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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 140,000 万元，拟投资于以下三个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募集资金投资额 

总部运营及区域农业综合服务平台项目  145,130  122,180  

陕西标正生产基地扩产升级项目 15,213.31 13,710 

总部研发升级项目 6,210 4,110 

合 计 166,553.31    140,000  

若本次实际募集资金额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差额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解

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

自筹资金或银行贷款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公司董事会可

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一）总部运营及区域农业综合服务平台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拟建设覆盖湖南、江苏、安徽、河南等 11 省区内 30 个县级区域的现

代化农业综合服务运营平台，旨在为各区域内农业种植户提供集“耕种管收烘储”

一体的全程化农事服务。项目将通过总部及区域信息化统一运营管理，构建起满

足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公司等多方位需求的便捷、高效、可

靠、实惠的农业综合服务平台。本项目的建设亦可充分满足各区域政府支农惠农

的全流程社会化服务需求。 

项目基本信息如下表所示： 

项目名称 总部运营及区域农业综合服务平台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145,130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 122,180 万元 

项目实施主体 诺普信 

项目实施地点 

总部运营维护中心：深圳市宝安区 

区域农业综合服务平台：湖南、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河北、江西、

陕西、山东、黑龙江、宁夏 11 省区内的 30 个县级区域 

项目建设期 总部运营维护中心 1 年，区域农业综合服务平台项目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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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建设内容 

①总部运营维护中心：信息系统购置、ERP 软件购置、全产品可追溯系

统构建、实施及维护 

②县级区域运营平台、乡镇级农业服务中心：在湖南、江苏、安徽、河

南等 11 省区，选择建设 30 个县级区域运营平台及下属 60 个乡镇级农业

服务中心，提供能覆盖各县主要农事作业区域的农业综合服务 

2、项目建设内容及投资概况 

本项目建设项目包括总部运营维护中心、县级区域运营平台、乡镇级农业服

务中心，各项目具体建设内容及投资概况分别如下： 

（1）总部运营维护中心 

总部运营维护中心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升级既有的“田田云”ERP系统，构建

全产品可追溯系统，并配备相应的系统管理运维专员，旨在进一步增强公司信息

化管理水平，增进科学决策水平、提升经营服务效率。 

公司将对既有的“田田云”ERP系统进行升级改造，进一步构建与农业综合

服务商经营模式相适应的信息化管理系统，支撑整个农业综合服务体系运营，使

得各农业区域服务机构不是孤立的单点农业服务组织，而是通过信息、人员、设

备、资金的统一管理与灵活调配，成为一个完整的农业综合服务体系。此外，公

司拟构建“全产品可追溯系统”，对公司全品类农药产品的“采购、生产、销售、

服务、使用”实施全流程可追溯管理，实现对农药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及跟踪。总

部运营维护中心建设是公司实现核心业务精准管控，加速发展成为农业综合服务

商的重要支撑。 

（2）县级区域运营平台、乡镇级农业服务中心 

本项目拟建设县级区域运营平台、乡镇级农业服务中心，组成覆盖县级主要

农业作业区的本地化农业综合服务平台，为农业种植户提供全程化专业农事服

务，包括农资分销服务及大田区综合农事服务，具体业务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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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农资分销服务 

