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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朝鲜及区域简介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位于东亚朝鲜半岛北部，简称

朝鲜、北朝鲜、北韩。朝鲜地理位置从亚洲大陆向南延伸大

约 1,104 公里，西面有黄海和朝鲜湾，东部临日本海，南部

则有朝鲜海峡以及东海。北部多为山区，东北地区多深狭的

山谷，而海岸平原大部分都在西部地区，耕地面积占 14.4%。

主要河流包括朝中界河鸭绿江和图门江以及朝鲜半岛西部

的大同江。朝鲜最大的城市是首都平壤市，人口 328 万，其

他主要城市包括南部的开城、西北部的新义州、东部的元山

和咸兴以及东北部的清津。 

二、 朝鲜基础条件 

（一）当地自然条件和项目所需资源供应情况 

朝鲜位于北纬 38～43 度，东经 124～137 度，属于温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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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风气候，年有效积温 3500℃，年平均气温 8～12℃，年降

雨量 1000～1200 毫米，主要集中在 7、8 月份，8 月平均气

温 24.4℃，土壤以冲积性稻田土和褐色稻田土为主，土壤 pH

值 4.8～6.5，腐殖质含量 1.4%，其中氮含量 50 毫克/千克、

磷 50 毫克/千克、钾 100 毫克/千克，主要农作物为水稻、玉

米、高粱、大豆、小麦等。 

朝鲜国土面积 12.3 万平方公里，80%为山地。耕地面积

330 万公顷左右，西海岸是平原，土壤肥沃，气候适宜，68%

水田在西海岸，为粮食主产区。东海岸是丘陵，低温冷害频

发。粮食作物常年播种面积 149 万公顷，其中水田面积 56

万公顷，玉米 53 万公顷，马铃薯种植面积 13 万公顷，大豆

种植面积 13 万公顷，大麦、小麦及其他作物种植面积 12 万

公顷，农民自留地 2 万公顷。2011 年生产粮食 474.9 万吨。

水稻 247.7 万吨，玉米 185.7 万吨，马铃薯 12.1 万吨（按 4:1

折算谷物），大豆 24.5 万吨，其他谷物 4.9 万吨。2011 年水

稻单产 4.3 吨/公顷，玉米 3.7 吨/公顷，大豆 1.9 吨/公顷，马

铃薯折算谷物 3.6 吨/公顷。2011 年朝鲜人口为 2405 万人，

人均粮食占有量 197.5 公斤，仅为国际公认粮食占有量 300

公斤的生存标准的 65.8%，近 30%的人难以温饱。年粮食缺

口为 100 万吨左右。 

（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朝鲜经济改革后，新义州及开城两个接近边境的城市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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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起来，工业等也有一定起色，但是成效并不明显，朝鲜的

经济也仅仅是从前几年的饥荒中复苏而已。农业产出虽然较

以前有所成长，总体实力依然很弱。由于严重的肥料短缺，

连续的自然灾害以及较少的可耕种面积导致国家的粮食产

出比国家所需要的粮食最低标准低了一百多万吨。朝鲜农业

实行承包制度，经济改革后农民收入显著增加。核试后美国

的贸易制裁对朝鲜经济更是雪上加霜。据 2009 年 CIA 报告，

朝鲜婴儿死亡率为千人中 51.34 人。 

朝鲜在 1991 年开始有少量私人商业，有少量私人商业

出现在罗津先锋特区，2002 年在开城设工业区，2013 年宣

布在各道设立经济开发区。 

（三）当地有关法律法规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合作法。 

（四）当地历史、文化、宗教和风俗习惯 

朝鲜成立于二战后的 1948 年，从 1948 年起至 1994 年

金日成一直是朝鲜的国家最高领导人。现任国家最高领导人

为金正恩。由于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前苏联的资助，朝韩

分治后到 70 年代，经济方面一度领先韩国，1969 年被朴正

熙领导的南韩政府追过。随着前苏联的瓦解及原共产主义国

家一个接一个的脱离共产主义行列，朝鲜在国际舞台上更形

孤立。朝鲜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了官方所称的“苦难行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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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的语言为朝鲜语，其建筑风格讲究对地形的选择，

阴阳协调，一般依山朝南而建。朝鲜的主食是大米，食品多

以腌制的鱼类和蔬菜为主。 

朝鲜最初的原始宗教是巫教。随着朝鲜与中国的交往，

佛教和儒教后来由中国传入朝鲜。佛教在高丽王朝时期曾红

极一时。但在朝鲜王朝时期，佛教曾受到限制。佛教寺院和

佛教徒只能在乡村存在，不许在城市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儒

教。儒家思想成为朝鲜半岛的国家理念。直到现在儒家思想

对朝鲜还有着深厚的影响，尊敬长辈的儒家思想依然是朝鲜

家庭的重要部分。长期以来，这些宗教信仰在朝鲜一直和平

共存。 

（五）当地市政设施和交通运输条件 

朝鲜的交通方式主要是铁路运输，它担负着货运量的

90%和客运量的 70%。朝鲜铁路总长约 3900 公里，88.3%已

实现电气化。朝鲜的内河运输以鸭绿江居首，主要港口包括

东海岸有：清津、兴南、罗津、元山、金策。西海岸有：南

浦、海州、松林港。平壤顺安国际机场为国际机场。定期国

际航线主要有平壤—北京，平壤—沈阳，平壤—曼谷等。 

（六）当地设备材料、施工机械和劳动力的供应条件和

价格水平 

据朝鲜农业省外事局提供的情况，朝鲜目前农业生产存

在的主要问题是农资严重短缺，全国耕地平均每公顷氮肥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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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量仅为 400-450 公斤硫酸铵，磷钾肥很少，缺少病虫草害

