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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修订稿) 

 

一、本次募集资金概况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10,000.00 万元（含本

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如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投资总

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1 
新疆天泽粮牧植物蛋白科技有限公司年处理40万吨棉

籽脱酚浓缩蛋白提取及混合油精炼深加工项目 
31,201.77 25,900.00 

2 
新疆天泽粮牧植物蛋白科技有限公司年处理30万吨毛

棉籽加工项目 
31,139.20 26,000.00 

3 
新疆天番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5000吨番茄制品项

目 
18,850.30 10,700.00 

4 新疆天番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000吨番茄汁项目 5,796.41 5,200.00 

5 
新疆冠农番茄制品有限公司番茄产业副产物资源综合

利用项目 
1,000.40 900.00 

6 
新疆绿原糖业有限公司制糖副产物高效连续色谱层析

分离技术的研究与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化示范项目 
9,000.00 7,500.00 

7 
新疆天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万吨/年饲料添加剂及20

万吨/年微生物发酵饲料项目 
10,163.58 8,800.00 

8 补充流动资金 25,000.00 25,000.00 

合  计 132,151.66 110,000.00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以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以自筹

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募集资金到位后，若本次实际募

集资金额（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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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司自筹解决。 

（二）项目概况 

1、新疆天泽粮牧植物蛋白科技有限公司年处理 40 万吨棉籽脱酚浓缩蛋白

提取及混合油精炼深加工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项目建设地点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尉犁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三十一团十一连。本项目建设完成后将达到年处

理 40 万吨毛棉籽的加工能力，形成年产脱酚 60 浓缩蛋白 13.05 万吨，一级棉籽

油 2.12 万吨，二级棉籽油 2.41 万吨，硬脂 0.29 万吨，棉壳 15.48 万吨，棉短绒

4 万吨，黄壳 0.27 万吨，皂脚 0.72 万吨的生产能力。 

本项目拟投资总额 31,201.77 万元，公司拟投入募集资金 25,900.00 万元，项

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天泽粮牧植物蛋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泽粮牧”）。天泽粮牧注册资本为 6,000.00 万元，为冠农股份全资子公司，住

所为新疆铁门关市市区库西工业园二十九团公路口东 11 幢 35 号 116 室。 

（2）建设内容 

本项目建设内容为建设年处理 40 万吨棉籽脱酚浓缩蛋白提取及混合油精炼

深加工项目的生产线及厂房、煤炭作业间、锅炉车间、库房、宿舍、值班室等配

套基础设施，占地面积约 300 亩。 

本项目拟投资总额 31,201.77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金额 

一 建筑工程费用 10,772.78 

二 设备及安装费用 13,182.80 

三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023.70 

四 预备费 779.38 

五 铺底流动资金 4,443.11 

合计 31,2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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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审批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新疆兵团第二师三十一团经济发展办公室出具的《第二师三十

一团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登记备案项目编号为：二师三十一团经发备【2021】

8 号）及关于《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年处理 40 万吨棉籽脱酚浓缩蛋白提

取及混合油精炼深加工项目备案证》变更项目建设主体的函；并取得了第二师铁

门关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关于对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年处理 40 万吨棉

籽脱酚浓缩蛋白提取及混合油精炼深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师市环

审【2021】37 号）及关于同意变更《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年处理 40 万吨

棉籽脱酚浓缩蛋白提取及混合油精炼深加工项日环境影响报告表》建设主体单位

的批复。 

（4）项目效益情况 

经测算，本项目建成后可实现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12.75%，税后投资回收

期 7.34 年，项目经济效益前景良好。 

2、新疆天泽粮牧植物蛋白科技有限公司年处理 30 万吨毛棉籽加工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项目建设地点为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铁门关经济工业

