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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纷呈。这些散布于农村地域的农耕及传统民俗文化不仅转化为 

旅游产品的成本低．而且将极大地提高旅游活动的参与性和文化 

内涵。 

(2)客源优势 

从可达性上看．旅游农业的客源主要为地方中心城市居民， 

因此重庆发展旅游农业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重庆在大区位上的劣 

势。目前．重庆三大主要经济圈 (都市发达经济圈、渝西经济走 

廊和三峡经济圈)的旅游农业均可以重庆、涪陵、万洲等大中城 

市为依托 水位上升后的长江水系及铁路、公路在各大中城市间 

已基本形成交通网络 主干道抵达或接近各主要农业区和基地。 

从需求规模上看 全市人 El达3144万 。其中城镇人I：q 11 30余万。 

在都市发达经济圈和渝西经济走廊 人均GDP分别达2002美元和 

1198美元．早已超出普遍国内出游标准。库区涪陵、万州等主城 

居民出游能力也不低。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居民回归大自然的 

愿望越来越强烈．低消费、行程短的原生乡野旅游将成为其首选。 

(3)旅游发展基础较好 

重庆地处长江流域核心地段．山地峡谷旅游资源丰富．品位 

高．境内有世界遗产 1处．45家景区获得质量等级．其中4A级旅 

游区1 7家。漂流、森林峡谷探险 温泉度假等特色游发展迅猛． 

配套设施大大改善．吸引力不断增大。Q004年全市接待国内旅游 

者5235 6万人次．比上年增长22 82％。这些在城市及著名景区 

周边的巨大的国内市场为这些地区旅游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裕的 

客源基础 ．而且成熟旅游景区的配套设施也成为旅游农业发展的 

重要依托。 

(4)旅游农业项目投资优势明显．受关注度高 

这一方面是因为旅游农业项目本身的低成本、低风险和多重 

效益的特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重庆农村小地块特征突出．山地 

坡耕地多．在传统农业耕作方式上产业效应提升空间不大，开发 

旅游农业项目则较好的切合了重庆农村经济地理环境的实际．又 

可获得较好的综合效益。 

(5)旅游农业开发面临多重机遇 

①市场机遇。近年国内乡野休闲体验旅游渐成时尚．城市中 

夏季家庭型农村游19趋增加．卫星城镇建设和住宅郊区化以及郊 

区 第二个家”的增长带动了郊区农村地区的旅游．自驾游的火 

暴更刺激了短程农村地区旅游的发展。而我国旅游黄金周的井喷 

问题也亟须一条游客分流的解决之策．这又拓宽了旅游农业的市 

场渠道。 

②三峡工程竣工的机遇。三峡工程最终蓄水后．将在各支线水 

域形成众多滨水生态农业景观 同时库区水上交通将更加畅通．旅 

游农业可进入性差的现状可望缓解．而且水位的大幅度上升．将一 

定程度影响滨水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此相关的新的生产与 

生活方式将会被催生，旅游农业可以利用的资源将更加丰富。 

③农民创业意识增强。库区山地农业强劳动、大消耗、低收 

益．低附加值的现实促使更多人特别是富余劳动力和掌握了一定 

技能和信息的农民开始积极创业．库区大移民则改变了库区农民 

生产生活的环境，他们也或主动或被动地寻求新的获益方式，而 

旅游农业由于其熟悉的乡村环境 低技术要求和传统的乡村情节 

往往成为农民创业的首选。 

④环境及政策机遇。近期 ”三农”问题一直受到国家的关注。 

2006年中央1号文件更明确提出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当前 

工作的重中之重．基础设施投资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 ．农村将得 

到全面的规划建设．这无疑是旅游农业发展的巨大契机。 

2制约因素 

(1)从自身条件来看 

主要受四个方面的制约：首先是现有农村生态环境的可观性 

和可居性较差。目前全市林草植被覆盖率仅为23 1％ ．“石化”山 

区面积逐渐扩大 63+2％的地区特别是特色坡耕地水土流失严重． 

地质灾害频繁．生态系统先天脆弱。加之水资源短缺 农村面源 

污染加重．农产品品质受到威胁。其次是农村经济基础差，教育 

滞后。特别是交通、通讯 能源供给、给排水、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等基础配套上相对落后。再次旅游农业生产力布局受地形地貌 

的约束大。重庆农村地区地形地貌复杂 ．这在增加旅游农业的内 

涵和可游性的同时 也对旅游农业的生产力布局形成了极大的约 

束．不利于大规模，高科技现代旅游农业产业基地的规划建设．也 

增加了市场与旅游农业目的地之间交通连接的难度。最后是农业 

发展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短缺。2001年～2002年全市常用耕地面 

积减少减少6 5％．而且随着三峡工程的推进．淹没耕地和城镇建 

设用耕地增加．耕地还将进一步减少。 

(2)从外部环境来看 

同样受制于三个方面：其一是城市化的侵扰。重庆直辖后．城 

市化进程大大加快 已造成对郊区农村土地的不断占用、生态破 

坏和文化冲击。其二是农村土地流转受现有《农村土地承包法》的 

制约．一些旅游农业项目用地得不到保障。其三是周边目的地特 

别是成都片区旅游农业的竞争。成都作为西部内陆旅游农业开发 

最早的地区之一．其发展水平和规模 市场形象都在重庆之上．是 

重庆旅游农业的有力竞争者。 

三、结论 

重庆发展旅游农业的优势和机遇是主要的，在国家关注 三 

农”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背景下．积极推进重庆旅游 

农业开发，既迎合时宜，又有利于解决实际问题。在具体实施中． 

应注重三方面的问题 ： 

第一，应遵循先规划．后开发，再经营的思路，充分考虑重 

庆山地坡耕小块农业和库区水位上涨的实际．注意将劣势转化为 

优势．利用山坡 林草 水田、旱地、果园 劳作方式 生活习 

俗 民居村落、气候气象及农业科技等农业自然生态 文化科技 

要素构建特色各异的旅游农业区。 

第二 要充分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结合起来．搞好旅游农 

业的基础配套建设和乡村环境建设。重点突出道路交通、给排水 

和能源工程。 

第三，要切实保护好农业生态和地方民俗文化．杜绝农业生 

态破坏和文化污染，要以 农“为本．以 ”农”为特．防止非农 

化开发，充分保障农民的利益，促进旅游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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