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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旅游农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一项新兴产业，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在分析西部旅游农业发展的条件、 

时代要 求及其意义的基础上 ，提 出了开发西部旅游农业的主要模式及可能出现 的问题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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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党和政府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引起国内外的普遍关注，掀起了一股西部开发的热潮 ．西部地区迎 

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但 由于西部地区经 济基础薄弱 ，自然生态条件脆弱 ，社会和经济 的发展一 直处 于相对滞 后的状 

态．尤其是作为基础产业的农业，更是面临着水资源短缺、森林和草地植被锐减，水土流失严重、土地风沙化加快和生态环境 

恶化等种种困境，何去何从，机遇与挑战并存．笔者认为：根据西部农业 自身的独特特点和条件，积极发展旅游农业，走可持 

续之路 ，是促进西部经济振兴与繁荣的重要途径 ． 

1 旅游农业资源的开发是旅游业发展的时代要求 

1．1 返朴归真的心理价值取向 

历史的巨轮使人类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 ，并 向现代化大生产迈进 ．人们的消费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物质得到 

了最大的满足．然而，生态危机的黑幕也正 日益厚重地笼罩全球．许多地方的居民正饱受水源污染的痛苦，不少城市的人们 

抱怨被垃圾包围的窘迫，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噪声污染、电磁波污染、社会不安等现代城市病正困绕着人类的人身健康．正 

如马克思在<资本论》所说的：“人为高温，充满原料碎屑的空气、震耳欲聋的喧嚣等等，都同样地损害了人的一切感官，更不 

用说在密集的机器中间所谓的生命危险了．”同时“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有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侵吞 

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 

内容．”【̈这种现代化的大生产不仅不能满足人的全部需要，还被物质享受所操纵，使人困惑、疲惫，也使人产生反思、怀旧． 

一 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消费需求油然而生：绿色生产和可持续消费．从而为旅游农业资源的开发和引用、旅游农业的诞生和发 

展提供契机．如美国从 70年代末就出现回归乡土从事农耕的“度周末者”，日本 8o年代末利用周末和署假开办的“务农预备 

学校”等 ，旅游农业的出现为他们实现无拘无束的生活提供了场所 ，重新找回劳动的感觉 ． 

1．2 符合世界旅游业的发展趋势 

旅游农业，又称为观光农业或休闲农业．它萌芽于 19世纪30年代的欧洲．它是以农业资源为基础，以生态旅游为主题， 

以经济——环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宗旨，利用田园景观、农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和农村特有的人文景观，满足旅游者 

食、住、行、购、娱、游的需求，并参与新型农业技术实践的一种旅游形式．以回归乡土的情结的一种特有旅游表达方式，是旅 

游市场中的一个新“品种”．在20世纪 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都把发展旅游农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加以培植，且在日本、 

美国、法 国、西班牙等许多国家已成时 尚，世界 范围内方兴未艾 ．如法 国是一个富有农 业特 色的欧洲大国 ，乡村旅 游尤其兴 

旺，现在每年有约 200万人到法国农村度假，其中外国人约占 1／4，他们在这里呼吸新鲜空气、欣赏田园风光，甚至穿上雨鞋 

在泥泞中行走，亲自放羊、采蘑菇、灌制香肠，以体味自然风情等，感到有极大的惬意．1998年夏天，分别有33％和 16％的法国 

游人选择 了乡村和山区． 

1．3 我国旅游业市场拓展的需要 ． 

我国的旅游观光农业是在2o世纪8o年代初才兴起的，它是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我国经济正在快速发 

展，以城乡经济圈为代表的“区域城市”(Re0on~City)供给与需求体系的内在变化推动了我国旅游业发展格局的转化．短期 

近距离休闲度假成为城市圈层结构中重要的旅游行为特征，而这种行为特征决定了区域城市体系中传统的旅游景点和城市 

公园在重游率上的局限性，不能满足市场新的需求．旅游观光农业正是在这种背景和条件下发展起来的．9o年代中后期，发 

展势头日渐蓬勃 ，已形成了许多很有影响的观光旅游基础，如福建漳州的花卉、水果大观园，厦门华夏神农大观园，云南西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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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纳热带雨林，珠江三角洲的多类型田园公园等． 

200O年7月23日到 29日由中国地理学会持续农业与乡村发展委员会、中国旅游协会生态旅游专业委员会等联合主持 

在广东省肇庆市召开了“2l世纪中国观光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研讨会，对我国旅游农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作了理论探讨， 

