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积极发展旅游农业，有效解决三农问题 

孙 

(台州广播电视大学， 

英 

台州，浙江 318000) 

安徽农学通报，2005，1 1(6) 

摘 要：近年来 “三农”问题成为中央领导和各级地方政府关注的热点，在现实条件下 “三农”问题要有效解决，不仅 

需要发展高效优质农业，还要从农业之外的其他产业中寻找思路，发展旅游农业就是一条有效的途径．旅 游农业的发 

展既能保证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得到发展 、巩固，又能使农民有稳定、持久的收入 ．因而国家和社会应充 

分重视农村发展 的这一新兴产 业，加大扶持 力度 ，促进其兴起与繁荣，确保农村收入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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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全国 13亿人 口， 

近 60％生活在农村。2004年末，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还有 

2610万人，有 4977万低收入人口仅能勉强解决温饱问题，这 

表明我国农村居民还有相当一部分生活处于较为困难状态。 

2005年新华社北京9月6日专电 “从总体上看，目前农村居 

民的消费水平只相当于上世纪 90年代初城市居民的消费水 

平，整整落后 10年。”近两年来，农业、农村和农民 (简称 

“三农”)问题正在成为一个影响中国政局稳定和困扰中国经 

济进一步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今年初中央下发了一号文件， 

反映了中央领导对 “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而 “两会”期 

间对 “三农”问题同样也是各级代表关注的热点。在现实条件 

下，“三农”问题要得到有效解决，不仅需要发展高效优质农 

业，还要从农业之外的其他产业寻找思路，发展旅游农业就是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农民增收的一条有效渠道。 

1 旅游农业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旅游农业又名观光农业、生态农业或休闲农业，是以农业为依 