公司通过县级区域运营平台、乡镇级农业服务中心建设，以农药品牌积淀、

农资上下游渠道资源、综合农事服务能力为基础，在深度服务区域内专业开展农

药、化肥、种子、农机等多样化农资分销及植保技术服务。本项目建设旨在为农

业资料产品生产商、农资流通企业及农业种植终端用户提供高效、便捷、可靠的

农资产品交易服务，尽可能减少中间环节，从而为农户提供正品低价的农资产品

和一体化种植的最优解决方案。 

公司开展农资分销服务可以实现公司与农户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模式：一方

面，公司可获得交易服务费及购销差价收益，并加大公司现有农药制剂及植物营

养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便捷高效、一站式的农资产品采购服务可给予

农业种植户切实的实惠，加强农业种植户的黏性，促进公司综合农业服务的拓展。 

②大田区农事服务 

大田区农事服务是农业综合服务平台的重要业务。农事服务是指在农业生产

过程中，对农作物实施耕、种、管、收等作业服务，现代农事服务的定义包括：

机械化种肥统播、机械化育插秧、病虫草害统防统治、机械化收割、秸秆打捆清

运，粮食烘干等农事活动。 

本项目主要为大田区（小麦、水稻、玉米、大豆等）提供全程农事服务，具

体包括： 

项目 服务内容 

小麦、玉米、大豆全

程农事服务 

土地旋耕、测土配肥、种肥统播、飞防打药、收割、秸秆打捆、烘干、粮食

存储管理等 

水稻全程农事服务 土地旋耕、测土配肥、育秧插秧、配肥、飞防打药、收割、烘干、粮食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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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等 

此外，公司可依托本地化服务平台及全国性营销网络优势，为本地特色优质

农产品开展针对性的市场推广及撮合交易服务。具体而言，在消费升级、城市居

民对优质特色农产品需求不断增大的背景下，各地特色优质农产品却因生产零散

化、信息闭塞、销售半径小、物流条件差等劣势，无法有效满足城市消费需求，

未体现出应有的经济价值。该项服务可切实的为地方农户解决生产消费需求信息

不对称、交易对接难的痛点，增进农户经济效益，增强当地农户服务黏性。 

（3）投资及建设概况 

①总部运营及区域农业综合服务平台项目的综合投资概算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投资内容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总部运营维护中心 

田田云ERP硬件系统购置 200 200 

ERP软件购置及实施 4,200 4,200 

全产品可追溯系统 1,800 1,800 

信息系统运行维护 1,500 -- 

区域农业综合服务平台 

租赁费用 2,580 2,580 

建筑工程 35,550 35,550 

机器设备 77,850 77,850 

营运资金等铺底流动资金  21,450   -    

合计 145,130  122,180  

②县级区域运营平台、乡镇级农业服务中心的投资计划如下： 

序号 省份 县级平台配置数量 
县级平台建设进度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1 湖南 4 1 2 2 

2 安徽 2 1 1 1 

3 湖北 2 1 1 1 

4 河北 3 1 1 1 

5 江西 2 1 1 1 

6 陕西 1 0 1 1 

7 河南 7 2 3 3 

8 山东 5 2 2 2 

9 江苏 1 0 1 1 

10 黑龙江 1 0 1 1 

11 宁夏 2 1 1 1 

合计 30 10 15 5 

3、项目实施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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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趋势对农事专业化服务提出迫切需求 

随着我国城镇化深入发展、劳动力不断向二三产业转移，国内农业劳动力持

续大量外流，农村劳动力人才空心化、女性化、生产副业化和老龄化的问题日益

严重。与此同时，结合国内农业发展现状并参考国外农业发展潮流，国家鼓励农

业向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发展，鼓励加快农村土地流转速度。截至 2016 年

6 月底，全国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达到 4.6 亿亩，超过承包耕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在一些东部沿海地区，流转比例已经超过 1/2。全国经营耕地面积在 50 亩以上的

规模经营农户超过 350 万户，经营耕地面积超过 3.5 亿多亩。 

农村土地流转对我国长期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分散经营、手工作业的农业生

产模式产生根本变革。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公司等多种集约

型经营方式日益普及，土地集约化水平不断提高。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指

出：“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通过经营权流转、股份合作、代

耕代种、土地托管等多种方式，加快发展土地流转型、服务带动型等多种形式规

模经营。积极引导农民在自愿基础上，通过村组内互换并地等方式，实现按户连

片耕种。” 

