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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观光旅游农业的经济学思考 

李春艳，王 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 杨凌 712100) 

提 要：农业观光旅游是近年来旅游市场上出现的一项新的旅游产品。然而其开发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 

问题，不利于农业观光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从农业观光旅游的特点、类型和循环经济的基本内涵出发，分 

析了现阶段农业观光旅游中与循环经济思想相矛盾的问题，进而提出了建议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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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观光旅游是随着社会化程度的不断加 

深，为满足久居城市的人们远离喧嚣的城市，走进 

大自然、享受田园风光，感受质朴的农家生活而产 

生的一种新的集农业生产、农业科普教育和农业 

休闲为—体的旅游形式。农业观光旅游是在传统 

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依靠其独特的农业生产经营、 

利用农村田园风光、农业景观以及民俗文化等内 

容，吸引游客前来“干农家活、吃农家饭、住农家 

房、享农家乐”的旅游活动。作为一种新型的旅游 

现象、文化现象和经济现象，农业观光旅游应摆脱 

传统的粗放式经营发展的思路，用循环经济的思 

想使这种新型的生态旅游形式走向健康可持续发 

展的道路。 

1 农业观光旅游的基本特征及类型 

1．1 农业观光旅游的基本特点 

农业观光旅游作为旅游业与传统农业结合的 

产物，不仅兼具了传统农业的生产性和旅游业的 

休闲性、观赏性、娱乐性以及参与性等特点，其自 

身还具有许多独特的特征，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 

方面：首先，农业观光旅游的旅游资源是独具特色 

的乡村民俗民族文化、美丽的田园风光、参与性较 

强的农事劳动、以及现代化的新型农业生产技术 

等，其中包括田间除草、果园收获、鱼塘钓鱼及认 

养风景树等，这些对久居喧闹的城市生活的人们 

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其次，农业观光旅游的发 

展，改变了农村居民传统的生活观念，使其环境意 

识、生态意识、卫生意识等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使 

农村的社会风貌和旅游环境都得到改善的同时， 

也增强了游客的旅游体验，进而促进了农业观光 

旅游经济的良性循环发展；再次，农业观光旅游也 

和其他旅游产品一样，旅游开发以及游客的游览 

过程中，都有可能对环境以及当地的民风民俗产 

生消极影响，如在水果采摘过程中，游客的过度踩 

踏加重了土地板结现象，直接影响到土地的生产 

能力，另外，大量游客蜂拥而至时，将直接威胁到 

旅游目的地生活垃圾、生活污水以及噪音等的处 

理能力。因此，农业观光旅游资源也是十分脆弱的 

旅游资源，如何保持其发展的良性循环是旅游开 

发者应十分重视的问题。 

1．2 农业观光旅游的类型 

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农业观光旅游就会有 

不同的分类结果。例如，从农业结构的角度出发可 

以将农业观光旅游划分为观赏种植业、林业、牧 

业、副业、生态农业等；从农业观光旅游的功能划 

分则可以划分为观赏型、品尝型、购物型、参与型、 

娱乐性、度假型等；按农业观光旅游开发地所依托 

的地域模式可以划分为：自然依托型和城市依托 

型[1l。 

2 循环经济的内涵 

所谓循环经济是人类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采 

用的旨在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且相对于传统 

的开环经济形式而言是一种闭环流动的经济形 

式。 

循环经济的核心内涵一般而言包括三个原 

则，即3R原则：减量化原则(Reduce)、再使用原 

~lJ(Reuse)、再循环原则(Recycle)：减量化原则 

(Reduce)是要求用较少的原料和能源投入来达 

到既定的生产目的或消费目的，从而在经济活动 

的源头就注意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再使用原则 

(Reuse)要求产品能够以初始的形式被反复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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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而不是用过一次就了结，以抵制当今世界一 

