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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论

1.1 项目概要

1.1.1 项目名称

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项目

1.1.2 项目建设单位

XXX 有限公司

1.1.3 项目建设性质

新建项目

1.1.4 项目建设地点

本项目建设地址是夏邑县

1.1.5 项目负责人

报告定制编写：中投信德杨刚工程师

1.1.6 项目投资规模

项目的总投资为 450.0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为 400.00 万元（土建

工程为 192.00 万元，设备及安装投资 105.84 万元，土地费用为 70.00 万元，

其他费用为 23.76 万元，预备费 8.4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为 50.00 万元。



第 2 页

项目建成后，达产年可实现年产值 880.00 万元，年均销售收入为

708.67 万元，年均利润总额 117.90 万元，年均净利润 100.22 万元，年上

缴税金及附加为 7.59 万元，年增值税为 75.87 万元；投资利润率为

26.20%，投资利税率 44.75%，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20.73%，税后投资回

收期(含建设期)为 5.07 年。

1.1.7 项目建设规模

本项目主要生产产品：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

本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10 亩，总建筑面积为 2560.00 平方米，主要建设

内容及规模如下：

主要建筑物、构筑物一览表

工程类别 工段名称 层数
占地面积

（m2）

建筑面积

（m2）

生产车间 1 1200.00 1200.00

仓储库房 1 600.00 600.00

研发办公楼 2 120.00 240.00

职工宿舍 2 120.00 240.00

职工食堂 1 100.00 100.00

供配电站及门卫室 1 80.00 80.00

其他辅助设施 1 100.00 100.00

1、主要建筑工程

合计 2320.00 2560.00

道路及停车场 1 2500.00 2500.00
2、公共设施

绿化工程 1 800.00 800.00

1.1.8 项目资金来源

1.1.9 项目建设期限

本项目建设工期共计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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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项目建设单位介绍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5 年，主要产品为辊压机、平压机，

设计年产量 5 台（套），公司占地面积 34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8000 平

方米。

公司拥有一批优秀的专业技术人员，并采用先进的管理方式，于 2005

年顺利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和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公司针对我国人造板行业的特点自主开发、研制 SBP 系列（第二代）

连续辊毯式热压机，这条生产线的问世填补了我国不能生产连续辊毯式压

机的空白，并于 2009 年获得“连续辊式热压机”新产品鉴定证书，该设备主

要用于 2.0-8.0 mm 厚的中密度和刨花板的生产。同时公司于 2010 年成功

推出 DBP 系列连续平压机，可生产 1.0-32mm 厚的中/高密度板、刨花板等，

公司产品是国家鼓励生产的新型机械产品，节约能源，符合国家的产业政

策，并在十一五期间有长足发展，设备精度、可靠性完全可以和进口设备

相媲美，生产的产品指标完全达到或超过进口设备生产的产品指标，打破

了人造板生产线由欧洲垄断的历史。

公司不仅严把生产、技术、产品质量关，同时也注重企业文化的建设、

无形资产的保护，目前已授权的实用新型专利 15 件，已授权的发明专利 9

件，其中包含一项国际专利。公司坚持以“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导向，在同

类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从目前产品的销售情况看，产品以质量稳定、性

价比高在竞争中占有优势。产品已销往埃及、印度、奥地利等多个国家，

并取得了良好的信誉，公司将秉承 "客户至上！质量第一！诚信为本！"



第 4 页

的宗旨，以公司理念为根本，实现持续健康发展，为国内外木工行业

做出更大的贡献。

1.3 编制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

2. 《夏邑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3.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

4. 《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工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

5. 《中国制造 2025》；

6. 《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及使用手册》（第三版）；

7. 《工业可行性研究编制手册》；

8. 《现代财务会计》；

9. 《工业投资项目评价与决策》；

10. 项目公司提供的发展规划、有关资料及相关数据；

11. 国家公布的相关设备及施工标准。

1.4 编制原则 

（1）充分利用企业现有基础设施条件，将该企业现有条件（设备、

场地等）均纳入到设计方案，合理调整，以减少重复投资。

（2）坚持技术、设备的先进性、适用性、合理性、经济性的原则，

确保工程质量，以达到企业的高效益。

（3）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基本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有关规定，执

行国家及各部委颁发的现行标准和规范。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9/c5267251/part/5267260.doc