规模化、集约型农业经营组织有力推动现代高效农业快速发展，基于发展质

量及规模经济效益的诉求，大型农业经营组织对重点经济作物的科学种植技术、

全程植物保护与营养解决方案、高效专业的技术服务解决方案需求迫切、需求量

巨大，这就要求农业服务企业能为其提供集“耕种管收烘储”等在内的全程农事

专业化服务，以有效解决市场需求痛点，提升市场占有率和服务黏性。 

（2）国家产业政策支持培育新型农事专业化服务组织，构建新型农业社会

化服务体系 

近几十年来，国家工业已基本实现了现代化组织管理运营模式，工业制造能

力取得显著的进步。但农业作为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产业，家庭零散化生产、作

坊式加工现象仍普遍存在，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参照农业发达国家经验，我国农

业发展相对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缺乏有效的现代化农业服务体系支撑，这也

严重制约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

通过经营权流转、股份合作、代耕代种、土地托管等多种方式，加快发展土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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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服务带动型等多种形式规模经营。同时要总结推广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

务试点经验，扶持培育农机作业、农田灌排、统防统治、烘干仓储等经营性服务

组织，促进传统农资流通网点向现代农资综合服务商转型。 

此外，国家正在进一步提高农业补贴政策的指向性和精准性，通过农业补贴

政策的支持加强精准扶贫的效果。农业补贴作用于农业生产的各个生产环节，包

括固定资产投入补贴、农机设备购置补贴、农机作业补贴、农产品产地初加工（烘

干、贮藏等）等各项政策补贴。精准化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将进一步推动农事企

业参与到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过程中来。 

（3）农资流通体系面临巨大变革机遇，新型农资分销服务市场空间广阔  

传统的农资经营模式中，农资产品往往需要经过经销商、零售商多个环节才

能达到农户手中，渠道冗余和信息不对称增加了交易费用和销售价格；同品牌的

不同代理商之间恶意降低竞争，导致市场秩序混乱；相应的农资服务配套无法保

证，无法满足土地流转下种植大户不断提高的服务需求。在农业生产规模化、现

代化的发展趋势下，为更好地服务种植大户，农资流通体系必然趋向扁平化、专

业化、集中化，流通环节将逐步缩短。现代农资分销商需充分满足农户尤其是种

植大户的便捷化、多样化、平价化、专业化需求，以综合农事服务能力和农资流

通上下游资源为依托，提供全面、平价、针对性强、响应及时的农资分销服务，

为农户提供正品低价的农资产品和一体化种植的最优解决方案。 

农业生产资料主要包括化肥、种子、农药、农机等，据统计，2015年我国农

资市场合计市场规模已超过1万亿，而农药的市场规模仅1,000亿左右。公司专注

于农药制剂细分产品的销售，属于国内规模最大、产品数最多、品种最齐全的农

药制剂企业，并已建立业内覆盖度最广、最密、最贴近农户的全国性营销网络。

通过建立县级区域运营平台、乡镇级农业服务中心，以农药品牌积淀、农资上下

游渠道资源、综合农事服务能力为基础，在深度服务区域内专业开展化肥、种子、

农药、农机等多样化农资分销服务，公司可进一步深挖体量巨大的农资市场潜力。 

（4）延伸发展逐步成为农业综合服务商是公司既定的发展战略 

技术研发和深度分销服务是发行人业务发展的两大驱动力，建设覆盖率高、

功能性强的农业服务运营平台是公司的高品质产品、综合服务能力与农户有效对

接的基础。本项目建设充分契合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趋势，符合公司延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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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农业综合服务业务提供商的战略，有利于增进企业的长远发展动力，提升企

业的盈利能力和盈利水平。  

4、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公司以既有竞争优势为基础，具备开拓专业农事服务业务能力 

公司系国内规模最大、产品数最多、品种最齐全的农药制剂企业，已经建立

了业内覆盖度最广、最密、最贴近农户的全国性营销网络；公司亦建有国内领先、

高效务实的研发平台，拥有雄厚的技术研发实力。农药产品因使用频率高及专业

性强等特点，农户天然地对农药使用的技术服务需求最多、频率最高，公司在多

年从事农药销售及技术服务的基础上，有潜力进一步为农业种植户提供全流程作

物解决方案和高效专业的农事服务，具备培育多样化农资流通渠道的实力。 

同时，在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专业化发展趋势下，公司有必要对

自身产品优势、技术优势、渠道优势和服务优势进行全面整合，为种植大户、家

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公司和基层农户提供集“耕种管收烘储”一体的全程

化农事服务，这也是公司适应行业发展、积极应对行业竞争的自我需求。 

（2）公司已具备规模化开展本地化综合农事服务的良好基础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已拥有国内最为贴近农村终端的基层营销服务网络，可

