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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1.1 拟设立公司的概况

公司名称：黑龙江省北药种植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及办公生产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和平路 24号

注册资本：1500 万元。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技术股份 25%，生产 75%。

主营业务：黑龙江省道地药材种植及产品开发

未来几年的发展规划及战略：建设规模 2000 亩以上生产加工储藏基

地 2-3 处。

实施的方式和进程：实行科技+公司+农户的生产方式，统一技术、

统一销售。2015 年筹划，2016 年实施。

1.2 管理及团队情况

技术团队：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中药材规范化种植研究团队。

生产团队：待组建。

销售团队：建立黑龙江省中药原料检测服务中心，承担起药材质量检

测、药材产销信息交易、药材生产技术培训等任务，我省中药材信息与全

国信息联网，建立稳定的市场信息系统，从而建立销售网络，实时掌握商

品信息。

1.3 产品/服务及技术描述

根据黑龙江省的气候特点，开展人参、五味子、防风、刺五加、平贝

母等具有黑龙江地域特色的中药材种植和产品开发，使黑龙江省成为上述

药材的最大主产地，建立地域标识。对上述产品现已投入研究经费 950

万元，未来拟投入 500 万元对产品质量和产品开发进行深层次开发研究。

1.4 行业及市场

栽培种药材将成为中药来源的主体。黑龙江省凭借独特的自然资源优

势，采用机械化，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经济效益，扩大市场占有率。同时

依靠全国十七家中药材大市场之一的三棵树药材大市场以及全国信息网

展示产品，扩大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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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产品制造/服务提供

本公司对所生产的药材及周边生产的药材进行自行加工，年加工能力

500-1000 吨。该行业不需要各类资质和质量体系认证。

1.6 收入预测

销售收入：按每亩成本 1500 元/亩*2000 亩*5 年=1500 万元，净利润：

800 万元。

1.7 融资说明

1.8 风险分析与控制

公司成立后的风险主要有自然灾害和市场变化。自然灾害主要通过生

产基地的选择，避免涝害发生。市场变化主要通过栽培技术提高，促进产

量提高和质量提高。

二、未来拟成立的项目公司概况

2.1 公司的基本情况

2.1.1 基本情况设计

企 业 名 称 黑龙江省北药种植开发有限公司

法 定 代 表 人 王喜军 成立日期 2015 年 月 日

注 册 资 本 1500 万元 实收资本 万元

注 册 地 址 哈尔滨市香坊区和平路 24 号（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办 公 地 址 哈尔滨市香坊区和平路 24 号（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生 产 地 址 待定

经 营 范 围 中药材种植、产品开发和销售。

所 属 行 业 医药卫生

核 心 业 务 中药材生产

主 导 产 品 人参、刺五加、五味子、防风、平贝母、龙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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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它

联 系 方 式 姓 名 办公电话 手 机 E-mail

法 定 代 表 人 王喜军 xijunw@sina.com

总 经 理 王喜军 xijunw@sina.com

财 务 经 理 / /

联 系 人 杨波 82193038

2.1.2 拟设立公司的股权结构

序

号
股东名称

工商执照号/

身份证号

出资

比例

出资额

（万元）
出资形式

出资到位

时间

1
年

月 日

2
年

月 日

3
年

月 日

4
年

月 日

5
年

月 日

合 计 - - -

备

注

技术等无形资产出资所占比例为 25%

国有出资占比 %

固定资产出资占比 %

股东会的决策机制

股东间的关联关系：

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

2.1.3 拟设立公司成立初期人员构成情况

人员总数 博士 硕士 大专以上

人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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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 中层 科研人员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

2.2 拟设立公司的管理团队情况

2.2.1 管理团队简历

2.2.2 董事会的组成及决策机制
序
号 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学历/职称 电话

2.2.3 本节需要说明的其它情况

2.3 拟设立公司的管理情况

2.3.1 组织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方案

2.3.2 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2.3.3 关联交易及利益冲突

2.3.4 本节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

2.4 企业发展战略规划

三、产品/服务与技术

3.1 产品/服务描述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拥有中药材资源专业，为全国培养中药资源和中