第 5 页

（4）设计中尽一切努力节能降耗，节约用水，提高能源的重复利用

率。

（5）注重环境保护，设计中注重建设垃圾处理方案，在建设过程中

采用行之有效的环境综合治理措施。

（6）注重劳动安全和卫生，设计文件应符合国家有关劳动安全、劳

动卫生及消防等标准和规范要求。

1.5 研究范围

本研究报告对企业现状和项目建设的可行性、必要性及承办条件进行

了调查、分析和论证；对产品的行业市场需求情况进行了重点分析和预测，

确定了本项目的经营纲领；对加强环境保护、节约能源等方面提出了建设

措施、意见和建议；对工程投资，经营成本和经济效益等进行计算分析并

作出总的评价；对项目建设及运营中出现风险因素作出分析，重点阐述规

避对策。

1.6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项目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据和指标

一 主要指标

1 总用地面积 亩 10.00
2 总建筑面积 ㎡ 2560.00
3 达产年设计产能 x/年 x.00
4 总投资资金，其中： 万元 450.00

4.1 建筑工程费用 万元 192.00
4.2 设备及安装费用 万元 105.84
4.3 土地费用 万元 70.00
4.4 其他费用 万元 23.76
4.5 预备费用 万元 8.40
4.6 铺底流动资金 万元 50.00
二 主要数据

1 达产年年产值 万元 8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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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均销售收入 万元 708.67
3 年平均利润总额 万元 117.90
4 年均净利润 万元 100.22
5 年销售税金及附加 万元 7.59
6 年均增值税 万元 75.87
7 年均所得税 万元 17.69
8 项目定员 人 45
9 建设期 年 1
三 主要评价指标

1 项目投资利润率 % 26.20%
2 项目投资利税率 % 44.75%
3 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 20.73%
4 税前财务内部收益率 % 24.09%
5 税后财务净现值(ic=8%) 万元 413.18
6 税前财务净现值(ic=8%) 万元 531.98
7 投资回收期(税后)含建设期 年 5.07
8 投资回收期(税前)含建设期 年 4.54
9 盈亏平衡点 % 40.36%

1.7 综合评价

本项目重点研究“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项目”的设计与建设，项

目建成后，可满足当前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消费市场的极大需求，推

动我国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对地方经济建设有积极的积极促进作用。项

目产品市场前景广阔。且该项目投产后，可以带动本地相关配套企业的发

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选址符合夏邑县规划的相关要求。该

项目选用先进技术和设备，能达到清洁生产水平，项目营运过程中充分体

现了循环经济的理念。污染治理措施能够满足环保管理的要求，废气、废

水、噪声、固体废物均能实现达标排放和安全处置。

项目的实施符合我国产业发展政策，是推动我国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

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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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技术升级的重要举措，符合我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项目将带动当地就业，增加当地利税，带动当地经济发展。项目建设还将

形成产业集群，拉大产业链条，对项目建设地乃至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很

大的促进作用。因此，本项目的建设不仅会给项目企业带来更好的经济效

益，还具有很强的社会效益。

综上所述，该项目市场前景看好，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显著，因此，

项目可行且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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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项目市场分析

2.1 建设地经济发展概况

夏邑位于商丘市东部，东接永城、砀山县，东北与江苏省丰县接壤，

洗脸虞城县，南临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北依山东省菏泽市单县，是豫、

鲁、苏、皖结合带，地理区位优势明显。现已规划的祁连高速将连接连霍

高速与济祁高速，建成后将缩短从北边城市至规划区的车程，交通将得到

极大改善。陇海铁路横贯夏邑，有一火车站点夏邑站，连霍高速公路横穿

夏邑全境。项目地距夏邑站 40 分钟车程。

2.2 我国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作为国民经济传统支柱产业、重要的民生产业和国际竞争优势明显产

业的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工业，在繁荣市场、吸纳就业、增加农民收

入、加快城镇化进程以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外部环境不断变化，中国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工业当前在国

民经济中仍保持着稳定地位，并发挥着日渐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全球工业

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产业格局的进一步调整，我国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

置工业发展正面临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加快推进工业化进

程的“双重挤压”。中国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工业正处于由大而强的

关键转型期。

当然随着“中国制造 2025”的落地实施，作为中国传统支柱产业的中

国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行业在传统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技术与

新技术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也在进行着一场变革。随着《工业智

能化控制系统装置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的发布，中国工业智能化控

制系统装置行业正式迈进智能化、数字化的转型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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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行业发展空间

