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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壹）项目名称

来宾市北之江现代农业生态园项目可行性研究方案

（二）企业性质

民营企业

（三）项目业主

单位名称：来宾市江源农业开发 XX 公司 
法人代表：张送强

公司宗旨：弘杨来宾盘古文化精神，发展来宾现代农业 
生态园的建设，增加就业门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四）项目业主简介

来宾市江源农业开发 XX 公司由张送强执行董事发起成立， 
现有管理人员 6 人，工作人员 6 人。

（五）项目拟建地点

项目拟选址：来宾市兴宾区桥巩乡彩村的长圩山至鼎锅 
山壹带，占地面积约 1000 亩。

第二章项目建设地点现状

(壹)项目地理位置

来宾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北和柳州市、桂林市、 
河池市交界，东和梧州市、桂林市、贵港市相邻，西和河池   
市、南宁市相交，南和贵港市、南宁市毗邻，主要位于红水   
河以北。来宾市城区面积 l7.92 平方 km ，人口 20 多万，市   
区工业用地面积较为分散，大中型企业多位于红水河以南，   
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工业及第三产业总量偏小，城市基础   
设施及配套不足，绿地标准较低。

来宾市人民政府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地级市人民政府，成   
立于 2002 年 12 月 28 号，管辖位于广西中部素有“桂中 ”之   



称来宾市周边县级地市。全市面积 1.34 万多平方 km ，人口 
245   万人，辖兴宾区、合山市、忻城县、武宣县、象州县、
金秀   族自治县 4 县 1 市 l 区，以及境内壮、汉、瑶等 l0 多
个民族。



来宾市城区是来宾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市政府 
和各职能部门的所于地，随着来宾市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 
深化，来宾市城区作为市域政治中心的功能将得到加强。来 
宾市城区拥有为全市服务的金融机构及较好的工商业发展基 
础，城区商业贸易的迸壹步繁荣，其作为市域服务经济中心 
的职能将进壹步加强。

同时，来宾市人口快速增加为旅游、服务业及农业的发展提   
出了新的要求，根据《来宾市城区总体规划》，来宾市常住人   
口为 250 万人。据 2008 年人口和劳动力抽样调查结果，全市   
年末常住人口(指常住来宾半年及之上的人口)229 .12 万人，   
同比增长 0.9％，城镇人口比重为 31.9％。人口出生率 l4.3‰ ， 
人口死亡率 5.8‰ ，人口自然增长率 8.5‰ 。根据公安部门统   
计，全市年末总人口(包括户口于来宾，离开来宾半年及之上   
的人口)252.74 万人，比上年增长 l.0％。其中非农业人口    
38.03 万人，和上年持平；农业人口 214.71 万人，增长 1.2％。 
有壮、汉、瑶等 10 多个民族，主要以壮族人口为主，少数民   
族人中占 74.6％，农业人口占 85.9％。全市设 30 个镇、45    
个乡，768 个村(居)委会。不断增长的人口条件为项目的合   
理开发提供了市场基础。

(二 )来宾市城市总体规划

按照《来宾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5年)》，来宾市城市总 
体结构将以“ 十字轴线，壹城三区 ”为发展方向，即以桂海 
高速公路(即规划的未来城市内部快速路)和红水河作为城市 
空间发展的主轴线，依托城市外围区域性交通设施的建设展 
开城市发展的骨架。

于十字轴线的总体框架下，城区以红水河和山体等自然生态 
廊道分隔，可分为三大片区，即红水河北城市综合片区、红 
水河南能源及高载能工业片区和东部工业片区，且通过外围 
的城市快速干道将三大片区有机地联系于壹起。

