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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新农村建设根本任务放在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是基础，

必须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最重要的是发展现代农业，重点是提高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核心是要增加农民收入。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新农村建设行业深度分析与行业竞争对手分

析报告》共十章。首先介绍了中国新农村建设行业市场发展环境、新农村建设整体运行态势

等，接着分析了中国新农村建设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新农村建设市场竞争格局

。随后，报告对新农村建设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新农村建设行业发

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新农村建设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新农村建设行

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

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

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

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报告目录：

第.一章 中国新农村建设现状分析

1.1 新农村建设背景分析

1.1.1 新农村的概念

1.1.2 新农村建设背景

1.1.3 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意义

1.2 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做法

1.2.1 川新农村建设主要做法

1.2.2 安徽新农村建设主要做法

1.2.3 浙江新农村建设主要做法

1.2.4 上海新农村建设主要做法

1.2.5 江苏新农村建设主要做法

1.3 新农村建设现状与问题

1.3.1 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成就

1.3.2 我国新农村建设主要问题

 

第二章 中国新农村建设关键问题及破解思路



2.1 农业产业化与新农村建设

2.1.1 者之间的关系

2.1.2 农业产业化发展现状

2.1.3 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的问题

2.1.4 农业产业化发展对策

2.2 新农村建设土地问题分析

2.2.1 新农村建设与用地之间的矛盾

2.2.2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情况

2.2.3 新农村建设用地的合理利用

2.2.4 新农村建设用地的优化整合

2.2.5 新农村建设用地的管理对策

2.3 新农村建设投融资难题分析

2.3.1 新农村建设的资金瓶颈

2.3.2 新农村建设投融资现状

2.3.3 新农村建设投融资模式创新

（1）以土地整治项目融资

（2）以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融资

（3）建设用地置换指标有偿转让

（4）企业参与开发方式融资

1）回报家乡型

2）村企合作型

3）产业带动型

4）投资开发型

5）村企结对帮扶型

6）村企领导兼职型

2.4 新农村建设项目招商引资策略

2.4.1 新农村建设招商引资的利处

2.4.2 新农村建设招商引资的不足

2.4.3 新农村建设招商引资创新模式

 

第三章 中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模式总结

3.1 新型农村社区概述



3.1.1 新型农村社区的内涵

3.1.2 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关系

3.1.3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意义

3.2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途经分析

3.2.1 &ldquo;革命型&rdquo;模式

3.2.2 &ldquo;改革型&rdquo;模式

3.2.3 &ldquo;改良型&rdquo;模式

3.3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模式总结

3.3.1 按投资建设主体分类

（1）市场运作型

（2）政府主导型

（3）企业参与型

（4）政策引导型

（5）自筹自建型

3.3.2 按依托的产业发展类型来分

（1）工业带动型新农村

（2）城镇化发展型新农村

（3）旅游带动型新农村

（4）城郊休闲型新农村

3.3.3 按社区建设的区位条件来分

（1）城镇集中型

（2）乡镇集中型

（3）中心村集中型

（4）旅游景区集中型

3.3.4 与特色产业园区共建模式分析

（1）与特色产业园区的耦合

（2）与特色产业园区共建原则

（3）与特色产业园区共建模式

 

第四章 国内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实践与经验

4.1 国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经验与借鉴

4.1.1 国外典型新型农村社区的概况



（1）德国&ldquo;巴伐利亚试验&rdquo;

（2）韩国的&ldquo;新村运动&rdquo;

（3）日本的&ldquo;市町村&rdquo;大合并

4.1.2 国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成功经验

4.1.3 对中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启示

4.2 国内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实践与经验

4.2.1 川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经验

（1）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整体情况

（2）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主要举措

（3）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启示

4.2.2 山东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经验

（1）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整体情况

（2）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主要举措

（3）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启示

4.2.3 河南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经验

（1）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整体情况

（2）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主要举措

（3）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启示

4.2.4 浙江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经验

（1）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整体情况

（2）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主要举措

（3）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启示

4.2.5 江苏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经验

（1）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整体情况

（2）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主要举措

（3）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启示

4.2.6 天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经验

（1）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整体情况

（2）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主要举措

（3）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启示

4.2.7 安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经验

（1）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整体情况



（2）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主要举措

（3）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启示

4.3 国内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4.3.1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