从产业发展层面看，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工业与信息技术、互联

网深度融合对传统生产经营方式提出挑战的同时，也为产业的创新发展提

供了广阔空间。“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推动信息技术在工业智能

化控制系统装置行业设计、生产、营销、物流等环节的深入应用，将推动

生产模式向柔性化、智能化、精细化转变，由传统生产制造向服务型制造

转变。大数据、云平台、云制造、电子商务和跨境电商发展将催生新业态、

新模式。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大环境、消费者需求、成本等多重因素变

化影响下，中国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行业也在逐渐发生新变化，主要

分为“创新速度加快”、“消费需求多元”、“智能深度融入”三点：

面对我国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工业发展环境和形势的深刻变化，

相关企业须积极把握需求增长与消费升级的趋势，利用好新一轮科技和产

业变革的战略机遇，推动我国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工业加快向中高端

迈进。

2.3 我国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技术进步和工艺创新成为促进产业升级和提升产品档次的主要动力。

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行业将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

式，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加快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先进生产

力建设。主要包括“三大创新”：科技创新、经营管理创新、产业链整合

创新。以及新材料、新工艺的应用，将会有力地推进我国工业智能化控制

系统装置行业的结构调整，大大提高我国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工艺技

术水平，提高我国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的技术含量和产品档次。ERP

企业资源计划、P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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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数据管理系统及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将加快工业智能化

控制系统装置企业商品的购、销、存等流转过程，进一步规范企业运作流

程，加速企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企业的市场应变能力。工业智能化控制

系统装置行业将逐步适应国际消费趋势的主流，由生产低档次产品向高品

质、高档次及高附加值的产品转变，逐步完善上下游产业链，向价值链高

端迈进。

2.4 市场小结

综上可以看出，我国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业及工业智能化控制系

统装置产品发展前景十分可观。市场需求十分旺盛。随着国内外消费需求

的进一步增加，必将带动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市场需求的进一步拉大。

因此，项目正是适应市场需求而产生的，产品市场需求潜力较大，前景可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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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项目建设的背景和必要性

这一部分主要应说明项目的发起过程、提出的理由、前期工作的发展

过程、投资者的意向、投资的必要性等可行性研究的工作基础。为此，需

将项目的提出背景与发展概况作系统地叙述。说明项目提出的背景、投资

理由、在可行性研究前已经进行的工作情况及其成果、重要问题的决策和

决策过程等情况。在叙述项目发展概况的同时，应能清楚地提示出本项目

可行性研究的重点和问题。

3.1 项目提出背景

 说明国家有关的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分析项目是否符合这些宏观经济要

求。

“十三五”期间，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

行业着力推进转型升级，依靠技术创新、管理提升和产品升级，全行业经

济运行总体平稳，规模以上企业主要运行指标保持增长。为应对国内外工

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市场的变化，政府大力推动并加快工业智能化控制

系统装置工业转型升级，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产业产品结构逐步由低

端产品向中高端产品转移，目前高端市场需求激增，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

装置市场需求上升，供不应求。

项目方结合我国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行业发展较好的行业背景、

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等相关产品市场需求日益旺盛以及当前项目公

司及项目实施地具备多方资源优势的情况下，提出的“工业智能化控制系

统装置项目”。项目企业将充分利用建设地资源、能源、人力成本优势以

及产业基础优势，将该项目打造成当地颇具规模的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

置开发生产基地。本次项目的建设对于加快夏邑县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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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进程，带动当地国民经

济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该项目建设具备良好的市场发展空间，项目产品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其推广应用将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项

目采用的技术成熟，环境零影响，运行费用少，抗风险能力强，符合国家

的产业政策和环境保护政策，具有明显的投资优势和非常广阔的市场前景。

因此，本次项目的提出恰合时宜且意义重大，项目建设具备一定的市场发

展空间，项目实施将为项目方带来较为可观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3.2 项目建设必要性分析

一般从企业本身所获得的经济效益及项目对宏观经济、对社会发展所

产生的影响两方面来说明投资的必要性。包括下面这些内容。

企业获得的利润情况。

企业可以提高产品质量，加强市场竞争力。

扩大生产能力，改变产品结构。

采用新工艺，节约能源，减少环境污染，提高劳动生产率。

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优越条件和竞争力。

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包括增加税收、提高就业率、提

高科技水平等。

3.2.1 有利于促进我国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工业快速发展的需要

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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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是我国传统支柱产业、重要民生产业和创造国际化新优势的产业，

是科技和时尚融合、生活消费与产业用并举的产业，在美化人民生活、增

强文化自信、建设生态文明、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拉动内需增长、促进社

会和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国内经济环境看，国内需求将成为行业

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随着国内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居民收入的稳定提升，

将拉动内需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现代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工业的快速发展，自动化、连续化

和高效化已成为现代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业生产的主要方向，以减少

中国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品生产设备和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从而加大力度引进先进的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设备和技术，注重消化