园。本项目建设完成后将达到年产 9.72 万吨棉籽蛋白、年产 3 万吨棉短绒、年

产 11.88 万吨棉壳、年产 1.8 万吨二级棉籽油、年产 1.6 万吨一级棉籽油、棉油

硬脂 0.22 万吨、皂脚 0.54 万吨的生产能力。 

本项目拟投资总额 31,139.20 万元，公司拟投入募集资金 26,000.00 万元，项

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天泽粮牧植物蛋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泽粮牧”）。天泽粮牧注册资本为 6,000.00 万元，为冠农股份全资子公司，住

所为新疆铁门关市市区库西工业园二十九团公路口东 11 幢 35 号 116 室。 

（2）建设内容 

本项目建设内容为建设一条年处理毛棉籽 30 万吨的棉籽加工生产线与标准

厂房，包括棉籽打包车间、脱绒车间、预处理等辅助加工车间、短绒车间、棉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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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污水处理车间、倒班宿舍楼等相关设施。 

本项目拟投资总额 31,139.20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金额 

一 建筑工程费用 13,028.05 

二 设备费 9,603.55 

三 安装费用 955.84 

四 其他 3,134.63 

五 铺底流动资金 4,417.13 

合计 31,139.20 

（3）项目审批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第二师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出具的《第二

师经开区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登记备案项目编号为：二师经开区备【2021】

77 号）。 

（4）项目效益情况 

经测算，本项目建成后可实现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10.92%，税后投资回收

期 8.96 年，项目经济效益前景良好。 

3、新疆天番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25000 吨番茄制品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项目建设地点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铁门关市铁门关经济

技术开发区绿源产业园区。本项目建设完成后将形成年产番茄丁 20,000 吨，番

茄酱 5,000 吨的生产能力。 

本项目拟投资总额 18,850.30 万元，公司拟投入募集资金 10,700.00 万元，项

目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天番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番食

品”）。天番食品注册资本 6,000.00 万元，其中冠农股份持股 80%，青岛利和味道

产业服务有限公司持股 20%，住所为新疆铁门关市库西工业园区二十九团公路口

东 11 栋 35 号 11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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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内容 

本项目的建设规模为新建年产 25,000 吨的番茄制品加工项目，主要建设内

容包括办公综合楼、番茄丁及番茄酱车间、动力车间、成品库、包材库、消防泵

房及水处理站、污水处理机房及门房等。项目总规划用地面积为 54,656.20m2 

本项目拟投资总额 18,850.30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金额 

一 建筑工程费用 6,934.65 

二 设备及安装费用 9,067.00 

三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771.73 

四 预备费 726.62 

五 铺底流动资金 1,350.30 

合计 18,850.30 

（3）项目审批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第二师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出具的《第二

师经开区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登记备案项目编号为：二师经开区备【2020】

64 号）及第二师铁门关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关于新疆天番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 25000 吨番茄制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师市环审【2021】11 号）。 

（4）项目效益情况 

经测算，本项目建成后可实现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12.80%，税后投资回收

期 7.28 年，项目经济效益前景良好。 

4、新疆天番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0000 吨番茄汁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项目建设地点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铁门关市铁门关经济

技术开发区绿源产业园区。本项目建设完成后将形成年产 10,000 吨番茄汁的生

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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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拟投资总额 5,796.41 万元，拟投入募集资金 5,200.00 万元，项目实施

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天番食品。天番食品注册资本 6,000.00 万元，其中冠农股

份持股 80%，青岛利和味道产业服务有限公司持股 20%，住所为新疆铁门关市

库西工业园区二十九团公路口东 11 栋 35 号 112 室。 

（2）建设内容 

本项目的建设规模为新建年产 10,000 吨的番茄汁生产装置，主要建设内容

为扩建发酵番茄汁生产车间 1 座。本项目不涉及新增用地面积，总建筑面积为

9,680m2。 

本项目拟投资总额 5,796.41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金额 

一 建筑工程费用 1,936.00 

二 设备及安装费用 3,063.33 

三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321.44 

四 预备费 266.04 

五 铺底流动资金 209.60 

合计 5,796.41 

（3）项目审批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第二师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出具的《第二