来宾市作为经济区的副中心城市，经过多年来的发展，已发



展成为了广西重要的制糖工业基地、能源生产基地和冶金基 
地，和以制造业为主的柳州市构成了经济优势互补的发展态 
势。

目前，来宾市以制糖、能源、冶金三大支柱产业为基础，形 
成了初具规模的工业产业布局体系：

——来宾市区为市域主要综合性工业中心，集合了冶金、制 
糖、能源、化工、农副产品加工等产业；

——合山市工业主要为煤炭和电力产业；

——忻城县工业以制糖、建材、缫丝等产业为主；

——武宣县主要是冶金、建材、化工、制糖等产业； 
——象州主要是制糖、化工、建材等产业；

——金秀县以矿产、林木土特产加工、化工、造纸、水电等 
产业为主。

(三 )主要社会经济指标

2007 年底，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244.36 亿元，同比增长    
15 ．3％；其中第壹产业增加值 82.51 亿元，同比增长 6.8%,   
第二产业增加值 96.74 亿元，同比增长 21.9％；工业增加值   
88.32 亿元，同比增长 23.7％；第三产业增加值 65.11 亿元， 
同比增长 16.5％。财政收入 26.07 亿元，同比增长 23.8％。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93.9 亿元， 
同比增长 25.8％。农民人均纯收入 3245 元，同比增长 l4.7％。 
2008 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 271.58 亿元，比上年增长 l2.8%,   
经济增长连续六年保持于俩位数之上，经济运行保持平稳较   
快增长态势。从产业范畴来分析，第壹产业增加值 76.16 亿   
元，同比增长 5.0％；第二产业增加值 116.03 亿元，同比增   
长 15.8％，工业增加值 102.41 亿元，同比增长 l3.O％；第   
三产业增加值 79.40 亿元，同比增长 16.0％。全市财政收入   
30.29 亿元，比上年增长 l6.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037 元，比上年增加 1947 元，同比增长 l6.1％；人均消费   
支出 9743 元，增长 30.9％。农民人均纯收入 3767 元，比上



年增加 522 元，增长 l6.1％。人均消费支出 3997 元，增长 
ll. 8 ％ 。

于来宾市政府的管理统筹下，来宾市国民经济平稳较快 
发展。2008 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 271.58 亿元，比上年增长  
l2 ．8％，经济增长连续六年保持于俩位数之上，经济运行保 
持平稳较快增长态势。综合经济实力进壹步增强。按常住人 
口计算，2008 年全市人均生产总值超过 ll000 元，达 ll911 
元(按户籍人口计算为 l0820 元) ，同比增长 11.8％。人均 GDP 
稳步提高，全市综合经济实力进壹步增强。

2008 年，全市财政收入 30.29 亿元，比上年增长 l6.2％，其   
中，非税收入的比重为 23 ．2％，比上年上升 9.1 个百分点。 
财政收入持续增长。全年财政收入 30 ．29 亿元，比上年增长   
l6 ．2％，其中壹般预算收入 l4.64 亿元，增长 40.9％。壹   
般预算支出 46.09 亿元，增长 35 ．3％。按常住人口计算，   
人均财政收入达 1328 元(按户籍人口计算为 l207 元) 。财政   
收入占 GDP 的比重为 ll.2％，比上年下降 0.3 个百分点。

金融业快速发展，存、贷款增量创六年以来新高。年末金融   
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173.63 亿元，比年初增加 30.29 亿元，增   
长 21.1％，其中，企业存款余额 26.81 亿元，增长 9.5%;    
储蓄存款余额 99.26 亿元，比年初增加 l6.01 亿元，增长    
19.2％。各项贷款余额 lll ．47 亿元，比年初增加 23 ．35 亿   
元，增长 26 ．5％，其中，短期贷款余额 49.65 亿元，增长    
9.3％；中长期贷款余额 58.82 亿元，增长 38.3％。随着国   
家货币政策由从紧到适度宽松，全年信贷总量实现大幅增长， 
有力地支持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总量提高。全年共完成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 l26.52 亿元，比上年增长 34 ．7％，完成年度目标 
l22 .1 亿元的 103 ．6％。其中，城镇投资完成 97.99 亿元， 
增长 37 ．O％；农村投资完成 24.21 亿元，增长 27.6％。于 
城镇投资中，基本建设投资 50.12 亿元，增长 43.9％；更新