等防治药剂。除少部分农田和农场外，大部分都在缺肥条件

下经营水稻生产，缺肥是提高产的主要障碍因素。 

据我们实地考察和了解，朝鲜目前水稻、玉米和蔬菜生

产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生产技术落后，缺乏与先进生产技术配

套的水稻、玉米和蔬菜品种及相应的农机具和农资。 

三、 项目背景情况 

（一）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援朝鲜农业技术合作项目。 

项目地点：中朝友谊宅庵合作农场。 

（二）受援国要求的合理性分析 

朝鲜在作物生产方面具有积温高、可种植农作物生育期

长，雨量大、农业用水充足，农田水利建设较完善，集体化

管理劳动力充足等优势，十分有利于农作物创造高产。但朝

鲜的现实是食品供应常年不足，水稻、玉米、蔬菜产量远低

于我国。究其原因纵然有光照少，土壤瘠薄，病虫害发生严

重，农资供应不足等客观因素，但生产技术落后才是根本原

因。据我们实地考察和了解，朝鲜目前水稻、玉米和蔬菜生

产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生产技术落后，并缺乏与先进生产技术

配套的水稻、玉米和蔬菜品种及相应的农机具和农资。 

朝鲜的主要要求是引进我国，特别是吉林省的先进农作

物生产技术和优良品种，同时引进部分配套仪器设备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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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这些要求针对的是目前朝鲜农业生产的主要缺陷，注重

自身造血能力的提升，无论对朝鲜农业的当下还是未来将起

到革命性的作用。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必要性 

1、粮食需求 

朝鲜目前食品供应严重不足，据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

（FAO）公开的资料显示，近年朝鲜的大米、玉米等粮食产

量为维持在 420 万吨左右，平均每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为 190

公斤左右，这个数字还不到我国的一半，远远无法满足国民

的食品需求。 

2、技术需求 

制约朝鲜农作物产量提升的最主要因素是技术。以水稻

为例，朝鲜目前普遍采用的是“水育密植技术”，而这种栽培

模式由于苗弱、倒伏、病虫害发生重等因素，上世纪 80 年

代就已经被我国淘汰。目前我国北方地区采用的是先进的“旱

育稀植技术”，此项技术在不换品种，不增加施肥的前提下，

在我国北方提升了水稻 15%以上的产量。技术革新对农作物

生产的巨大提升是有目共睹的。而朝鲜在工业实力无法迅速

提升的前提下，引进类似“旱育稀植技术”这种简单易行、立

竿见影的先进技术无疑将在短期内迅速提高农作物产量。 

另外，朝鲜的农作物品种选育体系也落后于我国。仍以

http://data.tiexue.net/view/6741
http://data.tiexue.net/view/60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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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为例，我国上世纪 90 年代启动“超级稻”育种计划，2013

年创造了世界水稻单产记录（988 公斤/亩），北方也突破了

亩产 800 公斤。而朝鲜水稻品种仍延续上世纪的育种思路，

从育种理论到株形、产量潜力等育种实践全面落后于世界先

进水平，急需引进优良新品种和接受育种理念革新。 

（二）可行性 

1、朝鲜的气候、人文条件有利于作物高产 

（1）积温高、品种熟期长 

朝鲜平壤的积温在 3600 度以上，比吉林省高 300 度以

上，4—10 月份的旬平均气温也高 1．5 度以上。而且由于平

壤地区属于海洋性气候向大陆性气候过渡的季侯性气候类

型特点，平时风相对多，有利于水稻育苗期控制温度，水稻

生长期防止高温害的发生。而且有效生育期长达 160—170

天，可以种植晚熟的水稻、玉米品种，有利于积累干物质，

实现高产。 

（2）雨量大 

平壤地区的雨量多达 1000 毫米以上，江河多，有利于

水稻的自流灌溉、提高水温、促进水稻生长。丰沛的降雨更

加有利于雨养玉米的栽培，充分满足了玉米对降水的要求。 

（3）农田水利建设较完善 

经过耕作者的长期不懈努力，目前朝鲜的农田基本实现

了土地平整，地块方整，规格适当，水利工程比较完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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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机械化作业，也有利于本田管理。 

