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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田园综合体体现城乡融合发展要求,具备农业生产、文明生活、休闲旅游和综合服务等多种功

能,是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新形态,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载体。然而,田园综合体在发展过

程中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如运营管理不到位,缺乏特色定位,政府责任发挥不充分等,针对这些问题,可

以采取完善田园综合体运营管理体系,明确特色定位及强化政府责任等措施予以解决,进而实现田园综

合体的可持续发展,不断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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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complexes embody the requirements of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with multiple 

functions such 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ivilized living, leisure tourism, and comprehensive services. They are 

a new form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that is livable, business friendly, and tourist friendly, and an effective carrier 

for implemen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tegrated complexes also 

faces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inadequat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lack of distinctive positioning, and 

insufficient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measures can be taken to improve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of rural integrated complexes, clarify distinctive positioning, and strengthen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in order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tegrated complexes and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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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田园综合体是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为一体的

乡村综合发展模式,旨在通过旅游助力农业发展,促进一、二、

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1]。田园综合体在

推动农业现代化,促进城乡一体化,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环

境及促进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田园

综合体建设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和挑战,需要深入

分析和研究,以提出有效的对策。 

1 田园综合体发展现状 

目前,田园综合体具有良好的发展态势。自2017年中央一号

文件首次提出田园综合体概念后,中央与地方政府大力支持,出

台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土地政策等诸多扶持政策,为田园综合

体的建设提供了坚实保障、方向依据和资金支持,并将其作为乡

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1.1发展规模方面 

在发展规模方面,田园综合体覆盖面积不断扩大,全国范围

内田园综合体的数量不断增加,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到蔓延

至中西部地区,积极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以田园综合体的模

式发展农业,提升土地利用率最大化,从而实现农民农业高收

益。据相关统计,全国农业综合体的总投资规模已超过3000亿元,

并且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一些大型的田园综合体项目已经

成为当地的标志性项目,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和投资者,带动了周

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1.2产业融合方面 

在产业融合方面,田园综合体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一二三

产业融合程度日益加深[2]。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发展农产品加

工、乡村旅游、文化创意等产业,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多数

地方将农业与旅游、文化、康养等相融合。部分开发农事体验、

田园观光,桃花节等项目,吸引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游客可以参

与稻田劳作,欣赏田园风光,认领果树等。部分注重挖掘当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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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将当地特色文化元素融入农业发展中,形成了集传统手工技

艺传承、展示、体验于一体,兼具旅游休闲、现代农业生产、农

产品加工等功能的特色产业集群,既能让更多的人接触到当地

特色文化,又实现了农业发展。还有一些田园综合体通过建设农

产品加工厂,将农产品加工成特色食品、饮料等,提高了农产品

的附加值；同时,开发乡村旅游项目,除了农业观光、休闲旅游

等传统项目外,还出现了健康养生、科技创新、教育培训、文化

艺术等多元化业态产品,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实现了农业

多元化发展。 

1.3经营模式方面 

在经营模式方面更加多样化,田园综合体的经营模式不再

局限于单一的农业生产或旅游开发,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

趋势。除了传统的“公司+农户”模式外,出现了“合作社+农

户”“公司+村集体+农户”等经营模式,前者使参与主体更加

多元化[3]。农民合作社作为组织农民的重要载体,在田园综合体

经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合作社统一组织农户进行生产经营,

提供技术培训、农资采购、产品销售等服务,降低农户的生产经

营成本和风险。同时,合作社通过与企业合作、开展电商销售等

方式,拓展农产品的销售渠道,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加农户

的收入,实现共同富裕。后者则整合了公司的资金、技术、管理

优势,村集体的组织协调优势以及农户的土地、劳动力资源优

势。公司负责项目的规划、投资、建设和运营,村集体负责协调

村民关系、组织劳动力等,农户则通过土地流转、参与经营、在

企业打工等方式获得收益,实现了三方共赢。 

2 田园综合体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2.1运营管理不到位  

田园综合体在运营管理中存在不到位的问题,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田园综合体在运营管理过程中,往往面临着

制度不健全的挑战,主要包括土地流转制度、资金管理制度、农

产品销售制度等多个方面,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导致运营过程

中的责任不明确,管理混乱,影响了田园综合体的整体运营效

果；部分田园综合体在运营管理机制上存在不合理之处,相关

服务不配套,导致运营效率低下,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进而影

响田园综合体的可持续发展；一些田园综合体的投资运营主

体缺乏足够的专业性和经验,导致运营管理不到位,无法有效

整合资源,制定科学的运营策略,从而影响田园综合体的整体

表现；部分田园综合体在运营过程中,盈利点不明确,导致运

营收入不稳定,是由于项目规划不合理,或者未能充分挖掘和

利用当地资源所致,盈利点的不清晰会进一步加剧运营管理

不到位的问题。 

2.2缺乏特色定位 

一些田园综合体项目在打造过程中,只是简单地复制其他

成功案例,没有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创新和调整。这种盲目

跟风的行为,不仅使得项目缺乏特色,还可能导致资源浪费和效

率低下。同时,由于缺乏特色定位,田园综合体在吸引游客和投

资者方面也会面临较大困难,难以形成品牌效应和持续发展的

动力。 

特色定位是田园综合体发展的核心,能够为其带来独特

性和吸引力,而缺乏特色定位则容易导致同质化竞争和市场

混乱[4]。田园综合体项目的市场竞争激烈,基本都以“农业+旅

游”的形式为主,缺少对乡村资源的深度挖掘,缺乏特色定位,

趋同性严重,产品单一,吸引力较弱,没有打造出属于自己的品

牌,特色不突出,产品缺乏竞争力,无法满足人们的生活与消

费需求。例如宝鸡市田园综合体的发展过于依赖时令产品,农

产品上市时游客如蜂,农产品下市时冷清无人,没有形成淡旺

季均衡供应。 

2.3政府责任发挥不充分 

政府在田园综合体的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负责

政策制定、资金支持、监管引导等多方面的工作[5]。然而,在实

际操作中,一些地区的政府责任发挥并不充分,具体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首先,政府在田园综合体的规划和布局上可能缺乏前

