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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广西田园综合体土地资源的
有效利用研究

□ 陆   静

[摘   要] 田园综合体自2012年开始建设至今，已经趋于成熟。田园综合体的土地资源有效利用是其建设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本文在
对其目前土地资源利用成效及模式分析的基础上，以广西田园综合体土地资源有效利用成效为例，提出以当地特色农业为依托、保
障耕地红线为基础、保障农户利益为根本、减少种植无经济作用景观植物的建议，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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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综合体自2012年初步设想，到2017年中央一
号文件明确定义，在全国的建设已初具规模，已在试点
的基础上全面推开。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对田园综
合体的解读是乡村发展新型产业、农业的亮点，以“为
农、融合、生态、创新、持续”为发展理念，是乡村旅
游发展的新趋势，也是国家扶贫攻坚战的新模式“旅游
扶贫”的具体体现。

2018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出台，至此田园综合体建
设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农业农村部已经明确强调，在
第一批试点为期3年实施结束之前，不再批复新的国家
级试点项目；第一批实施结束后，在总结3年试点情况
的基础上，统筹研究相关试点政策措施。同时强调，鼓励
包括龙头企业在内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共同参与田园综合
体试点建设。

1  田园综合体土地资源有效利用的研究现状及评价
1.1  国外研究现状
在乡村建设方面，学者研究发现，国外乡村发展模

式各异，但均能够有效促进乡村进步[1]。法国重视农户
的作用，侧重于激发村民的创新意识以促进乡村机制改
革；德国以法律法规为保障，推广生态农业技术；日本
的乡村则是农业、农村、农民的同步发展，注重对产业
的培育[2]，同时合理开发农业资源以促进城乡交流[3]；
韩国开展“新村运动”，通过对公用产品、农村文化设
施等的修建实现乡村振兴[4]，同时设立合作社，以乡村

旅游发展为重要指标，提高村民的参与度，促进农村生
态环境保护，带动农村经济发展[5]。

在田园综合体方面，日本比较重视利用大数据关
注对效率的评价，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展开研究[6]。因
此，田园综合体起到了重新塑造日本乡村文化、优化
乡村治理的作用，助推乡村振兴，对日本的乡村建设起
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6]。在美国，田园综合体由“市民
农园”发展而来。在法国，田园综合体也属于乡村旅游的
一种模式，有“乡村度假村”和“生态旅游”之称[7]。可
见，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于田园综合体的建设都有着不
一样的建设模式和发展途径，但均以“农业+旅游”为
基本模式加以拓展创新。

1.2  国内研究综述
自2017年田园综合体试点立项以来，国内学者纷

纷开展对田园综合体建设的研究，探讨田园综合体的实
现路径，但至今相关研究不多，大多从相关政策、建设
模式、规划设计以及效益评价等4个方面进行。

政策方面，田园综合体的建设在国内还属于初级
阶段，对其相关政策的研究是深入研究田园综合体的基
础，因此学者们也纷纷发表其对于政策的解读观点，进
行个性内容填充和政策再创新[8]。

建设模式方面，部分学者通过阐述田园综合体的
概念，具体案例具体分析，对田园综合体的内涵、模式
及其结构进行深入剖析，并提出田园综合体所呈现的乡
村性是其共性，地方性是其个性，创造性是其手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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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广泛宣传发动，引导全民参与
平阳县及各乡镇大力宣传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意义

和已有整治成效，在县级报纸、新闻网站、电视台等平
台上开设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宣传专栏，介绍环境综合
整治的工作成效，让不同类型、不同年龄段的居民了解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意义、成效，从而获得居
民的大力支持，引导全民自觉地参与到环境综合整治
工作中来，为今后顺利推进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赢得群
众基础。

5  结语
本文对平阳县2017—2019年开展的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的实际情况和存在问题进行思考，提出了平阳
县推进类似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对策建议，并为美丽城
镇建设工作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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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模式方面，有学者总结了典型试点田园综合体
案例的用地模式，如表1所示。认为田园综合体的开发不
仅要保证农户的有效参与，还要保障其合法权益，以发
展农业现代化为目标，在乡村打造各产业融合的特色田
园，并提出集约建设用地以实现乡村休闲旅游、度假养
老、文化教育等新型产业的融合发展[10]。