（4）集体化管理优势 

从普及、推广农业先进技术角度来看，朝鲜的集体化管

理模式，也有有利的一面。即任何先进农业技术，只要有关

管理部门接受后可以迅速推广，普及速度快，转化率高，利

于均衡增产。而且劳动力成本低，劳动力丰富，可以精耕细

作，保证作业质量，实现高产。 

2、相似的气候条件有利于技术移植 

中朝两国山水相连。朝鲜位于北纬 38～43度，东经 124～

137 度，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年有效积温 3500℃，年平均气

温 8～12℃，年降雨量 1000～1200 毫米，主要农作物为水稻、

玉米、高粱、大豆、小麦等。吉林省地处北纬 41～46 度之

间，东经 122～131 度、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全年降

水量大致平均 400～900 毫米。主要农作物为玉米、水稻、

大豆、高粱等。 

由于种植作物基本相同，纬度相近，大部分吉林省成熟

应用的技术和品种可顺利移植到朝鲜，可最大程度的减少技

术移植后的“水土不服”现象。 

3、项目承接单位技术实力雄厚 

项目承接单位技术依托于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水稻、玉米、蔬菜品种 500 余个，获得国家新品

种保护的品种 100 余个。科技人员配备合理、成果转化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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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拥有符合朝鲜农业生产的育秧、播种、耕作栽培及病

虫草害防治技术体系，完全能满足朝鲜农业的需求。 

四、 环境及安全影响分析 

本项目采用的所有农业技术都是我国北方成熟应用的

技术。这些技术均以最大限度的减少环境危害为目的，对人

体无害，对环境有益无害。 

项目建设内容均为农业设施，对环境无任何有害影响。

其中援建的调理剂生产车间，生产的水稻生长调理剂原料均

为无毒或低毒原料，对人体无害。 

五、 建议理想规模与标准 

（一） 项目建设内容 

1、基础建设 

（1）建 1 个水稻育苗调理剂生产车间（约 650 平方米）。 

（2）建日光温室一座（约 667 平方米）、塑料大棚 5 栋

（共约 2332 平方米）。 

2、技术试验示范 

（1）水稻生产新技术试验示范（试验用地 10 公顷） 

中方将帮助朝方建立水稻旱育稀植生产技术体系，为朝

方提供水稻育苗调理剂配方，同时帮助朝方筛选新的调理剂

配方（针对朝鲜苗期立枯病）；建立超高产示范田；每年向

朝方提供不少于 5 个试验用水稻品种。 

（2）玉米生产技术试验示范（试验用地 2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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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帮助朝方在施肥总量不变前期下调整施肥策略，增

加单产；帮助改进播种体系；建立高产示范田，试验示范地

膜覆盖、间作、套种和复种等技术；每年提供不少于 3 个试

验用玉米品种。 

（3）蔬菜生产技术试验示范（试验用地 1 公顷） 

示范地膜覆盖、穴盘育苗和滴灌等先进栽培技术；每年

提供不少于 6 个试验用蔬菜品种。 

2、技术培训项目执行期间，中方每年派出技术人员 6

人（每种作物 2 人），开展试验示范、生产技术指导，并对

朝方技术人员进行培训，各种作物在在朝工作时间为 10 个

月，每年培训 30 人次；每年接受朝方派遣的 6 名技术人员

（每种作物 2 人）来华进行技术培训，期限 10 天。 

（二） 项目建设标准 

1、基础设施建设 

（1）建 1 个水稻育苗调理剂生产车间。 

（2）建日光温室一座（约 667 平方米）、塑料大棚 5 栋

（共约 2332 平方米）。 

    2、仪器设备购置 

购置水稻、玉米、蔬菜生产试验等相关仪器设备，培训、

办公用多媒体设备等。 

以上仪器设备清单见表 2-2。 

3、所需农用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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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水稻、玉米、蔬菜生产所需的种子、农药、化肥、

塑料薄膜、农机具等主要生产资料。考虑到朝鲜国内实际情

况，所有物资全部由中国进口。 

以上农用物资清单见表 2-2。 

4、专业技术人员配置 

选派水稻、玉米、蔬菜等方面的技术专家、工人及管理

人员，均由吉林吉农高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负责选派，

每年每个作物 2 人。 

5、在朝技术人员生活设施 

   （1）根据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需要，项目拟请朝方提供我

方人员在朝期间的生活设施。 

A.专家、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在朝期间的食宿条件； 

B.专家、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在朝期间所需要的交通、

通讯工具。 

（2）项目执行期间拟请朝方为中方工作人员提供生活

保障条件。 

A.保障中方专家、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在朝期间的衣食

住行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B.保障专家、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在朝期间的人身安全

以及医疗保证。 

（三） 中外双方分工建议 

中方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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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负责建设 1 个水稻育苗调理剂生产车间（建筑面积

约 650 平米）、1 个日光温室（约 667 平米）、5 栋塑料大棚

（共约 2332 平米），并提供建设所需的设备材料。 

2、提供水稻、玉米和蔬菜生产试验等相关仪器设备，

有关培训、办公用设备，提供必要的种子、农药、化肥、塑

料薄膜、农机具、试验用农业机械所需燃料等生产资料。 

3、中方技术人员在朝鲜工作期间的交通工具和所需燃

料费。 

4、派遣技术人员赴朝进行技术指导，并对朝方技术人

员进行培训。对来华朝方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5、中方技术人员的国内工作、往返朝鲜和中国的国际

