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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述

1.项目名称：沙坡头区宁夏红黄河枸杞文化产业园项目。

2.建设地点：中卫市沙坡头区。

3.用地面积：拟占地面积 80 亩，规划总建筑面积 58700 平方米，平均容积

率为 1.1。

4.建设内容及规模：本项目依托中卫高铁的交通优势和中卫丰富的旅游资

源，以宁夏黄河文化、枸杞文化为切入点，以“旅游+购物+娱乐”为主题，规划

建设休闲商业区、黄河文化博物馆、宁夏红枸杞博物馆、枸杞主题公园等功能区，

实现文化科普、旅游服务、特色购物等功能于一体的城市新地标。

5.投资估算：本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12516.55 万元，固定资产投资为 9350.04

万元，流动资产投资为 3166.51 万元。

6.预期收益：项目达产后预计实现年收入 14000.00 万元，税后利润 2760.84

万元，投资利润率 22%，全部投资回收期 4.5 年（不含建设期）。

二、建设地点及条件

1.建设地点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中卫市沙坡头区中卫黄河大桥以西、滨河南路以南。中卫

高铁商圈空间布局为“一心、两轴、两廊、三板块、多节点”，规划建设高铁站

房、商业旅游购物、商务办公酒店公寓、生态景观住宅和站前广场、城市道路、

公园绿地、水系等。本项目位于中卫高铁商圈项目范围内。



沙坡头区宁夏红黄河枸杞文化产业园项目招商说明书

2

图 2-1 中卫市沙坡头区在宁夏的位置

2.建设条件

目前中卫高铁商圈项目已完成开工建设，部分项目进入运营阶段，区域配套

较为完善，本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已全部完成。

三、项目投资优势

1.品牌效应显著

“世界枸杞看中国，中国枸杞看宁夏”，枸杞产业是宁夏极具特色的战略支

柱性产业之一。

经过多年发展，宁夏枸杞产业初具规模，截至 2021 年底，宁夏枸杞种植面

积为 43 万亩，鲜果产量 30 万吨，基地标准化率达到 80%，良种使用率达到 95%，

加工转化率 28%，产业综合产值 250 亿元。宁夏已成为全国枸杞产业基础最好、

生产要素最全、科技支撑力最强、品牌优势最突出的核心产区。

同时，宁夏枸杞的品牌影响在全国占有绝对优势。枸杞有 2000多年入药史，

宁夏卫宁平原栽培枸杞 600余年，从汉代张仲景到明代李时珍都对宁夏是枸杞入

药最佳产地有记载，宁夏枸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唯一明确可以入药的枸

杞，也是唯一药食同源枸杞。2004年“宁夏枸杞”获“中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2007年“中宁枸杞”获“原产地地理标志”，2020年“宁夏枸杞”和“中宁枸

杞”又入选“中欧地理标志”第二批互认保护名单，宁夏枸杞已广为国内外消费

者所知。

2.产业基础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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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坡头区以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为契机，扎实推进枸

杞产业发展。2021年，沙坡头区枸杞种植面积 9.4万亩，挂果面积 8.8万亩，干

果产量 1.8万吨，产值 6.3亿元，亩均收入 7000元左右，带动就业 220万人次。

争取到中央、自治区枸杞产业项目资金 860万元，重点推进枸杞产业基地、标准

化示范园、绿色丰产示范点、社会化服务组织等项目建设。

同时，沙坡头区以保障枸杞干果质量安全为目标，抓好种植区检测体系建设，

在环香山枸杞集中种植区域布设病虫害监测预报点 247个，落实 2021年自治区

“四个体系”建设检验检测点 5个，并配套建设 20吨以上清洁能源烘干生产线，

推动枸杞质量安全水平不断提升，力促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

3.区位交通便捷

沙坡头区地处我国陆地几何中心，是连接西北与华北的第三大铁路交通枢

纽，是连接欧亚大通道“东进西出”的桥头堡，也是古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

重要的节点城市。包兰、宝中、太中银、干武铁路在此交汇，“中欧”“中亚”