直接覆盖的经销商2,300多家、零售店2,600多家，间接辐射的零售店可达10万家

以上，为国内广大的农户提供面对面的技术指导和服务。覆盖全国范围的网格化

营销服务体系，使公司具备一般制剂企业难以比拟的全国营销网络整合优化能

力。同时，公司拥有较为完善的物流体系，在东莞、广州、西安、昆明、济南等

设立了五大物流中心，能保证绝大多数区域48小时内到货。完善的经销及物流体

系为公司探索开展多区域规模化农事综合服务提供了良好基础。 

在多年的发展探索中，在既有的农药制剂销售及农药技术服务基础上，公司

已有针对性的在部分区域延伸开展综合化农事服务，进一步深入拓展农业综合服

务业务模式。截至目前，公司已在农业综合服务试点方面积累了深厚的运营经验，

目前已在安徽、湖南、江苏、河南及东北为超过40万亩大田种植提供综合农事服

务，对农业综合服务市场具备深刻理解，并建立了深入地方基层的销售及服务人

才储备。 

综上，公司已具备规模化开展本地化综合农事服务的良好基础。本次区域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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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综合服务平台项目将主要由诺普信在各区域实施。公司将充分借助经销网络优

势及农业综合服务运营积累，根据当地农业基础（气候、土地规模、土质、农作

物品性、农户需求、政府支持政策等）、市场资源、竞争状况等因素因地制宜的

开展本地化农事服务，提高农业综合服务的效率和针对性。 

（3）项目实施地选择经过充分论证，保证了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公司坚持稳健发展原则，在既有的发展基础及经验积累基础上，本次公司拟

进一步选取农业规模化发展较好、可复制性强、政府支持力度良好的大田作物种

植区域，开展本项目建设。该等建设区域的实施条件良好，保证了本项目的实施

可行性： 

省区 县级中心 大田作物 总耕地面积（万亩） 50 亩以上大户数（户） 务农人口（万） 

湖南 

岳阳县 水稻 60 3,000 27 

平江县（国家级

贫困县） 
水稻 55 2,800 25 

鼎城区 水稻 110 4,000 32 

汉寿县 水稻 95 2,500 30 

安徽 

凤阳县 水稻、小麦 128 1,360 23 

临泉县（国家级

贫困县） 
小麦、玉米 133 880 55 

湖北 
潜江市 水稻 86 1,200 60 

鄂州市 水稻 55 890 43 

河北 

临漳县 小麦、玉米 70 1,000 20 

沽源县 土豆 120 5,000 10 

任县 小麦、玉米 30 500 12 

江西 

鄱阳县（国家级

贫困县） 
水稻 100 20,000 20 

泰和县 水稻 95 1,500 15 

陕西 渭南县 小麦、玉米 60 143 10 

河南 

孟州市 小麦、玉米 38 1,520 27 

济源县 小麦、玉米 18 1,500 120 

项城县 小麦、玉米 115 4,600 78 

淮阳县（国家级

贫困县） 
小麦、玉米 125 5,000 96 

内黄县 小麦、玉米 105 4,200 75 

太康县 小麦、玉米 175 7,000 134 

西华县 小麦、玉米 110 4,400 91 

山东 
牡丹区 小麦、玉米 50 1,000 20 

东明县 小麦、玉米 80 1,000 20 



                                                                      

10 

 

高密市 小麦、玉米 120 300 60 

曹县 小麦、玉米 160 300 110 

济阳县 小麦、玉米 97 1,000 35 

江苏 宝应县 水稻、小麦 63 6,000 30 

黑龙江 嫩江县 
玉米、水

稻、大豆 
680 10,000 3 

宁夏 
平罗县 水稻、玉米 80 500 18 

青铜峡 水稻、玉米 45 300 15 

5、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分三年建成，项目达产后可实现净利润为28,641.53万元，以投资总额

