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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银 

【内容简介】田园综合体是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乡

村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联动发展的新模式。调查发现，田园综合体建设缺

乏统一的科学规划布局、镇域基础设施和社区服务不完善、功能单一、主

导产业合而不融规模不强、乡村资源要素供给严重不足等问题。本报告建

议：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田园综合体建设规划；加强要素供给保障，支持

田园综合体高水平发展；采取镇企合作方式，推进田园综合体高标准建设；

强化品牌建设，拓展田园综合体宣传推广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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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建设田园综合体，同年 6月，财政部发

布了《关于开展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河北、山西、内蒙

古、江苏、浙江等 18 个省份开展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2018 年，田园综

合体培育创建工作在全国展开。田园综合体是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

园社区为一体的特色小镇和乡村综合发展模式。但我国田园综合体建设尚

处于起步阶段，粗放式、单一化、低水平发展问题突出。 

一、田园综合体建设问题 

1.缺乏统一的科学规划布局 

田园综合体是现代农业、休闲文旅、田园社区的统一。政府相关部门

曾引导开展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现代农业科技园区、特色小镇建设规划，

但没有针对田园综合体建设的专门规划。部分省市制定了田园综合体创建

导则，要求镇政府负责编制所在镇田园综合体建设规划。但国家和省市层

面应做好顶层设计，统筹规划田园综合体建设，统筹规划空间布局、功能

布局和产业布局，统筹布局各类农业科技园、农业产业园、创业园区和农

业特色小镇建设。 

2.村镇基础设施和社区服务不完善 

基础设施和社区服务是田园综合体建设的主要短板。源于城乡发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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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差距，村镇道路交通、网络通讯、电商物流、食宿娱乐、金融服务等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供给严重不足，不能满足游客休闲需求。田园综合体创建

中省市两级财政应重点支持镇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并将其建设达标作

为田园综合体验收的必要指标。 

3.田园综合体功能单一 

田园综合体应该是集产业增收、生态文明、休闲旅游、文化展示、居

住生活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合体。但农文旅融合仅具备田园综合体的雏形，

尚不具有田园综合体的多功能性，尤其缺乏文化渗透功能，休闲康养功能

和社区服务功能，不能满足宜业、宜居、宜游和生产、生活、生态等多元

化功能需求。 

4.主导产业合而不融规模不强 

第一、特色农业规模不强。受资金、技术约束，特色农业规模化水平

不高，每个家庭农场仅有几个蔬菜大棚。调查发现，城市群区域特色农产

品需求旺盛，供给不足是现代都市特色农业发展的短板。农业融资困难，

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使用是影响特色农产品供给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二、

三次产业融合不足。农产品深加工业发展滞后，农业产业链、价值链较短。

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康养等产业合而不融，难以充分释放农业的生

态价值、休闲价值和文化价值。第三、休闲旅游项目单一，不能实现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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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营业，难以吸引客人长期驻留。游乐设施配套不全，旅游项目深度开发

不够，旅游景观缺乏系统化整合，多数游客短暂逗留后离去，难以吸引游

客长时间驻留。 

5.乡村资源要素供给严重不足 

第一、资金短缺是最大的短板。农民利用农业积累和打工收入难以实

现大规模创业，田园综合体建设离不开工商资本的广泛介入，离不开社会

资本的积极参与。第二、土地用途管制严格。田园综合体建设势必占用农

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农业辅助设施用地，即使苗木种植也需要申请土地用途

变更，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给田园综合体建设带来障碍，需要土地政策的

创新。第三、乡村各类人才短缺。一方面，农业从业者主要是 50 岁以上人

员，缺少懂技术、善经营、拥有互联网思维的青年职业农民，缺乏农业创

业带头人。另一方面，村两委干部带头致富、带领群众致富作用不强，部

分村庄难以选出“双带”能力强的村干部。 

二、推进田园综合体高水平发展的建议 

1.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田园综合体建设规划 

建议根据乡村振兴战略和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按照“三生”一

体、“三产”融合和“三宜”要求，各省市高起点、高质量编制《田园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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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建设规划》，合理规划景观吸引核、休闲聚集区、农业生产区、居住发展

带和社区服务网等功能区块，建设主导产业强、生态环境美、农耕文化深、

农旅结合紧、支撑体系完善的田园综合体。规划布局上应与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城乡建设总体规划、现代农业发展规划等相衔接，与农业园区、特

色小镇、乡村旅游等规划相融合。 

2.加强要素供给保障，支持田园综合体培育创建 

资金、土地和人才是田园综合体建设的核心问题。第一、加大田园综

合体建设的融资支持。整合各类涉农扶持资金，建立地方农业投资基金，

吸纳社会资本加入。通过 PPP、政府购买服务、贷款贴息等形式，撬动更

多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入田园综合体基础设施建设。第二、加大对田园综合

体的土地供给。利用农业农村深化改革之机，深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在

农地确权登记颁证基础上，通过合并调整、互换、租赁、反租倒包、股份

制、土地信托服务等开展土地流转。改革农用地使用政策。细分土地功能

用途，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中单独设立田园综合体、特色农业企业等辅

助设施用地指标以及可硬化道路指标，简化农用地转用途办理手续，支持

田园综合体建设。第三、建立常态化职业农民培训政策，加快田园综合体

建设紧缺人才培养。建议成立乡村学院，以“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推动

田园综合体建设。涉农区成立乡村学院，各重点乡镇设立分院，常态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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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农民学历教育、职业农民培育、职业经理人和经纪人以及村干部培训等

工作，优先培养田园综合体创建各类紧缺人才。充分利用地方广播电视大

学教育资源，实现农民远程教育和现场学习的有机结合。农业科研院校与

乡村学院合作开展“一村一名大学生”培育工程。 

3.采取镇企合作方式，高标准创建田园综合体 

第一、借鉴城市综合体营建理念，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

理、分散经营原则，采取镇企合作方式，与各类专业化企业合作，以旅游

为先导、以产业为核心、以文化为灵魂、以交通、物流和通讯等为支撑、

以乡村复兴为目标，打造产业与社区高度融合的多功能田园综合体。第二、

区政府引导鼓励城市金融、教育、医疗、邮政、商贸物流、住宿餐饮企业

在田园综合体设立分支机构或代办处。第三、借鉴江苏无锡阳山镇经验，

村镇与互联网平台企业合作，打造电商田园综合体，拓宽特色农产品、休

闲旅游产品、养老养生产品的销售渠道。 

4.强化品牌建设，拓展田园综合体宣传推广渠道 

一是强化田园综合体品牌创建。以农业特色镇或多功能现代农业片区

为依托，抓住小镇或片区在自然环境、农业特色、民俗风情、历史文化上

的特点，创建一批特色鲜明、功能齐全、吸引力强的田园综合体。二是强

化田园综合体主题形象宣介。拓展品牌宣传渠道，打响品牌特色，扩大田

https://f.qianzhan.com/xiandainong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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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综合体知名度。在利用主流媒体、传统旅游平台进行营销同时，积极利

用在线旅游平台，通过微博、微信以及手机 APP 等自媒体大力推广旅游景

点，促进各旅游平台之间信息链接共享。三是建设城市群田园综合体网络

平台。依托网站实现城市群区域田园综合体信息发布、信息共享，广泛吸

纳田园综合体客户群。四是加快镇域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服务供给。完善

交通体系，通镇、通村公路建设中优先规划建设田园综合体道路，完善田

园综合体与城市之间、村镇之间道路交通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旅游公交和

旅游专线车，加快村村通公交、村村通客车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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