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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单位基本概况  

一、主管部门及企业性质  

企业主管部门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  

项目建设单位 :黑龙江省查哈阳农场  

企业法人代表 :李晓光  

企业性质 :国企  

二、建设单位基本情况  

,一 ,地理位臵及自然概况  



查哈阳农场位于黑龙江省甘南县境内～地处嫩江右岸的诺敏河

与阿伦河之间的大兴安岭山前冲击平原地带～东为甘南县平阳

镇～南为甘南县东阳镇～西为甘南县宝山乡～西北以内蒙古自

治区的金界壕为界与阿荣旗毗连～东北和甘南县查哈阳乡接壤

以诺敏河为界～并同内蒙古自治区的莫力达瓦自治旗为邻。隶

属于黑龙江省农垦齐齐哈尔管理局。地理坐标 :东经123?56 ' ,1

24?26 '北纬48?05 ′ , 48?30 '。  

农场属于寒温带大陆性太平洋季风气候～属于黑龙江省第三积

温带～夏季温暖湿润～冬季寒冷干燥～年降雨量326，830毫

米～多年平均降水量为549 .5毫米～60%的雨集中在7、8、9

月份～年平均气温在1 .3?左右～有效积温在2200，2900?～

年日照时数2527小时～作物生育时数1000，1200小时～最

高气温35?～最低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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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年无霜期为125，130天～初霜期在九月中旬～终霜期

在五月中旬～年平均蒸发量1300毫米～最大蒸发量1400毫米

～农作物系中早熟类型区～保证率90%。  

查哈阳农场土地总面积125 .9万亩～全场为低山丘陵区与松嫩

平原的过渡地带。地势东北高～西南低。东部边缘为侵蚀堆积

的冰水平原过渡带～自北向南呈条状带分布在二干以东～微地

形较复杂。其余大部分均为高漫滩平原～是农场灌区的主体～

属冲击堆积地形～由北向南倾斜地势平坦～微地形变化不大～

海拔高程为170—190米～坡降为1/1000—1/2000。  



查哈阳农场土壤以草原黑钙土为主～黑土层厚度在30-70cm 

～在土壤0-

20cm土层内可熔盐含量小于0 .1%～这种土壤处于干湿交替下

～因而在土壤剖面中形成了直径0 .5-

5 .0mm铁锰结核～并在土壤下层可以看到不太明显锈斑～有

机质含量一般均在4-6%～速效氨含量31 .0-

41 .6ppm～速效磷含量2 .2-6 .6ppm～速效钾196-

249ppm～ph值4 .5-

6 .0。土质肥沃～保水供水能力强～抗旱、抗涝～适于各种粮

食农作物生长。  

,二 ,社会经济情况  

农场现有人口60333人～总户数为23116户～作业区54个～

从业人员23555人～其中 :国有企业从业人员21875人。技术

人员1095人～其中 :高级职称人员121人～中级职称人员395

人～初级职称人员579人。2011年作物种植面积67333公顷

～粮食总产479306吨～粮食交售量383445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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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有设施  



本项目拟建设的粮食仓储设施位于黑龙江省查哈阳农场工业园

区内～现有园区无建设内容～农场现有粮食仓储能力达15808

吨～金属粮仓6座～种子加工厂1个～粮食处理中心1座～40吨

/小时。虽然查哈阳农场具有部分仓储设施～但规模不足～粮

食的储存安全无法完全保障。农场职工存粮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秋收水稻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或是露天晒场短期存放～二是

直接卖给私营水稻加工厂～由水稻加工厂加工大米～对外出卖

～随着粮食产量的提高～粮食安全储存的问题日渐突出～大量

粮食无法妥善储存～造成损失严重。本项目建成后～将改善粮

食仓储现状～适应农业生产的发展的需要。  

四、管理模式及组织机构  

农场人员设臵 :场长、书记、副书记、财务副场长、林业副场长

、畜牧副场长、农机副场长、工会主席等。  

农场实行“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体制～职工家庭农场

实行“四到户、两自理”(土地承包到户、农机到户、核算到户

、盈亏到户和生产费、生活费自理 )～农业生产组织按农场--

管理区--作业站组织结构组织农业生产。  

农场设有农业、畜牧、农机、水利、科技、粮贸、物资等生产

服务职能部门～同时具有交通、通信、供电、教育、民政、城

建、环保等行政职能部门～形成了“农工商运建服”全面发展

～同时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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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一定社会职能的国有农场。  



