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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综述

1.1 项目背景

生态食品，是将传统食品工业与大健康理念、生态农业种养殖相

结合新兴食品种类，与传统食品相比，更注重健康性与生态性。生态

特色食品，是生态食品中的独特分支，将各地方农业特征、气候特点

与民族文化等地方特色融入食品产品。生态特色食品加工产业是我国

重要的优势产业，涉及食品安全、生态文明建设、国民健康、农业发

展等多个重点领域，是各地方全产业链发展、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

生态特色食品加工产业是贵州省重点、优势产业，是“接一连二

带三”的重要产业，有物产优势、生态优势和民族特色优势三大优势，

是贵州省十大千亿级工业产业之一。黔南州物产丰富、气候环境适宜、

交通运输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是全国 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之一、

民族文化特色鲜明，是生态特色食品产业的优良承载地。

贵定县是农业重点县，有刺梨、辣椒、云雾（茶）等特色农产品，

立体气候明显，适宜上述各类特色农作物种植、生长，生态特色食品

产业发展受各级政府大力支持，已开发或引入有老干妈辣椒系列、苗

姑娘饮用水、天泷刺梨饮品等数项优势特色食品产品。生态特色食品

加工产业的精深化发展，可进一步提升贵定农产品附加值、带动贵定

闲散劳动力就业、提高农民、工人收入，并进一步以商招商，加快现

代农业全产业链体系构建，逐渐形成规模效应，助力贵定乡村振兴全

面推进，可有效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公益效益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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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项目概要

本项目基本概要如下表所示：

表 1 项目概要

序号 名称 相关说明

1 项目名称 贵定县生态特色食品项目

2 行业类别 农业、制造业

3 建设性质 新建

4 合作方式 独资或合资

5 建设地点
种植产业主要集中于贵定沿山农林科技产业园区，食

品加工业主要布局于贵州昌明经济开发区

6 投资优势

 成本优势：项目所在园区土地、人力、用水、用

电、用气等生产要素成本较低

 物产丰富：贵定县特色食品物产十分丰富，全县

有糟辣椒、刺梨、雪芽、新巴紫皮大蒜等特色物产，

适合全产品化发展

 生态环境适宜：贵定县气候、环境条件优越，适

合上游种植与农旅结合发展

 交通便利：贵定县区位条件优越且交通便利，有

六铁四高的交通网络，四通八达

 政策：《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贵定县招商引资农业

扶持政策“黄金十条”》

7 开发方案

 项目定位：集生态种植、食品加工、餐饮体验、

生活配套于一体的的 “价-需一体、点面共谋”的百

亿级特色生态食品加工产业集群

 规划理念：以贵定当地特色美食为中心，凸显地

区特性化、生态性，国际化

 建设内容：生态食品种植园区、生态食品加工区、

高端餐饮住宿区、生活配套区

8 市场分析

 食品市场是我国的重要市场，具有极强的抗风险

性，2020 年在疫情影响下，全国绿色食品行业有效

用标单位仍同比增长 20.9%

 生态特色食品产业是贵州优势产业，2020 年，在

疫情影响下产业市场规模逆势上扬，同比增长 12%

 受外部市场辐射、价值链延伸带动、精深加工推

动，项目市场前景广阔；各类新兴食品销售平台兴起

带动贵定生态特色食品产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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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预期投资 总投资额约为 34.2 亿元

10 效益分析
 项目年经营收入约 49.22 亿元

 投资回报期约为 5年

2、项目选址

项目布局于贵定县全县范围，其中种植产业主要集中于贵定沿山

农林科技产业园区和县内其他适宜种植的土地，食品加工业主要布局

于贵州昌明经济开发区。

图 1 项目选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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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设条件