145,130万元测算，其投资回报率为19.74%。 

6、相关部门的审批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正在办理项目立项等手续。 

（二）陕西标正生产基地扩产升级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拟对子公司陕西标正生产基地进行扩产升级建设，具体包括陕西标正

生产基地扩产项目、生产基地技改和成品仓建设。项目总投资金额15,213.31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金额13,710万元。本项目实施主体为陕西标正，项目建设期

为2年。 

项目基本信息如下表所示： 

项目名称 陕西标正生产基地扩产升级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15,213.31 万元 

项目实施主体 陕西标正 

项目实施地点 陕西省渭南市 

项目建设期 2 年 

主要建设内容 生产基地扩产项目、生产基地技改、成品仓建设 

（1）生产基地扩产项目 

生产基地扩产项目系发行人子公司陕西标正拟使用募集资金新建生产车间

并新购包括微乳剂（ME）生产线、干悬浮剂（DF）等在内的一系列环保农药生

产设备。对现有生产基地进行扩产建设一方面可以满足在土地流转集中化和农业

种植规模化趋势下，不断扩张的国内农药市场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新建

包括 ME 剂型、DF 剂型在内的新剂型生产线，可以扩大公司前沿剂型农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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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规模，提升公司整体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2）生产基地技改 

生产基地技术改造建设系发行人子公司陕西标正拟使用募集资金更新换代

现有生产设备，提高生产线自动化水平，旨在降低公司生产成本，提高节能减排

效率，提升产品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3）成品仓建设 

成品仓建设系发行人子公司陕西标正拟使用募集资金自建仓储中心，以改变

目前租用第三方仓储的现状，旨在节约产品仓储及运转成本，满足生产基地扩产

后新增产品仓储的需要。 

2、项目投资概况 

本项目总投资 15,213.31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为 13,710 万元。项

目具体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明细 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陕西标正生产基地

扩产升级项目 

建筑工程 1,931.06 1,931.06 

土地配套设施 471.25 471.25 

设备购置及安装 7,936.79 7,936.79 

仓储中心购置费用 1,850.00 1,850.00 

其他 1,640.90 1,520.90 

运营资金及铺底流

动资金 
1,383.31 - 

合计 15,213.31 13,710 

3、项目实施背景 

（1）集中化、专业化趋势下，优质农资企业发展前景广阔 

现阶段，我国农资流通体系尚处于高度分散阶段，经销商、零售店数量众多，

单个企业规模偏小。发行人系国内规模最大的农药制剂企业，占国内农药制剂市

场规模也仅为 3%-4%左右。 

近年来，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面积不断扩大。截至 2016 年 6 月底，

全国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达到 4.6 亿亩，超过承包耕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在一些

东部沿海地区，流转比例已经超过 1/2。全国经营耕地面积在 50 亩以上的规模经

营农户超过 350 万户，经营耕地面积超过 3.5 亿多亩。土地流转将使种植趋于集

中化、专业化，下游农户生产的集中度将提升。生产的集中化必然对应着采购的

集中化，能够为农户提供高品质、低成本的大型农资企业将在这一趋势中得到较



                                                                      

12 

 