托，将农业生产活动充分与现代旅游业相结合，具有旅游功能 

的新型农业。通过充分利用农业资源，实现第一产业向第三产 

业的延伸和第三产业向第一产业的渗透，形成以农业为主体， 

以旅游促农业的互动机制，具有旅游和农业的 “双重效益”。 

旅游农业为旅游者提供乡间优美环境和大自然的动植物，供人 

们观赏，满足旅游者 “求知”、“求新”、“求乐”、 “求得 

一 个美好的回忆”的愿望，达到精神享受的目的。 

随着世界人口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在繁闹的城市里生活 

久了的市民，越来越怀念清新的空气、安静的环境、空旷的 

田野和绿色环抱的大 自然氛围，回归大 自然已成为一种时尚、 

一 种趋势。于是，世界各国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们已 

经把目光投向了农场和村庄，建起了一个又一个农业公园， 

开发了多彩多姿的旅游农业，并且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益。 

20世纪 90年代，我国旅游农业在大中城市迅速兴起。 

1998年国家旅游局 “华夏城乡游”主题旅游年的推出，使“吃 

农家饭、住农家屋、做农家活、看农家景”成了农村一景。 

据统计，我国东部沿海省份抓住机遇，大力发展旅游农业， 

已见成效。如山东枣庄石榴园；河南周口市 “傻瓜农业园”； 

上海浦东 “孙桥现代农业开发区”；浙江金华石门农场的花 

木公园、自摘 自炒茶园，富阳县的农业公园；福建漳州的花 

卉、水果大观园，厦门华夏神农大观园，东山县鲍鱼观赏村； 

广西柳州水乡观光农业区等，项目独特、条件优越，不仅为 

人们拓展了更广阔的游览空间，而且为农村现代农业的发展 

和农民致富开辟了新的途径。据中南林学院的朱玲介绍，目 

前广东省已有80多个观光果园，每年接待游客400多万人， 

收入达 10多亿元。 

2 发展旅游农业的重要意义 

发展旅游农业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它为农业经济开辟 

了一个全新市场，竖起了一个新兴产业。它从另一种角度去 

挖掘我们现有的人力物力资源，开拓出一个完全属于农民自 

己的市场。对于缓解目前我国农村经济难以突破的几大矛盾 

有不俗的表现。 ． 

2．1有利于激活农村经济 旅游农业的开发，扩大了农业经 

营范围和经营规模，改善了农业生产结构，增加了农民收入。 

旅游农业区别于传统农业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把农产品直接 

销售给消费者，为各种农副产品带来新的送上门来的消费群 

体、消费市场，开辟新的销售渠道，有效地解决农副产品找不 

到市场，“卖不出钱”的难题，又为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注入新 

的动力与活力，解决了部分农产品运销层次多的问题，避免 

运销商的中间盘剥，实际上等于增加了农家收入，同时农民 

也可从提供休闲服务中获取合理报酬，增加收入。 

2．2 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 旅游业作为一个产业，不 

仅可以“治穷”，而且可以 “治愚”，可以提高人的素质。 

旅游农业的兴起 ，最根本的要求是人的素质的提高， 

要 求 农 民有 管 理旅 游 业 农业 的能 力 ：况 且 ，城 市 旅 

游者受教育程度较 高，这样一来，就促使农民尽量 

多学知识，提高各种能力，以提供优质的旅游农业 

服务。旅游必然带来地区的开放，随着游客而来的是新的信 

息、观念和文化，在碰撞、交流和融合中，人们的视野会更 

加开阔，思想会更加解放，观念会更加创新，也会因此走向 

更加文明。 

2．3 有 利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 旅游农业是一种 

综合性很强的产业，一个成型的、推向市场的旅游产品，必 

然涉及到交通、餐饮、住宿、购物、娱乐等方面，旅游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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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可以带动农村道路交通、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而且可以促进农副产品和手工艺品的销售、餐饮业的发展。 

据世界旅游组织测算，旅游业每直接收入 1元，相关行业就 

可增收4．3元；旅游业每直接就业 1人，社会就可新增5个 

就业机会。2001年，我国旅游业仅吸纳间接从业人员就接近 

3000万人。我 国农 村 大量 剩 余 劳 动 力滞 留在农 业 领 

域，使本来就很低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更难 以得到提 

高，甚至进一步降低 。旅游农业的发展有利于扩大农产 

品的销售市场，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缓解农民就业压力。 

近几年 “一个景点繁荣一个地区”、 “一片山水富裕一方百 

姓”事例很多。 

2．4有利于从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众所周知，尽管 

改革开放 以来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现阶段城 

乡之间的差别仍然客观存在。发展旅游农业，可以提供 

农民就业的机会，拓展农民增收的渠道，缓解城乡收入分配 

差距，加大县域经济的开放力度；并且通过城市文明向农村 

的延伸，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可以更快提高农村居民综合素 

质，加快农业和农村转型。同时城 市居 民到 农村 旅游 ， 

参观农业生产活动，到农民家做客，欣赏田园风光， 

品尝亲手采摘的瓜果，体验清新宁静的农村生活， 

走进 纯情 古 朴 的农 民生 活 ， 了解农 民的艰 辛 ，人 与 

人之 间也可 以实现轻 松 交流 。 

2．5 有利于挖掘和保护当地文化 我国广大农村几千年来 

形成的农耕文化、民俗文化是我国古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发展旅游农业最珍贵的旅游资源。旅游农业项目的开发 