3.1 园区载体

种植项目主要布局于贵定沿山农林科技产业园区。园区于 2014

年开始建设，于 2015 年被评定为省级农业园区。园区按照“高起点

规划、高标准建设、高速度推进”发展目标，全力构建“高新农业、

循环农业、品牌农业、精准农业”。园区总规划面积 5万亩，包括种

植基地规划 4.5 万亩、农产品加工基地规划 1000 亩。目前，园区入

驻企业 36家，其中，农业企业和基地种养殖企业 13家、农产品加工

企业 11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12家。

食品加工业项目主要布局于贵州昌明经济开发区。开发区属黔中

经济圈核心区覆盖范围，于 2011 年批准为省级经济开发区，已列入

贵州省重点打造的“100 个产业园区”之一。开发区规划面积 23.36

平方公里。园区基础设施初具规模，产业项目不断增多，发展环境日

益优化，逐步成为川贵联接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节点和经济增长点。

先后获得贵州省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区、贵州省省级知识产权试点园、

川贵地区—粤港澳大湾区集装箱铁水联运示范区等荣誉。

3.2 区位交通

项目地区位优越，交通便利，是黔中经济圈核心区和环贵阳经济

带内最具交通优势的区域。

境内湘黔、黔桂、株六三条铁路横贯，沪昆、贵广、贵南高铁纵

横，共设立贵定北站、贵定县站、贵定站、贵定南站 4 个站点，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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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与普通铁路的互补格局，又有兰海、厦蓉、贵黄、都香四条高速，

共同构成了贵定县立体现代交通网络。通过铁路、公路等路网，贵定

可快速通达广州、长沙、重庆等主要城市，形成“东经湘赣通沪浙、

南下两广接港澳、西过云南连东盟、北上川渝进西北”的交通脉络，

辐射市场广阔。此外，贵定县境内几乎“镇镇通高速公路”，为农业

产品对外运输发展提供了便捷的道路设施。贵州（昌明）国际陆港更

是“川贵广—南亚国际物流大通道”的重要物流节点，具备大宗商品

交易、陆海多式联运、物流快速分拨、智慧甩挂运输、物流信息共享、

商贸购物等综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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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区位交通示意图

3.3 要素成本

人力成本：贵州昌明经济开发区劳动力成本较低，投资优势明显。

表 2 昌明经济开发区劳动力成本参考（单位：元/月）

平均工资 最低工资

3000 1670

土地成本：贵州昌明经济开发区土地价格低廉，工业用地价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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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元/m
2
-195 元/m

2
，商服用地价格在 900 元/m

2
-1200 元/m

2
。

表 3 昌明经济开发区土地价格表（单位：元/m
2
）

土地类型 I II

工业用地 195 180

商服用地 1200 900

用电成本：参考贵州省电网统一销售电价，10 千伏电度电价工

商业及其他用电为 0.5706 元/千瓦时（单一制），农业生产用电为

0.4654 元/千瓦时。

用水成本：贵州昌明经济开发区供水充足，可满足企业生产所需

用水。

表 4 昌明开发区用水价格（单位：元/m
3
）

用水类型 居民 非居民 特种

价格 2 3.4 7

4、项目优势

4.1 物产丰富优质

贵定县特色食品物产十分丰富，有辣椒、刺梨、雪芽、新巴紫皮

大蒜等特色物产，具有生态特色食品发展的优良条件。

精品水果：贵定水果以刺梨优势最为突出。刺梨是典型的药食两

用水果，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极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与 SOD，并

含有维生素 B 等其它营养物质，可提升人体抵抗力、延缓身体衰老，

对坏血病、铅中毒、口腔炎症、等病症有显著的预防、治疗效果，被

中药名书《本草纲目》及《中药大辞典》所收载，被誉为“三王水果”。

贵定刺梨种植规模大，“十三五”期间贵定刺梨种植面积达 18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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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全县建有 2000 亩以上刺梨专业村 15个、500 亩以上刺梨

基地 40个、刺梨种植专业合作社 6 个，培育刺梨种植专业大户 90户。

图 3 贵定刺梨

辣椒：贵定栽培辣椒历史悠久，优势明显。近年来，贵定以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为契机，重点关注辣种植，辣椒已成为贵定优势农作物

和坝区产业结构调整、低效作物调减的主要替代种植品种；已形成“盘

江—沿山—昌明—云雾沿线产业带”、“沿山—石板—威远—云雾沿线

产业带”、“德新—新巴沿线产业带”、“德新-新蒲沿线产业带”4 个

辣椒产业带；预计 2021 年全县种植辣椒面积达 4.5 万亩，县内部分

种植主体已于外部企业合作，通过订单模式将辣椒销往广东、云南等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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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贵定辣椒

茶叶：贵定有中国传统名茶—贵定云雾。贵定云雾茶，又称贵定

雪芽，产于贵定县云雾镇境内（云雾山），制茶的原茶多为产自仰望

村的“仰望种”，具有叶色绿、茸毛多、芽叶肥壮、持嫩性强的特点。

云雾茶品质优良、营养丰富，富含茶多酚、氨基酸、咖啡碱、儿茶素

等多种营养物质；品之香气高爽，甘甜醇和、回味悠长，饮之提神益

思、清心明目、延年益寿、生津止渴、消食除腻、止泻醒酒。目前，

全县茶叶种植面积达 27.8 万亩，可为项目提供十分充足的原茶供应。

图 5 贵定云雾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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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巴紫皮大蒜：新巴紫皮大蒜是贵定县著名的土特产品，主要产

