系列调味品的不断提高，优质、无公害农产品商品越来

越受到人们的青睐，需求量不断上升，国内外市场前景广阔，



 

当前各种香味、辣味大蒜及生姜调味品已出现供不应求的趋

势。本项目产品的市场优势十分明显。 

4、科技开发能力 

公司依托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山东农业大学食品学

院，技术研究开发力量雄厚，高级管理人员中博士 1 名，硕

士 3 名，食品技术专业人员 40 人，人力资源丰富。 

公司很早就认识到大蒜等农产品的深加工制品研发与

生产的重要性和广阔的发展前景。经过对国外国内市场的综

合考察，于 2002 年底成立了产品研发部，开始大蒜等农产

品深加工制品的研发工作，并积极与荷兰皇家科学院、荷兰

瓦赫宁根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所、山东省农科院蔬菜

所、山东农业大学食品科学系等科研单位展开了合作，目前

已经开发形成了大蒜、生姜、花生等 3 大品种、5 大系列、

30 多个规格的深加工制品，深受国内外客商的喜爱。  

5、基础设施条件 

目前，项目区内“五纵四横”的道路网已初步形成，区

内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条件齐备，为项目的实施提供了良

好的建设环境。 

（1） 供电：架设有 50KV 供电线路，可供生产、生活



 

等用电接入。 

（2） 供水：工业园区自来水供水管道配套建设，可就

近介入，也可由工业园区自行建设。 

（3） 排水：工业园区建有雨水和污水排放系统，排水

便捷。 

（4）通讯：该区域通讯设施齐全。项目所需通讯可申

请办理。 

（5）道路交通：工业园区对外交通运输非常便利。 

三、主要阻碍因素及解决方案 

主要阻碍因素是本项目规模大、投资多，仅靠企业自身

的积累投入时间长，滞后了当地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深

化，延缓了农业出口创汇的增加和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速

度。希望通过政府财政扶持和企业积极自筹解决资金缺口。 

第四章 建设单位基本情况 

一、企业概况 

莱芜一品农产有限公司，是 2004 年由莱芜市招商引资

进入的一家企业，成立后收购了济南一品实业有限公司、金

乡金天农产有限公司、济南龙诚农产品工贸有限公司成为一

家集农产品良种培育、基地种植、农业合作社组织、订单收



 

购、恒温冷藏、加工出口、国际贸易于一体的外向型农产品

加工贸易企业集团。公司现投资三家国内企业，三家海外企

业，尤其是中国加入 WTO 的第一年，一品公司异军突起，发

展迅猛，2003 年被评为山东省省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 

公司创立伊始，即确立了以农业产业为主导的经营方

向，经过近十年的努力，不仅建立了广泛的国际农产品市场

的销售网络和客户资源，而且已经形成了种植、加工、出口

等多门类的农业企业集团化格局，公司及所属企业拥有资产

9716.1 万元，员工 560 人，高级管理人员中博士 1 名，硕

士 3 名，具备了年创汇反倾销应诉的获胜，使原美国对我国

企业大蒜出口征收高达 376.67%的关税降为零税率，使一品

的品牌产品已经占领了美国大蒜原料市场的 30%，并有进一

步扩大市场占有率的趋势。 

公司占地面积 66000平方米，建筑面积 13600平方米，

资产总额 10855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 2621.8万元，流动

资金 6960.6万元。主要加工出口生姜、大蒜及蔬菜系列产

品。产品主要出口美国、欧盟、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2005 年，实现销售收入 8086.7万元，实现创汇 1026 万美元，

利税 664.8万元，其中，净利润 455.2万元。 



 

公司按 ISO9001（2000 版）、ISO14001（2004 版）和

HACCP 国际标准建立了质量、环境管理体系，并取得了认

证证书，使公司的整体运行质量上了一个新台阶，为公司的

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 莱芜一品农产有限公司企业框架结构和关联企

业的基本情况 

莱芜一品农产有限公司现投资三家国内企业，三家海外

企业。整个股本情况： 

（二）公司运用现代化的营销手段，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几年来，公司与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加拿大、澳

大利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二十多家著名农副产品集团

商社保持稳定的业务关系；同时在美国和香港成立了分支机

构。从战略上讲，现已完成了以大蒜和一般国际贸易为主的

战略目标，正在进入以规则贸易、加工贸易为主的战略阶段，

并向着品牌经营的目标迈进。公司确立了2006年以“集团规

划、突破加工、强化经营、细化管理”的总方针。 

（三）公司正在致力于特色的企业理念和企业文化的建

设 

公司广泛吸取中外优秀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结



 

合本公司管理实践，制定了先进高效的企业管理制度，以“一

流的品牌、一流的品种、一流的品质、一流的品味”为经营

目标，确立了“立足农村、服务农民、增收农户、引领农业”