旅费、在朝鲜工作期间的生活费、办公费、医疗费、通讯工

作和通讯费由中方承担。 

6、中方负责在上述工作所需费用在对朝款项下支付。 

朝方负责： 

1、免费为该项目提供建设用地和试验用地并办理土地

使用许可手续。免费提供晒场、简易库房、挂晒网室、考种

作业室、品种展示室等，提供或允免费使用有关试验及检测

设备。 

2、免费向中国技术人员提供办公和住宿用房（包括水、

电、电器和必要的家具）。 

3、免除中方为实施上述项目所需设备、材料和为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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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项目派遣的中方技术人员生活物资的关税及各种捐税；

协助办理中方技术人员的出入境及居留手续。 

4、朝方负责的上述工作所需费用由朝方负担。 

（四） 项目投资规模测算 

项目投资方向围绕品种和技术引进过程中必须的相关试

验、示范需求进行。包括品种、技术展示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

农机具、生产资料、燃料；技术引进、产品开发过程中进行相

关试验所需仪器、设备；赴朝专家生活补贴、前期赴朝考察、

差旅费、培训费、交通费、通讯费等。 

预算主要依据财行【2008】2 号、财行【2007】526 号文

件、财行【2001】73 号文件、【1994】外经贸援外发第 745 号

文件、【2002】援外规制第 01 号文件；中国农资网查询结果；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和朝鲜高丽航空公司查询结果；吉林省建设

工程造价标准等相关文件制定。 

项目投资总额为 997.98 万元。其中：中国专家费 426.18

万元，设备材料费 223.18 万元，基础设施建设费 108.28 万元，

其他费用 182.02 万元，前期考察费用 16.50 万元，来华人员培

训费用 33.66 万元，不可预见费用 8.17 万元。 

（五） 资金来源 

中国政府向朝鲜政府提供的援款。 

六、 后续实施计划 

（一） 项目实施方式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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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稻 

（1）2015 年度目标 

A.开始水稻调理剂车间建设； 

B.开始水稻育苗调理剂筛选试验，筛选出适合朝鲜生产

条件的调理剂配方 1 个； 

C.引进 5 个水稻品种进行筛选，试验主要开展新品种引

种研究，即新品种引种与当地主推品种的比较试验。试验面

积 5-8 公顷； 

D.宅庵农场 50%水田采用旱育稀植技术进行生产，旱

育稀植技术生产田平均产量达到 5.5 吨，10 公顷高产示范田

平均产量达到 9 吨以上； 

E.对朝鲜派遣的技术人员进行技术培训。 

（2）2016 年度目标 

A.完成水稻调理剂车间建设； 

B.继续水稻育苗调理剂筛选试验，检验上年度试验结

果； 

C.引进 5 个水稻品种进行筛选，试验主要开展新品种引

种研究，即新品种引种与当地主推品种的比较试验。试验面

积 5-8 公顷； 

D.宅庵农场 80%水田应用旱育稀植技术，旱育稀植技

术生产田平均亩产达到 6 吨，在宅庵农场建立起水稻旱育稀

植生产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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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对朝鲜派遣的技术人员进行技术培训。 

（3）2017 年度目标 

 A.开始水稻调理剂生产； 

B.引进 5 个水稻品种进行筛选，试验主要开展新品种引

种研究，即新品种引种与当地主推品种的比较试验。试验面

积 5-8 公顷； 

C.宅庵农场全部水田应用旱育稀植技术，旱育稀植技术

生产田平均亩产达到 6 吨； 

D.对朝鲜派遣的技术人员进行技术培训。 

（4）每年 2-11 月在朝鲜工作时间 10 个月。 

二至三月份： 

1、建设育苗大棚。必须于 3 月 15 日前扣棚，以提高

地温。 

2、整理试验方案，准备种子、化肥等农资。 

四月份： 

1、播种：预计于 4 月 15 日左右播种。播种前要提前 5

天左右浸种、消毒。 

2、苗期管理：培育壮秧。播种至二叶一心期温度保持

在 30℃以下，二叶一心至插秧棚温不得高于 25℃。少浇水，

促进秧苗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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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调查：对秧苗素质进行详细调查。 

五月份： 

1、整地：施入底肥。插秧前 10 天开始翻地、泡田、

整地。 

2、试验小区设计：为年度试验进行小区设计，选取适

合田块。 

2、插秧：5 月 15 日前后插秧。 

3、试验数据：根据试验设计进行田间调查和取样工作，

此项工作于 5 月 20 日开始，10 月 10 日后结束，平均间隔为

每 5 天一次。 

六月份： 

1、田间管理：进行稻水象甲、潜叶蝇等虫害及稻瘟病

叶瘟的防治工作。6 月 15 日左右施肥。 

2、开始筹建育苗调理剂工厂。 

七月份： 

1、田间管理：7 月 15 日左右施用穗肥，注意在月末及

8 月初防治稻瘟病和白叶枯病，7 月上中旬及 6 月下旬防治

二化螟。 

八月份： 

1、田间管理：注意水分管理和粘虫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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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份： 