快发展。同时，种植大户对于农资产品的安全性、环保性、专业化的配套服务也

有较高要求，规模较小、技术落后的厂家难以满足，落后产能的淘汰和整合是行

业发展的大势所趋。 

2017 年 6 月新修订实行的《农药管理条例》放开了农药企业之间的委托加工、

分装的限制，允许取得农药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开展受托加工、分装农药的业务，

该举措将进一步推进农药生产企业向集约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优质的农资企

业将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2）低毒高效型农药是未来农药的发展方向 

农药助剂在农药剂型的配制和赋予有效成分最佳效力等方面异常重要，基于

农药助剂的发展，众多新剂型和高质量的制剂应运而生。如今，一些高效、安全、

经济和环境友好的新剂型正在兴起，并成为未来农药剂型发展的主流。随着国家

政策向高效、低毒、环保的新型农药倾斜，成本优势和环保需求将促使国内水基

化制剂市场爆发，而拥有更多环保型农药产品的企业市场空间增加。 

4、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产业集中化趋势下，公司的市场需求将持续提高 

我国目前农资流通体系高度分散，经销商、零售店数量众多，分布于全国各

地农业县、镇，全国 2,800 个农业县（市）和 40,000 多个农业乡镇。行业竞争较

为充分，缺乏行业龙头企业，单个企业规模偏小，较长时期内难以形成跨区域经

营的农药超市与全国性的农药经销商。以我国著名的苹果生产地烟台某镇为例，

在该镇，仅农药零售网点就达 30 多家。 

随着土地集中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下游农户生产的集中度将持续提升，集中

化种植的专业化、个性化需求也将持续增多。同时，随着上游农药原药集中度提

升、社会食品安全意识提高，农药制剂将向集中化、绿色化发展，具备产品和渠

道优势的企业有望在竞争中胜出。发行人作为行业龙头受益明显，市场份额将呈

现显著上升趋势。 

公司率先提出农业综合服务的发展战略，旨在利用公司深入全国乡镇网格化

的营销推广网络、庞大的植保技术服务团队和专业技术力量，打造从播种到收获

的种植全流程解决方案，帮助农户提供从作物育种播种、田间灌溉、土壤优化、

用药施肥、病虫害防治等一揽子植保技术解决方案。随着公司农事服务业务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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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推进，公司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及社会影响力不断飙升，种植大户对于公司产

品的认可度和品牌粘性日益提高。在农户生产的集中度日益提升的背景下，公司

的市场需求也将持续扩大，因此陕西标正此次投资扩产建设具有合理性和可行

性。 

（2）加大微乳剂（ME）、干悬浮剂（DF）新剂型绿色环保农药的投入力度，

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 

农药剂型是指农药制剂的形态，它是根据药剂的特点和防治对象的需要加工

而成。通过农药剂型的加工可改变农药的物理性状、优化农药生物活性、使高毒

农药低毒化、控制原药释放速度、扩大使用方式和用途、提高对施用者的安全性、

延缓对靶标生物抗药性、减少环境污染等。目前我国传统的农药剂型包括粉剂、

颗粒剂、可湿性粉剂等，上述剂型在病虫害防止方面均有特定的效果但也存在不

可忽视的缺陷。例如粉剂使用时粉粒会产生漂移现象，导致药剂有较大的损失，

并且对环境也不利；颗粒剂使用范围狭窄，多为根部施药防治地下害虫；可湿性

粉剂由于其粒度很细，生产和使用中往往出现粉尘飞扬现象，不仅危害人体健康，

还会造成环境污染。 

新剂型微乳剂（ME）是由基质水和农药有效成分油，在表面活性剂/助表面

活性剂存在下，自发形成的各向同性，光学透明或半透明的热力学稳定分散体系。

该种分散体系的分散质点小，在制备时不用或少用有机溶剂，不仅节约了能源，

还降低了农药的毒性、减少了环境污染，被称为环境友好型剂型。同时微乳剂

（ME）还具有对靶体渗透性强、附着力好、不易燃烧爆炸、易于储存运输等特

点，广受使用者的欢迎，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新剂型干悬浮剂（DF）是湿粉碎后再经过喷雾干燥制得的产品，能在水中快

速崩解，分解性、悬浮性好。同时，干悬浮剂通常制成颗粒状产品，具有无粉尘、

流动性能好、节省包装材料及费用，方便运输、贮存等优点，适用于大规模连续

化生产，生产环境友好，能实现农药的绿色化生产。以剂型之物理性能分析，干

悬浮剂（DF）已成为当今农药剂型中最具有优越性和竞争力的剂型之一。 

本项目拟投资建设的 3 条微乳剂（ME）生产和 2 条干悬浮剂（DF）生产线

将大幅提高公司该等剂型农药的产量，提升公司产品的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3）现有生产线升级换代，提升公司整体经营效率和核心竞争力 