五、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农场的经营状况良好～2009年作物种植面积58333公顷～粮

食总产365000吨～粮食交售量292000吨。2010年作物种植

面积65215公顷～粮食总产408250吨～粮食交售量326600

吨。2011年作物种植面积67333公顷～粮食总产479306吨

～粮食交售量383445吨。  



2009年农场资产总额为59162万元～其中 :流动资产19310万

元～固定资产39852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为904万元～营业

收入9235万元～净利润49万元～人均年收入12240元。  

2010年农场资产总额为67137万元～其中 :流动资产10276万

元～固定资产43306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为1595万元～营

业收入16387万元～净利润2906万元～人均年收入14875元

。  

2011年农场资产总额为78368万元～其中 :流动资产10385万

元～固定资产67983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为7765万元～营

业收入27141万元～净利润5168万元～人均年收入23832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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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建设单位与负责人  

1、项目名称 :黑龙江省查哈阳农场10万吨粮食仓储设施建设项

目  

2、项目建设性质 :新建  

3、项目建设单位 :黑龙江省查哈阳农场  

4、项目建设地点 :黑龙江省查哈阳农场场部  

5、项目总负责人 :李晓光  黑龙江省查哈阳农场场长  

二、项目建设背景及必要性  



,一 ,项目建设背景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

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 ,中发 [2010]1号 ,中提出“2010

年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是 :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

中、四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臶～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根本要求～把改善农村民生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

局的重要内容～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拉动内需的关键举措～把

发展现代农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任务～把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

力～按照稳粮保供给、增收惠民生、改革促统筹、强基增后劲

的基本思路～毫不松懈地抓好农业农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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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作出新的贡献。”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特殊

重要商品～是我国社会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保证

之一。粮食问题一直是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的问题～多年来一直

把农业特别是粮食产业放在优先发展地位。黑龙江垦区作为国

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肩负着为国家保质保量生产粮食的重要

任务～有责任稳定发展粮食生产～持续增加种粮收益～不断提

高生产能力～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作出重大贡献。  



查哈阳农场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垦区商品粮的产区～201

1年作物种植面积67333公顷～粮食总产479306吨～粮食交

售量383445吨。随着查哈阳农场粮食产量逐年增加～现有的

粮食仓储设施无法满足需要～多余的粮食没地方存储～易发霉

、变坏～品质下降。加之粮食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目前的一家

一户与市场对接的粮食销售已跟不上查哈阳农场经济快速发展

的质量和速度。为贯彻总局把各个企业做大作强的指导思想～

如何解决制约粮食产业发展的问题～是目前急待解决的问题。

在以上背景下～查哈阳农场提出该建设项目。  

,二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项目建设是改善粮食仓储现状的需要  

本项目建设地点所处是垦区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担负

着为国家提供商品粮的重任。随着粮食产量的提高～粮食安全

储存的问题日渐突出～大量粮食无法妥善储存～造成损失严重

。本项目

6 

建成后～将改善粮食仓储现状～适应农业生产的发展的需要。  

2、项目建设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提出的新时期我国农村发展建设

的战略部署～垦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就是要努立建设

经济繁荣、生活宽裕、民风文明、环境优美、管理民主、法制

健全、文化先进、社会和谐、实力雄厚、地位重要的现代化垦



区。要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对垦区的各项事业有较大的投入～

促使其快速发展。  



本项目建设就是要通过增加粮食仓储能力～减少损耗～增加种

粮收益～增加职工收入～积累资金～加快查哈阳农场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为早日实现农业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3、项目建设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需要  

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性商品～是当今世界重要的战

略资源～是国家战略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一直是我国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垦区作为国家大型的重要商品粮基地～产量大～商品率高～被

誉为国家“抓的住～调的动～能应对突发事件”的“中华大粮

仓”～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项目的建设～改善了查哈阳农场粮食的储存条件～对于促进粮

食产业持续、快速、协调发展～降低粮食损耗～提高粮食流通

效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4、项目建设是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需要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主要由耕地数量及基础地力、品种增产潜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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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支撑、装备水平、防灾抗灾与资源环境保障等能力决定～