1、完成育苗调理剂车间建设。 

十至十一月份： 

1、收获：10 月 10 日左右组织收获、测产。 

2、玉米 

（1）2015 年度目标 

A.开展施肥技术试验    试验主要开展三种不同施肥

方法的研究，即常规施肥方法，调整常规施肥方法、N、P、

K 平衡施肥试验。每个处理设 30 行，面积为 2000 平方米。

种植品种为当地主推品种，播种密度为 5.0 万株/公顷。增产

指标分别为 10%； 

B.播种方法试验    试验主要开展三种不同播种方法

的研究，即当地常规播种方法、便携式施肥播种器播种方法、

滚动施肥播种器播种方法试验。试验区设 30 行，面积为 2000

平方米，种植品种为当地主推品种，播种密度为 5.0 万株/公

顷，施肥量按照当地常规施肥方法。增产指标分别为 10%； 

C.地膜覆盖试验    试验主要开展地膜覆盖播种技术

的研究，即用当地常规播种覆盖地膜与当地常规播种方法的

比较试验。试验区设 30 行，面积为 1000 平方米，试验区种

植品种为当地主推品种，播种密度为 5.0 万株/公顷，施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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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当地常规施肥方法，地膜使用降解膜。增产指标分别为

10%； 

D.新品种试验    试验主要开展新品种引种研究，即

新品种引种与当地主推品种的比较试验。试验区设 30 行，

面积为 1500 平方米。按照当地常规的播种、施肥方法。增

产指标分别为 10%； 

E.对朝鲜派遣的技术人员进行技术培训。 

    （2）2016 年度目标 

A.继续开展施肥技术试验    试验主要开展三种不同

施肥方法的研究，即常规施肥方法，调整常规施肥方法、N、

P、K 平衡施肥试验。每个处理设 30 行，面积为 2000 平方

米。种植品种为当地主推品种，播种密度为 5.0 万株/公顷。

增产指 20%；  

B.播种方法试验    试验主要开展三种不同播种方法

的研究，即当地常规播种方法、便携式施肥播种器播种方法、

滚动施肥播种器播种方法试验。试验区设 30 行，面积为 2000

平方米，种植品种为当地主推品种，播种密度为 5.0 万株/公

顷，施肥量按照当地常规施肥方法。增产指标分别为 10%； 

C.地膜覆盖试验    试验主要开展地膜覆盖播种技术

的研究，即用当地常规播种覆盖地膜与当地常规播种方法的

比较试验。试验区设 30 行，面积为 1000 平方米，试验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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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品种为当地主推品种，播种密度为 5.0 万株/公顷，施肥量

按照当地常规施肥方法，地膜使用降解膜。增产指标分别为

10%； 

D.新品种试验    试验主要开展新品种引种研究，即

新品种引种与当地主推品种的比较试验。试验区设 30 行，

面积为 1500 平方米。按照当地常规的播种、施肥方法。增

产指标分别为 20%； 

E.对朝鲜派遣的技术人员进行技术培训。 

（1）2017 年度目标 

A.开展施肥技术试验    试验主要开展三种不同施肥

方法的研究，即常规施肥方法，调整常规施肥方法、N、P、

K 平衡施肥试验。每个处理设 30 行，面积为 2000 平方米。

种植品种为当地主推品种，播种密度为 5.0 万株/公顷。增产

指标分别为 30%； 

B.播种方法试验    试验主要开展三种不同播种方法

的研究，即当地常规播种方法、便携式施肥播种器播种方法、

滚动施肥播种器播种方法试验。试验区设 30 行，面积为 2000

平方米，种植品种为当地主推品种，播种密度为 5.0 万株/公

顷，施肥量按照当地常规施肥方法。增产指标分别为 20%； 

C.地膜覆盖试验    试验主要开展地膜覆盖播种技术

的研究，即用当地常规播种覆盖地膜与当地常规播种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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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试验。试验区设 30 行，面积为 1000 平方米，试验区种

植品种为当地主推品种，播种密度为 5.0 万株/公顷，施肥量

按照当地常规施肥方法，地膜使用降解膜。增产指标分别为

20%； 

D.新品种试验    试验主要开展新品种引种研究，即

新品种引种与当地主推品种的比较试验。试验区设 30 行，

面积为 1500 平方米。按照当地常规的播种、施肥方法。增

产指标分别为 30%； 

E.对朝鲜派遣的技术人员进行技术培训。 

（4）每年 3-12 月在朝鲜工作时间 10 个月。 

三月份： 

1、整理实验方案，准备种子等农资。 

四月份 

1、春玉米试验课题备耕（选地，翻，粑等），播种。 

五月份 

1、春玉米试验课题前期田间管理及试验数据调查。 

六月份 

1、春玉米试验课题中期田间管理及试验数据调查。 

七月份 

1、夏玉米试验材料苗期田间管理。春玉米试验课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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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田间管理及试验数据调查。 