药材栽培生产、中药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利用专业技能人才。2002 年成立

了“黑龙江省中药材 GAP 研究中心”，主要从事黑龙江省道地药材的资源、

种植开发和产品开发的研究，具有较强研究实力，特色明显，处于国内研

究水平前列。自九五以来，共计承担了国家九五重点攻关课题“龙胆、防

风、五味子等三种中药材规范化种植的研究”、国家十五重点攻关课题“黑

龙江省地道中药材规范化基地建设—刺五加、柴胡、细辛、穿山龙、西洋

参等五种中药材规范化种植的研究”、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课题“刺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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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地药材生态适宜性分析技术研究”、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课题“刺五加、

五味子生产共性技术研究”、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课题“龙胆无公害防治

技术研究”、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课题“刺五加质量标准提高及其综合利

用研究”、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课题“关龙胆质量标准提高及其综合利用

研究”、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课题“关黄柏质量标准提高及其综合利用研

究”，黑龙江省重点攻关课题“五味子、龙胆和穿山龙高产技术研究”、黑

龙江省重点攻关课题“柴胡规范化生产技术研究”等，对黑龙江省道地中

药材规范化栽培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共发表相关论文 100 余篇。出版著

作《我国北方主要地道中药材规范化栽培》（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5 年）、

《防风药学研究》（中国中医药科技出版社 2009 年）“人工种植龙胆等药

用植物斑枯病的无公害防治技术”2009 年获国家科技发明二等奖、“龙胆、

防风、五味子等三种中药材规范化种植研究”2004 年获黑龙江省科技进

步一等奖、“刺五加、细辛、柴胡、西洋参、穿山龙等五种中药材规范化

种植研究”2007 年获黑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黄芪种衣剂优化黄其质

量的研究”2009 年获黑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基于药用植物生物学的

根类药材最佳采收期研究方法的建立”2011 年黑龙江省自然科学二等奖、

“中药材防风栽培生产关键问题研究”2012 年获黑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

奖。获得国家专利 6项：“防龙胆斑枯病的龙胆种子及其制备方法和龙胆

斑枯病的防治方法”、“知母制剂作为防治植物龙胆斑枯病的新用途”、“白

鲜皮制剂作为防治植物龙胆斑枯病的新用途”、“蛇床子制剂作为防治植物

龙胆斑枯病的新用途”、“川楝子制剂作为防治植物龙胆斑枯病的新用途”、

“栽培五味子的高效采光棚式立架”等。

3.2 国内外研发情况

随中药资源量的需求增加，野生资源的减少，栽培的种类和数量也不

断增加。90 年代中期，全国栽培中药材种类 200 余种，其中药材市场上

全部来自于栽培的有 70种左右，大部分来自栽培的有 50余种，目前，全

国栽培药材种类已近 300 种。在我国常见的 200 种中药材中，有 85%的药

材进行栽培，中药材栽培将会极大促进我国中医药产业的发展。

国家提出了我国要大力推进中药现代化，使之成为中国高新技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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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出口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为了促进我国中药产业的发展，科技部以将“创