瞻性和科学性。部分田园综合体项目在选址和建设过程中,未能

充分考虑当地的资源环境状况和产业发展需求,导致项目与区

域产业发展规划脱节,难以形成有效的产业联动和集群效应。其

次,政府在资金支持和政策引导方面可能存在不足。田园综合体

的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长期的政策支持,但一些地区政

府可能由于财政压力或其他原因,无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或

者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上存在滞后和不完善的情况,影响了田园

综合体的顺利发展。此外,政府在监管和引导田园综合体发展方

面也存在一定的挑战。一些田园综合体项目在运营过程中可能

存在违法违规现象,如擅自进行房地产开发和私人庄园会所建

设等,这些行为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也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和国

家的土地资源安全。政府在监管这些行为时可能面临执法难度

大、监管成本高等问题,导致监管效果不佳。 

3 提升田园综合体建设成效的对策 

3.1完善运营管理体系 

完善田园综合体运营管理体系的有效对策主要包括做好前

期规划、创新合作模式、拓展产业链并提升产品竞争力。 

首先,做好前期规划是建立田园综合体运营体系的基础。这

包括构建支撑产业体系,以农业为基础性产业,通过农业产业园

区发展的方法提升农业产业,尤其是现代农业,形成当地社会的

基础性产业[6]。同时,必须坚持规划先行,多规融合,具有前瞻性

和可行性,找准定位,将村民生产生活真正融入到田园建设中去,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其次,创新合作模式也是关键。田园综合

体的建设涉及政府、农民和企业等多个主体,需要妥善处理他们

之间的关系,发挥各自的主体作用,健全市场化运行机制。通过

创新合作模式,如土地流转、股份合作制等方式,促进农业适

度规模经营,优化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增加农民效益。最后,拓

展产业链并提升产品竞争力是提升田园综合体运营效果的重

要手段[7]。田园综合体应深度挖掘乡村特色资源,倡导低碳、生

态等科学理念,通过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带动田园综合

体资源聚合、功能整合和要素融合。同时,要注重提升农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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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和附加值,避免同质化竞争,通过创新农业形式、业态模式

和载体方式,满足市场和时代需求。 

3.2明确特色定位 

首先,政府应加强产业规划和管理,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规

划。通过结合当地的资源优势和市场需求,因地制宜地发展具有

地方特色的产业形态、产品和服务,避免盲目跟风和重复建设。

这有助于田园综合体在规划初期就明确发展方向,形成差异化

竞争优势。其次,深入挖掘地方特色资源是解决同质化问题的关

键。田园综合体应开展特色资源普查,充分挖掘产业、山水、田

园、民居等潜在优质资源,并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通过打造地

方特色,田园综合体可以体现综合竞争力,吸引更多游客和投资

者。再次,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也是解决同质化问题的重要

途径。政府应加强对乡村产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支持,

鼓励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推动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设备的引

进和应用。通过提高产业的技术水平和核心竞争力,田园综合体

可以开发出更具创新性和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市场和时

代需求。 

3.3强化政府责任 

首先,增强政府职责。政府应明确在田园综合体建设中的

定位和角色,强化其规划、引导、服务和监管职责。通过制定

科学合理的规划,确保田园综合体的发展符合当地实际和市

场需求,避免盲目建设和资源浪费[8]。同时,政府应加大对田园

综合体的政策扶持力度,提供必要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支持,

推动其健康发展。其次,完善政策支持和监管机制。政府应出

台一系列支持田园综合体发展的政策措施,包括财政补贴、税

收优惠、土地使用等,以降低建设成本,提高项目吸引力。此

外,政府还应建立健全的监管机制,加强对田园综合体建设过

程的监督和管理,确保其合规运营,防止违法违规行为的发

生。通过完善政策支持和监管机制,为田园综合体的可持续发

展提供有力保障。再次,推动多方参与和合作。政府应积极推

动政府、企业、农民和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田园综合体的建

设和管理,形成合力。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和先进技术,提升田

园综合体的建设水平和运营效率。同时,政府应鼓励农民积极

参与田园综合体的建设和发展,通过土地流转、入股等方式分

享收益,提高其积极性和参与度。通过多方参与和合作,共同

推动田园综合体的繁荣发展。 

4 结论 

我国田园综合体作为乡村振兴的创新模式,在当前取得了

显著的发展成效。通过产业融合,实现了农业、旅游业与加工业

的有机结合,丰富了乡村产业形态,为乡村产业兴旺提供了有力

支撑。建立田园综合体运营体系需要从规划、合作模式和产业

链拓展等多个方面入手,以实现田园综合体的可持续发展；解决

田园综合体建设中产业发展模式同质化严重、缺乏特色定位问

题需要从产业规划、资源挖掘和技术创新等多个方面入手,形成

差异化竞争优势,推动田园综合体的可持续发展；解决田园综合

体建设中政府责任发挥不充分问题需要从增强政府职责、完善

政策支持和监管机制以及推动多方参与和合作等方面入手,以

确保田园综合体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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