八月份 

1、春玉米试验课题后期田间管理及试验数据调查。夏

玉米试验材料中期田间管理。 

九月份 

1、春玉米试验课题成熟期田间管理及试验数据调查，

收获试验材料。夏玉米试验材料后期田间管理。 

十月份 

1、春玉米试验课题试验材料脱粒、考种、测产、汇总

试验数据和总结试验结果。 

十一至十二月份 

1、夏玉米试验材料脱粒、考种、测产、汇总试验数据

和总结试验结果。 

3、蔬菜 

（1）2015 年度目标：专家调研、考察、设计。 

（2）2016 年度：建造标准化日光温室一栋，面积为 667

平方米；建造塑料大棚 5 栋，面积为 2332 平方米；开展蔬

菜新技术培训与新品种试验；在建成的温室和大棚中，试验

示范蔬菜新品种 8 个；露地试验新品种 6 个，面积 1 公顷。

对朝鲜派遣的技术人员进行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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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6-2017 年度：大力进行蔬菜新技术和新品种示

范与推广；包括土壤改良技术、嫁接技术、施肥技术、膜下

滴灌技术示范，新品种试验示范面积 1 公顷，最终筛选出 3-4

个蔬菜品种当地大面积推广应用。对朝鲜派遣的技术人员进

行技术培训。 

（4）项目建设期限为 3 年，每年从 2-11 月，在朝工作

10 个月。 

二月份： 

1、育苗准备工作：准备试验、示范蔬菜种子，育苗用

的床土，育苗用的温室或大棚，增加加温、保温设施。 

2、浸种催芽和播种：茄果类蔬菜（茄子、蕃茄、辣椒）

在定植前 60-70 天必须进行播种。 

三月份： 

1、进行瓜类作物（黄瓜、西葫芦）播种育苗，苗龄 30-35

天。 

2、苗期管理：室内温度保持在 25℃～30℃，嫁接后 72

小时内空气湿度不低于 95%，以后降至 80%～90%直至嫁接

苗伤口完全愈合；及时通风降温排湿； 

3、扣棚：试验大棚要在定植前 20 天进行扣棚烤地提温。 

四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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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整地：把试验田划分成小区，施足底肥后，作畦覆

地膜。 

2、定植：定植前一周要炼苗，10cm 地温稳达到定 12℃

以上进行定植，一定要浇足水以利缓苗。 

五月份： 

1、田间管理：缓苗后进行插架，整技、打杈，浇水、

追肥。 

2、试验调查：调查各种蔬菜的病情指数、始花期、始

收期等物候期的植物学性状。 

六月份： 

1、 试验调查：各种果类蔬菜要进行连续测产，调查果

实性状。 

2、 杂交授粉：对引入的国内蔬菜育种资源和朝方蔬菜

育种资源，要进行一定量的配组杂交。 

七月份： 

1、田间管理：对各种露地蔬菜要进行中耕除草，浇水、

追肥等。 

2、试验调查：继续对各种果类蔬菜进行测产，调查果

实性状。 

3、播种白菜、大萝卜等秋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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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筹建日光温室。 

八月份： 

1、试验调查：对各种蔬菜继续进行测产，调查产量结

果。 

2、秋菜管理：对秋菜进行田间管理和田间性状调查。 

3、筹建塑料大棚。 

九月份： 

1、栽培试验结束，进行试验数据统计，写出试验报告。 

2、部分蔬菜种子开始分期、分批收获。 

3、秋菜管理：对秋菜进行田间管理和田间性状调查。 

十至十一月份： 

1、收获各种蔬菜种子，进行脱粒、精选、包装。 

2、整理试验数据，写出试验总结，结束一年试验工作 

（二） 设计方式及设计周期建议 

项目建设期限为 2015～2017 年三年。 

（三） 项目实施周期建议 

项目分三年，每年建议在朝工作 10 个月。 

七、 附件设计基础资料 

（一） 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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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项目承担单位情况介绍 

为了保证该项目承建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可持续发展，根

据项目的功能定位、原则要求，经过认真研究、科学论证分

析，决定以拥有雄厚资金实力和对外经营管理能力的大型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吉林吉农高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为

项目实施主体，保障实施运行。 

吉林吉农高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是 1999 年 4 月以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部分研究所为主体发起组建而成的股份

制企业。公司是吉林省首家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农业产业化

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吉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吉

林省唯一获得在全国范围内经营农作物种子和享有进出口

权的企业、中国首家获得欧盟 IP 非转基因大豆认证的生产

商。公司主要从事玉米、水稻、大豆、蔬菜等农作物种子、

农化产品、牧草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目前公司玉米

种业已通过了 ISO9001:2000 质量标准认证。  

吉林吉农高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具有以下优势： 

1. 科研力量雄厚：以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为依托组成的吉

林吉农高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学科齐全，自主知识产

权的品种储备多，有解决生产问题的技术体系，科技人员配

备合理、成果转化经验丰富。 

2.技术先进：公司拥有符合朝鲜农业生产的育秧、播种、

耕作栽培及病虫草害防治技术体系，完全能满足朝鲜农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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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3. 品种多样：公司目前拥有众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

质、高产、广适的水稻、玉米、大豆、蔬菜品种储备。 

公司研发实力雄厚，著名的国家玉米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国家水稻改良分中心、国家大豆改良分中心、国家大豆