的经营方针，形成了一品特色的经营管理模式和企业文化。 

（四）公司积极开展国际、国内技术合作 

目前，利用“气生鳞茎复壮繁育技术” 已上报省科技

厅，由公司自行复壮繁育的优质白皮大蒜品种已经通过定单

种植方式发展了一万多亩的标准化种植基地并准备通过

GAP 认证和有机大蒜的认证。通过订单种植方式改善了区域

农业产业结构，使广大农户增加了收益。针对日本、美国发

起的对中国出口的蔬菜技术壁垒，公司参与了由国家外经贸

部科技司发起，农业部、国家商检总局、中国食品土畜进出

口商会共同参与的《出口蔬菜技术保障措施研究》课题已经

结题。（全文刊登在《中国蔬菜》杂志 2002 第一期和第二期

上） 

公司 2002 年 4 月与荷兰皇家科学院的遗传学家 C.Kic

博士组织的就“大蒜与健康的国际合作项目”签署了合作协

议书。积极参与并主持了由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屈冬玉领衔

的、由山东医科院、山东农科院蔬菜所参加的中荷科技战略



 

同盟项目“富硒和富硫化物大蒜及其制品课题研究”。 

2002 年 7 月，公司与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就大蒜遗传育

种技术合作达成了意向。合作研究的内容为：大蒜分子标记、

基因重组、野生大蒜开花导入优良性状，为开发新的杂交系

列品种制定了发展目标。这种个大（12cm）瓣少、皮厚、口

感好的品种已在我公司的科技示范园进入小规模育种阶段，

这对我国大蒜品种的更新换代及拓展国际市场有极大的推

动力。 

（五）公司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集约化进程，组建大

蒜合作社 

2001 年，经过两年的准备，在中国蒜都山东省金乡县

鸡黍镇苏楼村，通过一品公司的扶持帮助，由苏楼村的十几

户农民带头自愿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大蒜专业经济合作社组

织。为了帮助农民脱贫致富，一品公司投资 50 万元建设了

占地 30 亩的标准收购加工车间，并派专人指导组织农民加

强组织运营和聘请专家培训社员。在各级政府的帮助下，近

几年加快了大蒜合作社的推进，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工作，合

作社共发展社员 5000 多户，按统一标准建立了 2 万亩的有

机大蒜种植基地。为扩大莱芜大蒜标准化专业合作社建设，



 

今年计划扩展到 6万亩标准化合同种植基地，带动近 6 万户

蒜农进行有机栽培，预计能增加农民收入近 7000 万元。 

（六）公司大力开发大蒜深加工制品，提升产品转化率

和附加值 

由于对大蒜产业的深刻认识和思考，公司很早就开始认

识到大蒜深加工制品研发与生产的重要性和广阔的发展前

景。经过对国外国内市场的综合考察，公司于 2002 年底成

立了产品研发部，开始大蒜深加工制品的研发工作，并积极

与山东省农科院和山东省农业大学等科研单位开展了合作，

现已开发出多种大蒜深加工产品，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生产工

艺，产品远销国际市场，深受广大客户的喜爱。 

二、研发能力 

经过十年的努力，公司培养锻炼了一批农业种植、农产

品加工与营销以及出口贸易方面的优秀人才。公司设立了园

艺部和产品研发部。园艺部负责新品种的培育、基地建设以

及合作社的发展，产品研发部负责新产品的研制和推广。该

公司还与中国农科院蔬菜研究所、山东农科院蔬菜研究所、

山东医科院药物研究所、济南果品研究院以及山东农业大学

等科研单位密切合作，共同开发蔬菜优质品种及大蒜深加工



 

产品。 

三、企业财务状况 

莱芜一品农产有限公司截至 05 年 12 月资产总额为：

10855 万元 

其中：流动资产：6960.6 万元，占总资产的 64.1% 

长期投资：189.4 万元，占总资产的 1.7% 

固定资产：2621.8 万元，占总资产的 24.2% 

无形及递延资产：1083.3 万元，占总资产的 10% 

资产负债率：30.95% 

截至 05 年底未分配利润：1033.8 万元 

四、企业人力资源 

苏钦东  莱芜一品农产有限公司董事长，1959 年生人，

男，大学本科，中国农科院 EMBA，市政协委员，中国食品

土畜进出口商会理事，山东省大蒜商会会长，中国大蒜分会

理事长，山东省农业国际交流协会常务理事，第四届世界园

艺学会 2004 年大蒜会议执行主席，山东省国际贸易联合会

副会长。2005 年当选国际商报中国国际贸易 20 位风云人物

之一。 



 