新药物与中药现代化”列为十五期间国家 12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科技

部、卫生部等 8部委联合制定了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并呼吁制定全球统

一中药标准，科技、产业及商界一致认为中药标准化是中药现代化的重要

基础之一。九五以来，科技部将 “中药现代化与产业开发”列为重中之

重项目，中药材规范化种植研究是其主要内容之一。九五攻关计划重大项

目于 1999 年正式启动，国家拨款 1895 万元用于规范化种植的研究，占中

药现代化的 32.8%；十五期间国家中药材规范化种植投入 2163 万元，占

中医药现代化的 21.6%，九五和十五期间资助 120 种药材规范化种植的研

究；十一五期间国家将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与产业共性技术研究和中医中

药标准规范技术体系研究列为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共投入 3000 万元；

十二五期间将投入 28880 万元用于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及大宗中药材综合

开发技术研究。2010 年国家发改委也将中药材栽培列为现代中药高技术

产业发展专项，并投入大量资金。

3.3 产业政策

进入 21世纪，黑龙江省委、省政府一直把中药材种植及开发作为地

方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2001 年召开了全省北药开发工作会议，并

把北药开发作为黑龙江省重点支柱产业，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东北林业大

学、哈尔滨师范大学、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省自然资源研究所、黑龙江

省中药研究所、牡丹江特产研究所等相关高校和研究机构也都积极投入到

中药材种植研究中来。省政府在编制紧张的情况下，根据中药材规范化种

植工作的具体要求，依托项目承担单位--黑龙江中医药大学，2001 年由

黑龙省编委特批成立了省直理单位“黑龙江省中药材 GAP 研究中心”，专

门从事 GAP 相关药材的 SOP，指导基地建设并辐射全省。

“十五”以来黑龙江省加大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药产品的研发和

产业化。在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和领导下，在设置于省科技厅的“北药

开发专项办公室”的组织和推动下，具有北药特色的中药产品在国内市场

占有率、影响力、品牌效应逐步扩大，已经形成一定优势。2006 年以来

“北药开发办公室”又结合《黑龙江省十一五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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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多项政策措施，推进了中药现代化健康发展。

3.4 本章需要说明的其它情况

四、研发情况

4.1 研发投入情况

自九五以来，承担的各类课题 10 余项，课题经费总额 950 万元。公

司设立后，拟在中药材质量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提高我省栽培中药材的质

量和产量，从而提高市场竞争力。

4.2 研发队伍情况

中药材规范化生产及质量标准实验室，现有科研人员 26 人，其中在

编 24人，客座教授 5人，其中博士研究生导师 4人，硕士研究生导师 15

人。在编人员中有教授 9人，副教授 6人，副研究员 1人，讲师 4人，平

均年龄 41岁，其中具有博士学位 22人，硕士学位 1人，涵盖了药用植物

栽培、植物生理生态、生物化学、植物保护、生物工程、质量分析等各个

学科，形成了四个稳定的研究方向：中药材规范化种植研究、中药材规范

化加工研究、中药质量标准研究和中药资源与新产品开发研究。

4.3 预研项目情况

随人口增多和中药资源匮乏，越来越多的中药材依靠栽培才能满足市

场需要。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栽培生产技术越来越成熟，药材的产量越

来越高，而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尤其是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栽培生产

的成本越来越低，将促进中药材栽培产业的迅速发展。栽培规模的扩大不

仅可以满足市场需要，而且价格低廉。对于野生药材来说，不仅资源匮乏，

难以采挖，而且野生药材的的采集是一种原始的生产方式，依靠传统人力

来实现，劳动强度大，生产成本高，因此栽培种药材将成为中药来源的主

体。但是，栽培药材取代野生药材也存在新的缺点，那就是由于环境的差

异，栽培药材的质量与野生药材有别，很多药材栽培品的质量低于野生品。

因此，创业团队未来的将提高栽培药材的问题作为重点研究方向。

4.4 有关知识产权情况

知识产权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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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名称 型类 专利号 专利权人 申请日期 授权日

