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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乡村产业内涵丰富、类型多样，

农产品加工业提升农业价值，乡村特色产业拓宽产业门类，休闲农业拓展农业功能，乡村新

型服务业丰富业态类型，是提升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产业。

近年来，农村创新创业环境不断改善，新产业新业态大量涌现，乡村产业发展取得了积极成

效，促进了农民就业增收和乡村繁荣发展。2022年，我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全年营业

收入18.5万亿元；2022年，中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为5,313.8亿元；截至2022年9月，农业农村部

通过官方网站发布推介乡村休闲旅游精品景点线路70余次，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148个

县（市、区）的211条乡村休闲旅游线路。2021年我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达1120万人，较上年

增长10.9%；截至2022年底，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数量累计达1220万人。  

从政策环境看，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将农村列为全面小康补短板的

重要领域。2020年7月，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的通知

，提出：到2025年，乡村产业体系健全完备，乡村产业质量效益明显提升，乡村就业结构更

加优化，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农民增收渠道持续拓宽，乡村产业发展内生动力持续

增强。2023年2月20日，农行出台《关于贯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全力做好2023年乡村振兴

金融服务重点工作的意见》，确保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服务力度不减。聚焦832个脱贫县

、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区域，完善资金帮扶、政策帮扶、项目帮扶、消费帮扶、

人才帮扶等工作措施，健全金融联农带农机制，助力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当前，乡村产业发展面临难得机遇。除了政策和市场驱动力增强外，技术驱动力也日渐增强

。世界新科技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方兴未艾，生物技术、人工智

能在农业中广泛应用，5G、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与农业交互联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不断涌现，引领乡村产业转型升级。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乡村产业行业前景展望与投资潜力分析报告》共十六章

，首先对我国乡村产业发展政策做了解读，接着分析了中国乡村产业和数字乡村的发展现状

。然后全面分析了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农产品加工、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乡村新型服务等

细分领域的发展。随后对我国乡村产业区域发展案例、相关企业经营状况进行了详实的分析

。最后，报告重点分析了我国乡村产业的投资潜力，并对其未来发展前景趋势做出了科学的

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商务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中企顾问网、中企

顾问网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

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乡村产业有个系统



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乡村产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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