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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种养加一体化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

了种养加一体化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种养加一体化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种养加一体化

行业的现状、中国种养加一体化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种养加一体化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

状况分析及中国种养加一体化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种养加一体化产业有个系

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种养加一体化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第1章种养加一体化综述及数据来源说明1.1 种养加一体化界定1.1.1 种养加一体化的界

定1.1.2 种养加一体化的内涵1.1.3 种养加一体化的特征：产业链延伸+资源循环利用1.1.4 种养

加一体化所处行业1、《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农业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1.1.5 种养加一

体化监管1.2 种养加一体化产业画像1.3 本报告数据来源及统计标准说明1.3.1 本报告研究范围

界定1.3.2 本报告权威数据来源1.3.3 研究方法及统计标准第2章全球种养加一体化发展经验借

鉴2.1 荷兰：高效生态农业2.1.1 荷兰现代农业发展条件2.1.2 荷兰现代农业发展现状2.1.3 荷兰高

效生态农业模式：设施农业+循环农业+数字农业+农业一体化等2.1.4 荷兰现代农业发展模式

经验借鉴2.2 法国：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双层经营2.2.1 法国现代农业发展条件2.2.2 法国现代

农业发展现状2.2.3 法国现代农业生产模式：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双层经营农工商一条龙、

产供销一体化经营模式2.2.4 法国现代农业生产模式经验借鉴2.3 澳大利亚：农业合作社+畜牧

产业一体化经营2.3.1 澳大利亚现代农业发展条件2.3.2 澳大利亚现代农业发展现状2.3.3 澳大利

亚现代农业生产模式：农业合作社+畜牧产业一体化经营2.3.4 澳大利亚现代农业生产模式经

验借鉴2.4 美国：农业产业化体系2.4.1 美国现代农业发展条件2.4.2 美国现代农业发展现状2.4.3 

美国现代农业生产模式：农业产业化体系2.4.4 美国现代农业生产模式经验借鉴2.5 加拿大：规

模化、产业化、区域化农业发展模式2.5.1 加拿大现代农业发展条件2.5.2 加拿大现代农业发展

现状2.5.3 加拿大现代农业生产模式：农民合作社+规模化、产业化、区域化农业发展模式2.5.4

加拿大现代农业生产模式经验借鉴第3章中国种养加一体化政策环境洞察3.1 国家层面政策/规

划汇总及解读3.1.1 国家层面政策3.1.2 国家层面规划3.2 各省市政策/规划汇总及解读3.2.1 各省

市政策/规划汇总3.2.2 各省市发展目标解读3.3 《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

》3.4 《种养结合循环农业示范工程建设规划（2019-2023年）》3.4.1 种养结合循环农业示范工

程建设意义3.4.2 种养结合循环农业示范工程总体框架3.4.3 种养结合循环农业示范工程建设目

标3.5 《关于开展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工作的通知》3.6 《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认

定管理办法（试行）》3.6.1 示范园区基础设施条件3.6.2 示范园产业基础条件3.6.3 示范园功能

定位及产业融合发展3.7 《“十四五”全国饲草产业发展规划》3.8 《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导则

（2024-2030年）》第4章中国种养加一体化发展现状分析4.1 中国种养加一体化发展历程4.2 中



国种养加一体化市场主体4.2.1 种养加一体化市场主体类型4.2.2 种养加一体化企业进场方式4.3 

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现状4.4 中国现代农业/智慧农业发展现状4.5 中国种养加一体化发展概

况4.6 中国企业种养加一体化建设项目汇总4.7 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创建现状4.7.1 《

首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创建名单》4.7.2 《第二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创

建名单》4.7.3 《第三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创建名单》4.8 种养加一体化的效益分

析4.8.1 经济效益4.8.2 社会效益4.9 中国种养加一体化市场规模体量4.10 中国种养加一体化发展

面临的挑战第5章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探索5.1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探索现状5.1.1 农

村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概述5.1.2 不同发展模式的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建设现状5.2 模式

一：以种养循环为重点的农业内部融合型5.2.1 农业内部融合型发展模式概述5.2.2 农业内部融

合型示范园评价指标1、“三品一标”农产品生产比例2、土地适度规模化经营比例3、龙头企

业实力4、农业内部循环经济建设5、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6、产业链建设5.2.3 农业内部融合