预示着我国旅游市场“新品种”的大发展．尤其是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以及加入“WTO”后，国际国内旅 

游市场的新变化，观光农业将呈现勃勃生机，进入新一轮大发展时期． 

2 西部旅游农业发展的优越条件分析 

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甘肃、新疆、内蒙和广西等 l2个省、市、区，国土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71．4％， 

因其面积广大，俗称大西部．200O年 l2月27日颁发<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从 2001年 1月 1日 

起，西部地区将在资金投入、投资环境、对内对外开放、科技教育等方面享受多项优惠政策措施，迎接着新一轮经济大发展． 

在此之前，各区曾利用自己的优势和独特条件，在农业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建立起了许多生态旅游农业基 

础，如云南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傣族的民舍、四川成都郊区的“小农舍度假村”等． 

2．1 自然地理条件得天独厚 

西部地区经纬度跨度大，气候类型多样，以亚热带和温带气候为主，其中西北地区光照充足，西南地区雨水丰沛；地形地 

质条件复杂，海拔高差悬殊，垂直气候差异显著，世界独有的气候条件和地貌结构，形成了多种不同的植被群落和生态自然 

景观，自然地理条件复杂多样，为建立起多种类型的旅游农业资源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2．2 生态环境容量较大 

总体上说来，西部生态环境脆弱．由于其地理位置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使西部地区植被稀少、干旱缺水、风沙危害、土地 

沙漠化、沙化面积大、水土流失严重、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环境恶劣．但因其地广人稀，人类活动相对较弱，工业生活污染 

小 ，环境安宁 、空气清洁，现有生态环境容量相对较大，自然冷化能力较强 ，只要排污不超过标准 ，控制在最安全范围之 内，西 

部环境可通过自身的调节能力保持其清洁状态． 

2．3 少数民族人文景观独特 

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宗教信仰、民族风情和生 

活环境．乡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体现其“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理念，表征其比传统美学更加迷人的生态美．【2 如云南 

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有 25个世居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总数的 I／3，各族人民创造了悠久极富地方特色 

的南诏文化、东巴文化、黑虎文化，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极其丰富，旅游资源优势独特，开发利用价值高． 

2．4 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已有长足进展 

从现有条件看，除大部分大、中城市有铁路和公路相连和少量机场外，尚还有不少中、小城镇缺乏必要的交通、通信联 

系，远落后于东、中部地区．但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十五”期间西部铁路大中型项 目基建投资预计将达 1000亿元左 

右．到 2OO5年西部铁路预计将达 1．8万公里左右．公路建设到 2010年实现明显改善，到 202O年形成骨架网，到 2l世纪中叶 

建成“现代化公路运输网络”的发展目标．航空运输，今年我国将在西部地区投资 50亿元新建 250个机场．另外，国家加强了 

对西部地区电站、电讯、环保、水利等多项设施的投资力度和投资倾斜，到时外部环境条件大为改善，形成明显的区位优势， 

对内对外吸引力明显增强，为开发西部旅游农业资源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2．5 优惠的政策优势 

国家开发西部，首先规定西部发展的方向是：生态方向放在首位，基础设施放在第二位，产业结构调整放在第三位．在具． 

体实施过程中，综合考虑西部地区地处边疆，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落后，科学教育水平低，民族地区聚居，国防企业集中 

等因素，加快实施按因素法设计的、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切实加大中央财政对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强对重大项目的 

资金进行补助，对重点企业技改及中小企业发展发放贴息或优惠贷款；适当放宽对外开放的条件，稳定和持续的边贸优惠政 

策；帮助西部地区发展经济的中部和东部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教育扶贫，科技扶贫的工作力度，对人才的 

培养、引进、工作及生活等给予较大幅度的政策倾斜等等，为西部旅游农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保驾护航提供了政策保障． 

3 西部旅游农业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主要模式 

西部地区自然条件、开发历史、社会经济条件类型的多样性、多元化，致使其旅游农业资源开发方向亦具有不同的发展 

模式 ． 

3．1 以精、绝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绿色休闲”旅游模式 

从自然资源来看，目前，西部拥有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49个，占全国总数的40％；仅甘肃、新疆、青海及西藏四省区的自然 

保护区面积就占全国自然保护区面积的 68．64％；西部拥有全国风景名胜区40个，占全国总数的 33．确 _；拥有嗣家葺|E森林公 

园40个，占全国总数的l7．7％．不仅景点具有多样性，更表现在旅游大环境的噘雩I 盘 ·忸犷、愿艚、神翻 精绝融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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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如锡勤郭勒、博格达峰、西双版纳、茂兰、九寨沟、丰林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国际人与生物圈保护网”，都是世界级 