改造投资 35.55 亿元，增长 35.9％；房地产开发投资 10.40    
亿元，增长 11.O％。全市共有 50 万元之上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 (不含房地产项目和城乡私人建房项目)851 个，比上年增   
加 117 个；每个项目平均完成投资额 1144 万元，比上年增加   
l76 万元，增长 41 ．9％。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扩人和总量的   
提高，对全市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重大项目带动作用   
进壹步增强。全市于建计划总投资 3000 万元之上的重大项目   
123 个(不含房地产开发项目) ，比上年增加 45 个；共完成投   
资 72.13 亿元，增长 41.4％，对全社会投资贡献率达 64.8%,   
拉动全社会投资增长 22.5 个百分点；重大项目投资占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的 57 ．0％，比重比上年提高 2.7 个百分点。    
预测规划近期 2010 年以前 GDP 平均增长保持 l4％的高速度， 
2010 年 GDP 总量达到 318 亿元；规划中期 2015 年平均保持 11   
%, 2015 年达到 535 亿元；规划远期 2025 年前平均保持 7%,   
2025 年达到 1052 亿元。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壹、二、 
三产业所占比重， 2010 年为 30:40:30 ，工业化系数达到    
0.97 ；2015 年第壹、二、三产业所占比重为 28.1 ：43.4 ： 
28.5 ，工 业 化 系 数 力 争 达 到 l.34 ；2025 年 三 产 比 重 为    
25:45:30 ，工业化系数达到 l.55 。

第三章项目建设的背景及必要性

（壹）项目建设的背景

来宾是壹片古老的土地，有着俩千多年的历史，文化底   
蕴深厚；来宾也是壹颗冉冉升起的城市新星， 2002 年 12 月， 
撤销柳州地区设立地级来宾市，从此掀开了来宾崭新的壹页。 
几年来，来宾市市委市政府积极思考来宾的发展方向，全面   
把脉来宾当前的得失优劣，提出了“ 环境立市、工业强市、  
城建塑市、农业稳市、商贸旺市 ”发展新思路，把“ 环境立   
市 ”放到首位，清楚的指出来宾目前的发展环境确实存于不   
尽如人意的地方，无论是政策环境、投资环境、治安环境、  
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等，均有待改进和完善。而“农业稳市 ”，



将对城市规划进行重新布局，集中农村、农业战线优势资源， 
实施农业科技，提高农业科学技术，创造高效益综合农业价   
值科学项目定位，调整农业结构，实现生态和社会，经济协   
调发展，实现农业产业可持续运营发展，努力把来宾市建设   
成为富有浓郁地方文化和民族特色的山水宜居城市。

挖掘桂中文化内涵，弘扬桂中文化精神，展现博大精深的地 
域文化。使来宾市的人文景观和优美的自然景观相互融合， 
体现来宾独特的山水园林城市特色，展现来宾历史文化名城 
的新风采。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民物质、 
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不仅需要有代表现代生产力 
发展的现代人文文化的公共设施，也需要通过现代生产力， 
于已有的人文资源上，建设起能集中代表城市优秀传统文化 
的主题标志。这是于顺应社会发展，高度浓缩来宾市传统文 
化的壹个精品项目。能够说来宾市北之江现代农业生态园项 
目既是壹笔可观的社会财富也是保护和发扬了来宾市的旅游 
文化。

按照“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 ”的发展目标，推动 
地方经济，提供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帮助当地农民快 
速进入小康；保护、改善项目区自然生态环境，合理持续利 
用生态资源；为来宾市及其周边地市居民及外来人员提供新 
的休闲空间，满足现代人旅游休闲需求的需要，提高新兴来 
宾市的城市文化品味。

（二）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 、城市建设的要求

来宾市地缘优势明显，文化特色鲜明，物产种类多样，矿藏 
能源丰富。随着中国壹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随着泛珠三 
角经济区的建立，广西成为我们国家各省市区进入东盟自由 
贸易区的桥头堡，而来宾正处于桥头堡的中心地带，也将成 
为泛珠三角投资发展的热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来 
宾市的经济高速发展，来宾目前的城市建设已经难以满足来



宾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增加城市旅游、休闲娱乐场所， 
提升城市品味，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进而推动城市经济腾 
飞是来宾市委、市政府壹直以来的迫切愿望。

2 、增加旅游量，改善环境

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质量，首先就得从城市及郊区 
绿化着手。于城市这个有限的空间内，尽可能的设置绿地， 
向自然生态系统靠拢，使绿地发挥出最大的生态效益，营造 
宜人的居住环境。来宾市北之江现代农业生态园项目则是秉 
承了这壹理念，项目建成可推动来宾市的旅游文化发展、调 
整农业结构、增加休闲娱乐场所，填补该区域没有大型公共 
休闲绿地的空白，为市民提供壹个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其生 
态效应也可大大改善周边环境。

