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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旅 游农 业的概 念与特征 
1．1 旅 游农业的概念 

旅游农业是 以农业 活动为基础 ，农业 和旅 游业相 
结合 的一种新 型的交叉型农业 。换 句话说 ，旅游 农业应 
该是 围绕旅 游办农业 ，它是 为旅游提供产 品和服务 的。 
旅游农业的基本属性是：以充分开发具有旅游价值的 

农 业资源 和农业产 品为前 提 ，把 农业生产 、科 技应用 、 
艺术加工和游客参加农事活动融为一体，供游客领略 
在其他风景名胜地欣赏不到的大自然浓厚意趣和现代 
的新兴农业艺术 的一种农 业旅游活动 。 
1．2 旅 游农业的特征 

由于旅游农 业具有旅 游业 和农 业的 双重属性 ，因 
此它具有以下特征：( 生态性。其生产特点是生态性 
的，以保护生态平衡 为前 提。② 民族性 。其产 品特点应 
是 民族性的 ，以弘扬 传统文化为卖点 。( 服务性 。它 的 
经营定位应是服务性 的，根据游客需要定模式 

自然 、传统是旅游 的目标 ，也正是我 国广大农村地 
区最大的特点。这一特点，从发展现代农业的角度讲不 
算优势 ，但要发展旅游农业 ，它就成 了我 国广大农 村地 

区共 同的区域 优势。 
2 发展旅游农业 的现 实意义 
2．1 解 决农 民增收难 旅游农 业产品 ，大多都在 当地 
销售 ，农 民能够在最 短的时间内得到现金收入 ，而且可 
以最 直接地得到消费者 的需求 信息 ，对产品进行开发 
或改进 ，实 现增 收。北京 的一 位旅 游者在甘肃天水发现 
农民手编 的麦秸灯笼有 意思 ，就把它带到北京春节 的 

庙会上推销 ，大获成功 。目前 ，农 民自己开发 了数 十种 
麦秸工艺品，几个村的农民每年人均增收数百元。 
2，2 提 高农产 品质量 现在 ，大多数农 副产品都供 大 
于求 ，追求 品质成 为主流 。由于生态保护的需要 ，旅游 
农业 拒绝 使用有害 的投人品 ，这样一来 ，农 民无论 在选 
择 品种还是选择生产方式上 ，品质成为惟一 目标。现 
在 ，许多旅游地 区的农产 品大面积实现绿色无公害生 
产。旅游农 业广泛地采用各种高新技术 ，可 以超越常规 
提高农产 品产量 和质量 ，大幅度增 加产 品的附加值。 
2-3 吸纳农村 富余 劳动力 ，扩大 劳动就 业 发展旅游 
农业 ，不仅需要导游 、管理人员 、服务人员 ，还需要有 住 
宿 、饮食 、商场 、交通、文化行业等，能带动农村地区第 
三产业 的发展 ，从而能 吸纳大量农 村剩余劳动力 。旅 游 
农业区的度假村、饭店 、餐饮 、商店、游乐设施等，需要 
大 量服务 员 、厨 师 、售货员 、保安 人员 、后勤人 员 、维 修 
人员等 。无论 是固定 工或旺季的季节工 ，都可优先在区 
内农民中招聘，降低经营成本。四川某地农民经营旅游 
农产品 ，“一年一个担担 ，两 年一个摊摊 ，三年一个店 
店 。” 
2．4 利 于生 态农 业的持 续发 展 我 国是 一个农 业 大 
国，旅游农业资源极其丰 富。我 国地形复杂 ，气候 四季 
分 明，农作物多种多样 。生物资源丰富 ，野 生生物种 类 
繁 多 ，种 子植物 达3万多种 ，近2千种脊 椎动物 ，栽培 作 
物 约有600种 ，把这些 作物 资源 充分 利用 ，形成 区域 特 
色农业 ，使之转化 为旅游资源 ，并 针对我 国各地不同的 
景观和农业生产形式 ，设计 出形式 和内容多样的农业 
观光园 。我 国不仅有高山 、丘 陵 、盆地 、平原等类型齐全 
的地形 ，十分有利于农 、林 、牧 、副 、渔 的全 面发 展 ，而且 
农业生产历史悠久 ，孕育 了丰富 的水 乡 、平原 、草原 、高 
原 、高 山文化内涵 、民俗风情 ，为 开发旅游农业 产品提 

供了良好的条件。各地应因地发展旅游农业 ，为农业经 
济再上新台阶不懈地探索和实践。 
3 旅游农业的发展求 突破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 ，旅游农业已有 了一些雏形 ，创 
造了一些经营模式：①依托著名景点发展特色农产品 