次性用品的泛滥；再循环原则(Recycle)要求物品 

在完成其使用功能后能重新变成可以利用的资 

源，而不是不可恢复的垃圾。再生产方面，生产者 

的责任应包括解决废弃制品的处理问题；在消费 

方面，应鼓励消费者消费再生物品，以促进整个循 

环经济的实现。 

3 农业观光旅游中与循环经济思想 

相矛盾的问题 

农业观光旅游的蓬勃兴起，给当地农民带来 

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时，其自身发 

展也受到了生态环境等一系列问题的影响和制 

约。在农业观光旅游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以下问 

题与循环经济思想不相吻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3．1 农业观光旅游的可进入性强导致其粗放式、 

掠夺式发展，降低了资源的利用率 

随着农业观光旅游的发展，更多的旅游开发 

者和经营者只注重农业观光旅游所带来的短期经 

济效益，加之农业观光旅游本身对住宿餐饮等的 

要求不是太高，一般的农民在自家现有条件的基 

础上，稍加改善后就可开门迎客，开展农业观光旅 

游。正是由于农业观光旅游的这种投入不高，市场 

可进入性强等特点，使得农业观光旅游的发展呈 

现盲目性、自发性、缺乏政府有效的宏观引导等特 

点，从而导致农业观光旅游的粗放式、掠夺式发 

展，违背了循环经济“减量化”的原则，造成了严重 

的资源浪费。 

3．2 农业观光旅游淡旺季差异明显，严重影响了 

“生态”和“旅游”发展的良性循环 

由于其自身特点，农业观光旅游受自然气候 

条件、农业生产周期的影响而呈现明显的季节性， 

淡旺季反差异常明显。旅游旺季门庭若市，其旅游 

消费过程中产生的生活废弃物和生活污水超出了 

生态环境自身的自我净化能力，加之农业观光旅 

游的开展缺乏政府宏观性的引导，给旅游目的地 

的生态环境、旅游服务设施等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和影响。例如：采摘水果游客的大量增加，加重了 

农田土地板结程度，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能力；汽 

车排放的大量尾气、游客造成的大量生活污染等 

对当地的生态环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游客的大 

量进入造成的噪音、人口拥挤等现象，严重降低了 

游客的旅游体验。相反，旅游淡季又会出现门庭冷 

落，使旅游资源出现严重的富余，旅游设施的利用 

率出现不饱和状态。这种现象与循环经济的“再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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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的发展思想是不相符合的。 

3．3 旅游产品开发体系缺乏整体观念，功能单一 

另外，单就旅游产品而言，农业观光旅游普遍 

处于粗放式经营的发展阶段，缺乏对农业旅游产 

品进行全方位的深层次开发。旅游产品还仅限于 

吃农家饭、干农家活、垂钓、果实采摘等简单的旅 

游项目，没有充分挖掘当地的风土民情。同时，旅 

游产品与当地民俗文化的结合不够紧密，在提高 

活动的娱乐陛、参与性等方面做得还不够，影响了 

产品的吸引力和游客的重游率。 

3．4 小区域范围内旅游产品的同质现象严重，小 

而散，没有形成规模效应，旅游综合竞争力的提升 

难以实现 

农业观光旅游通常是以农户现有设施为基础 

而开展的，因而开展农业观光旅游具有很强的可 

进入性，在眼前利益的驱动下，盲目跟进现象严 

重。不同旅游产品经营者之间，产品的结构和种类 

十分相似，特色不明显，小区域范围内旅游产品的 

同质现象十分严重。加之不同特色和主题之间的 

农业观光旅游项目之间缺乏协作意识，没有做到 

资源有效整合，无法形成规模效应。 

4 在农业观光旅游中发展循环经济 

应注意的问题 

4．1 加强旅游循环经济思想的宣传教育，促进发 

展观念的转变 

循环经济是在现代技术的基础上与传统资源 

的粗放式、掠夺式开发相对立的一种新的经济发 

展模式。这一思想的引入必将受到传统观念以及 

生活习惯的影响和制约，然而正是循环经济从某 

种意义上客观地反映着经济、社会、环境三者的协 

调和可持续发展。因此，社会以及旅游开发者应充 

分认识到农村观光旅游的增长是以自然资源等各 

种要素的大量投入为代价，过去那种粗放式的增 

长方式已经失去了竞争力。各级政府以及旅游执 

法部门应加强循环经济思想的宣传教育和积极引 

导，以经济、社会、环境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作为考 

核的依据，使农业观光旅游的开发者树立环境意 

识，在生产过程中自觉地遵循循环经济的思想，促 

进循环经济发展观念在农业观光旅游中的应用。 

4．2 加大监督力度，制定科学的评价体系 

农业观光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得益于健全的 

政策法规体系的支撑，而我国旅游立法滞后，进而 

直接影响农业观光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应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 