型发展模式相关业态发展现状1、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2、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现状5.2.4 农业

内部融合型示范园建设现状5.2.5 农业内部融合型发展模式的发展条件5.2.6 农业内部融合型发

展模式的推广前景5.3 模式二：以农产品加工为重点的农业产业链延伸型5.3.1 农业产业链延伸

型发展模式概述5.3.2 农业产业链延伸型示范园评价指标1、“三品一标”农产品生产比例2、

土地适度规模化经营比例3、龙头企业实力4、农产品加工或过腹转化比例5、农业循环发展6

、产业链建设5.3.3 农业产业链延伸型发展模式相关业态发展现状1、共享农业2、认养农业3、

体验农业5.3.4 农业产业链延伸型示范园建设现状5.3.5 农业产业链延伸型发展模式的发展条

件5.3.6 农业产业链延伸型发展模式的推广前景5.4 模式三：以新业态产业为主导的多业态复合

型/功能拓展型5.4.1 多业态复合型/功能拓展型发展模式概述5.4.2 多业态复合型/功能拓展型示

范园评价指标1、“三品一标”农产品生产比例2、农业内部循环经济发展3、农业多功能拓展

带动农民就业情况4、农产品加工或过腹转化比例5、电子商务带动特色农产品销售6、多功能

拓展建设5.4.3 多业态复合型/功能拓展型发展模式相关业态发展现状1、农事体验/农家乐2、

休闲观光康养旅游3、旅游商品开发4、文化商品开发5.4.4 多业态复合型/功能拓展型示范园建

设现状5.4.5 多业态复合型/功能拓展型模式的发展条件5.4.6 多业态复合型/功能拓展型模式的

推广前景5.5 模式四：以线上线下结合为重点的农村商贸物流型/新技术渗透型5.5.1 农村商贸

物流型/新技术渗透型模式概述5.5.2 农村商贸物流型/新技术渗透型示范园评价指标1、“三品

一标”农产品生产比例2、农业高新技术在示范园内运用3、智慧农业技术运用4、农产品电子

商务基础建设5、电子商务配送网络6、电子商务带动特色农产品销售5.5.3 农村商贸物流型/新

技术渗透型发展模式相关业态发展1、农产品电子商务2、智慧农业5.5.4 农村商贸物流型/新技

术渗透型示范园建设现状5.5.5 农村商贸物流型/新技术渗透型发展模式的发展条件5.5.6 农村商

贸物流型/新技术渗透型发展模式的推广前景5.6 模式五：以县域内一二三产业高效分工布局



为特点的产城（镇）融合型5.6.1 产城（镇）融合型模式概述5.6.2 产城（镇）融合型示范园评

价指标1、示范园区内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情况2、示范园区产业发展与城镇化融合紧密3、示

范园区内土地市场城乡一体化4、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一体化5、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和上学

、就医等公共服务一体化6、农村居民非农就业比例5.6.3 产城（镇）融合型示范园建设现

状5.6.3 产城（镇）融合型模式的发展条件5.6.4 产城（镇）融合型模式的推广前景第6章中国种

养加一体化区域发展格局6.1 种养加一体化产业基础条件6.1.1 区域自然资源特征6.1.2 种植业区

域发展状况6.1.3 养殖业区域发展状况6.1.4 农产品加工业区域发展状况6.1.5 农业机械化区域发

展状况6.1.6 现代农业/智慧农业区域发展状况6.2 中国种养加一体化区域发展格局6.3 国家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区域建设现状6.4 东北地区6.4.1 区域种养加一体化发展条件6.4.2 区域种养

加一体化建设模式6.4.3 区域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建设现状6.4.4 区域种养加一体化建设规

划6.4.5 区域内重点省市种养加一体化发展：辽宁省6.4.6 区域内重点省市种养加一体化发展：

黑龙江6.4.7 案例1：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6.4.8 案例2：黑龙江克东县6.5 西北地区6.5.1 区域

种养加一体化发展条件6.5.2 区域种养加一体化建设模式6.5.3 区域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建设现

状6.5.4 区域种养加一体化建设规划6.5.5 区域内重点省市种养加一体化发展：内蒙古6.5.6 区域

内重点省市种养加一体化发展：陕西省6.5.7 案例1：内蒙古土默特左旗6.5.8 案例2：临汾市曲

沃县6.6 黄淮海地区6.6.1 区域种养加一体化发展条件6.6.2 区域种养加一体化建设模式6.6.3 区域

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建设现状6.6.4 区域种养加一体化建设规划6.6.5 区域内重点省市种养加一