师经开区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登记备案项目编号为：二师经开区备【2020】

26 号）及第二师铁门关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关于新疆天番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 10000 吨番茄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师市环审【2021】26 号）。 

（4）项目效益情况 

经测算，本项目建成后可实现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14.96%，税后投资回收

期 7.53 年，项目经济效益前景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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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疆冠农番茄制品有限公司番茄产业副产物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项目建设地点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铁门关市铁门关经济

技术开发区绿源产业园区。本项目建设完成后将形成年产 1,800 吨番茄皮渣酱的

生产能力。 

本项目拟投资总额 1,000.40 万元，公司拟投入募集资金 900.00 万元，项目

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冠农番茄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农番

茄”）。冠农番茄注册资本 26,894.04 万元，为冠农股份的全资子公司，住所为新

疆巴州和静县才吾库勒镇。 

（2）建设内容 

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一条年产 1,800 吨的番茄皮渣酱生产装置，本项

目不涉及新增用地面积。 

本项目拟投资总额 1,000.40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金额 

一 设备及安装费用 900.00 

二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47.20 

三 预备费 40.00 

四 铺底流动资金 13.20 

合计 1,000.40 

（3）项目审批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第二师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出具的《第二

师经开区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登记备案项目编号为：二师经开区备【2020】

25 号）及第二师铁门关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关于新疆冠农番茄制品有限公司

番茄产业副产物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告知承诺行政许可决定》（师

市环审【2021】2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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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效益情况 

经测算，本项目建成后可实现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15.38%，税后投资回收

期 6.12 年，项目经济效益前景良好。 

6、新疆绿原糖业有限公司制糖副产物高效连续色谱层析分离技术的研究与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化示范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项目建设地点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铁门关市铁门关经济

技术开发区绿源产业园区。本项目建设完成后将达到日处理 225 吨甜菜废蜜的加

工能力，将形成年生产 0.76 万吨白砂糖和 0.92 万吨黄腐酸的生产能力。  

本项目拟投资总额为 9,000.00 万元，公司拟投入募集资金 7,500.00 万元，项

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绿原糖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原糖业”）。

绿原糖业注册资本 15,434.00 万元，为冠农股份的全资子公司，住所为新疆巴州

和静县才吾库勒镇。 

（2）建设内容 

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建设一套废液浓缩和干燥系统、一套层析分离提糖系

统以及前后端辅助设施。本项目不涉及新增用地面积。 

本项目拟投资总额 9,000.00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金额 

一 设备及安装费用 8,385.80 

二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78.00 

三 预备费 150.00 

四 铺底流动资金 186.20 

合计 9,000.00 

（3）项目审批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第二师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出具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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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经开区企业技改项目备案证》（登记备案项目编号为：二师经开区技改备【2020】

8 号）及第二师铁门关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关于制糖副产物高效连续色谱层析

分离技术的研究与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化示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师市

环审【2021】22 号）。 

（4）项目效益情况 

经测算，本项目建成后可实现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10.73%，税后投资回收

期 7.20 年，项目经济效益前景良好。 

7、新疆天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 万吨/年饲料添加剂及 20 万吨/年微生物发

酵饲料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项目建设地点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铁门关市铁门关经济

技术开发区绿源产业园区。本项目建设完成后将形成年生产 20 万吨微生物发酵

饲料和 2 万吨饲料添加剂的生产能力。  

本项目拟投资总额为 10,163.58 万元，公司拟投入募集资金 8,800.00 万元，

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天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牧生

物”）。天牧生物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为冠农股份的全资子公司，住所为新

疆铁门关市库西工业园二十九团公路口东 11 幢 35 号 119 室。 

（2）建设内容 

本项目的建设规模为2万吨/年饲料添加剂及20万吨/年微生物发酵饲料项目，

项目分两期建设，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一期建设年产 13 万吨微生物发酵饲料的生

