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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农 业旅游开发研 究 

— — 以陕西杨凌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为例 

杨敏 李君轶 (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摘要 旅游农业已经成为旅游业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成为都市人旅 游热 点之一。高新农业以高新科技为依托 ，是新世 纪农 

业发展 一个新的趋 势。对高新农业进行旅 游开发 ，会给我们带来 巨大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 生态效益。笔者以陕西杨凌 国家 

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为例 ，通过对其进行 SWOT分析 ，提 出杨凌区高新农业旅游开发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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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旅游是农业文化与旅游边缘交叉的一种新型旅 

游项目，诞生于20世纪9o年代。伴随全球农业产业化发 

展的新趋势，它正成为倍受人们关 注的新兴旅游产业。 

这种旅游活动的特点是 以 自然生态环境为基础 ，在充分 

利用现有农业资源的基础上 ，通过以旅游内涵为主题的 

规划 、设计与施工 ，把农业建设 、科学管理、农艺展示、农 

产 品加工及旅游者的广泛参与融为一体 ，使旅游者充分 

领略现代新型农业技术和生态农业 的大 自然情趣。 目 

前，在我 国东部地区的一些城市周边交通便利 的农业地 

带 ，观光农业旅游 (或农家乐旅游 )已经具备一定规模。 

这主要是依赖于现代社会 、经济的大发展 ，迎合 了当今人 

们求新、求异的需求。 

然而 ，传统观光农业在发展 中逐步表现 出一定的局 

限性 ，例如：各地旅游活动 内容大同小异 ，都有采摘 、喂养 

牲畜、观赏 田园风光、品尝农家饭食等，缺乏个性和新意， 

长久以往 ，难保吸引力 ；建设项 目多但缺少精 品和品牌， 

观光农业旅游 以城市依托型居多 ，在城乡周边农村新兴 

了相当的“农家乐”、“农业观光园”，结果“一 哄而上”，缺 

乏行之有效的规划和产 品深开发，从而导致“主题公 园” 

的悲剧重演 ；类型单一，规模小档次低，致使观光农业 还 

停留在低层次的开发阶段。 

1 高新农业与高新农业旅游 

1．1 高新农业的涵义 高新农业是指以现代高新农业 

科学技术为主要手段，通过生产优质 、特色农产品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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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来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农业发展模式 。高新农业与 

传统农业的不同之处在：将现代高科技技 术运用到农业 

生产中，提高产品质量和数量 ，治理传统农业所带来的环 

境污染。 

1．2 高新农业旅游 高新农业旅游是 以高科技 农业 为 

基础开发的具有科普价值和娱乐功能的新型农业旅游产 

品，是生态农业旅游的延伸，观光农业旅游产品的有益补 

充 ，有利于促成观光农业园的规模效益和示范效应。与 

传统观光农业旅游相比，高新农业旅游具有以下特点 ：① 

具有很强 的专题性 和知识性 。它或 以技术 内容为核心， 

或 以不同类型 的农作物为主题 ，或 以特定气候地理条件 

为表现方式 ，形式多样，但都 以农业为“主线”引导游客， 

通过不同主题 的农业 园区展示 ，使其流连于奥秘神奇的 

科学空间。大量 高新技术 的应用是 高新农业的 主要特 

征，如 GPS定位 、产量分布图、变量施肥机 、基因工程 、GIS 

技术等。游客通过这种 自然 、放松 、自由的旅游方式 ，了 

解目前高新农业技术，感受 日新月异的科技时代 ，既愉悦 

了心情 ，又增长了知识。②具有一定的参与性和趣味性。 

高新农业旅游为游客提供 当“现代农民”的机会 ，使其能 

够亲自参与高新农业的操作和管理(如利用高新技术查 

看土壤的水分 、肥料等 ，并利用管理信息系统进行 自动浇 

水 、施肥)，满足了游客的求新求奇心理 ，使其体会到劳动 

的快乐。高新农业旅游通过浅显易懂的模型演示使游客 

了解农作物生长的内在规律和各种技术应用的原理，增 

强了旅游的趣味性 ，提高了游客的兴趣，使整个旅游过程 

跌宕起伏，妙趣横生。 

2 高新农业旅游开发的效益分析 

2．1 经济效益 高新农业进行旅游开发具有巨大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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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效益 ，体现在 3个方面 ：①发展高新农业 ，其农产品品 