生产：②开展民俗旅游，推销传统农产品和传统消费方 
式。以农村 家庭 为主体的民俗旅游较为普遍 ．、农民利用 

闲置的房间开办家庭餐馆 、旅馆 ，吸引游客观农家景 、 
吃农家饭 、住农家房 ，发展了多项 产业。( 开展生态观 
光旅游，推销现代农产品。一般都是企业或集体投资建 
设大型 的基地 、园 区，吸引游客观光采摘。 

我 国旅 游农业 才刚刚起步 ，其旅游产品 的经营方 

式还在探索之中，发展模式还不够丰富，发展速度与蜷 
游业需求 之间还存在着差距 。当前有三个主：要问题 ： 
如何正确引导和支持旅游农业 的发 展成 为摆 在各级政 

府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如，究竟如何开发旅游资源才 
符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如何使旅游农业实现合理效 

益等。目前许多地方火爆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旅游农 
业 ，而 是拿农业做旅游 。如建 民俗旅游点 、建现代农业 
园区等，景点雷同重复，形式单一，靠门票而不是靠农 
产品和旅游 服务实现效益。可见 ，当农业为旅游服务 
时，农业是一种生产；当农业成为旅游的主体时，农业 
是一种文化。我们前些年许多县市都办“节”，现在有声 
有色的不多。为什么?大抵是 只有产 品不见：艾化 。文化 
是精神需求 ，因此 长久。而产品供大 于求后 ，只能丢弃 。 
因此 ，“文化搭 台 ，经 济唱戏”不能长久 ，“经 济搭台 ，文 
化唱戏”才会长唱不衰 。( 发展旅游农业 的投人 问题 。 
许 多地方 只要增 加投 入改善旅游基础设施 ，就可 以为 

旅游农业带来非常好的经济效益。但投资的主体始终 
没 有解决 ，仅凭 乡镇或县 区 自筹显然是杯 水车薪。⑧管 

理体制问题。据了解，目前建设、农业、林业、水利和旅 
游 部门都制定 了一些相应 的标准 ，以评定景 区景点 的 

等级 ，同时也有相应 的管理政策。但 对位于广大农 区的 
景点 、园林 、森林 、库区及周边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往 
往是政 出多 门，多头 管理 ，几个部 门都各 自作规 划 ，缺 
乏宏观控制和指导 ，加上投 资者 自身缺乏发展规划能 
力 ，导致 投资决策的随意性和开发 的盲 目性 。 
4 各级政府在旅游农业发展规划 中的作 用 
4．1 认识 各级政 府要统 一对 旅游农 业发 展方 向 和 
目标 的认识 。专家呼 吁，首先不提倡过多地发展 自行采 
摘 、承租农地等体验型项 目和休闲娱乐为主的旅游农 
业 项 目。发展旅游农业要正确实行区域定位 、功能定 
位 、形态 定位 。要把旅 游农业规 划与城市旅游 、城镇发 
展规划 、农业 现代化 结合起来 。其次 ，要体j见旅 游农 业 
特色 ，突出农 村生活风貌和丰富的乡土文化 内涵 ，挖掘 
农 民的创造才智 ，引导农 民积极参与 。切忌建造过多的 
人工景观 ，使环境和设施过于人工化 、商业化。不要盲 
目追求大投资 、大规模 、高档次 、高 消费。 
4．2 规划 要加强规划，创建管理和服务体系。旅游 
农业 的主要产 品是农副产品和服务产品 ， 吱府有必要 
协 调有关部门做好旅游农业的发展规划 。对于各地发 

展规划的制定，应给予必要的指导。现在，社会上专门 
从事旅游农业发展规划服务的机构极少。一些小村小 
镇 搞一个规划就需要十几万 、几十万元 ，耗 资是相 当大 
的。政府应根据全 国各地不 同农事特点 、民风 民俗 ，出 
台一些不 同的发展规划模式 ，建立一些咨询服 务机构 ， 
加强对旅游农业发展 的调查研 究与理论总结 ，形成一 
个旅游农业政策信息 服务体 系。各地应成立一个 由旅 
游 、农业等有关部门组成 的专 门机构 ，由本级政府分管 
领导挂 帅 ，负责指 导、协 调和管理本地区旅游农业 的工 
作 。 
4．3 资金投入 建立资金投入机制 。广 开资金投 入门 
路 ，创 建新型 的旅游农业 投 、融 资体制 ，实行 多元化 的 
投 资渠道 ，政府 、农 民、社会相结 合 ，以不 断加大市 场开 
发力度 ，解决 旅游农业 发展面l临的难题。 目前 ，许 多地 
方首先从培训人手将旅游农业纳入规划 ，增 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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