    曹梦辉  莱芜一品农产有限公司总经理。 1968 年 3 月

生，男，1991 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微电子工程专业，

1994 年参与创建一品公司，组织了对美国大蒜反倾销案的

应诉工作。 

公司现有员工 560 人，高级管理人员中博士 1 名，硕士

3 名。本科以上管理人员 96 人 

第五章 市场分析与销售方案 

一、市场分析 

1、产品市场供求现状 

（1）国际市场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保健意识的不断增加，国外市场

对大蒜、生姜等保健食品的需求越来越多。据欧美等发达国

家有关部门统计，居于保健功能的功能性食品的消费水平呈

明显增长的趋势，预测大蒜、生姜等制品的需求将以超过

10%的速度增长。特别是 90 年代以后，以天然提取物作为保

健品已成为时尚，大蒜素和姜油的消费量按每年 8%的速度

在不断增加。国外对大蒜的开发主要有：以大蒜素成分为原

料的抗癌制剂，无臭大蒜粉保健品，含大蒜素成分的滋补品，



 

提取大蒜硒用于抗血栓和肝脏疾病，含大蒜提取物治疗高脂

蛋白症的药物、调味品、生发剂，含蒜素的杀虫药以及含大

蒜粉所吸附香烟和烟草气味的抗烟草蜡烛等，但售价相对较

高。 

美国大蒜及含蒜商品总的贸易额为 40 亿美元，，欧盟大

蒜总贸易额为 50 亿美元，其中 65%为大蒜加工制品，而中

国的出口额仅为 5亿美元，90％的产品作为原料出口。仅印

尼每年就要消化掉 40 万吨大蒜。国际市场对大蒜及其制品

的需求量和消费量在快速增长，在 2004 年德国食品博览会

上，公司各种含油大蒜产品订单近 2000 吨，超过现有生产

能力的一倍，加大投资力度，提高加工生产能力已迫在眉睫。 

近几年我国大蒜、生姜出口情况 

年份 数量（万吨） 
出口创汇额（万美

元） 

1999 27.9 9817 

2000 37.2 12264.6 

2001 53 18012 



 

2002 103 31000 

2003 112 33898 

2004 111 40000 

2005（1-10 月） 95 45000 

由上表可以看出，我国近几年出口不断增长，由于我国

大蒜、生姜出口量不断扩大，而国外则因为种植成本加大、

农民利润减少等原因，种植面积大面积减少，如韩国政府决

定在未来 4 年内种植面积减少 20%，这对我国大蒜、生姜的

种植和出口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大蒜、生姜系列调味品的出口从 2003 年的 1.2 万吨增

加到 1.5 万吨，今年预计会增加到两万吨，原料的出口价格

平均 400 美元/吨，而深加工制品约为 3000 美元/吨，价格

差价之大可看到市场前景。 

（2）国内市场 

据统计 2004 年世界大蒜种植面积约为 1500 万亩左右，

主要分布于亚洲，而我国大蒜种植面积为 691 万亩（联合国

粮农组织统计我国大蒜面积为 735 万亩），其中山东、河南、



 

江苏三省大蒜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 80%以上，山东种植面积

为 350 万亩左右，占全国产量的 50%左右。我国是世界上最

大的大蒜消费国。  

随着食品工业的改革与结构调整，我国的食品工业产业

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尤其是国家农业产业化政策的出台，使

食品工业跃升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大支柱产业，同时也成

为发展市场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加财政税收收入的

重要保障。市场潜力相当巨大。 

（3）国内同类生产企业状况 

目前国内的大蒜加工企业主要经营保鲜蒜（姜）、蒜（姜）

片、蒜（姜）油、蒜（姜）粉、蒜（姜）茸等 20 多个品种，

目前还尚无大规模生产企业，大蒜、生姜初级加工上规模的

出口企业大约有七、八家，年加工能力 3 万吨左右，但这

些企业大都建厂时间早、规模小、设备老化、工艺落后，以

粗加工为主，没有向深加工延伸，无法形成龙头带动作用，

以现有加工规模水平，迟早会被市场淘汰。因此面向国际市

场，投资建设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农产品精深加工龙头企业迫

在眉睫。本项目的建设以保鲜加工新技术作为技术质量保



 

证，充分利用了山东省丰富的大蒜、生姜资源，开发和生产

大蒜、生姜、花生等深加工系列产品，本项目特别是在大蒜

深加工领域在国内是第一家，在世界上也是领先水平。 

2、产品市场前景分析 

最近几年来，由于应用高新技术，特别是引进国外先进

的食品加工设备和技术，食品工业企业和技术队伍异军突

起，百家争鸣。但是，由于食品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及区域

型经济结构优化配臵不够理想，我国食品工业的产业规模经

营尚存在很大的困难，多数食品企业仍采用落后的加工技术

和设备，农副产品的加工技术水平与生活水平不相适应，综

合利用和规模化加工能力低，产品成本高，加之卫生管理体

系跟不上，产品质量低下，难以打入国际市场，最终导致农

副产品以原材料的形式出口，产品附加值低。蔬菜种植业和

加工业极不协调的现状，使寻找新的增长点、实现国内产销

一体的规模化和产业化，形成了新一轮创业的整体优势所

在。 

我国大蒜、生姜出口产品多为原料及初级加工产品，产

品附加值低。国外大蒜、生姜产品已涉及到多个领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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