为充分挖掘和利用这些宝贵资源提供了可能。很多旅游项 目 

通过深入挖掘和利用当地的民俗、文化，使旅游产品的类型 

不断增加，也为游客出行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旅游农业项 目 

的开展，使广大农民认识到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中的不可估 

量的价值，使当地农民更加注重对当地文化的挖掘和保护， 

使几千年来在这片古老土地上所蕴含的古老文化、民风习俗 

得以传承和发扬，也让参与者更加珍惜农村的自然文化资源， 

激起人们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兴趣，也进一步 

增强人们保护自然、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环境的自觉性。 

3 发展旅游农业的几点建议 

3．1 转变观念，正确认识旅游农业 有专家指出，影响旅游 

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不是资金，而是观念。旅游农业的发展很 

大程度上受到观念的制约，对旅游农业资源的优势认识不清， 

对开发旅游农业的意义存在曲解。很多农民，长期从事农业生 

产，没有意识到农业资源还可以作为旅游资源来开发；再加上， 

长期以来，认为农业仅为满足人们的温饱而存在，对农业的多 

种用途并未加以考虑，很多人并没有将农业与旅游充分地结 

合起来。即使在旅游业的决策层中，一些领导对旅游农业也是 

漠然处之。正是这种观念没有得到及时转变，极大地限制了一 

些地区旅游农业的发展。 

而实践表明转变观念，发展旅游农业，显示出“生命 ” 

初始 的无 限生机 。旅游 经 济 的附 加改 变 了农村 单 一 

ll 

经济 的结 构，起 到 了兴一 处旅 游 富一 方 百姓 的 目的。 

云南和四川都是农业大省， “三农”问题都比较突出，但是 

两省认准了 “吃旅游饭”的路子，把发展旅游业作为激活农 

村经济的重要途径。2002年，云南省接待国内游客 5l1O万 

人次，国外游客 130万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255亿元， 

旅游外汇收入 4．19亿美元，旅游总收入相当于全省 GDP的 

12．8％。四川省接待国内游客 7218万人次，国外游客 67万 

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364亿元，旅游外汇收入 2亿美元， 

旅游总收入相当于GDP的 7．8％。 

因此提高对旅游农业的认识，以农为本，树立大旅游和 

大农业的观念是当务之急的事。 

3．2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指导作用 旅游农业离不开政府的 

支持，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指导作用，帮助农民做好策划、 

宣传和管理工作，不断改善旅游农业的发展环境，为加快发 

展提供有力保障。 计划、公安、卫生、建设、土地、农业、 

交通、林业、环保、民族宗教、地税、电力、金融等各有关 

部门和单位要牢固树立全局观念，从各自角度，加大扶持力 

度，提供便捷服务，形成加快旅游农业健康发展的强大合力， 

共同创造旅游农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各级旅游主管部门要以 

促进旅游农业发展为已任，积极主动地加强与相关部门和单 

位的联系与沟通，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转变工作作风，提 

高行业管理水平。宣传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加强 

对旅游农业的宣传报道，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旅游农业发展 

的良好氛围。要多促进，少限制，多服务，少设卡，通过各 

级政府、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形成 “政府引导，需求拉 

动，政策推动，部门联动，全社会参与”的格局。 

3．3提高农民素质，培养农业旅游管理服务人才 由于旅游 

农业发起于农民，从业人员整体素质参差不齐，旅游农业作 

为一种新兴旅游产品，缺乏专门旅游人才的现象更为突出。由 

于没有专门的旅游人才，造成旅游农业开发的硬、软件不全， 

在游客服务方面，也没有接待办公室与人员，没有指示图、导 

游图和咨询台等，缺乏必要的服务体系，使得游客感受服务 

差、体验和印象低。人才的缺乏。还造成一些旅游农业产品的 

个性化开发明显不够。农业内部的旅游人才缺乏，最终将使农 

村难以开发出更多更好的、在国内外具有高知名度的品牌旅 

游农业产品，进而影响旅游农业整体水平的提高和潜力的发 

挥。做好培训工作是提高旅游农业从业者整体素质的必然要 

求，也是促进旅游农业健康有序发展的前提保障。各级政府、 

各有关部门都要从加强农村两个文明建设、促进农村社会进 

步的高度，抓好旅游农业从业人员的队伍建设。可以有计划 

地把他们送出去，通过与相关高等院校和先进旅游地区及旅 

游企业的合作，不断增强从业人员素质，提高管理水平。 

3．4立足本地资源，突出 “农”字特色 我国农业生产历史 

悠久，民族众多，各个地区的农业生产方式和习俗有着明显 

的差异，文化资源极为丰富，很多农村保留有青山绿水的自 

然生态，这又可成为发展特色生态旅游的天然资源。旅游农 

业的发展其中很大一个方面就是得益于原汁原味的 “农”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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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目前，很多地方在突出特色上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 