工程中心、吉林省农业生物技术重点开放实验室设在这里。

公司中、高级科技人员 184 人，其中博士 12 人，硕士 29 人，

国家和省级拔尖人才及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20 人。公

司承担着国家“863”、“973”等高科技项目，先后主持国家重

点及省部级科研项目 220 多项。公司的大豆杂交育种研究居

世界领先地位，赤眼蜂、白僵菌工厂化生产技术和工艺达到

了国际先进水平。  

公司产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100 余个玉米、水稻优良

品种已申请了国家植物新品种保护，其中已有 50 个品种获

得保护权。农药、肥料等多项产品获国家专利，有三大系列

30 个产品被评为国家及省级名牌产品。 

公司主业——玉米种业规模、效益在全国名列前茅，被

评为全国种业 50 强。公司每年生产玉米杂交种 3000 万公斤

至 4000 万公斤，占吉林省总需求量的 50%，自育的玉米新

品种推广面积已占吉林省玉米总播种面积的 65%以上，占东

北三省一区玉米总播种面积的 40%以上。公司在省内外建立

了 20 多个稳定规范的生产基地和上百个销售网点，产品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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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山东、河南、河北等省（区），

产品售后服务良好，被评为“省级文明服务单位”、“中国质量

万里行信得过单位”。 

公司主业——水稻种业规模、效益在全国常规稻名列前

茅，其科研实力列全国百强。自育的水稻新品种推广面积已

占吉林省水稻总播种面积的 85%以上，公司在省内外建立了

16 个稳定规范的生产基地和上百个销售网点，产品销往吉

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宁夏等省（区），产品

售后服务良好，被评为中国首批优质放心米和“吉林省名牌产

品”，产品畅销国内外。公司通过 ISO9001:2000 标准。 

公司主业——蔬菜，现有蔬菜花卉研究中心与分公司，

有蔬菜、花卉、马铃薯品种 30 余个，并在吉林省长平经济

带、长吉图经济带建有蔬菜大棚基地，在吉林省延边州建有

马铃薯示范基地。同时，马铃薯品种推广至韩国、俄罗斯等

地；蔬菜品种推广至辽宁、内蒙及黑龙江等地。 

公司广泛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与世界多个著名的有关

企业及农业科研单位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在实施对外合

作示范项目方面经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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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图，附表 

附件 2：经费预算 

表 2-1 援朝鲜农业技术合作项目预算表     单位：元 人民币 

序号 费用名称 预算金额 其中国外费 计算公式 

一 中国专家费 4,261,807.20 3,570,187.20  

1 技术服务补贴
1）
 540,000.00 0.00 3,000元×6 人×10月×3年 

2 国内差旅费
1）
 12,000.00 0.00 2,000元/人×6人 

3 国外津贴
1）
 2,410,320.00 2,410,320.00 

($1,660/人×1人×

1.05+$1,660/人×5人）×10

月×3年×8.0 

4 国际机票费
2）
 47,400.00 23,700.00 3,950元×2（往返）×6人 

5 人员管理费
3）
 622,087.20 506,167.20 1、2、3项之和×21% 

6 交通费 360,000.00 360,000.00 2,000元×6 人×10月×3年 

7 通讯费 270,000.00 270,000.00 1,500元×6 人×10月×3年 

二 设备材料费
4）
 2,231,754.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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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商品进价成本 1,825,480.00 0.00  

（1） 仪器设备费 1,109,580.00 0.00 详见附表 2-2 

（2） 数据处理设备费 97,000.00 0.00 详见附表 2-2 

（3） 生产资料费 618,900.00 0.00 详见附表 2-2 

2 物资运输费 300,000.00 0.00  

3 设备物资管理费 106,274.00 0.00 1、2项之和×5% 

三 基础设施建设费
5）
 1,082,834.44 0.00  

1 
水稻育苗调理剂车

间 
514,648.44 0.00 658.75 m

2
×781.25 元/ m

2
 

2 
标准化温室及室内

设施 
253,346.00 0.00 666.7 m

2
×380元/ m

2
 

3 塑料大棚 279,840.00 0.00 2,332 m
2
×120元/ m

2
 

4 
陆地地膜覆盖及滴

管设施 
35,000.00 0.00 3,500 m

2
×10元/ m

2
 

四 其他费用 1,820,151 0.00  

1 
水稻育苗调理剂研

制费 
100,000.00 0.00  

2 燃料费 1,720,150.96 0.00 

交通工具和整个农业生产过

程（农业机械、施工等）所需

燃料 

五 前期考察费
6）
 165,000.00 0.00  

六 来华人员培训费
7）
 336,552.00 0.00 

每年培训 6人，为期 10天，

三年共计 18人 

七 不可预见费
8）
 81,664.824 23,197.344 

【一、二项之和-（一项的 3

项）】×2% 

 合计 9,979,763.464 3,593,384.544  

 
其中外汇

（1$=6.28） 
 572,194.99 

国外费不含国外津贴和人员

管理费 

1） 依据【1994】外经贸援外发第 745 号文件、财行【2007】526 号文件、（2002）援外规制

第 01 号文件； 

2） 航空公司询价； 

3） 依据【1994】外经贸援外发第 745 号文件； 

4） 中国农资网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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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依据吉林省建设工程造价标准； 

6） 已通过审核； 

7） 依据财行【2008】2 号文件； 

8） 依据【1994】外经贸援外发第 745 号文件。 

 