的精品旅游资源．集休闲、观光、科研为一体，具有多种功能．今后的发展方向是进一步合理规划、加强保护，促进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 ． 

3．2 以乡土文化为基础的“观光农园”旅游模式 

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区，聚居历史悠久，文化独具一格 ．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各具特色，乡土气息浓郁．他 

们豁达憨厚的性格、独特的饮食习惯、鲜艳多姿的民族服饰、精巧的手工艺品、绕人的音乐舞蹈、俗雅的风俗习惯、古朴典雅 

的乡土建筑。甚至他们传统的农耕方式、种植的作物和饲养的动物等，都是绝妙的旅游资源，古朴、新奇，将传统美和生态美 

有机结合。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理念．今后的发展方向是在鼓励当地居民直接参与的同时，如何促进对当地传统文 

化的保护、治理、挖掘、弘扬和发展，深层次上帮助当地居民脱贫致富． 

3．3 以特色 自然资源为基础的“观光农贸”旅游模式 

西部地区地貌特征复杂 ，垂直高差大，气候类型多样，尤其是山地垂直气候明显．在不同的气候、水文、土壤条件下，发育 

了不同的植被类型。形成了生物群落的多样性，山地林木资源、药材资源、果品资源、花卉资源等非常丰富，许多品种为西部 

地区所独有．可分别建立经济林木生产基地、药林生产基地、果品生产基地、花卉生产基地，并以资源为基础，进行原材料的 

深加工。实现农工商一体化，形成产业，集观赏与农业贸易为一体，既美化保护了环境，又发展了农村经济． 

3．4 以广阔草原为基础的“观光农园”旅游模式 

西部是我国天然草场的最集中分布区，面积广大，人均占有量多，尤其象内蒙、新疆、青海、西藏、甘肃等省区，均位居全 

国前列．这里地势平坦，视野空旷，畜牧种类多，“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的壮观景象，使游客视野震撼，精神陶醉， 

心灵得到净化。如游客直接参与到游牧民族的原始性的生活之中，体验其粗犷的民族风情，还会激发其强烈的求新、求奇、求 

知欲望 ．使其千里迢迢，风云而至，实现其各项审美活动 ． 

3．5 以农业自然生态为基础的“市民农园”旅游模式 

随着西部大开发进程的加快，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化速度随之加快，城市居民会出现由城市再迈 回田园乡村的过 

程。其中大都市的郊区应是其首选地带，充分利用乡村的田园绿野、自然生态、种饲农耕、民俗风情，他们或拥有、或承租，或 

短期休闲度假，或直接参与体验生活，集观光、旅游、休闲、度假、农耕为一体，怡然 自得，乐在其中，具有农游合一，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等特点。且投资少、市场风险小，因农业生产是农业园的保本基数． 

4 开发西部旅游农业资源的意义 

开发西部旅游农业资源是为了实现资源利用过程中经济和生态利益的统一，眼前和长远利益的统一，局部和全局利益 

的统一。最终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4．1 强化了生态源的保护 

西部地区是我国重要大河流域的上源。由于滥砍乱伐 ，过度开垦，严重破 坏各种生态系统 。植 被减少 。草场面积退 化 。水 

土流失加剧。流域的自然灾害发生次数频繁．通过对西部生态农业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建设高级农业旅游资源生 

态网。使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从而加强流域上游区域的环境保护 。减少对 中、下游地 区的破坏 。保 证全流 

域生态系统的 良性循环 ． 

4．2 弘扬和发展了传统 乡土文化 ．提高了文化素质 

以西部少数民族乡土文化为主题的农业生态旅游，其突出的特点是野、古、奇．在保持现存的基本特色基础上。如何体现 

其突出特点，除了修复古朴典雅的建筑以外，就是将现已丢弃的古风古俗重新拾起，并结合游客的心理准则。适当地融入现 

代文化的精髓．与此同时，在对内对外游客开放中，不同的文化底蕴，不同层次的知识阶层相互融洽，在接待、交流、对话的过 

程中。使乡土文化旅游地人民的文化素质大幅度提高． 

4．3 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 

旅游农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高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层次，加快了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为地方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 

机会，增加了地方政府和当地农民的收入，为城乡转化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其次，各类人才的相对自由流动。尤其是将分 