了·定成绩，但同时也出现 了一些带有倾向性的问题：有的 

地方在旅游农业开发建设上脱离了朴素、自然、协调的基本 

原则，贪大求洋，追求豪华，建设上大兴土木，建筑物宫丽 

堂皇，不仅脱离了旅游农业的内涵，而且还破坏了当地资源 

和环境；有的地方不对当地农村资源优势和风土人情进行认 

真调查研究，而是采取 “拿来主义”，生搬硬套，效果也不 

理想。因此，发展旅游农业，必须结合实际，强化特色意识， 

突出 “农”字特色，坚持因地制宜，用 “特色”树立起旅游 

农业的良好形象。 

3．5完善旅游配套设施，改进营销手段 各地在发展旅游农 

业，千万不能忽视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对于毗邻景区、相对 

集中、有发展前景的旅游农业项 目，要统筹安排供排水、电、 

道路、通讯、厕所等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经营旅游农业的农 

民，有关部门要从卫生、接待、饮食服务、民俗文化整理、 

民间娱乐活动等方面入手，帮助他们扎扎实实做好基础性工 

作，不断改善旅游农业的软硬环境。同时对重要景点景区进 

行设计、包装、宣传，发挥电视、电台、报刊、互联网等现 

代信息手段作用，提高重要旅游农业景点景区应有知名度。 

要注意精心编写本地区旅游农业指南，完善交通线路图、景 

区景点标志牌设置，对不同的客源要有不同宣传主题。 

3．6注重环境保护，促进旅游农业可持续发展 环境保护是 

关系人类生存的大事，也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方 

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回归自然的呼声越来越高，保护环境， 

维护 自然的意识不断增强，这既是旅游农业得以兴起和发展 

源泉，也是旅游农业赖以存在的根本。从已发展旅游农业的 

省市来看，在发展旅游农业的过程中，多数走的是一条 “边 

开发、边建设、边规划”的道路，许多观光地在规划时就基 

本上没有或很少考虑环保设施的配套开发。一经开发和向游 

人开放，必将带来一系列环境问题，特别是季节性较强的观 

光区，如不注意环境保护，纷至沓来的游人不可避免地会对 

园区的环境造成破坏。因此发展旅游农业过程中，重视对环 

境的保护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切忌建造过多的人文景观， 

使环境和设施过于人工化、商业化，必须巧妙利用现有的各 

种资源以免再延续以往 “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老路。 

4 结 论 

解决“三农”问题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和系统的民心 

工程，而发展旅游农业是农业多样化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 

元，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它既能保证农业的 

基础性地位得到发展、巩固，又能使农民有稳定、持久的收 

入。因而国家和社会应充分重视农村发展的这一新兴产业， 

加大扶持力度，促进其兴起与繁荣，确保农村收入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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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5页)茎杆加粗，叶面积增大，同时比叶重和叶 

柄长度有不同程度提高，其中叶面积、株高和茎粗增加比较 

明显， 700比 350 u mol·mol 分别增长 19．61％、16．42％ 

和 14．28％；500比 350u mol·mol 增长 14．76％、9．75和 

7．35％。对叶宽和叶柄长影响次之，对叶长和比叶重的影响 

最小。有关研究表明，大豆的茎粗与产量显著正相关【m】， 

大豆茎叶的增加为产量的提高奠定了基础。 

3-3 CO2浓度增加，有利于产量的形成，700、500比 350 

u mol·mol 单株荚数增长 8．9％和 16．6％，每荚粒数增加 

3．8％和 11．5％，单株粒数增长 10．4％和 17．7％。可见，在产 

量的构成因素中，影响最显著的是单株粒数，其次是单株荚 

数，影响最小的是每荚粒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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