与吸收，尤其要注重创新能力的提高，使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品生产

向创新之路发展。本次项目建设将大力引进国内外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建

设设施完善的现代化车间，通过先进的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加工技术

和装备，促进我国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工业在新时期继续快速健康发

展，有利于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是加快我国经济繁荣发展的重要

途径，因此本次项目的提出适时且必要。

3.2.2 提升技术进步，满足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行业生产高品质产品的需要

搞好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对于工业智能化

控制系统装置全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全面提升行业核心竞争力，并发

挥优势要素，做大做强。夏邑县 XX 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从事工业智

能化控制系统装置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的生产，技术已相当成熟，经

过多年的发展与探索，已取得很大的成绩，项目的建设不仅可以弥补我国

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尖端技术的空白，还可有效满足工业智能化控制

系统装置行业生产高品质产品的需要。

从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企业来说，生产高端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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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既是企业实力的象征，更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利润增长点，同时也是

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企业“做精”的战略选择。随着工业智能化控制

系统装置行业产品的创新开发和培育新的增长点，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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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产品结构调整，重点开发高档次、高品位、高附加值产品，为行

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产品质量和品质，注重从加工生产向前端设

计研发、后端市场终端控制延伸，引导并创造市场需求，以市场为导向，

加强高品质产品开发，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多层次的需求。面对一个变化迅

速、日新月异、多元化、流行周期短的市场，项目企业将提高对市场的反

应速度，在充分了解市场的情况下，采用新工艺、新技术和生产效率来生

产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快速生产出消费者所需要的产品，在新一轮的竞

争中取得先机，从而满足当前市场对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的市场需求。

3.2.3 符合现行产业政策及清洁生产要求

本项目符合现行产业政策和地方发展规划，项目建设采用了先进的工

艺技术和设备，符合清洁生产要求，各项污染物能够达标排放，污染物排

放总量控制方案符合当地环保要求，区域环境质量影响不大，环境风险可

以接受。拟建项目将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严格落实本报告书提出的

各项环保措施。

3.2.4 提升我国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水平的需要

本次项目以节能减排和提升品质为导向，实施多品种、系列化工业智

能化控制系统装置研发生产，是与国家产业政策密切相关的高端、高附加

值、具有很好市场前景的产品研发制造，公司坚持以产品创新为动力，加

快研发高端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在产品定位上，本项目将主要向低

排放、低能耗、高智能化控制、多功能综合使用、先进制造工艺、人机工

程化设计等方向发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零”排放。对推进夏邑县产业

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夯实全省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产业、装备

制造业等产业根基，带动全省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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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提升企业竞争力水平，有助于企业长远战略发展的需要

随着近年来国内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行业的蓬勃发展，项目企业

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条件开发优势资源，深挖潜力提升项目产品的生产技

术水平，本次“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项目”将充分发挥技术领先优势

与人才优势，通过企业技术改造提升技术水平，购置先进的技术装备，采

用规模化生产经营，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全力对工

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进行研发及生产，以促进企业可持续性发展，有助

于企业做大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的生产主业，延伸企业产业链条，促

进产业集群发展方面实现突破。

本次项目建设将大力引进国内外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建设设施完善的

现代化车间，此举是项目公司长远战略规划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关系着企

业未来的发展能量，因此本次项目的提出适时且必要。

3.2.6 增加当地就业带动产业链发展的需要

本项目除少数的管理人员和关键岗位技术人员由项目公司解决外，新

增员工均由当地招工解决，项目建成后，将为当地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吸

收下岗职工与闲置人口再就业，将有力促进当地经济的繁荣发展和社会稳

定；此外，项目的实施可带动我国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及相关行业上

下游产业的发展，为提高中国综合国力产生巨大而深远影响，对于搞活国

民经济、增加国民收入、提高国民生活水平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3.3 项目建设可行性分析 

3.3.1 政策可行性

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 2025》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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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推进企业技术改造。明确支持战略性重大项目和高端装备实施技

术改造的政策方向，稳定中央技术改造引导资金规模，通过贴息等方式，

建立支持企业技术改造的长效机制。推动技术改造相关立法，强化激励约

束机制，完善促进企业技术改造的政策体系。支持重点行业、高端产品、

关键环节进行技术改造，引导企业采用先进适用技术，优化产品结构，全

面提升设计、制造、工艺、管理水平，促进钢铁、石化、工程机械、轻工、

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等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发展。研究制定重点产业技