国际货运班列定期运行，银川至中卫高铁开通运营。京藏、福银、定武、乌玛等

5 条高速公路和 109、338 国道等 4 条干线公路穿境而过。沙坡头机场开通至北

京、上海、西安等航线。中国物流中卫综合物流园、中卫迎水桥铁路口岸和镇罗

公铁物流园区等重点工程加快建设，交通物流方便快捷。

4.要素保障充足

《中卫市沙坡头区“十四五”文化和旅游业发展规划》明确对沙坡头区整体旅

游资源规划布局，提出十大重点任务，规划构建一核两带四区空间格局。一批特

色产业蓬勃发展，电、气、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较低。

（1）供水价格：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基础价格 2.4元/m3，水资源税 0.4元

/m3，综合水价 2.8元/m3。

对园区企业生产用水实行超定额加价制度。定额内用水执行基本水价，水资

源费按 0.4 元/m3计价；超定额用水 30%以内加价 50%，水资源费在规定标准的基

础上加价 1倍征收；超定额用水 30%-50%部分加价 100%，水资源费在规定标准的

基础上加价 2倍征收；超定额用水 51%以上部分加价 150%，水资源费在规定标准

的基础上加价 3倍征收。

（2）供电价格：工业用电采取单一制和两部制。

单一制：不满 1千伏 0.4883 元/千瓦时，1-10 千伏 0.4683 元/千瓦时，35-110

千伏以下 0.4483 元/千瓦时。

两部制：1-10 千伏 0.3949 元/千瓦时，35-110千伏以下 0.3779 元/千瓦时，

110千伏 0.3649元/千瓦时，220千伏 0.3499元/千瓦时，330千伏及以上 0.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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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千瓦时。

（3）天然气价格：居民生活用气 1.9元/m3，工商业用气 1.94元/m3，集中

供暖用气 1.8元/m3。

（4）沙坡头区工业用地出让指导价格为 6.4万元/亩。

四、建设方案

1.功能构成

本项目依托中卫高铁的交通优势和中卫丰富的旅游资源，以宁夏黄河文化、

枸杞文化为切入点，以“旅游+购物+娱乐”为主题，规划建设休闲商业区、黄河

文化博物馆、宁夏红枸杞博物馆、枸杞主题公园等功能区，实现交通集散、旅游

服务、特色购物等功能于一体的城市新地标。

2.建设内容及规模

（1）休闲商业区：总建筑面积 7300 ㎡，包含餐饮、购物、娱乐、健身、休

闲等多功能于一体，招引专卖店、特产专业店、饮食店、大型商超等。

（2）黄河文化博物馆：总建筑面积 14700 ㎡，依托宁夏黄河文化，通过图

片、录像、图表、工程模型、实物标本等向游客展示黄河的地理、地貌、气候等

自然概况，以及水旱灾害、河患治理、水资源开发利用、黄河远景规划等。

（3）宁夏红枸杞博物馆：总建筑面积 22000 ㎡，展示宁夏枸杞种植历史、

科技实力及枸杞深加工品牌产品。

（4）枸杞主题公园：总建筑面积 14700 ㎡，打造枸杞主题公园自然风光，

供游客观赏、休憩。

五、市场前景

1.全国旅游市场分析

据数据显示，2010-2019 年国内旅游市场持续平稳增长；2017 年国内旅游人

数首次突破 50 亿人次，2019 年国内旅游人数突破 60 亿人次，达到 60.06 亿人

次，较 2018 年同比增长 8.43%。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2021 年，国内

旅游总人次 32.46 亿，比上年同期增加 3.67 亿，增长 12.8%。（恢复到 2019 年

的 54.0%）。



沙坡头区宁夏红黄河枸杞文化产业园项目招商说明书

5

图 5-1 2010 年-2021 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数（亿人次）

2.宁夏旅游市场分析

作为“塞上江南”的千年古城，宁夏拥有大西北独一无二的风光，不仅有大

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塞外风光，也有芦苇丛生，鱼跃鸟栖的江南风情。从四

万年的远古时代，到 500年的地下兵城，宁夏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有着中国旅游

“微缩盆景”的美誉。

“十三五”期间，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市场主体不断壮大，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新兴业态层出不穷，产品内涵不断丰富。全区文化及相关产

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2.71%。旅游业发展态势强劲，成为促进各地

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助力乡村振兴和打赢脱贫攻坚的重要生力军。旅游

总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 9%，旅游业作为自治区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地