体化发展：河北省6.6.6 区域内重点省市种养加一体化发展：山东省6.6.7 案例1：山东省曲阜

市6.6.8 案例2：承德市滦平县6.7 南方丘陵多雨区6.7.1 区域种养加一体化发展条件6.7.2 区域种

养加一体化建设模式6.7.3 区域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建设现状6.7.4 区域种养加一体化建设规

划6.7.5 区域内重点省市种养加一体化发展：四川省6.7.6 区域内重点省市种养加一体化发展：

广西自治区6.6.7 案例1：四川省射洪县6.6.8 案例2：玉林市“五彩田园”6.8 南方平原水网

区6.8.1 区域种养加一体化发展条件6.8.2 区域种养加一体化建设模式6.8.3 区域产业融合发展示

范园建设现状6.8.4 区域种养加一体化建设规划6.8.5 区域内重点省市种养加一体化发展：浙江

省6.8.6 区域内重点省市种养加一体化发展：湖南省6.8.7 案例1：浙江省龙游县6.8.8 案例2：娄

底市涟源市第7章中国种养加一体化建设项目分析7.1 种养加一体化建设项目类型7.2 种养加一

体化建设项目：以种植业为主7.2.1 种植业概述7.2.2 中国种业发展现状及对策7.2.3 中国现代种

植业发展现状7.2.4 中国现代种植业重点细分1、水稻2、小麦3、玉米4、食用菌7.2.5 以种植业

为主的种养加一体化建设项目7.2.6 以种植业为主的种养加一体化建设案例：河南省周口市—

—优质强筋小麦产、销、加一体化7.2.7 以种植业为主的种养加一体化建设案例：吉林长春市

——玉米循环农业7.2.8 以种植业为主的种养加一体化建设案例：甘肃省庆阳市宁县——以“

三元双向”农业模式高质量发展食用菌产业7.3 种养加一体化建设项目：以养殖业为主7.3.1 养



殖业概述7.3.2 中国现代养殖业发展现状7.3.3 中国现代养殖业重点细分1、肉牛养殖2、肉羊养

殖3、生猪养殖4、水产养殖7.3.4 以养殖业为主的种养加一体化建设项目7.3.5 以养殖业为主的

种养加一体化建设案例：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阿荣旗7.3.6 以养殖业为主的种养加一体化

建设案例：淄川区市级现代畜牧产业园7.3.7 以养殖业为主的种养加一体化建设案例：吴忠市

盐池县滩羊第8章中国种养加一体化企业案例解析8.1 中国种养加一体化企业梳理与对比8.2 中

国种养加一体化企业案例分析8.2.1 山东视界牧业有限公司1、企业基本信息2、企业经营情况3

、企业资质能力4、企业种养加一体化经营情况5、企业业务布局战略&amp;优劣势8.2.2 现代

牧业（集团）有限公司1、企业基本信息2、企业经营情况3、企业资质能力4、企业种养加一

体化经营情况5、企业业务布局战略&amp;优劣势8.2.3 君乐宝乳业集团有限公司1、企业基本

信息2、企业经营情况3、企业资质能力4、企业种养加一体化经营情况5、企业业务布局战

略&amp;优劣势8.2.4 陕西粮农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企业基本信息2、企业经营情况3、企业资

质能力4、企业种养加一体化经营情况5、企业业务布局战略&amp;优劣势8.2.5 河北三田乳业

有限公司1、企业基本信息2、企业经营情况3、企业资质能力4、企业种养加一体化经营情况5

、企业业务布局战略&amp;优劣势8.2.6 山东得益乳业股份有限公司1、企业基本信息2、企业

经营情况3、企业资质能力4、企业种养加一体化经营情况5、企业业务布局战略&amp;优劣

势8.2.7 中国圣牧有机奶业有限公司1、企业基本信息2、企业经营情况3、企业资质能力4、企

业种养加一体化经营情况5、企业业务布局战略&amp;优劣势8.2.8 绿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

企业基本信息2、企业经营情况3、企业资质能力4、企业种养加一体化经营情况5、企业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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