4.3.2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第五章 中国新型农村社区的规划对策与案例分析

5.1 新型农村社区规划的特征

5.1.1 新型农村社区规划的影响因素

5.1.2 新型农村社区规划的要点

5.1.3 新型农村社区阶段划分与空间布局模式

（1）新型农村社区的阶段划分

（2）新型农村社区的空间布局模式

5.2 新型农村社区规划建设现状分析

5.2.1 成功新型农村社区规划建设特点

5.2.2 新型农村社区规划建存在的问题

5.3 新型农村社区典型模式与案例解析

5.3.1 种发展模式的特点解析

（1）诸城模式&mdash;&mdash;服务完善型

（2）马桥模式&mdash;&mdash;企业带动型

（3）莒南模式&mdash;&mdash;资源整合型

5.3.2 种模式发展条件的差异性分析

（1）地形条件

（2）经济基础

（3）农业产业化水平

（4）农民就业方式

5.3.3 基于不同发展条件的发展特点异同分析

（1）背景相同，基础不同

（2）目标相同，源动力不同

（3）途径相同，着力点不同 

5.3.4 种模式的适用范围

（1）服务完善型模式的适用范围



（2）企业带动型模式的适用范围

（3）资源整合型模式的适用范围

5.4 新型农村社区的规划对策

5.4.1 服务完善型农村社区的规划对策

（1）规划目标

（2）农业产业化发展

（3）社区范围与规模

（4）社区居民点体系

（5）社区功能布局

（6）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5.4.2 企业带动型农村社区的规划对策

（1）规划目标

（2）社区规模确定

（3）社区布局模式

（4）社区功能布局

（5）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5.4.3 资源整合型农村社区的规划对策

（1）规划目标

（2）农村产业化发展

（3）社区范围与规模

（4）社区居民点体系

（5）社区功能布局

（6）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5.5 新型农村社区规划的实施建议

 

第六章 中国新型农村社区管理模式创新设计

6.1 国内外社区管理模式的经验借鉴

6.1.1 国外典型社区管理模式分析

6.1.2 国内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的探索

6.1.3 国内外社区管理模式的经验启示

6.2 国内新型农村社区管理的典型模式

6.2.1 诸城模式



6.2.2 宁波的&ldquo;联合党委&rdquo;模式

6.2.3 中山市农村社区管理模式

6.2.4 温江新区新型农村社区管理模式

6.3 新型农村社区管理面临的现实困境

6.3.1 社区管理体制的缺陷

6.3.2 国家行政管理的过多干预

6.3.3 社区自治管理的异化

6.3.4 社区管理资金的匮乏

6.3.5 社区管理人力资源的缺失

6.4 新型农村社区管理的内容与特点

6.4.1 农村社会的主要问题

6.4.2 新型农村社区管理的重点

6.4.3 新型农村社区管理的特点

6.5 新型农村社区新型管理模式的构建

6.5.1 新型管理模式的现实基础

6.5.2 新型农村社区新型管理模式的理论支撑

6.5.3 新型农村社区新型管理模式构建的基本理念

6.5.4 新型农村社区新型自治管理模式的界定

6.5.5 新型农村社区新型管理模式的特征

6.5.6 新型农村社区新型管理模式的适应性与局限性

6.6 新型农村社区新型管理模式的管理体制和机制设计

6.6.1 新型农村社区管理的基本原则

6.6.2 建立&ldquo;乡政区治&rdquo;的农村社区管理体制

6.6.3 组建高效的农村社区管理组织

6.6.4 运行多元长效的农村社区管理机制

6.6.5 创新多样化的农村社区管理方法

 