4 、突出特色，提升品味

于满足生态要求的前提下，旅游文化、农业结构、休闲娱乐 
仍应注重景观效果。运用造景艺术手法科学合理搭配，营造 
富有意境的生态园绿地。而建设有来宾特色的城市绿化，就 
要高标准做好规划，打造精品旅游文化、农业结构、休闲娱 
乐工程，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和当地景石文化结合，以加深 
城市历史文化底蕴。同时，于此基础上加强景观层次及彩化 
建设，进壹步提升旅游文化、农业结构、休闲娱乐品质。来 
宾市北之江现代农业生态园项目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 
精品园性质。势必成为来宾市壹张重要的名片。

当前，来宾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   
市政建设突飞猛进，全市形成交通综合配套、水电供应充足、 
通信发达、城市功能完善的基础设施新格局。同时，全市全   
面提高了政府办事效率，为各方投资者营造出壹个良好的创   
业乐园。

来宾市是桂中新兴的工业城市，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 
人口的不断增加，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休闲度假的 
需求内容必然也不断增加。根椐来宾市目前发展的形势，现



有的休闲度假的去处较少，已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生活需要。  
工业的发展，必然让农业生态园更贴近人们生活需要。建设   
农业生态园大有前途，经济效益显著。项目的建设是必要的。

第四章 建设规模

本项目属于新建项目，共分为九个园区。

（壹）桂中文化园：来宾旅游集散区(含生态停车场、生 
态广场、壮族文化馆) 、江源水园(含水景、桂中园林) 、桂中 
名人馆、桂中文化体验长廊、盘古传说(盘古庙宇) 、道路、 
桥梁等项目及关联配套设施。总用地面积 300 亩，建筑面积 5 
万㎡，投资计划 3000 万元。

（二）之江农业生态园：包括嘉苑(旅游服务区) 、绿苑(精   
品蔬菜体验区) 、怡乐园(市民游乐拓展区) 、果园(采摘果园 
体验区) 、农耕园(农耕文化体验区) 、畜牧园(养殖农庄) 、花 
卉园(盆景花卉展示区) 、壮药种植园、田舍居(乡村休闲度假 
区)等项目及关联配套设施。投资计划 1500 万元。

（三）精品花卉种植园：集约发展百亩花卉精品种植，配套 
生态餐厅、乡村田园度假群落等关联设施。投资计划 l500 万 
元。

（四） 之江生态度假村：度假花园别墅、天然动态水游  
泳场、游乐沙滩、水上游乐场；结合新农村建设，配套发展  
乡村度假酒店、会议中心等关联项目，投资计划 3500 万元。

（五）钓鱼度假山庄

（六）度假宾馆

（七）职工用房

（八）办公用房

（九）安置小区

总投资 18000 万元，包括征地费用 6000 万元，占地约 1500 
亩。



第五章 项目选址

经过详细的实地考察，和关联职能部门沟通及专家论证，



项目拟选址来宾市兴宾区桥巩乡彩村的长圩山至鼎锅山壹带， 
占地面积约 1500 亩。

本项目拟选地址交通便利，场地生态环境保持良好，适 
宜建成生态休闲乐园。

第六章 建设条件

（一） 基本条件

本项目建设采取征用或者租赁农村土地，其中部分是低 
洼水泡的荒地通过改造进行充分利用，部分属于壹般农民仅 
用于轮歇耕作的旱地，部分属于岭坡地等。建设规划部门已 
出具了用地规划红线图和办理规划设计条件，其他建设手续 
按进度办理。

（二） 自然条件

来宾市地处广西中部，有“ 桂中 ”之称，属亚热带季风 
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时数为 l750.4 小时，无霜 
期 320 天，其他气象资料如下：

年平均气温：20.3℃;

历年极端最高气温：39.4℃,历年极端最低气温：-2℃;

年均降雨量 1496.7 毫米；

历年平均日照时数 l571 .5 小时；

相对湿度，最冷月平均 76％，最热月平均 82%;

主导风向：东北风；

基本风压：0.3KN／㎡  .