规，对农业生产以及农业观光旅游的发展过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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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严格的监督，同时应不断地探索，制定出发展农 

业观光旅游相关的法律、法规，尽快完善法律体 

系，以此来规范旅游决策部门、旅游开发者、旅游 

从业人员以及旅游消费者的行为。真正将循环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渗透到农业观光旅游产业之 

中。 

4．3 积极引进先进节能技术，因地制宜地鼓励高 

新技术在农业观光旅游产业中的应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高效节能的生产 

技术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观念。政府部 

门以及旅游决策部门应积极鼓励和加强高新技术 

在农业观光旅游产业的应用。积极引入资源消耗 

低、环境污染小的设施设备，加强对可降解、可循环 

利用材料的应用，坚决杜绝—次性污染。与此同时， 

旅游开发者还应注重能量、物质的等不同模式的循 

环在农业观光旅游中的应用和深化推广问题，不断 

探索出新的循环樗 即综合利用途径。例如：在我 

国南方著名的桑基鱼塘循环模式就在我国南方许 

多地区得到了普及和推广；又如北京蟹岛度假村是 

集旅游、生态农业，生态食品综合利用于一身，开创 

了“以园养店，以店促园”的旅游发展模式。 

4．4 深刻挖掘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拓展旅游产 

品功能，整合旅游资源，增强旅游市场竞争力 

农业观光旅游同其他旅游一样由“吃、住、行、 

游、购、娱”几部分组成。因此，成熟的旅游产品不 

仅是将旅游产品的这六个组成部分进行深刻的挖 

掘，充分体现的同时，又将这rL部分进行有机的整 

合，从而提升旅游产品的综合竞争力。然而，大部 

分农业观光旅游区这一点做得十分欠缺，对农业 

观光旅游产品缺乏打造精品的意识，观念跟不上， 

管理粗放服务不到位，存在严重的资源浪费和掠 

夺式开发行为。因此，农业观光旅游要走良性循环 

发展的道路，旅游开发者就更应该深刻挖掘其中 

的文化内涵，并将清洁生产、绿色消费、循环使用 

的思想体现在具体的旅游产品中，用循环经济的 

思想拓展旅游产品的功能，对旅游资源进行有机 

的整合，从而增强农业观光旅游的市场竞争 

力，促进农业观光旅游走向良性循环，不断发展 

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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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和秋发的物质基础，苯甲酸和牡丹酚可能对牡 

丹秋发也有一定的作用[4]。张秀新的研究也得到 

了相似的结论[引。综上所述，我国牡丹栽培历史 

悠久，早在宋代就有了关于牡丹秋季开花的记载， 

目前我国具有丰富的秋发牡丹种质资源。虽然在 

自然条件下秋发牡丹二次开花不稳定，但通过脱 

叶，激素处理等技术措施可以秋发牡丹稳定二次 

开花。目前人工调控秋发牡丹二次开花的技术措 

施尚未完善，仍有许多相关问题亟待解决，例如如 

何进一步提高成花率和成花质量，改善叶片发育 

状况，明确适宜的环境条件，寻找和选育更好的能 

够在自然条件下稳定二次开花的秋发牡丹品种， 

深入研究其内部机理等问题，只有通过进一步的 

努力，提高秋发牡丹二次开花的观赏价值，实现盆 

栽秋发牡丹的二次开花，使牡丹国庆催花走上产 

业化生产的道路，才能使牡丹真正进入国庆花卉 

市场，成为国庆赏花的重点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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