于县内有“紫蒜之乡”之称的新巴镇。紫皮大蒜皮呈紫色，肉质细嫩，

个粗瓣大，辣味纯正；且具有杀菌、健胃、防瘟、降血压等多重功效，

集食用、药用、保健于一身，有蒜中骄子的美誉。目前，新巴镇常年

大蒜种植面积 3000 亩、年产生蒜 1500 吨。

图 6 新巴紫皮大蒜

除刺梨、辣椒和雪芽外，贵定水果种植面积达 8.72 万亩、畜养

殖年均出栏 12万头、禽养殖年均出栏 100 万羽，且优质山泉水资源

丰富，可与水果、茶叶等物产结合，加工生产优质果饮、茶饮等。

4.2 生态环境适宜

气候环境：贵定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四季分明、热量丰富、

无霜期长、雨量充沛、雨热同季、气候多变，立体气候明显。全县平

均气温 14.9℃，年均累积日照时数 1069 小时、日照百分率 24%，年

无霜期为 289 天，平均降雨量 1143 毫米，平均相对湿度为 78%；日

照、温度等气候指标数值适中，适宜刺梨、辣椒等特色作物生长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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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业态开发运营。

淡水资源：贵定平均累积降水量达 20.45 亿立方米，平均地表径

流量为 10.42 亿立方米、地下水储量 0.88 亿立方米，总计 11.3 亿立

方米，灌溉资源丰富。境内地下水水质优良，属低矿化度微酸性至中

性淡水，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已开发都六乡、定南乡、岩下乡等多处

地下矿泉水点，适宜制成矿泉水及茶饮、果饮等。

土壤资源：全县土壤面积约 1563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约 13233.4

公顷；地形以山地、丘陵、平坝地为主，其中山地占全县总面积的

79.29%，丘陵占 17.68%，坝地占 2.56%；具备山地、丘陵、陡土、坡

土、梯土、坝田、冲田、梯田聚合的多元化种植土地条件，中低田土

多、宜林山地多，适合粮油、果蔬、茶叶等多类农产品种植。

图 7 生态优美的贵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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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产业基础扎实

目前，贵定县拥有万亩大坝 1 个、5 千亩大坝 2个，500 亩大坝

18 个，可流转土地 21余万亩，种植基础扎实；在刺梨、辣椒、茶叶、

饮用水等优势物产加工方面基础优良，有食饮品企业约 200 家、其中

规上企业 15家，具备精深化、全链化发展的条件。

 刺梨

黔南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种植历史悠久，是野生刺梨原产地和种

植刺梨主产区，刺梨种植技术成熟、体系完善，刺梨产业发展强势,

刺梨种植面积 61.7 万亩、综合产值超 20亿元。贵定是黔南州 4个刺

梨优势产区之一，刺梨加工利用基础优良，有刺梨加工龙头企业—贵

州天泷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已建成刺梨加工产业园区，中、大规模刺

梨加工企业共 4 家，主要生产加工刺梨原汁、刺梨果脯、刺梨浓缩汁、

刺梨口服液、刺梨酒、刺梨罐头等刺梨食品。

图 8 天泷刺梨产品

 辣椒

贵定已引入老干妈油制辣椒产业园项目，龙头带动优势明显。老

干妈油制辣椒是贵州最知名的传统风味食品，与贵州茅台并称贵州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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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品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成为业内头部企业，产品远销全球多

地，广受好评。该项目由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投资

建设，是集辣椒制品生产、物流及包装等配套产业为一体的农特产品

加工产业园，拥有建设生产车间 4 个、生产线 16 条、可日产 566 吨

辣椒制品。

图 9 老干妈油制辣椒产业园

 茶叶

县内有产业领域头部企业—台湾天福集团投建的贵定天福茶园，

属茶旅一体化综合茶园项目，总占地面积 650 亩。包括茶叶/茶籽油

生产基地、茶产销枢纽、高速公路服务区、观光茶园四个部分；并通

过天福集团覆盖广泛的销售网络，将各类茶制品销往全国。

 水饮

县内有业内龙头企业—苗姑娘控股集团，集团旗下有苗姑娘食品、

纯露饮品、金海雪山饮品、金象山野菜等多个食品类子公司及物流、

销售等配套子公司；产品覆盖多个食饮品种类，其中，苗姑娘饮用水

知名度、认可度最高，并开发益肝草饮料、酒店饮用水等多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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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贵定苗姑娘集团