种优 良，无公害无污染，市场需求大 、价格 自然 高于普通 

农产品；②将高新农业作为旅游资源合理开发，通过旅游 

者的参与，农产品可 以在旅游活动 中进行销售 (采摘 活 

动)或消费(绿色餐饮)，这样既提高 了收入 ，减少 了流通 

环节 ，又节省了部分运输费用；③区域旅游发展具有很强 

的关联性和带动性 ，旅游 的兴起势必促进和带动饭店餐 

饮 、交通运输和购物等相关行业 的发展，对 区域经济发展 

水平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2 生态效益 高新农业旅游是生态农业旅游 的延伸， 

通过各种旅游活动 和主题园的展示，可引起游客的生态 

保护意识 。同时，为了营造优美的环境 ，取得可观的经济 

效益，当地政府和农民也会重视环境保护和治理 ，积极投 

入生态建设 ，求得可持续发展。旅游促 发展 ，发展促 保 

护 ，保护赢游人的良性循环，使其不但能取得巨大的经济 

效益，还可获得 良好的生态效益。 

2．3 社会效益 旅游开发可 以对旅游 目的地的文化产 

生重要的影响。配合高新农业旅游 的开发，在一定 区域 

内相应推广高新技术 ，农 民朋友可学 习和掌握相应的知 

识和技术，对提高 区域文化水平和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旅游者的介入 ，也会将发达 

地区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科学文化知识传播给当地农民， 

改变不合理的知识结构、落后的思想意识等，促进社会文 

明的进步。另外 ，旅游者通过旅游活动可了解我 国高新 

农业的发展前景 ，现代农民的生活状况，体验不同的生存 

环境 ，从而不断提高和完善 自我。 

3 陕西杨凌高新农业旅游开发的 SWOT分析 

3．1 优势和机遇 

3．1．1 雄厚的科技实力 。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于 1997年经 国务 院批 准建立 ，位于世界 历史 文化名城 
— — 西安以西 82 km，是我国唯一 的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这里聚集 了农 、林 、水、牧领域 64个学科的 

4000多名科技人才。过去的几十年里，6万多名农业科 

技人才从这里走向全国，有 5 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在这 

里诞生 ；成果推广、转化产生的经济效益 ，累计超过 2000 

亿元。目前 ，杨凌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在小麦育种、旱作 

节水农业 、植物保护 、土壤肥料、家畜生殖 内分泌与胚胎 

工程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 、沙漠化防治、森林培 

育 、园林绿化、果树园艺 、木材加工与综合利用、植物资源 

的保护、开发及综合利用等方面的研究居全国领先水平 ， 

部分研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还是我国“克隆”技术研究 

的重要基地。每年有成千上万 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和政府 

工作人员来杨凌考察学习，为其提供了相当的客源条件。 

3．1．2 广阔的市场前景。随着世界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和 

成熟 ，旅游者的需求从较低层次的观光游览转变为较高 

层次的休闲度假和更高层次的专项旅游。人们期望求知 

求新 ，期望优美的旅游环境，继 而生 态农 业得以迅速发 

展。作为生态农业旅游 的延伸 ，高新农业旅游具有广 阔 

的市场前 景，这是杨凌发展高新农业 旅游的有利条件。 

同时，杨凌农业 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东距西安市 82 km， 

咸阳市 59km，西距宝鸡市 73 km，区位条件 良好 ，具有广阔 

的客源市场。另外 ，农业旅游 以其 巨大的优势和发展潜 

力极大地激起了“三方热情与一方兴趣”，即房地产 的投 

资热情 、农村盼开发的热情、旅游企业 的经营热情 以及城 

市旅游者的参与兴趣，可进行产业开发。 

3．1．3 国家重视和西部大开发的机遇。杨凌 区是 199"／ 

年由国务院批准成立的中国唯一 的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享有省级经济管理权、地市级行政管理权 和 

部分省级行政管理权。随着 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和杨凌区独特的地位 ，使其在环境生态治理 ，发展高新农 

业旅游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3．1．4 深厚的农业文化底蕴。杨凌是中国农业的主要发 