 

 

 

表 2-2 援朝鲜农业技术合作项目设备材料费预算表       单位：元 人民币 

序号 内容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价 

一 仪器设备     

1 化肥粉碎机 台 1 10,000.00 10,000.00 

2 双螺旋化肥搅拌机 台 1 25,000.00 25,000.00 

3 圆盘式化肥搅拌机 台 1 15,000.00 15,000.00 

4 电动化肥筛子 台 1 5,000.00 5,000.00 

5 台秤（100kg） 个 3 600.00 1,800.00 

6 电子天平（2kg） 个 10 500.00 5,000.00 

7 封口机（热合） 个 2 3,000.00 6,000.00 

8 封包机 个 2 500.00 1,000.00 

9 塑料酸槽 个 1 10,000.00 10,000.00 

10 塑料化肥槽 个 1 800.00 800.00 

11 厂房除尘设备 套 4 1,500.00 6,000.00 

12 硫酸罐 个 1 10,000.00 10,000.00 

13 手推车 个 6 600.00 3,600.00 

14 电动筛子 台 2 4,000.00 8,000.00 

15 水分速测仪 个 2 5,000.00 10,000.00 

16 种子发芽恒温箱 台 1 10,000.00 10,000.00 

17 高压喷雾器 个 10 4,000.00 40,000.00 

18 机动喷雾器 个 1 15,000.00 15,000.00 

19 水稻盘育秧播种机 条 2 12,000.00 24,000.00 

20 乘坐式插秧机 台 10 24,000.00 240,000.00 

21 半喂入联合收割机 台 1 250,000.00 250,000.00 

22 热水器 个 3 6,000.00 18,000.00 

23 拖拉机 台 1 75,000.00 75,000.00 

24 旋耕机 台 1 5,500.00 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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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水田搅浆旋耕多用机 台 1 8,500.00 8,500.00 

26 脱粒机 台 1 48,000.00 48,000.00 

27 播种机 台 1 30,000.00 30,000.00 

28 催芽器 台 10 5,800.00 58,000.00 

29 发电机 台 4 25,000.00 100,000.00 

30 水泵 台 8 1,800.00 14,400.00 

31 手扶拖拉机 个 1 4,700.00 4,700.00 

32 犁铧 台 1 480.00 480.00 

33 灭茬机 个 1 3,100.00 3,100.00 

34 播种器 台 15 100.00 1,500.00 

35 滚动播种器 台 10 520.00 5,200.00 

36 播种机 台 1 1,500.00 1,500.00 

37 施肥器 台 9 500.00 4,500.00 

38 起垄、旋耕机 台 2 8,000.00 16,000.00 

39 土壤养分速测仪 辆 1 6,000.00 6,000.00 

40 土壤水分测定仪 个 1 5,000.00 5,000.00 

41 自动温、湿度测定仪 个 4 2,000.00 8,000.00 

 合计    1,109,580.00 

二 数据处理设备     

1 摄像机 台 1 29,000.00 29,000.00 

2 打印一体机 台 1 5,000.00 5,000.00 

3 笔记本电脑 台 3 10,000.00 30,000.00 

4 数码相机 台 3 8,000.00 24,000.00 

5 投影仪 台 1 9,000.00 9,000.00 

 合计    97,000.00 

三 生产资料     

1 水稻种子 千克 1,000 20.00 20,000.00 

2 玉米种子 千克 360 30.00 10,800.00 

3 蔬菜种子 千克 260 500.00 130,000.00 

4 秧盘 个 10,000 10.00 100,000.00 

5 化肥 公顷 21 9,000.00 189,000.00 

6 农药 公顷 21 2,000.00 42,000.00 

7 农膜 千克 1,000 30.00 30,000.00 

8 喷管 米 1,600 10.00 16,000.00 

9 水稻育苗调理剂 吨 5 3,000.00 15,000.00 

10 架条、保温被 栋 17 2,500.00 42,500.00 

11 防虫网 平方米 4,000 2.00 8,000.00 

12 遮阳网 平方米 3,200 2.00 6,400.00 

13 反光幕 平方米 480 15.00 7,200.00 

14 粘虫板 张 400 5.00 2,000.00 

 合计    618,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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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计    1,825,480.00 

注：依据中国农资网查询结果及厂家询价 

 

 

 

 

 

 

附件 3：需朝鲜提供的设施清单 

表 3-1 基础设施清单 

序号 设施 单位 规模 

1 晒场 平方米 2,000 

2 简易库房 平方米 2,000 

3 挂晒网室 平方米 200 

4 考种作业室 平方米 300 

5 品种展示室 平方米 100 

6 水渠 延米 32,000 

 

表 3-2 仪器设备清单 

仪器设备类别 仪器设备名称 数量（台、套） 

试验及检测设备 

生物显微镜 5 

灭菌锅 3 

操作台 1 

低温冰箱 2 

分光光度计 1 

便携光合仪 2 

温度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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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计 100 

自动虫情测报设备 2 

土壤测定设备 

土壤成分分析仪 1 

土壤氮磷钾测定仪 3 

全自动凯氏定氮仪 1 

 

 

吉林吉农高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六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