位更加凸显。

“十四五”时期，宁夏文化旅游产业增量空间广阔。《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

发展实施方案》提出，以“塞上江南·神奇宁夏”为形象定位，以“畅游宁夏，

给心灵放个假”为价值定位，着力构建“一核、两带、三片区”空间发展格局，

以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为统领，打造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升级版”。未来五年，

全区游客接待量年均增长 25%左右，2025 年接待人数力争突破 1亿人次，旅游总

收入力争突破 1000 亿元，建成全域旅游示范省（区），全力打造大西北旅游目

的地、中转站和国际旅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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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投资概算

1.投资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12516.55 万元，固定资产投资为 9350.04 万元，流动

资产投资为 3166.51 万元。

2.预期收益

项目达产后预计实现年收入 14000.00 万元，税后利润 2760.84 万元，投资

利润率 22%，全部投资回收期 4.5 年（不含建设期）。

表 6-1 项目投资收益估算表

七、合作方式

本项目拟采用客商合资、合作、独资、入股等方式进行招商。

按照国家土地资源出让、买卖相关制度，客商通过土地买卖、租赁等方式获

取土地，进行整体建设。

依据宁夏自治区、中卫市及沙坡头区招商引资相关优惠政策，客商将获得财

政扶持奖励、税收奖励、行政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

序号 类型 数值 单位

1 项目总投资 12516.55 万元

1.1 建设投资 9350.04 万元

1.2 流动资金 3166.51 万元

2 资金来源 自筹 -

3 运营收入 14000.00 万元

4 总成本费用 10066.34 万元

5 税金及附加 252.54 万元

6 利润总额 3681.12 万元

7 所得税 920.28 万元

8 税后利润 2760.84 万元

9 投资利润率 0.22
%

10 投资利税率 0.31

11 全部投资回收期 4.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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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投资环境

1.区域概况

沙坡头区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西部，地处宁、甘、蒙三省交界地带，是宁

夏最年轻的市辖区，也是中卫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区国土总面积 6877

平方公里，辖 11 个乡镇、162 个行政村和 36 个社区，常住人口 39.97 万人。享

有“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卫生城市”“国

家园林城市”“全国现代农业综合示范区”“全国农业机械化示范县区”“全国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等殊荣。

2.经济发展

2021年沙坡头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35.82亿元，比上年增长 10.9%，两年

平均增长 6.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35.85亿元，增长 9.1%；第二产业增加

值 106.16亿元，增长 18.1%；第三产业增加值 93.81 亿元，增长 5.2%。第一产

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 15.2%，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45.0%，第三产

业增加值比重为 39.8%。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58807元，比上年

增长 10.6%。

3.资源优势

沙坡头区具有丰富的土地、矿产、电力、光热等资源，极具开发潜力的农业

资源、文化旅游资源等。矿产资源丰富，有煤炭、石膏、硅石、陶瓷粘土、石灰

岩及金、银、铜、铝、锌等 20 多种，其中石膏储量约 70 亿吨，居全国第二位。

水资源丰沛，黄河流经 73 公里，年均过境流量 240 亿立方米，水资源得天独厚，

开发潜力巨大，是西北可利用资源最优越的城市，沙坡头区年均日照时数

2800-3000 小时，风能、光能、水能资源充足，发展风电、光伏、水电、储能等

新能源产业条件优越。

4.优惠政策

项目可以享受中卫市农业项目重点扶持政策：

（一）符合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除减按 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

税外，从其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 1年至第 3年免征企业

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第 4年至第 6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

（二）农产品加工企业从事种植、养殖和农产品初加工项目所得按规定免征

或减免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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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从事税法规定的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四）符合《国家支持发展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目录》的进口自用设备，

按照规定报批后，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五）企业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研发费用，在缴纳企业所

得税前按相关规定可以加计扣除。

（六）生产销售氮肥、磷肥、钾肥以及以免税化肥为主要原料的复混肥免征

增值税。

（七）对农膜、有机肥、饲料、滴灌带和滴灌管产品免征增值税。

除此外，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招商引资政策若干规定》、中卫市、沙坡头

区的招商引资相关政策，本项目在财政、税收、金融、人才、行政服务等方面可

获得众多支持。

九、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沙坡头区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

联系人：宋扬、王宁望

联系电话：13739566262、18609573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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