术改造投资指南和重点项目导向计划，吸引社会资金参与，优化工业投资

结构。围绕两化融合、节能降耗、质量提升、安全生产等传统领域改造，

推广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新材料，提高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和效

益。

《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工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提出：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

并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落实《中国制造

2025》，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以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的“三品”战略为重点，增强产业创新能力，

优化产业结构，推进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形成发展新动能，创造竞争新

优势，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初步建成工业智能化控制系统装置强国。

在国家及项目当地政策的倾斜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下，科技、资本、土

地、人才等资源将得到进一步整合，科技创新中介平台、融资体系建设、

创新机制、人才引进等方面将有新突破，从而为该项目创造了良好的政策

环境。因此，本项目属于国家鼓励支持发展项目，符合国家大力发展产业

链的战略部署，项目建设具备政策可行性。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9/c5267251/part/5267260.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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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技术可行性

本项目拥有专业研究机构和国际一流技术团队，从理论基础研究到应

用研究形成多种技术路线研究应用体系。本项目产品生产技术已经达到了

成熟应用阶段，该工艺适合我国的国情。本项目建设在技术上可行。项目

公司已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同时拥有国内一流的技术队伍，资金实力

及人才优势较强。项目建成后将紧跟国内国际先进技术发展步伐，不断缩

短技术更新周期，对生产各环节进行全程质量控制，确保本项目技术水平

的先进地位。

3.3.3 管理可行性

本项目将根据项目建设的实际需要，专门组建机构及经营队伍，负责

项目规划、立项、设计、组织和实施。在经营管理方面将制定行之有效的

各种企业管理制度和人才激励制度，确保本项目按照现代化方式运作。

3.4 分析结论

本项目的建设符合我国的相关产业政策，从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和建设

可行性分析，本项目属于国家鼓励类的建设项目，有当地政府、各相关部

门的支持，按国家基本建设程序进行实施，项目符合当地产业规划的工业

产业布局建设要求，项目设计可靠合理，是一项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的项目，可见，本项目的社会及经济评价可行。

综合以上因素，本项目建设可行，且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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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项目建设条件

4.1 地理位置选择

该项目位于位于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城东部太平镇，

4.2 区域建设条件

4.2.1 区域位置概况

夏邑县位于商丘市东部，辖 24 个乡镇、731 个行政村，总面积 1481

平方公里，总人口 120 万。

夏邑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夏邑是黄河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早在 5000

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里便有人类繁衍生息。夏代属虞地，商代为栗邑，

西周属宋国，秦置栗县，汉称下邑，金改为夏邑，延续至今。

4.2.2 区域地理环境

夏邑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是国家小麦、棉花

生产基地县；年平均气温 14.1℃，年平均降水量 762 毫米，无霜期 217 天；

地下水是主要供水来源，具有埋藏浅、增补快、水质好、水温适宜、开采

容易等特点。地表水资源来自降水和入境水。

百平方公里以上流域面积的虬龙沟、巴清河、沱河、东沙河等 14 条

河流自西向东横穿全境，年平均入境水量为 1 亿多立方米。夏邑位于黄河

故道决口平原区，是典型的平原冲积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6%B2%B3%E6%95%85%E9%81%93/153807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6%B2%B3%E6%95%85%E9%81%93/1538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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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区域旅游资源