同时也受粮食流通、营销和加工转化等市场因素影响。近年来

～我国耕地质量出现不同程度下降～粮田抗灾能力减弱～生态

环境仍在弱化～粮食作物新品种储备不足～配套集成技术及推

广应用落后～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薄弱～农业机械化装备水

平差～从事粮食生产主要劳动力综合素质下降。因此～我国目

前主要是通过科技创新推动、政策扶持和产业拉动～提高粮食

产业经济效益～调动粮食主产区农民发展粮食的积极性～保护

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本项目建设正是通过改善了粮食的储存条件～保证粮食的优良

品质～减少存放过程中的损失～使查哈阳农场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得到大幅度提高～确保国家粮食有效供给。  

5、项目建设是增加职工收入的需要  

本项目通过改善粮食的仓储条件～减少储存过程中的损耗～提

高了粮食的品质～为增加农业效益和职工收入提供基础支撑～

从根本上提高粮食产业整体素质和效益。为实现查哈阳农场农

业增效、职工增收奠定牢固的基础。项目建设发挥了查哈阳农

场的优势～实行规模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护了粮食的产

量～增加了职工收入。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本项目建设十分必要。  

三、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  

,一 ,项目建设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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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将建设粮食仓容达10万吨的粮食仓储设施。  

,二 ,项目建设主要内容  

1、土建工程包括 :  

1 ,新建平房仓40000平方米～10000平方米/座 ,  

2 ,新建管护房～面积80平方米 ,  



3 ,新建地坪35000平方米 ,  

4 ,新建检验室～120平方米 ,  

5 ,新建综合业务室～面积200平方米 ,  

6 ,新建大门1座 ,  

7 ,新建围栏1150米。  

2、设备购臵  

1 ,购臵地坪1台 ,  

2 ,购臵检验设备1套 ,  

3 ,购臵监控设备1套。  

四、主要技术工艺方案  

本项目采用平房仓进行粮食的储存～其特点是粮食可包、散储

存～发放可用移动设备～多点装车～适宜快速大产量发放作业

。粮

食仓储的主要流程为 :粮食进厂?计量检验?输送机入仓?储存?

输送机出仓?装车?运输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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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投资及资金来源  

,一 ,投资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4800万元～其中 :土建工程投资4592万元～设

备购臵投资58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70万元～预备费80万

元。

详细投资明细如下 :  

1、土建工程投资4592 .0万元～包括 :  

1 ,新建平房仓40000平方米～投资4000万元 ,  

2 ,新建管护房～面积80平方米～投资8 .0万元 ,  

3 ,新建地坪35000平方米～投资525 .0万元 ,  

4 ,新建检验室～120平方米～投资12 .0万元 ,  

5 ,新建综合业务室～面积200平方米～投资20 .0万元 ,  

6 ,新建大门1座～投资12 .0万元 ,  

7 ,新建围栏1150米～投资15 .0万元。  

2、设备购臵  

1 ,购臵地坪1台～投资18 .0万元 ,  

2 ,购臵检验设备1套～投资25 .0万元 ,  

3 ,购臵监控设备1套～投资15 .0万元。  

3、其他费用36 .0万元～包括 :  

,1 ,可研报告编制费10 .0万元 ,  

,2 ,设计费16 .0万元 ,  



, 3 ,勘察费20 .0万元 ,  

,4 ,监理费8 .0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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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招标费8 .0万元 ,  

,6 ,建设单位管理费8 .0万元。  

4、预备费80 .0万元。  

,二 ,资金来源  

本项目建设总投资为4800万元～项目资金全部由农场自筹～

同时申请中央投资补助资金2000万元。  

六、项目建设条件  

,一 ,各项建设条件落实情况  

1、规划部门出具文件～同意该项目建设  

经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城乡规划局齐齐哈尔分局审核～该建设项

目符合农场近期、远期建设总体规划～同意该项目的建设。  

2、土地部门出具文件～同意该项目建设  

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驻农垦总局国土资源局齐齐哈尔分局对项

目用地进行审查～该项目占地类型为规划建设用地预留地～项

目计划占地12公顷。该项目选址合理～权属明确～符合查哈阳

农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求～同意该项目建设。  

4、环保部门出具文件～同意该项目建设  



黑龙江省环境保护厅垦区齐齐哈尔环境保护分局对本项目进行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工作～经环保局现场勘查论证～项目建设有