                                                                      

14 

 

技术改造项目可以通过新增国内外先进的工艺设备，替换原有部分工序的部

分设备，改进工艺流程，提升工艺技术，从而提高公司生产的智能化、绿色化水

平，优化生产流程，降低生产的人力成本和设备维护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

效率，进一步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4、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分两年建成，项目达产后可净利润为 1,939.05 万元，以投资总额

15,213.31 万元测算，其投资回报率为 12.75%。 

5、相关部门的审批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正在办理项目立项备案以及环评审批手续。 

（三）总部研发升级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拟实施总部研发升级项目，通过升级或新设植物保护与农药制剂研究

所、智能喷洒工程研究中心、种子健康研究所、植物营养技术研究所，拟进一步

加强农事服务。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诺普信，实施地点为广东省深圳市。 

本项目实施后，将有效提升公司对农事服务基础研发实力及科研成果转化能

力，增加公司产业链的广度和深度，增强公司核心竞争能力。 

项目建设基本信息如下表所示： 

项目名称 总部研发升级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6,210 万元 

项目实施主体 诺普信 

项目实施地点 广东省深圳市 

项目建设期 2 年 

主要建设内容 
植物保护与农药制剂研究所、智能喷洒工程研究中心、种子健康研究

所、植物营养技术研究所、新产品申报登记 

2、项目投资概况 

本项目设备购置、环境监测及配套设施投资、新产品申报登记合计6,210万

元，本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4,110万元。具体投资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投资额 

设备购置费 3,625 3,625 

环境监测及配套设施 485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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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申报登记费用 2,100 - 

合计 6,210 4,110 

3、项目实施背景和目的 

（1）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趋势对农业技术服务的专业化水平提

出更高要求 

随着我国城镇化深入发展、劳动力不断向二三产业转移，国内农业劳动力持

续大量外流，农村劳动力人才空心化、女性化、生产副业化和老龄化的问题日益

严重。与此同时，国家鼓励农业向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发展，鼓励加快农村

土地流转速度。农村土地流转对我国长期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分散经营、手工作

业的农业生产模式产生根本变革。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公司

等多种集约型经营方式日益普及，土地集约化水平不断提高。 

在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发展趋势下，大型农业经营组织对重点经

济作物的科学种植技术、全程植物保护与营养解决方案、高效专业的技术服务解

决方案等需求迫切、需求量巨大。 

（2）种子健康、植物营养、植物保护、智能喷洒等领域的技术升级为公司

开展农事服务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技术研发和深度服务是公司业务发展的两大驱动力，提升整体农事服务的技

术水平和科技含量，能为农户解决种子健康、植物营养、植物保护、农药喷洒等

种植方面的实际问题，帮助农户提高经济效益。本项目的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设

植物保护与农药制剂研究所、智能喷洒工程研究中心、种子健康研究所、植物营

养技术研究所，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的技术实力，为公司开展农事

服务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研发升级项目 实施方向及效果 

植物保护与农药

制剂研究所 

作物病虫草害发生规律、危害趋势，及防治措施研究；农药制剂产品

研发和登记，建立作物保护全程解决方案 

智能喷洒工程研

究中心 

以植保飞防技术和专用农药制剂、助剂研发为切入点，逐步构建数字

化、精准化农药和肥料使用技术和智能装备研究能力 

种子健康研究所 
建立种子带菌、活力等种子健康监测技术体系，研究开发种子处理剂、

种子丸粒化、生物拌种剂、拌种肥等创新技术和产品 

植物营养技术研

究所 

基于不同土壤和物候环境、不同作物不同生长发育期，研究开发快速

测土测叶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智能配肥技术和装备等，建立作物

营养全程解决方案 

4、经济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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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研发升级项目实施完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基础研发能力，拓展公

司产品线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公司农业综合服务水平。 

5、相关部门的审批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正在办理项目立项备案以及环评审批手续。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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