产线、年产 2 万吨颗粒饲料的生产线及宿舍楼、地磅房、动力中心、门房等辅助

建筑；二期建设年产 2 万吨饲料添加剂的生产线及年产 5 万吨微生物发酵饲料的

生产线。本项目规划用地面积约 88.81 亩。 

本项目拟投资总额 10,163.58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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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金额 

一 建筑工程费用 5,802.29 

二 设备及安装费用 2,750.00 

三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646.00 

四 预备费 200.00 

五 铺底流动资金 765.29 

合计 10,163.58 

（3）项目审批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第二师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出具的《第二

师经开区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登记备案项目编号为：二师经开区备【2021】

17 号）及第二师铁门关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关于新疆天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

万吨／年饲料添加剂及 20 万吨／年微生物发酵饲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告知承

诺行政许可决定》（师市环审【2021】27 号）。 

（4）项目效益情况 

经测算，本项目建成后可实现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15.77%，税后投资回收

期 6.99 年，项目经济效益前景良好。 

8、补充流动资金 

近年来，公司为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及市场环境变化，不断丰富自身业务结

构、持续推出新品。此外公司对产品品类、工艺等要素进行持续改进，确保公司

在产品方面具有持续行业领先优势。未来，公司将继续做强做优做大棉花加工、

番茄制品、甜菜制糖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并提高价值链。在公司持续推动生产

工艺升级、促进产品结构多元化的背景下，公司业务规模迅速提升，公司在市场

开拓、新产品研发、新项目建设等方面有较大资金需求。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短期借款金额为 276,253.0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4.54%，公司融资成

本和资产负债率一定程度地影响了公司的经营业绩和间接融资能力，不利于公司

的持续稳定发展。 

公司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 25,00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可以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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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降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对银行借款的依赖，降低财务费用。同时，公司资产负

债结构和财务状况将得以优化，资产负债结构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得以增强。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背景 

（一）国家和地方多项政策出台，助力农产品加工业快速持续发展 

近年来，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旨在促进和引导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健

康快速发展。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第二十三章中指出：“持续强化农业基础

地位，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县域经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发展各具特色的现代乡村富民产业。推动种养加结

合和产业链再造，提高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全国乡

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 年）》也指出：“乡村产业发展的重点任务。一是提

升农产品加工业。统筹发展农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加工，支持农产

品加工向产地下沉，与销区对接，向园区集中，推进加工技术创新、加工装备创

制。建设一批农产品加工园和技术集成基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中提出，新疆地区

乡村振兴战略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表现有：“农业仍以初级产品生产为主，结构性

矛盾突出，产业化经营水平不高”。因此，近年来新疆政府将“特色农产品优势

区创建”列为农业结构优化升级重大工程之一，把加工番茄等地方土特产和小品

种做成带动农民增收的大产业，支持各地争创特色农产品优势区，5 年内创建并

认定一批国家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打造一批特色农产品品牌。同时将“农产品

精深加工”列为“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之一，促进农产品加工增品种、提品

质、创品牌，提升精深加工水平。依托现有农产品精深加工集聚区、产业园、工

业区等，打造升级一批农产品精深加工示范基地，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民增收。 

各级政府多项产业政策密集出台，反映出国家和地方全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的坚定决心，为农产品加工业的快速长远发展保驾护航。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除补充流动资金外，均属于对农产品加工产业链的直接投入，上述政策为本

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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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提出了做强做优做大棉花、番茄、甜菜制糖加工主业，延伸产

业链并提高价值链的战略规划 

近年来，公司棉花加工贸易、番茄精深加工、甜菜制糖的主业地位不断突出，

实体产能规模得到持续扩大。2020 年公司各项主业都取得了较快发展，棉花加

工贸易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当年实现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了约 8 倍；番茄产