散的居民吸引到旅游地区从事各项产业，使旅游农业资源集中地区聚集和容纳了一定规范的人口。为城乡转化提供了一定 

数量的人口规模．第三，一个旅游地的开发和利用，总是同较便利的交通条件相联系，使城市现代部门的辐射滴漏效应得以 

发挥，使农村与城市在各方面更加公平和机会能相对均等，逐步打破城乡二者之间的藩蓠结构。从而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的 

步伐。最终实现农村城镇化 ． 

4．4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西部农业结构最突出的矛盾是农用地利用结构失衡，生态环境恶化和大农业仍是粮——猪型的单一结构．旅游农业资 

源的开发和利用恰好填补了上述矛盾，至少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上述矛盾的激化．通过遇瓣还林、还】-c，造就青山绿水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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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生态景观，农民就业门路更加广阀，可利用的生产、经营项 目更加丰富，甚至连 自家的闲置农舍亦可作为一种小型旅游接 

待设施而获得一定的利润，从而改变过去单打独斗的生产、经营方式，促进了农业、农村各要素的流动，资源配置更趋合理， 

调整优化西部农业结构，真正建立天人合一良性循环的农业复合生态系统， 实现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和农业的持续发展． 

5 开发利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主要问题和对策 

将西部农业旅游资源开发融于西部生态旅游大开发之中，是开发西部资源、振兴西部经济 缩小东西差距的重要组成部 

分．我们要改变传统的区位观、产业观、发展观、环境观和地缘观，树立创新意识，建立整体观、可持续发展观，才能克服开发 

过程中的许多障碍，保证西部资源的永续利用． 

5．1 统筹规划 。避免生态环境和景观遭受破坏 

在项 目论证和开发建设过程中，要对当地文脉、旅游资源、客源市场和主客观条件，从多视角、多方位做出实事求是的估 

计，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形成拳头产品和特色产品，确定旅游项目的主题形象，避免追求“大而全，小而全”、旅游形象定位模 

糊、主题不突出的旅游产品的出现，从而造成资源浪费及新一轮生态环境和景观的破坏．同时，农业旅游资源的开发，不仅要 

获得预期的经济效益，还要求在建设过程申，使原有的生态环境和景观不被破坏，如区内必要的道路建设、生活和服务设施 

的修建等，要避免损毁森林植被 ，避免引发如泥石流 、滑坡 、崩塌等 自然灾害 ．以达到 自然生态系统和人文生态系统的 自然和 

谐统一，力求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者的综合效益最大化，实现旅游目的地和旅游业的持续发展． 

5．2 实施多渠道融资战略 。避免开发中的资金短缺 

目前，项 目开发 的投资主体正 由国家单一投资主体向市场经济条件下 的国家 、集体、个体 、企业和外资多元投资 主体演 

变，在开发西部农业旅游资源中，亦需要雄厚的资本作支撑．除国家和各级政府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政策倾斜力度外，应加大 

宣传力度，吸引广大投资者投向西部旅游农业资源的开发项目中，同时，还可考虑到上游生态的重建会对中下游地区带来直 

接或间接的生态和经济效益，让中下游地区各级政府、集体和个体拿出一部分资金作为上游地区的生态补偿． 

5．3 强化管理。建立法规。避免开发建设中的盲目性 

加强管理，建立法规，是塑造良好企业形象和实现企业内部经济性和外部经济性双重目标的关键所在．制订合理的法律 

法规，提高管理水平，依靠和运用科技进步，实施现代管理模式，既能防止建设开发中的盲目性、随意性、无序性和不稳定性 ， 

又能使农业旅游地产权清晰、责权明确，从而提高旅游地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提高生态系统的承载力和生态效益，使其 

生态系统保值增值 ，永续利用．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马克思全集·第 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63—466． 

[2] 冯维波．我因发展观光农业的生态经济学思考[J]．生态经济．2001，(4)． 

[3] 朱淑芳．发展生态经济农业是西部农业的出路[J]．生态经济．2001，(5)． 

Research on Exploitation of Tour and Agriculture 

Resources in the W est 

TANG De—biao 

(Department of Tourist Management，Huaihua College，Huaihua，Hunan 418008) 

Abs喇 ： Exploitation 0ftour and a8 柚tIlrefes0uI懈 is a kind 0f删 industry，whichis 0fgreat prospects．Onthe base 0fanalyz- 

iIlgthe condition，the requirementff the day and si 曲 canoe ofthedevelopment 0ftour and agriculture re0Ill懈 intheWest，themainrood- 

d，the possibl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ttres，which exist in developing the tour and agriculture resources in the West，aI℃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tour and agriculture resources；research on sustainability；model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