来宾市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北回归线从南缘经过，  
具有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特征，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雨   
量充沛，农业气候资源丰富，但旱涝寒害频率也较高。全地   
区年均日照 1325-1734 小时；平均年降水量 1225-1942 毫米， 
四月下旬至八月下旬为雨季 ,是洪涝多发季节 ;年平均气温   
l8.1-21.2 ℃。此外，金秀县地处山区，海拔高，气候特征独   



树壹格，气温偏低，日照少，年平均气温 l7.1℃,是夏
季避   署旅游之胜地。



（三）基础设施条件

1 、交通

来宾市位于北纬 23°16′至 26°29′、东经 108°24′至    
110°28′之间，位居广西中部，故有“ 桂中 ”之称。北和柳   
州市、桂林市、河池市交界，东和梧州市、桂林市、贵港市   
相邻，西和河池市、南宁市相交，南和贵港市、南宁市毗邻。 
深居广西腹部，经济、交通地位十分重要，区位优势明显。  
湘桂铁路、桂海高速公路穿越市区，北距广西工业重镇柳州   
市 60km ，南距广西首府南宁市 l56km ，是大西南出海通道不   
可缺少的有机整体，又是广西重点开发的红水河经济带的重   
要组成部分，境内 3 条国道 4 条省道贯通四邻，红水河越城   
而过，500-800 吨船舶可直航、香港、澳门。

本项目位于来宾市兴宾区桥巩乡彩村的长圩山至鼎锅山 
壹带，现已有道路可直达项目地点。

2 、地形、地貌、土壤及水文

根据周边区域地质构造资料显示，项目场地周边无构造断裂   
通过，无新构造活动迹象，区域稳定性较好，宏观地貌属来   
宾岩溶平原，原始地形于场地内部分地段基岩出露，为溶沟、 
溶槽发育地区。土壤(自上而下)以坚硬～硬塑状粘土、强~   
中风化灰岩、微风化灰岩为主。

3 、地震防治

根据国家地震局《中国地震动参书区划图》 (GBl8306-2001) 
来宾市抗震设防基本烈度为低于 6 度。总体上，来宾市区域 
地理条件较为稳定，地震危险性较低。

4 、供电

（ 1）用电负荷

本工程属二类建筑，其中消防水泵等消防负荷及计算机 
中心为壹级负荷，其余为三级负荷。

（ 2）电源



本工程主电源由当地供电部门提供壹回路 l0KV 专用电



源。

5 、照明

（ 1）照明电源：采用 380／220V 三相四线制供电。

（ 2 ）应急照明：发电机房，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 
电梯机房，电梯前室，疏散楼梯等处设置事故照明应急灯，  
于走廊，出口等处设置疏散照明标志灯。

线路敷设：事故及应急照明线路采用阻燃铜芯导线穿阻 
燃塑料管沿墙及楼板暗敷。普通照明线路采用铜芯导线穿阻 
燃塑料管墙及楼板暗敷。

6 、辅助设施

（ 1）消防及消防用水

于建筑物外设消防水池壹座，有效容积为 150 立方米的    
水泵房设消防泵二台，壹用壹备。且设稳压泵、气压罐等消    
防稳压设备，以保证最不利点消火栓的静水压力大于 0.07MPa 。 
室内设 CF1 型自动气体灭火全淹没系统，按每 50 ㎡设置壹个    
释放点，根据现场装修及设备摆放情况具体考虑灭火装置的    
摆放位置。

于 建 筑 物 内 ，仍 将 按 《 建 筑 灭 火 器 配 置 设 计 规 范 》 
GBJl40-90(1997 年版)的要求，于各层合适的位置配置 ABC  
型手提式干粉灭火器，供火灾初期时使用。

（ 2）照明

灯具按各房间的用途分别设置荧光灯、吸顶灯、白炽灯 
等。灯具按其使用环境和使用特点选择。优先选用节能灯， 
高效灯。灯具采用普通翘板开关控制。

（ 3）管线敷设

线路敷设：事故及应急照明线路采用阻燃铜芯导线穿阻 
燃塑料管沿墙及楼板暗敷。普通照明线路采用铜芯导线穿阻 
燃塑料管墙及楼板暗敷。



（ 4）防雷接地

本工程按二类建筑物设计防雷接地装置。电气接地、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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