业工厂信息化、自动化、集控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全年实现超负荷生产，产

量比上年同期增长 50%以上；甜菜制糖产业“双碳酸法甜菜制糖工艺”得到成熟

应用，白砂糖日产创新高。 

在公司各项主业已经取得较好经营业绩的基础上，在“十四五”规划的开局

之年，公司提出了“坚持农头工尾，做强做优做大棉花加工、番茄制品、甜菜制

糖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的战略规划，以寻求公司新的战略增长点。本次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除补充流动资金外，项目建设内容均为公司主业产业链的延伸，均

有助于公司产品向产业链终端市场以及产业链高附加值区域延伸，增强了公司整

体的竞争力和经济效益。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分析 

（一）“棉籽蛋白项目”的必要性 

本募投项目中的“新疆天泽粮牧植物蛋白科技有限公司年处理 40 万吨棉籽

脱酚浓缩蛋白提取及混合油精炼深加工项目”和“新疆天泽粮牧植物蛋白科技有

限公司年处理 30 万吨毛棉籽加工项目”必要性分析如下： 

1、本项目的实施能够填补畜牧业植物蛋白供给缺口，推动周边地区畜牧业

健康发展 

新疆各级政府多年来一直把畜牧业高效饲养技术引导作为推行新型畜牧业

发展的重中之重，并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加以贯彻落实，但是落后的饲养技术依旧

是制约畜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工业化饲料产品的推广并未被养殖场（户）

完全接受，致使养殖户的养殖水平低、成本高，阻碍了新疆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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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蛋白类饲料原料中主要植物蛋白源是豆粕、棉粕、菜籽粕等，其中豆粕

所占比例最高。而由于国内大豆产量的严重不足，导致我国饲料行业过度依赖于

大豆进口，近年来受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国内豆粕价格出现较大程度的上涨，

进而导致农户养殖成本不断提高，挫伤了养殖户使用工业化高蛋白饲料产品的积

极性。本项目以生产新型饲料原料为目的，通过采用低温脱酚工艺较大幅度的降

低了游离棉酚的含量，克服了棉酚毒素的危害，而且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蛋白质的

热变性，保证了浓缩棉籽蛋白的营养成份。因此，本项目的实施为地区的饲料加

工业提供了优质的原材料，降低了加工成本，从而有助于提高饲料品质，稳定饲

料价格，吸引传统养殖户接受科学高效的饲养方式，带动地区畜牧业的快速健康

发展。 

2、精炼棉籽油市场有较大的需求空间 

棉籽油是一种优质的食用植物油，它含有大量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同时又具

有很好的起酥性，被誉为不含反式脂肪酸的天然起酥油。在目前含反式脂肪酸的

氢化植物油被欧美等国限制使用的情况下，棉籽油已经在多个国家成为天然的替

代品。但由于粗制生棉籽油的棉酚含量较高，对人体有一定的危害性，国内市场

对棉籽油的负面认知较多。但经过精炼后的棉籽油的棉酚含量远远低于国家标准，

是一种优质健康的食用植物油。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食用油需求量不

断增长，是世界第一食用油消费大国。但我国植物油自给率始终较低，给我国食

用油供给安全造成了严重的隐患。目前国内的棉籽油尚未出现具有相对市场影响

力的品牌，精炼棉籽油市场有较大的开发空间，因此本项目生产的一级和二级棉

籽油存在较为广阔的市场前景，同时能够一定程度的提高我国食用植物油自给率，

维护我国的粮食安全。 

（二）番茄制品产业项目的必要性 

本次募投项目中的“年产 25000 吨番茄制品项目”、“年产 10000 吨番茄汁项

目”和“番茄产业副产物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均属于番茄制品产业项目，上述项

目的必要性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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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番茄制品的需求量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 