表1  田园综合体用地模式对比

模式 鲁家村用地模式 都江堰用地模式 阳山用地模式

所处位置 浙江湖州安吉县 四川成都
都江堰市

江苏无锡
阳山镇

土地流转
方式 “家庭农场” “租赁+有偿

转包” 土地信托流转

合作用地
模式

“企业—村集
体—家庭农场”

“政府—企业—
村民”

“政府—企
业—村集体—

村民”
土地盈利

模式
入股分红—创业

就业 补改股—三三制 企业为主导的
营收端口

适用条件 土地规模经营 用地融资渠道 集体组织实力

不足
农业生产社会化
“家庭农场”用

地问题

多方合作平台
对集体和农户

要求高
外部条件支持
外部资本冲击

规划设计方面，部分学者认为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振
兴的重要模式之一就是田园综合体，田园综合体的建设
对发展“三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并提出“生态、

形态、业态、文态”相融合的规划理念[11]。
效益评价方面，此项研究的学者较少，没有形成体系。
总体来说，在乡村振兴政策推助下，田园综合体也

取得了不小的成效，学者们也更多地关注田园综合体的
研究，因此，现在对田园综合体的研究也日益成熟，影
响深远。

2  广西田园综合体土地资源有效利用成效
2017年，广西的“美丽南方”项目获批，为财政部

确定的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项目之一。在中央财政下达
扶持资金的基础上，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共下达1.33
亿元作为农业综合开发补助资金及综合支撑，欲将“美
丽南方”田园综合体项目建设成为全国都市近郊型田园
综合体的示范样板。

同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广西田园
综合体创建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坚持以
农为主，农文旅结合，农民主体，多元参与建设方针；
《方案》要求从2018年启动，按照3年规划、分年实施
的方式，各设区市、自治区农垦局均可以申报1～2个
田园综合体项目。根据《方案》，广西壮族自治区批示
了第一批广西重点建设田园综合体项目16个，并对入列
的试点项目各给予1000万元资金支持，连续3年给予支
持。经过3年的开发与经营，广西田园综合体建设日趋

表2  广西部分田园综合体建设成效[12]

项目名称 建设模式 建设成效

南宁“美丽
南方”

“三生”同步；
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

建成3个自治区级特色农业示范区；
入驻60多家企业；投入近8亿元，社会资本18亿元。

南宁市青秀
区“田园青
秀”

“政府+企业+合作社”运行管理；
“一环三带五组团”布局。

涉及3镇，总面积666.67hm²；
规划46个道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入约3.02亿元财政资金；实现
农业创收、农民增收、生态宜居。

宾阳县“稻
花乡里”

香米种源研究—种苗培育—香米加工—立体农
业—桑蚕产业—耕读文化教育传承—乡村农业休
闲旅游全产业链融合的综合性示范区。

已建成666.67hm²高标准田，22.76km三面光渠道；
创建评比了一系列的优秀乡镇、示范村和村屯。

柳州市“乡
约·藕遇”

“七大体系”“四大板块”农业生产区荷莲产业
链促进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农业休闲聚集
区；农村景观核心区。

总面积56.5km2，耕地面积433.33hm²，荷花池1333.33hm²，涉及3
个镇，总人口6.8万，建成“一线三区十景”，21.7km长骑行道连接
14个村屯、3个服务区、10个乡村景色。

桂林市“瑶
韵柿乡”

“农业+科技”“农业+旅游”“农业+文化”；
“一轴两核两翼”布局。

创建了2个国家4A景区，3个3A景区；
举办了油茶文化节、关帝庙会、孔子文化节、月柿节等节庆活动。

钦 州 灵 山
“百年龙武
庄园”