防龙胆斑枯病的

龙胆种子及其制

备方法和龙胆斑

枯病的防治方法

发明
ZL 2008 1 0064

002.1

王喜军;孙

海峰
2008.7.30 2008.2.15

知母制剂作为防

治植物龙胆斑枯

病的新用途

发明
ZL 2005 1 0009

689.5
王喜军 2006.5.17 2005.1.31

白鲜皮制剂作为

防治植物龙胆斑

枯病的新用途

发明
ZL 2005 1 0009

690.8
王喜军 2006.5.17 2005.1.31

蛇床子制剂作为

防治植物龙胆斑

枯病的新用途

发明
ZL 2005 1 0009

691.2
王喜军 2006.5.17 2005.1.31

川楝子制剂作为

防治植物龙胆斑

枯病的新用途

发明
ZL 2005 1 0009

692.7
王喜军 2006.5.17 2005.1.31

栽培五味子的高

效采光棚式立架
发明

ZL 2007 2 0116

830.6
孟祥才 2008.5.14 2007.8.22

一种通过抑制生

殖生长而增加龙

胆产量的方法

发明
ZL 2009 1 0071

761.5
孟祥才 2009.9.23 2009.4.10

4.5 本章需要说明的其它情况

五、行业和市场

5.1 行业和市场状况介绍及分析

人口的增加导致资源的匮乏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人口增加中药材需要

量增加的同时，也加剧了野生资源的破坏，药材栽培迅速发展，其中大部

分为资源减少的品种，药材种植面积已由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 40 万 hm
2

发展到 933 万 hm
2
以上，短短 60年增长了 23 倍，栽培药材已成为商品的

主流[黄璐琦,肖培根,王永炎. 中药资源持续发展的研究核心与关键—分

子生药学与中药资源生态学[J].中国中药杂志,2011,]。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过了《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AP)(试

行)》，并于同年 6月 1日发布实施。这期间，中药农业发展迅猛，栽培中

药材不论是种类还是产量都创下历史新高，但相对于近 10年来中药工业

产值以年均 20%的速度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巨大需求，栽培中药材仍然不能

满足中药产业发展对中药材资源的需求，中药资源面临巨大的压力。由于

中药材供不应求，大部分药材价格高涨，2011 年前后，全国 537 种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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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 84%的品种涨价，许多原料价格已超过成药价格，导致药厂停产，严

重影响中药材市场供应[郭兰萍，等. 中药材规范化生产(GAP)10 年:成

果、问题与建议，中国中药杂志，2014 年]。

5.2 目标用户以及经营业务的市场情况

衡量中药材的质量标准除中药材自身的有效成分外，还包括化学农药

和重金属等外来污染物的污染情况。我国中药材的农药残留物及重金属污

染，是造成中药材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并成为制约我国重要走向的主要

障碍。药用植物做为治疗疾病的物质必须要保证其临床疗效的安全性，对

其生长的生态环境也有较高的要求。1991-1997 年德国魁茨汀中医院从我

国进口 300 种中药材饮片，其中有 66 种主要是因重金属、农药和卫生学

等检验而不合格，这一方面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目前除个别品种外，中药材几乎所有品种均可栽培，因此质量和产量

是中药材种植发展竞争力的核心。把握市场前沿，以质量求市场，以产量

促效益，根据黑龙江省的地域优势，发展开发最具黑龙江地域特色的道地

中药材，在保证资源持续供给的基础上，提高药材的质量，保证疗效。因

此，目标用户是中成药的生产企业和广大的中药材种植户。

5.3 竞争情况及公司优势

5.3.1 竞争对手情况

东北三省具有相似的气候和资源，中药资源和基本相同，因此，整体

上黑龙江省中药材种植产业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吉林省和辽宁省的中药材

种植企业和中药材种植户。从目前来看，辽宁省的龙胆、细辛种植发展规

模相对较大，吉林省的人参和西洋参种植面积较大，黑龙江省平贝母、刺

五加、防风、水飞蓟种植面积较大。五味子各省面积相近。

5.3.2 竞争分析

尽管黑龙江省与吉林和辽宁两省具有相似或相同的中药资源，但黑龙

江省自然条件使中药材种植具有显著的优势。

一是资源优势。吉林省 2700 万人口，土地面积 18.7 万平方公里（144

人/平方公里）；辽宁省 4370 万人口，土地面积 14.8 万平方公里（295 人

/平方公里）；而黑龙江人口 3800 万，土地面积 47.3 万平方公里（8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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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因此黑龙江具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吉林省是人参的老产区、