1、栗城故址

夏邑栗城故址位于今县城西南，四面八水，湖光环抱。史载：夏邑商

代名栗，周为宋域，为孔氏之采邑。汉置栗侯国。明嘉靖《夏邑县志》记

载：夏邑旧城为“战国时所筑，周围五里余”，城湖为“取土筑城，因以为

池”。由于不断修整鱼塘，开发城湖，出土了一大批文物。1983 年，城里

之西部湖中，在修鱼塘时，曾发现了一批宋、明、清时期的文物。宋代文

物有：影青瓷碗，白釉黑花瓷碗、瓷盘十数件，青石“鱼龙”砚一方，玉印

章一枚，大铜盆一件及火葬骨殖盆等，还有明代绿釉陶塑天王像十几尊，

明清青花瓷碗等。1992 年在大规模开发城湖时，又出土了一些宋代白釉

黑花瓷碗、瓷瓶、瓷盘，在东湖中发现一元代砖室墓等。由此可见，城湖

中尚有文物藏于湖底下。现为商丘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天龙湖公园

天龙湖前身是夏邑城湖，历史悠久，始于战国。历经几个朝代的修复

开拓，于明朝正德元年（公元 1511 年）正式形成。历经 17 次理开挖，

以城墙为界形成内外湖，总面积 3000 亩。天龙湖公园位于县西南方向，

紧邻县政府。是县内最大的水域之一，原为夏邑老城（现为城里村）的护

城河，是县内最早开发的人民公园。园内风景秀丽，景色宜人。1992 年

春，夏邑历史上规模最大、动用人力和投入资金最多的城湖综合开发方案

经县人大通过并实施。当年，全县共投入民工 2．5 万余人，资金 2000 

余万元，经 4 个多月的开挖改造，完成了城湖综合开发第一期工程。随

后，又投资近 500 万元相继建成了城湖大门、环湖柏油路、八角亭、九

曲桥、月亮桥、湖心岛、八龙戏水大型石雕等设施和景点。如今，环绕夏

邑古城的天龙湖共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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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块碧水，已成为镶嵌在豫东大地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十里长堤，白

杨绿柳倒映水中，风光旖旎；清澈水面，鱼儿嬉戏，激起层层涟漪；九曲

桥上，男女老少，闲庭信步，谈天说地；游乐园里，欢声笑语，热闹非凡。

古老的城湖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人们休闲、观光、划船、垂钓和游乐放

松的好去处。

3、孔子还乡祠

孔子还乡祠位于夏邑县城北六公里王公楼村。孔子祖先为春秋宋国人

（其祖居地为今商丘市夏邑县城北六公里王公楼村，孔子的祖坟仍在此

地）。公元前 680 年，宋国发生内乱，孔子曾祖孔防叔为避乱而奔鲁。

孔子成人以后知晓夏邑王公楼村为自己的祖籍，时常回祖籍祭祖省亲。孔

子还乡祠始建于唐初，其形制仿文庙，坐北朝南，有一壁、一坛、两殿、

四门及碑林等。宋真宗时，孔子四十五代孙孔良辅、孔彦辅由曲阜到此定

居，对孔子还乡祠修复扩建。金代，又立杏坛碑于大成殿之前。清道光元

年，增建崇圣祠。史记载：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西周初年，

微子启被封于宋立国。微子卒，其弟微仲立，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

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缗公共立，缗公共卒，弟炀公熙立，缗公

共次子鲋祀杀炀公，欲立世子弗父何，何不受，鲋祀自立为厉公，弗父何

则为宋国上卿，受采邑于栗邑。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生正考父，正

考父曾辅戴公、武公、宣公，以仁德著称。其子孔父嘉为宋国大司马，殇

公十年为太宰华督所杀，其后裔孔防叔离宋奔鲁，越三世而生孔子。栗邑

即河南夏邑县之古称，城北 6 公里有孔氏先茔，孔子莅此祀先省墓，后

人思而立祠，曰“还乡祠”。还乡祠占地 100 余亩，亭台殿阁，金壁辉煌，

碑碣林立，古柏参天，气势宏伟壮观，是历史上著名的文化圣迹。由于年

久失修，逐渐毁坏。上世纪九十年代，为弘扬孔子文化，夏邑县委、县政

府决定修复孔子还乡祠。此决定得到了广大群众及有识之士的热烈拥护，

纷纷自动捐资。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捐赠 100 万元及孔子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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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铜像。从 1996 年起，在还乡祠遗址上开始重修孔子还乡祠，共分三期

工程。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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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一期工程竣工并对外开放，建有大成门、仿古围墙、护祠河、

大成殿、碑林等，古朴典雅、雄伟大方，具有民族特色，已成为中原、齐

鲁文化旅游线上一颗璀璨的明珠。现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彭雪枫将军纪念馆

彭雪枫纪念馆位于县城东北 17 公里八里庄村，是 1985 年为纪念新

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将军在八里庄战斗中不幸殉难而建的。纪念馆占地 

9900 平方米，坐北朝南，松柏绿翠。馆内立有纪念碑和彭雪半身塑像。

陈列室的匾额上“彭雪枫同志生平事迹陈列室”是原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张爱

萍亲笔题写的。展室中陈列着 1907－1944 年近千幅珍贵照片和文字资料，

显现着彭雪枫一生的战斗功绩和高尚情操，且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

朱德、邓小平、陈毅、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其书写的挽联、挽帐诗

词和题字。纪念馆东南隅的松柏鲜花丛中，一尊刻有“彭雪枫将军殉难处”

的石碑，昭示着人们对先烈的永志不忘和无限敬仰。纪念馆有一西洋式建

筑，系 1925 年西班牙人为传教而建的教堂，当时彭雪枫将军就是在这里

指挥作战取得胜利的。他亲临阵地指挥战斗即将结束时，被流弹击中左心

房而壮烈牺牲。全国解放后，每年都有党和国家、军队以及省地县领导人

前来哀悼和祭扫。当地老百姓拜祭更是络绎不绝。1984 年 10 月纪念馆

落成时，杨尚昆、张震、滕海青、肖望东、赵文甫、杨析综及彭雪枫夫人

林颖、儿子彭小枫等前来揭幕剪彩。1987 年该馆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和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6 年，县委、县府拨专款重