我国是番茄制品的“加工大国”和“消费小国”。新疆作为国内最主要的番

茄产区，集中了我国约 70%的产能和产量。产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近

年来，世界番茄制品的消费量以年均 1%-3%的速率增加，而我国生鲜番茄及其

制品的消费以年均 12%-15%的增长率高速发展。据统计，欧美国家人均年消费

番茄酱在 20-30 公斤，而我国人均年消费仅为 0.6 公斤。番茄制品中的番茄红素

含量与生物利用度远高于鲜食番茄。随着人们对番茄保健作用的认识不断加深，

我国居民对番茄制品的消费也会越来越高。 

2、公司具有延伸现有番茄制品产业链和提升番茄制品价值链的需求 

公司现有的番茄制品以大桶番茄酱和小包装番茄酱为主，且主要出口海外。

近年受国际政治经济等风险因素影响，公司需要加大番茄新产品的研发力度及国

内番茄制品市场开发力度，以进一步降低番茄产业国际政治风险和市场风险。上

述番茄制品产业募投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延长公司番茄产业链，提升番茄产业价

值链，提高公司番茄产业的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能力。是公司参与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 

（三）“制糖副产物高效连续色谱层析分离技术的研究与资源循环利用产业

化示范项目”的必要性 

公司现有甜菜制糖加工装置会产生副产物废蜜，该类副产物尚未得到高效综

合利用，并产生高浓度有机废水影响环境。本项目的实施将对甜菜制糖的副产物

进行分离提纯，分离提取废蜜中含有的糖成分和非糖成分，分别生产出白砂糖和

黄腐酸产品，从而降低公司甜菜制糖的单位成本，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同时解决

了生产废水的污染问题，增强了公司甜菜制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提高企业经济

效益。 



 

15 

 

（四）“2 万吨/年饲料添加剂及 20 万吨/年微生物发酵饲料项目”的必要性 

1、本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公司发展循环产业经济，变废为宝，提升公司整体

竞争力 

公司甜菜制糖和番茄制品加工产业每年都会产生大量的甜菜废丝、番茄渣和

番茄青果等副产品。本项目主要利用微生物、甜菜废丝、番茄渣、番茄青果、秸

秆等发酵成畜牧饲草料。由于新疆地区畜牧业的牛羊养殖量较大，而牛羊为反刍

动物，饲草料为必需品，因此本项目生产的微生物发酵饲草料与工业化高蛋白饲

料形成良好的互补，市场空间较大，将为公司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提高公司的

盈利水平。同时还解决了公司甜菜废丝、番茄渣、番茄青果产品销售价值低、销

售难度大的问题，变废为宝，增强了公司的整体竞争力。 

2、新疆地区畜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对饲料工业的现代化产生了更高的要求 

畜牧业是新疆传统基础产业和优势产业，是新疆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畜牧业持续快速发展，已成为保障畜产品

供给、带动农牧民增收脱贫、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畜牧业的

蓬勃发展，对饲料的需求量必将越来越大，对饲料的品质和环保性的要求亦将越

来越高。现阶段新疆各级政府正推广牧草、农作物秸秆加工饲喂技术，提高饲喂

利用率，切实解决饲草料瓶颈制约问题。本项目的建成将有助于解决地区畜牧业

发展的饲料供应制约。 

“高质、高效、安全、无残、无毒”的绿色饲料添加剂和微生物发酵饲料是

未来饲料工业的新目标。近年来畜禽饲料中抗生素的广泛使用，造成了动物体的

抗药性，促使一些病原菌也产生了抗药性，严重影响了人类公共健康安全。随着

国家和政府对环保问题的不断重视，饲料添加剂中抗生素的使用逐步受到限制，

同时也促使了非抗生物饲料添加剂的发展和应用。微生物发酵饲料是运用微生物

发酵技术对豆粕、玉米、秸秆、酒、麸皮等底物进行发酵分解而生产的饲料蛋白、

酶制剂、益生菌、氨基酸、维生素等新型环保饲料产品，从而弥补常规饲料中缺

乏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物质的不足，具有促进消化吸收、提高畜禽健康水平及

无二次污染等特点，符合当前的市场趋势。本项目的实施，将对新疆地区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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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远发展提供有效助力。 