第七章 中国新农村综合体的建设背景与实践

7.1 新农村综合体的内涵

7.1.1 新农村综合体提出背景

7.1.2 新农村综合体主要内涵

7.2 新农村综合体相关概念辨析



7.2.1 与新农村建设的区别

7.2.2 与新农村示范片的区别

7.2.3 与农村城镇化的区别

7.2.4 与城市综合体的区别

7.3 新农村综合体特征分析

7.3.1 新农村综合体的构成要素

7.3.2 新农村综合体的功能

7.3.3 新农村综合体主要特征

7.3.4 新农村综合体的基本标准

7.3.5 新农村综合体的定位

7.3.6 新农村综合体的目的

7.4 川新农村综合体建设实践分析

7.4.1 川省新农村综合体建设背景

7.4.2 川省新农村综合体建设举措

7.4.3 川省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现状

7.4.4 川省新农村综合体建设成效

7.4.5 川省新农村综合体建设规划

7.4.6 川省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经验

7.5 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主要问题

7.5.1 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目标混淆

7.5.2 新农村综合体投资方式单一

7.5.3 部分地方重产业轻建设

7.5.4 土地制约较为明显

7.5.5 农民的主体地位未得到保障

7.6 新农村综合体发展策略分析

 

第八章 中国新农村综合体的规划设计

8.1 新农村综合体规划与农民新村规划

8.2 新农村综合体建设规划基本原则

8.2.1 统筹城乡发展原则

8.2.2 多元化投入原则

8.2.3 坚持以人为本原则



8.2.4 坚持分类指导原则

8.2.5 坚持典型示范原则

8.3 新农村综合体规划方法与思路

8.3.1 新农村综合体规划方法

8.3.2 新农村综合体的选址

8.3.3 新农村综合体的辐射范围

8.3.4 新农村综合体的建设内容

8.3.5 新农村综合体的建设规模

8.3.6 新农村综合体规划注意的问题

8.4 新农村综合体规划途径分析

8.4.1 调整产业结构

8.4.2 优化产业布局

8.4.3 以产业结构为指导实现功能分区耦合

8.4.4 保护传统农居文化，发展乡村休闲旅游

8.5 案例1：温江区友庆新农村综合体规划设计

8.5.1 基本情况

8.5.2 发展定位与目标

8.5.3 土地综合整治与人口安置

8.5.4 总体布局及建设用地利用

（1）总体规划结构

（2）用地布局规划

（3）建设用地利用

（4）景观风貌规划

8.5.5 产业规划与发展策略

8.5.6 基础设施规划

8.5.7 农民安置及保障

8.5.8 新型社区布局规划

8.5.9 公共配套设施规划

8.5.10 基层组织建设

8.5.11 发展机制分析

（1）土地综合整治机制

（2）产业发展机制



（3）农民主体机制

8.6 案例2：威远县四方村新农村综合体规划设计

8.6.1 项目建设背景

8.6.2 项目基本情况

8.6.3 项目SWOT分析

8.6.4 项目总体规划

8.6.5 项目主题定位

8.6.6 项目功能分区

8.6.7 项目交通规划

8.6.8 项目土地利用

8.6.9 项目水电气管网

8.6.10 项目分期建设

8.7 案例3：凤鸣镇双龙桥新农村综合体规划设计

8.7.1 项目背景

8.7.2 项目定位与策划

8.7.3 项目总体布局

8.7.4 项目产业发展

8.7.5 项目设施配套

8.7.6 项目建筑设计

 

第九章 中国新农村综合体的产业选择与支撑

9.1 新农村综合体产业选择的重要性

9.1.1 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

9.1.2 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

9.1.3 改善民生、促进农民增收的需要

9.2 新农村综合体产业选择的因素分析

9.2.1 产业选择的内部因素

（1）区位条件

（2）自然条件

（3）原有的产业基础

（4）人力资源

（5）资金



9.2.2 产业选择的外部因素

（1）政策支持

（2）市场

（3）周边的竞争

9.2.3 改善民生、促进农民增收的需要

9.3 新农村综合体产业选择的案例分析

9.3.1 文龙寺村新农村综合体概况

9.3.2 文龙寺村新农村综合体产业选择外部因素

9.3.3 文龙寺村新农村综合体产业选择内部因素

9.3.4 文龙寺村新农村综合体的产业选择

 

第十章中国新农村综合体典型个案分析

10.1 西充县凤鸣镇双龙桥新农村综合体

10.1.1 基本情况及规划布局

10.1.2 综合体定位及产业发展

10.1.3 民居与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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