新装修了彭雪枫纪念馆，调整充实了部分图片和文字资料，安装了自动讲

解系统，把原彭雪枫将军塑像更换为高大的汉白塑像，塑像背面刻有彭雪

枫将军的生平事迹。新修了纪念馆门前广场和县城通往纪念馆的柏油路。

5、隋唐大运河汴河段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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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它和长城一样是中国人所创造的

两大古代工程奇迹。大运河的开凿促进了我国南北经济交流，对运河沿线

甚至全国的经济发展、促进民族与国家的统一都具有十分要的意义。北宋

以来至清咸丰年间的 700 年中，黄河南泛，夺淮入海，河水泥沙沉积，

造成夏邑县境内大运河水道不通，最终废弃。由于历史上航运发达，运河

故道内存留下大量历史文物。隋唐运河贯穿夏邑县南境，据《清一统志》

记载“（隋堤）在商丘县城外三里，东经夏邑、永城二县，即汴河故道，隋

时所筑”。

运河从虞城县境进入夏邑县八里庙、济阳、会亭，东入永城境，沿商

永公路两侧，全长约 27 公里。在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工程中，出土了大

量唐宋时期的文物，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是不可多得的文物精品。夏

邑济阳段尚保存长约 2000 米、宽 30—50 米的水面，是北地区唯一的保

存水面较好的一处大运河遗址。夏邑县济阳镇的通济渠（汴河）商丘夏邑

段是中国隋唐大运河（Grand Canal）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第 46 个世

界遗产项目。

6、孔祖文化影视城

孔祖文化影视城位于夏邑县骆集，孔祖文化影视城项目占地 200 亩，

以春秋战国风格为主，已经成为清朝之前各类影视剧中原拍摄基地。由中

投影视集团和双联集团联合、著名导演高希希指导的大型史片《大将军祖

逖》在孔祖文化影视城内紧急拍摄中。

4.2.4 区域交通区位条件

商丘市位于河南东部，黄河冲积平原区，东望安徽淮北、江苏徐州，

西接河南开封，南接河南周口、安徽亳州，北临山东菏泽、济宁，是河南

省东入口大市。距郑州国际机场 2 个小时车程，距徐州观音机场 1 个小时

车程，距最近的出海口—连云港 3 个小时车程，已形成海陆空较为方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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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交通网络，区位交通优越，交通优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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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邑位于商丘市东部，东接永城、砀山县，东北与江苏省丰县接壤，

洗脸虞城县，南临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北依山东省菏泽市单县，是豫、

鲁、苏、皖结合带，地理区位优势明显。现已规划的祁连高速将连接连霍

高速与济祁高速，建成后将缩短从北边城市至规划区的车程，交通将得到

极大改善。陇海铁路横贯夏邑，有一火车站点夏邑站，连霍高速公路横穿

夏邑全境。项目地距夏邑站 40 分钟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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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总体建设方案

5.1 总图布置原则

1、强调“以人为本”的设计思想，处理好人与建筑、人与环境、人

与交通、人与空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总体上统筹考虑建筑、道路、

绿化空间之间的和谐，创造一个宜于生产的环境空间。

2、合理配置自然资源，优化用地结构，配套建设各项目设施。

3、工程内容、建筑面积和建筑结构应适应工艺布置要求，满足生产

使用功能要求。

4、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地形地质条件，合理改造利用地形，减少土

石方工程量，重视保护生态环境，增强景观效果。

5、工程方案在满足使用功能、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力求降低造价，

节约建设资金。

6、建筑风格与区域建筑风格吻合，与周边各建筑色彩协调一致。

7、贯彻环保、安全、卫生、绿化、消防、节能、节约用地的设计原

则。

5.2 土建方案

5.2.1 总体规划方案

总平面布置的指导原则是合理布局，节约用地，适当预留发展余地。

厂区布置工艺物料流向顺畅，道路、管网连接顺畅。建筑物布局按建筑设

计防火规范进行，满足生产、交通、防火的各种要求。

本项目总图布置按功能分区，分为生产区、动力区和办公生活区。既

满足生产工艺要求，又能美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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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厂区整体规划，厂区围墙采用铁艺围墙。全厂设计两个出入口，