4.4 政策支持力高

 国家层面

生态特色食品涉及居民日常生活与食品安全、生态文明建设、国

民健康、农业发展、乡村振兴等多个国家重点关注领域，受到国家多

项政策叠加支持。

表 5 国家重点政策文件列表

年份 政策/文件名称 重点相关内容

2021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意见》

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加强

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立足县域布局

特色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和精深加工，建设现

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优势特色产

业集群

2019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深化改革加强

食品安全工作的意

见》

实施质量兴农计划，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

向提质导向；推动食品产业转型升级，延伸

产业链条，建立优质原料生产基地及配套设

施；加大科技创新支撑力度，引导食品企业

加大科研投入，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机制

2019

《关于促进农产品

精深加工高质量发

展若干政策措施的

通知》

建设一批产业发展规模大、科技创新能力强、

精深加工程度深、示范带动机制好、政策保

障环境优的全国农产品精深加工示范基地；

支持加工企业向产业链中高端延伸

2018
《乡村振兴战略规

划》

围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

发挥各地比较优势，重点建设农产品主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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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关于促进食品工

业健康发展的指导

意见》

积极推进主食及菜肴工业化、规模化生产，

加快发展婴幼儿配方食品、老年食品和功能

性食品、推动特色食品加工示范基地建设，

鼓励中西部地区充分利用当地优势资源、巩

固食品工业支柱产业地位

 地方层面

生态特色食品加工业是贵州重点、优势产业，也是贵州省十大千

亿级产业，受地方政府多项政策支持。贵州省印发《贵州省十大千亿

级工业产业振兴行动方案》，提出大力发展各类特色食品加工业，促

进特色食品精深加工加快产品研发、培育知名品牌等发展要求。黔南

州积极响应，印发《黔南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州政府领导领衔

推进十大工业产业工作的通知》，明确州政府领导领衔推进生态特色

食品产品发展工作，出台《黔南州生态特色食品产业振兴行动实施方

案（2020—2022）》，明确各产业发展工作目标及工作重点，确保各项

工作任务落实到位。贵定县政府积极响应，发布《贵定县招商引资扶

持政策“黄金十条”》，围绕农业、工业、服务业、旅游业等相关重点

产业与大数据、物流等配套领域提出具体“黄金十条”扶持细则（工

业扶持为“黄金十五条”）。

5、开发方案

5.1 项目定位

依照省、州对贵定生态特色食品产业总体定位，以贵定特色生态

食品产业为核心，建成高附加值增加经济效益、低附加值服务居民刚

性需求，以生产为核心、集生态种植、食品加工、餐饮体验、生活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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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于一体的 “价-需一体、点面共谋”的百亿级特色生态食品加工产

业集群，将贵定打造为西南地区省级生态特色食品示范县、我国生态

美食特色县，并与旅游融合打造美食旅游、农旅体验打卡地。

依照项目定位，项目将布局规划“一园三区”，即生态食品种植

园、生态食品加工区、高端餐饮住宿区与生活配套区。

图 11 建设内容

5.2 建设内容

贵定特色食品项目总占地约 1170 亩，建筑面积 56万平方米，具

体如下：

生态食品种植园区：主要包括刺梨、辣椒、大蒜、茶叶四大种植

园区，具体布置建设各类室外种植场地、室内种植大棚等，总布设面

积 37.9 万 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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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食品加工区：主要包括水饮、刺梨系列产品、辣椒制品及调

味品、茶叶及茶制品四大加工区，具体建设各产品生产线、生产车间、

配套仓库、包装车间、展销中心等，总建筑面积 31.4 万 m
2
。

高端餐饮住宿区：主要建设包括民宿酒店、精品私房菜馆、高端

茶室、艺术餐厅、农旅体验中心等，总建筑面积 9.6 万 m
2
。

生活配套区：包括休闲娱乐区、金融服务区、超市商业街（群），

具体建设阅览室/图书馆、生活超市、银行网点/自助银行、棋牌室等，

总建筑面积约 2.2 万 m
2
。

表格 6 贵定百亿级生态特色食品项目功能分区规划

功能区 细分分区 建筑/布设面积（㎡）

生态种植园区

刺梨种植园区 117000

辣椒种植园区 102000

大蒜种植园区 99000

茶叶种植园区 61000

生态食品加工区

水饮加工区 82000

刺梨系列产品加工区 116000

辣椒制品及调味品加工区 65000

茶叶及茶制品加工区 51000

高端餐饮住宿区

民宿酒店 51000

精品私房菜馆 22000

高端茶室 6000

艺术餐厅 9000

农旅体验中心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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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配套区