祥地“邰”。周人的始祖“弃”在这里发明了农业 ，教 民稼 

穑。由于他担任了尧帝管理农业生产的官职 ，史 书上称 

他为“后稷”。这个地方在中国几千年 以农业立国的社会 

里 ，一直被人们视为农业圣地。 

3．2 劣势和挑战 

3．2．1 杨凌地处我国西部，经济发展程度低。近几年随 

着经济的发展，杨凌区的基础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 

但是和东部经济发达地 区相 比，仍有不小差距。周围的 

西安、宝鸡、咸阳和渭南等 ，均属西部城市 ，经济发展和人 

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 

3．2．2 观念比较落后。虽然杨凌区科技力量雄厚 ，但是 

主要集 中在农业科学技术方 面。对 如何 转化为旅游资 

源，为旅游所用还需大量工作，当地农 民还没有直接从农 

业旅游中受益 ，思想没有完全解放，缺乏对旅游开发的意 

识和积极性。 

4 开发措施 

4．1 农业规划和旅游规划相 结合。实现农 业与旅 游的 

“双赢”战略 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在进行城市 

规划时应充分考虑其旅游功能，将旅游作 为一个重要的 

发展方向，只有这样才能够 在基础设施建设 、旅游用地、 

旅游交通以及其他的旅游服务设施方面满足对旅游的需 

求 ；在进行农业科技 园等的规划 时，统筹兼顾 ，农业规划 

和旅游规划相结合；充分贯彻“治理生态 、保护环境、合理 

开发、科学管理 、提高效益 、促进经济”的方针 ，树立科学 

规划、合理布局、生态优先 、保护为主、促进旅游 、繁荣经 

济的思想。力求将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成以 

高新农业为主导，坚持高新农业与旅游产业相结合的以 

农业生产为主体，集 观赏 、科普、休 闲、参与为一体的，环 

境生态优 良的高新农业与旅游相结合的农业高新技术示 

范区，实现农业与旅游的“双赢”战略 ，促进杨凌经济的快 

速持续发展。 

4．2 突出“高新农业”概念 ，加强形 象宣传 我 国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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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以后，旅游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品牌”经营已是大 

势所趋，以旅游地为载体的区域品牌管理，已经成为世界 

的潮流，因而旅游地形象策划在旅游业的发展中至关重 

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作为我 国唯一 的高新 

农业技术示范区，在农业技术和科技人才等方面具有相 

当优势，根据旅游地形象策划的主题突出原则，系统整体 

性原则 ，公众认 同性原则 以及战略前瞻性原则及杨凌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的具体情况 ，将旅游地 的形象定 

位为“中国农业的发祥地 ，国家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开发 

区，是您体会高新农业技术 ，参观游览休闲的胜地”。 

4．3 观赏性、知识性和参与性相结合 。提高旅游档次 

随着经济的增长，人们的闲暇时间和收入增多 ，旅游活动 

已经开始从单一的观光旅游向集观光、度假、休闲游憩以 

及其他参与性的旅游活动发展。在对杨凌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进行旅游开发时 ，应该顺应市场需求 ，以观光 

农业为基础 ，以高新农业为依托 ，开发集观光、农业高新 

科技知识普及、田间劳动参与和农家乐休闲度假为一体 

的旅游地 。 

4．4 采用“农户 +公司”的开发模式。提高农户的积极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高新农业旅游，建立农户 +公 

司的开发机制 ，是进行旅游开发 的重要模式 ，能充分调动 

个人、企业和团体参与旅游开发的积极性 ，实现“双赢”的 

有利局面。可 以采用公 司投资租赁农 民土地 ，公 司统 一 

调配 ，聘用当地农民为公司员工；也可 以将农民土地作为 

资产入股 ，公 司根据土地面积 的大小按 比例分配给一定 

的股份 ，使其收入 和公司的效益挂钩 ，增强其主人地位 ， 

可以提高公司的经济效益。另外一种是 由公 司牵头 ，取 

得土地使用权 ，进行建设后将土地承包给农户 ，土地 由农 

户管理 ，产品由公司统一经营 ，利润按 比例分成 。农家乐 

休闲村则可以农户为基础，由公司投资改造农户住房，并 

统一品牌管理经营 ，利润按 比例分成。 

5 结论 

利用高新农业进行旅游开发 ，具有 良好的效益。杨 

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已经进行 了初步 的旅游 开 

发 ，但是存在规模小等缺陷。若使其在发展高新农业 的 

同时大力发展旅游业 ，不但可以促使区域经济的持续快 

速发展，而且也可以促进其生态环境 的改善和农 民思想 

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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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实线表示气压距平，虚线表示气温距平 

图 2 1972年春播期宣城地面单站要素演变 

在周期 6．7～20 d之间凝聚谱平方值(0．93～0．91)较 

大，大于凝聚临界值平方，在此频段上，两要素关系密切， 

日平均气压要 比水汽压落 一0．12～0．30d。 

7 结语 

(1)皖东南春播期低温连阴雨天气接近 1年 1遇 ，主 

要出现在 3月下旬 ；连 阴雨 的时 间长度 以 3～6 d居多。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近些年来春播期低温连阴雨出现次 

数有减少趋势 。 

(2)连阴雨是南北 2支冷暖气流在长江中下游交汇而 

产生的大范围天气气候现象。当沿海槽建立，皖东南处 

在槽后西北气流控制下，连阴雨天气结束。 

(3)单站 日平均气压和水汽压存在 以准 20 d为周期 

的变化现象。在周期为 10 d频段上 Et平均气压与水汽压 

有十分密切关系 ，在此周期关系中，Et平均气压要 比水汽 

压落后 0．108 d。 

(4)连阴雨出现前单站气温与气压变化曲线上约有 8 

d的位相差较小 的酝酿阶段 ，连阴雨 出现时气压上升，气 

温下降，是一次冷空气影响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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