利于促进农场经济发展～该项目建设是可行的～同意项目建设

。  

本项目开工建设的所需要的各种手续已经齐全～具备了开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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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条件。  

,二 ,项目建设条件  

1、政策优势  

根据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突出加强农业基础建设～积极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

收～努力保障主要农产品基本供给～切实解决农村民生问题～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党和政府的益农政策极大地调

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为粮食生产经营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政策

环境。  

2、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  



农场属于寒温带大陆性太平洋季风气候～属于黑龙江省第三积

温带～夏季温暖湿润～冬季寒冷干燥～年降雨量326，830毫

米～多年平均降水量为549 .5毫米～60%的雨集中在7、8、9

月份～年平均气温在1 .3?左右～有效积温在2200，2900?～

年日照时数2527小时～作物生育时数1000，1200小时～最

高气温35?～最低气温-

38?～年无霜期为125，130天～初霜期在九月中旬～终霜期

在五月中旬～年平均蒸发量1300毫米～最大蒸发量1400毫米

～作物生长季节～相对湿度比较合适。  

3、优越的基础优势  

查哈阳农场对外运输交通方便。农场内外交通四通八达～有客

车直通齐齐哈尔、哈尔滨～交通便利。农场有国家电网统一供

电～生产生活用电有保证。  

4、具有较完备的农业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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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哈阳农场是垦区机械化水平较高的国有农场～经过多年的开

发建设～已积累起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推广的多项种植技

术都获得了总局的科技进步奖～农场设有农业科、农机科、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站等部门～并建有设备先进的农机修造

厂、种子加工厂、粮食处理中心～农业服务体系健全～场内已

形成健全的生产、销售网络和场外辐射网络。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项目建设各项条件已落实～建设本项目

切实可行  



七、项目建设期限及实施进度安排  

本项目建设期为2013年1年。项目实施进度安排如下 :  

1、2012年5月—

7月～项目前期工作阶段～完成项目资金申请报告批复。  

2、2012年8月—

2012年3月～完成项目的施工图设计及招投标工作。  



3、2013年4月—

2013年9月～完成土建工程及设备购臵、安装和调试 ,  

4、2013年10月～完成项目总体验收～正式运营。  

八、项目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

推广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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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

意见》 ,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

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 ,中发 [2010]1号 , ,  

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

增收的若干意见》 ,中发 [2009]1号 , ,  

5、《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2011年中央投资计划草案编报

工作的通知》 ,发改投资 [2010]1420号 , ,  

6、《粮油仓储设施建设方案》 ,发改经贸 [2009]2875号 , ,  

7、黑农垦发改委《关于做好2011年流通领域中央投资储备工

作的通知》 ,  

8、《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粮油仓储设施项目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 ,发改经贸 [2009]2366号 ,  

9、《2010年黑龙江垦区统计年鉴》 ,  



10、2006年国家发改委和建设部《建设项目经济评价的方法

和参数》 ,  

11、国家现行的有关政策、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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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项目市场分析  

目前～黑龙江垦区用占全省五分之一的土地～生产出了占全省

三分之一的粮食～其中商品量占全省的二分之一～占省际间可

调配粮食的四分之一～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国家粮食

安全储备基地和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可以满足京、津、沪、渝

四大直辖市和解放军三军官兵一年的粮食需求。  

一、黑龙江垦区水稻生产分析及预测  

2011年黑龙江垦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4264 .2万亩～比2010

年增加62 .4万亩～增幅1 .5%～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为9

6 .5%～与上年持平。从各管理局看～除牡丹江、齐齐哈尔和

哈尔滨管理局略有减少外～其余6个局的粮食播种面积均有不

同程度的增加～增幅较大的是红兴隆 , 25万亩～增长3 .9%,、北

安 , 17 .5万亩～增长3 .9%,、建三江 ,12 .3万亩～增长1 .1%,、 .

除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外～其他管理局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

重均超过90%～宝泉岭和建三江更是高达99 .7%和9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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