主产区，由于人参不耐连作，土地资源严重匮乏，限制人参的种植发展，

产区不断北移。现在黑龙江省的人参种植面积近 30 万亩，是吉林省的 3

倍左右。

二是机械化优势。黑龙江省的大小兴安岭及东部山区位于长白山余

脉，丘陵地带较多，地势较为平坦，可开垦的土地较多；松嫩和三江平原

的是传统农业产区，地势更为平坦。这些特点可保证机械化的普及，使农

业生产成本大大降低。

5.3.3 核心竞争力

保持核心竞争力的优势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丰富的土地资源。以科技

为先导，以资源为依托，因地制宜规范化、规模化发展中药材。

5.3.4 本章需要说明的其它情况

六、市场营销

6.1 营销计划

黑龙江省位于我国最北端，独特的气候孕育着独特的资源。人参、西

洋参、刺五加、平贝母、水飞蓟、熊胆、板蓝根、防风、五味子等也是全

国主产区之一，这些药材在我国中药市场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大宗

名贵药材的全国市场影响较大，其药材产销及药材质量直接影响全国各地

药材市场的稳定及临床用药品的质量。2015 年拟建立黑龙江省中药原料

检测服务中心，承担起药材质量检测、药材产销信息交易、药材生产技术

培训等任务，我省中药材信息与全国信息联网，建立稳定的市场信息系统，

从而建立销售网络，实时掌握商品信息。

6.2 分销商/代理商的选择

中药材产品的销售主要有两种渠道，一是中药制药企业直接到产地采

购，二是通过中介商对产品进行分配。对于一个规范化、规模化发展中药

材生产基地来说，在目前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可吸引全国各地的制药企

业

6.3 产品/服务价格

产品价格根据市场确定。



11

6.4 本章需要说明的其它情况

七、生产和实施计划

7.1 产品生产制造方式

产品自行生产或“公司+农户”，但要统一技术，统一加工，以便保证

商品质量。

7.2 对生产场地和设备的要求

根据所发展的品种确定相应条件的生产基地。

7.3 产品的生产制造过程

确定种植的品种→选择适宜的种植区域→选择适宜的土壤类型→规

范化种植→科学加工。

7.4 原材料采购情况

采用传统农业机械。种子自行扩繁，不需采购。

7.5 产品质量保证情况

通过规范化生产技术种植中药材，按生产标准操作规程进行，保证质

量。基本无返修率、废品率的情况。

7.6 本章需要说明的其它情况

八、财务预测

8.1 财务预测简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行次 第 1年 第 2年 第 3 年 第 4年 第 5年

主营业务收入 1 0 100 600 500 300

税前利润 2 0 0 250 300 350

所得税 3 0 0 0 0 0

净利润 4 0 0 250 300 350

毛利润率 5 0 0 250 300 350

净利润率 6 0 0 250 300 350

研发费用投入 7 0 0 0 0 0

研发投入占收入比 8 0 0 0 0 0

8.2 税收政策情况

农产品，无需上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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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其它需要补充说明的情况

九、融资和退出计划说明

9.1 融资需求

融资主要用于土地租赁，加工厂房和设备给建设，需要资金 1500 万

元。

9.2 资金构成计划

融资主要通过外部投资人投入。

9.3 对股权投资的需求

9.3 投资人介入公司业务的程度建议

投资人在未来项目公司董事会中的席位及比例可占有 50%以上，可赋

于投资人某种特殊交易之否决权；在公司经营者不能完成董事会确定的经

营计划时或不能完成预先承诺的里程碑计划时，若属主观原因，投资人可

接管经营权或另外聘请新的经营者。

9.4 投资退出

十、风险分析与控制措施

公司成立后的风险主要有自然灾害和市场变化。自然灾害主要通过生

产基地的选择，避免涝害发生。市场变化主要通过栽培技术提高，促进产

量提高和质量提高。

十一、项目实施进度及里程碑计划

2015 年确定生产基地。

2016 年开始中药材种植。需资金 100 万元。

2017 年开机建设中药材加工厂。需资金 6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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