（五）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1、满足公司业务规模不断扩大的需要 

近年来，公司为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及市场环境变化，不断丰富自身业务结

构、持续推出新品。此外公司对产品品类、工艺等要素进行持续改进，确保公司

在产品方面具有持续行业领先优势。未来，公司将继续做强做优做大棉花加工、

番茄制品、甜菜制糖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并提高价值链。在公司持续推动生产

工艺升级、促进产品结构多元化的背景下，公司业务规模迅速提升，公司在市场

开拓、新产品研发、新项目建设等方面有较大资金需求。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可以有效缓解公司业务发展

所面临的流动资金压力，为公司未来经营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从而提升公司的

行业竞争力，为公司的健康、稳定发展夯实基础。 

2、优化财务结构，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盈利水平及抗风险能力 

2020 年初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给宏观经济、产业及市场环境带来了较

大的不确定性，对公司营运资金的流动性和抵御风险能力提出了挑战。公司本次

发行拟募集资金 25,00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公司日

常经营活动对银行借款的依赖，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盈利水平。同时，公司

资产负债结构和财务状况将得以优化，资产负债结构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得以

增强。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一）新疆地区具有丰富的农业资源 

新疆地区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是我国最主要的番茄、棉花和甜菜生产区之

一，新疆地处北纬 37 度至 47 度之间，水土资源丰富，光照强、日夜温差大、气

候干燥、沙质土地微量元素含量十分丰富，对农产品具有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

新疆是我国棉花的主产区，据统计 2020 年新疆棉花产量约 516 万吨，占全国产

量的 87.30%；新疆的番茄种植面积达 120 万亩，为全国加工番茄种植面积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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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省区；此外新疆还是我国第四大制糖产区和第一大甜菜糖产区，2018-2019 年

生产期甜菜种植面积达 130 万亩。因此，新疆地区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为本次募

投项目提供了充分的资源保障。 

（二）公司具有完善的技术储备 

公司始终把科技创新作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企业技术中心配

备高端硬件设施，通过走出去、引进来等方式吸引高端技术人才不断加入，提升

公司科技人才竞争优势。公司先后进行多项番茄、甜菜课题研究，成功申报第二

师、兵团、自治区、国家多项科研成果。建设的集职业健康、食品安全和环境监

测为一体的国家级第三方检测机构，填补了南疆地区行业空白。2020 年公司技

术中心对“番茄综合精深加工关键技术研究及中试”、“发酵番茄汁关键技术研究

及中试”、“果蔬精深加工重点实验室”等与本次募投项目相关的科技项目进行

了深入研发。因此，公司具备了顺利实施本次募投项目所必须的技术储备。 

（三）机制创新激发了公司不断发展的内生动力 

2018 年 8 月，公司被国务院国资委确定为国企改革“双百行动”试点企业。

近年来，公司通过国企改革“双百行动”完成了机制创新，全面建立了市场化的

用人机制，管理及经理层全面实施职业经理人制度，建立了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

机制，股权激励的实施进一步完善了中长期激励机制，从而在企业形成了“能者

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竞争机制，形成了“目标任务人人挑、人人头上有指标”、

“以奋斗者和价值贡献者为本”、“以能力论高低、以业绩定优劣”的管理新理念

和进取、改革、奋斗的企业文化，不断激发出企业强劲的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

为本次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人才保障。 

综上，本次募投项目具备可行性。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及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和

公司未来整体战略发展方向，有利于实现公司业务的进一步拓展，巩固和发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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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在行业中的竞争优势，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的资产规模和业务规模，进一步增强公司资本实

力，有利于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由于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建成投产并产生效益需要一定时间，短期内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可能有所下降；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产后，随着项目效益的逐步显现，公司的

规模扩张和利润增长将逐步实现，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将逐步增加，净资产收益率

及每股收益将有所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行业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将得到

增强。 

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

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

效益，有利于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巩固公司的市场地位，增强经营业绩，符合

公司长期发展需求及股东利益。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具有

必要性及可行性。 

 

 

 

新疆冠农果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