以龙武山庄现代特色农业为核心示范区；
以灵山荔枝为特色产业开发为重点；
立足高标准农田建设，植入地方文化内涵；
PPP项目运营模式。

规划总面积2193.33hm²；
建成了1466.67hm²的高标准农田，渠系水利利用率系数达到0.75，
提高25%以上的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
推动千亩以上土地流转；
构建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多种形式规模经营得以动态发展。

玉林市“五
彩田园”

两区同建，全域5A；
现代特色产业园+新型农村社合区。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已完成核心游览园区，包括中国最大、最长、最美的农业科技展示
馆、樱花大道、高产水稻示范园、生态餐厅、广西最具特色的铁皮
石斛园和乡村绿道。

崇左市“山
水田园”

“一中心两平台三基地”；
七大重点工程；
广西糖业转型升级。

现有甘蔗“双高”基地、甘蔗综合利用循环经济产业园、花山玫瑰
产业基地风情园、大华肉牛养殖基地、大华山水牧场、国际·如意岛
生态景区。

成熟，主要国家级和自治区级田园综合体的建设取得显
著成效，基本完成预计目标，同时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主要园区成效如表2所示。

3  田园综合体土地资源有效利用建议
3.1  以当地特色农业为依托
从国家示范项目到省一级示范项目的铺开建设田园

综合体，部分做得风生水起，但是也不乏一些项目推进
进度艰难，甚至有荒废的迹象。根据研究发现，能够持
续发展的田园综合体项目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以当
地特色农业为依托，不生搬硬套，提炼当地特色农业经
济，促进田园综合体项目发展，推动乡村振兴。

3.2  保障耕地红线为基础
《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

对未来15年土地利用的目标和任务为确保18亿亩耕地红
线，并提出了6项约束性指标和9大预期性指标。2016
年，《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调
整方案》中强调：到2020年，全国耕地保有量为1.24亿
hm²以上，基本农田的保护面积为1.03亿hm²以上，建
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4071.93万hm²之内。因此，田园综
合体的建设不能越过红线，在保持耕地和基本农田面积
保有量的基础上，进行开发利用，并对土地利用结构和
空间布局进行优化。

3.3  以保障农户利益为根本
大部分田园综合体的建设都是通过引进社会资本，

重新规划村庄分布土地功能空间，统筹利用农村建设用
地、宅基地，将乡村空间布局合理规划，在保持村庄旧
貌的基础上重新设计。这就涉及农户自留地、宅基地以
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耕地、四荒地的重新整合分布功
能区域，也涉及农户宅基地、集体用地流转问题。建设
田园综合体的目的在于乡村振兴，提高农村居民生活品
质和生活环境质量，因此应以保障农户利益不受损害
为根本，不能强行要求农户流转土地、随意变更土地
使用性质或破坏土地功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
高，不仅是乡村振兴的目标，也是建设田园综合体的
宗旨。

3.4  减少或避免过多种植景观植物占用土地资源
景观植物有很强的季节性和客流量依赖性，可观赏

的时间较短，若没有合理利用土地资源进行合理布局种
植，带来的经济效益只是昙花一现。部分田园综合体通
过景观植物的种植、布置以及造型吸引游客，但是如果
没有盈利渠道，只依赖花期期间的高客流量带来的门票
经济很难持续下去。应以种植经济植物、作物为主，在

其花期过程中形成的景观吸引前往观赏的游客，既可在
景观期间增加创收，又可在成熟期间产生经济效益，一
举两得。对于不适宜当地种植的景观植物尽量避免大量
种植而破坏了土壤环境，造成土地浪费。

4  结语
田园综合体开辟了一条通往乡村振兴的道路，通

过引入社会资本，利用现代休闲农业，与产业相融合，
使“三生”即生产、生活、生态同步，解决农村就业问
题，提高农村生活质量，改善农村生活条件和环境，使
“三农”即农业、农村、农民齐兴。而土地资源是农民
基本生的保障，是田园综合体建设的基础，合理利用农
村土地资源空间布局，整合规划土地资源功能分区，通
过“三产”融合，达到“三生”共存的目的，持续保障
“三农”发展，最终走向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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