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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是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短板弱项。对中国而言，乡

村问题一直是困扰现代化进程的一大难题，已然成为新时代&ldquo;三农&rdquo;问题的新矛盾

和新挑战。基础设施是民生问题，也能促进产生长远的、持续的经济效益，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需要抓住这个&ldquo;牛鼻子&rdquo;。农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型工农城乡

关系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都需仰仗体系更加完善、功能更加齐全的现代化基础

设施条件的支撑保障。

我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包括农村水利、农村物流、农村交通、农村电网、农村通信以

及农村环境治理。我国农村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生产生活更加便捷。2021年末，87.3%的农村

通公共交通；99.1%的农村进村主要道路路面为水泥或柏油；97.4%的农村内主要道路路面为

水泥或柏油。农村信息化建设持续推进，2021年末，99.0%的村通宽带互联网，94.2%的村安

装了有线电视。2021年末，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的村超过33万个，开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接待的村落近5万个，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2021年全年提升了4263万农村人口供水保

障水平，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84%，推动解决1600多万农村人口供水不稳定问题。农村

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有力推动了农业生产发展。  

我国历来非常重视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2022年7月，农业农村部办公厅等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推进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支持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用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

具加大重大项目融资支持，配合人民银行建立金融支持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对接机制，部署做

好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保障和金融服务。2022年10月，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扩大当前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工作方案》，就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做出

部署安排。这一系列的政策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有效支持。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乡村基建行业分析与行业前景预测报告》共十四章，报

告首先介绍了乡村基础设施相关概念和发展环境；其次分析了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状况；接着

研究了中国乡村基建重要推进政策和中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综合状况；然后分别具体分析了

乡村水利工程、乡村物流、乡村交通、乡村电网、乡村通信和乡村环境治理这几个乡村基建

重点领域的建设进展以及发展现状；随后，分析了区域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最后，报告

分析了乡村基建投融资状况和乡村新基建的发展现状及前景展望。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农村农业部、财政部、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工信

部、中企顾问网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您若想对乡村基建行

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乡村基建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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