休闲娱乐区 6000

金融服务区 4000

超市商业街（群） 12000

总计 560000

6、市场分析

6.1 宏观市场规模分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升，国内蔬菜、

水果和饮料的需求量常年保持较高的水平，且蔬菜和水果的批发交易

额呈明显增长趋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 年蔬菜、饮料批发

市场成交额分别为 7200.17 亿元、963.32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6.4%、

3.3%，整体呈现稳定增长趋势（2020 年国统局相关数据暂未公布）。

图 12 2014-2019 年蔬菜水果饮料批发市场成交额（单位：亿元）

注：2019 年水果批发市场成交额变动较大主要系统计方法和口径发生改变

中国绿色食品行业有效用标单位数量近年来逐年增加，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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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色食品行业共有有效用标单位 19321 家，较 2019 年增加 3337

家，同比增长 20.9%；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居民健康意识进一

步提升，生态、健康食品市场需求进一步增长，生态特色食品发展前

景十分广阔。

图 13 2016-2020 年中国绿色食品行业有效用标单位数量（单位：家）

据贵州生态特色食品产业专班公布，2020 年贵州全省生态特色

食品产业产值达 1400.85 亿元，同比增长 12%，在疫情影响下逆势上

扬，呈现出明显的抗风险性高、市场发展稳、效益提升快等特性。2020

年，贵州全省特色食品规上企业 727 户，主营收入 626 亿元、同比增

长 8.1%，利润总额 36 亿元、同比增长 38.5%。贵州生态特色食品市

场以农副产品、加工食品、饮料、茶制品等为主，其中农副食品产值

282.89 亿元、同比增长 7.6%，加工食品产值 180.32 亿元、同比增长

11.1%，饮料产值 102.53 亿元、同比增长 2.3%，茶制品产值 68.82

亿元、同比增长 2.4%；此外，全省天然饮用水产值 52.92 亿元、同

比增长 20.5%。全省共有重点调度企业 30 户企业，总产值 142.9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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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同比增长 18.2%。

6.2 项目市场前景分析

生态特色食品产业是贵州全省重点、优势产业，前景广阔；项目

涉及产品精深加工（产品市场）、电商配套（市场配套）、农-工-旅融

合（融合市场）三大热门领域，市场前景更佳。

 精深加工

精深加工食品是进入 21世纪以来的新兴食品产品，相较于传统

食品，精深加工食品产品最终价值更高、产品种类更加多元、产品功

能性特点更突出；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饮食及健康理念转

变，精深加工食品已逐渐成为市场主流。项目所生产的刺梨、辣、茶

叶等系列产品，产品精深加工程度高、附加值高、理念新颖，同时兼

具美味性、健康性、营养性；在后疫情时代，随着居民健康需求加速

提高，项目产品市场将进入加速扩增期。

 电商配套

近年来，贵定抢抓“互联网+电子商务”发展机遇，建立农产品

大数据交易中心，将农产品接入线上线下销售，促进“黔货出山”；

在省、州规划引导下，引进广州奇码科技公司建立“领略中国”农产

品大数据中心，2015 年成功建成全国首家“互联网+农特产品扫码电

商超市”。电商销售与实体线下销售相比，具备销售半径远、无接触

程度高的特点，在后疫情时代将迎来加速发展期，项目产品销售可依

托贵定完善的电商服务配套，市场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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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工-旅融合

农-工-旅融合是一产农业种植、二产农产品与三产旅游服务深入

融合的新兴旅游产品，与传统观光旅游、采摘体验等农旅产品相比，

具有配套更完善、游客吸引力更高、目标客群范围更广的优势，将逐

渐成为未来农旅融合市场的主流产品。

7、财务分析

7.1 投资预期

项目预计总投资约 34.2 亿元，具体如下：

 土地成本

主要包括项目用地的土地转让费用及适应性改造等其他费用，参

考贵定县基准地价、招商引资政策相关内容等，工业、服务土地面积

分别约 470 亩、130 亩，单位成本按 13 万元/亩、60 万元/亩计；种

植土地 570 亩，以流转方式为主，流转及改造费用均价约 800 元/亩/

年、流转期 10年，共计 14366 万元。

 建筑工程预算

项目建筑工程包括生态食品种植园区工程、生态食品加工工程、

服务设施工程等主体建筑工程、辅助建筑工程等。种植、生产、服务

主体建筑工程建设面积分别为 37.9 万 m
2
、31.4 万 m

2
、11.8 万 m

2
，单

位成本分别按 1200 元/m
2
、1800 元/m

2
、2800 元/m

2
计，辅助工程建设

费用按 4600 万元测算，则项目建筑工程费用为 139640 万元。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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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购置设备主要包括加工系统、质检系统、冷藏系统、运输设