厂区道路为环形，主干道宽度为 9m，次干道宽度为 6m，联系各出入口形

成顺畅的运输和消防通道。

本项目在厂区内道路两旁，建（构）筑物周围充分进行绿化，并在厂

区空地及入口处重点绿化，种植适宜生长的树木和花卉，创造文明生产环

境。

5.2.2 土建工程方案

本项目建构筑物完全按照现代化企业建设要求进行设计，采用轻钢结

构、框架结构建设，并按《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的规

定及当地有关文件采取必要的抗震措施。整个厂房设计充分利用自然环境，

强调丰富的空间关系，力求设计新颖、优美舒适。 主要建筑物的围护结

构及屋面，符合建筑节能和防渗漏的要求；车间厂房设有天窗进行采光和

自然通风，应选用气密性和防水性良好的产品。

生产车间的建筑采用轻钢框架结构。在符合国家现行有关规范的前提

下，做到结构整体性能好，有利于抗震防腐，并节省投资，施工方便。在

设计上充分考虑了通风设计，避免火灾、爆炸的危险性。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耐火等级为二级；

屋面防水等级为三级，按照《屋面工程技术规范》要求施工。

结构设计方案

①地基及基础

根据地质条件及生产要求，对本装置土建结构设计初步定为：生产车

间采用钢筋混凝土独立基础。

②结构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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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目的自身情况及当地规划建设管理部门对该区域建筑结构的

要求，确定本项目生产生间拟采用全钢结构。

③本项目的抗震设防烈度为 6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05g，

建筑抗震设防类别为丙类，抗震等级为三级。

④建筑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为 50年，安全等级为二级。

5.3 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10 亩，总建筑面积为 2560.00 平方米，主要建设

内容及规模如下：

主要建筑物、构筑物一览表

工程类别 工段名称 层数
占地面积

（m2）

建筑面积

（m2）

生产车间 1 1200.00 1200.00

仓储库房 1 600.00 600.00

研发办公楼 2 120.00 240.00

职工宿舍 2 120.00 240.00

职工食堂 1 100.00 100.00

供配电站及门卫室 1 80.00 80.00

其他辅助设施 1 100.00 100.00

1、主要建筑工程

合计 2320.00 2560.00

道路及停车场 1 2500.00 2500.00
2、公共设施

绿化工程 1 800.00 800.00

5.4 工程管线布置方案

5.4.1 给排水

一、设计依据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2003（2009 年版）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50013-2006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2014 年版]》GB5001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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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2005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084-2017

二、给水设计

A、水源

本项目工程水源由当地自来水供水管网供给。引入管采用管径 DN150。

B、室内给水系统

生活给水系统由当地自来水供水管网直接供水，水质符合生活饮用标

准。给水管道采用 PP-R 给水管，热熔连接。

消防给水系统

设有室内消火栓。消火栓间距不大于 30 米，确保同层任何部位都有

两股水柱同时到达灭火点。消火栓采用 SG24/65 型室内自救式消火栓，消

火栓口径为 DN65，水龙带长 25 米，水枪喷嘴为 DN19。消防给水管采用

热镀钢管。

C、室外给水系统

室外给水管网系统采用生活、消防合用给水系统，水源为当地自来水

供水管网供给。

给水管网系统布置成环状，主要管径由 DN150 组成，室外设有地上式

消火栓。

三、排水设计

室内排水

室内排水采用粪便污水与生活洗涤废水合流管道，排水管采用 P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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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层发泡管道。

室外排水

室外排水采用雨、污分流制，生活污水排至园区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

达标排放。雨水经雨水管道汇集，进入市政雨水回排放系统。

四、消防固定灭火系统

主要建筑物均按二级耐火等级建造，在各建筑物内设置有室内消防栓，

同时设有二个室外消防栓。厂区若有火灾，可以较及时地扑灭。

另外，本项目拟在各车间设置部分干粉灭火器，充装量为 6L，灭火级

别为 5A，以备在火灾刚发生时使用，以避免用水灭火而导致产品损坏。

5.4.2 供电

电气工程

(l）供电电源

本工程电源由国家电网提供电能，承办单位设计自备供电线路系统，

安装配电功能齐全的配电装置，即可满足项目供电需求，各种生产设备总

装机功率为 5000KW。

无功功率补偿

变电室低压配电间内安装低压电力电容器进行无功功率补偿。10KV

母线侧需配置无功补偿及谐波滤波装置，低压侧集中补偿自动切换。

继电保护

变压器高压侧采用负荷开关加熔断器保护。

(2）低压配电方式及线路敷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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