备及配套设备等。其中加工系统、质检系统、冷藏系统设备主机选用

进口设备，其它辅机、通用设备选用国产设备；并配备餐饮、住宿等

各类服务类设施。参照现行厂商报价，则项目设备购置费用约 66400

万元，设备安装费率按 3.5%计，共计 68724 万元。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包括项目规划、建设管理、工程监理等费用，按项目建筑工程费

用的 6%测算，则项目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8738 元。

 预备费用

按建筑工程费用等上述费用（不含土地成本）之和 8%测算，项

目预备费用约为 17339 万元

 铺底流动资金

为项目建成投产及运营首季度铺底，按项目经营成本（不含固定

资产折旧）25%计，约 93588 元。

表 7 项目预期投资费用清单

费用内容 金额（万元）

土地成本 14366

建筑工程预算 139640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用 68724

工程建设及其他费用 8378

预备费用 17339

铺底流动资金 93588

总计 34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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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效益分析

 经营收入

项目营业收入以食品产品销售收入为主，旅游收入为辅，年基准

营业收入约为 49.22 亿元，其中产品销售（工业产值）36.87 亿元、

文旅服务收入 12.35 亿元。

参考 2020 年黔南州生态特色食品产业产值增速（6.0%），考虑

2020 年疫情对旅游业的巨大影响，以 2011 至 2019 年间全州旅游收

入年均复合增长率（24.2%）为基准；并考虑项目建成投产及运营先

期品牌打造、规模性效应、后疫情时代旅游需求、健康需求集中爆发

等影响因素，预计建成投产后首三年为扩增期，产品销售收入增速约

11%/年、旅游收入增速约 36%；则至十四五期末，项目内核心产品销

售收入约 50.43 亿元、旅游收入 31.07 亿元，可带动包材生产、配套

服务等相关产业产值约 20.37 亿元，总计产值 101.87 亿元。

 经营成本

项目建成投产运营后，预期总经营成本 386335 万元，主要包括

生产性成本、运营成本、固定资产折旧费、设备维护费用、工资及福

利费、宣传费用及其他成本。

生产性成本：主要包括生产过程中各类原辅料、生产/种植用耗

材、种植用肥等购配，水、电、燃气能源使用等费用，参照食品工业、

农业种植领域主流标准，按经营收入 45%计提，共计 221490 万元；

运营成本：项目日常运营管理及旅游等服务运营产生的管理费用、

办公耗材、能源使用、员工餐饮休闲费用、食材/商品采购等，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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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主体主流标准，按经营收入 27.5%计提，共计 135355 万元；

固定资产折旧费：设施及设备折旧费用，参照一般标准，设施折

旧期按 20年计，设备折旧期按 15年，折旧率 5%，共计 11983 万元；

设备维护费用：项目经营过程中各类设备维护保养、维修护理费

用，考虑到食品工业备维护频率高、年维护费用较高，参照国内同类

厂家、企业主流经营情况，按设备投资 15%计，共计 10309 万元；

工资及福利费：项目预计雇员 1750 人，包括生产工人、配套服

务人员、技术人员、技术骨干及管理人员等，人均工资及福利费分别

按 3000 元/月、4200 元/月、6000 元/月、7000 元/月计，共计 3199

万元；

宣传费用：包括项目生产的各类产品线下线上营销、旅游宣传、

广告投放等费用，参照同类主体一般情况，按 2400 万元计；

其他费用：包括设备保险、活动举办等费用，参照同类主体，按

可比规模预估，约 1600 万元。

 效益分析

经过静态财务测算，项目建成投产运营后，年经营利润=年经营

收入-年经营成本=105865 万元，参照国家及当地相关税收政策和规

定，项目净利润约为 68812 万元；项目总投资额为 342065 万元，则

项目资金回报率约为 20.1%，项目投资回收期为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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