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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观光旅游农业是农业 +观光旅游文化 +休闲乐趣的一种 结台体 结介绍 了国内外观光 

旅游农业的发展概况 、背景和原因，分析 rr‘东观光旅游农业的现状 、存在问题和发展观光旅游农业的 

有利条件，提出广东发展观光旅游农业的几种模式和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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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观光旅游农业发展概况 

1 1 观光旅游农业的概念和特点 

观光农业旅游是传统农 业与旅游业有机结合的一 

种人工设计系统 ．它应具备两大要素 ．就是农业和观光 

旅游 0’ 农业可包括传统的农 业和现 代农业 ．也应包 

括种植业和养殖业 ，还应扩 展到古 老的农 业文化 和现 

代农业科技知 识 要将农业 发展为 观光旅 游 ．则在 景 

点布局 、景点 内容 和参 观线 路 上 绥旅 游 的要 求设 计 

固此，观光农业旅游 就是农业 +观光旅游 文化 +休 闹 

乐趣的一种结 合体 ．既可把 它看作是一种 新型的农业 

模式 ，又可看作 是一种新 型的旅游 形式。常见 的有观 

光农场 、农 业 主题公 固 、教育 农 庄 、体 闲农 场、农 村 留 

学 、民宿农庄 、民俗旅游等 7种形式。 

1 2 国内外观光旅游农业发展概况 

20世纪 70年代 中后期 ，我国台湾省和 日本等 国率 

先提出了“观光农业”的农业经 营模式 ，并付堵实施-。 

1990年台湾省正式制定 了发展农业 的 I2项措施 、提出 

“农业发展要实现农业生产企业化 ，农民生话现代化和 

农村生态自然化为 目标 的农业发展措施 ，台湾省农业 

部 门针对岛内不同 自然资源和社会经 济条件规划 了．7 

十体闭观光农业区 ，预计到 2000年全省可建成 42处农 

业观光体闭 区。在美 国西部 ．专 门开发 了用于旅 游的 

牧场 ，在东欧如波兰等，农业观光旅 游与生态旅游 紧密 

结合，接待的农户均是生态农 业专业户．一切活动在特 

定的生态农业旅游区内进行。在法 国，1998年 有 33％ 

的法国人在 国内游 中选择 了 乡村农业观光度假。1988 

年 ，泰国社会福 利协会 厦教育部 特别教 育局在泰 国最 

大的青少年 农业训I练中心开设 了农业 观光休闲型 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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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实验农场。 I989年，巴两也正式开放 r距 离圣侏 罗 

市大约 60 K丌l的格林 、tA0 自然 农业 观光体 闲中心 

可以 兑．一个升发农 业观光休 闭的旅游热 潮正在全球 

范 围内 起 。 

观光农业旅游 ，作为一个新 竽}的旅游项 目，近年在 

国内也得到 了长足 的发 展，目前 JL乎全 国昕有 省区都 

扦设 丁这类旅 游活动 ：据不完全统 H-．1996～1997年 

已动工和计划投资在 1亿元 以上的观光农业项 目已有 

7家以上，从南到北涉投这一主厨的各娄升发 项目累计 

投资达 30亿 元 上 L998年，我 国国家旅赫 局推 出的 

旅游主题是 华夏城 乡游“，其 中“吃农 家饭 、住农 家院、 

做农 家活 ，看农 家景”，与 大 自然亲近 的观 光农业 旅游 

是一项重要的 内容 

2 发展观光旅游农业的背景和原因 

2 1 农业背景 

发展观光农业旅游 ，可改造我 国传统农业 ，提 高农 

业经济效益 ．这是观光农业旅游得 发展的农业 背景 。 

我国传统 的农业 、是以种 养为模式 的第一产业 ．经 济效 

益低 ，经营风险大 。开展 现光农业旅 游，使农业从 专注 

于土地本身单一经营发展到 天一地一 ^”和谐共存 的 

更广阔的空间 ，可大幅度 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又能解决 

农村剩余劳动力 ，有利于农 民脱贫致 富，壮 大农村经济 

实力 ，符 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桶整农业产业结构 ． 

增加农民收人”的方针政策。 

2 2 旅游背景 

发展观光农业旅游 、可拓宽旅游衍功范围，提 高旅 

游业经济效 益 ，这 是观光农 业 旅游 发 。越的旅 游 背景。 

随着都市化进程 ．人们在 城市高楼林 立的环境 中工作 

和生活 ，疏远 r人与 自然的距 离 ．紧张 、烦燥 、污染压迫 

着现代人的种经 。因此 “生态 游 、“休 阏游”l战为都市 

人的迫习之和 渴望，观光农业旅游 成 为旅游 、 的 一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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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点 ：观光农业旅 游之所 以能够迅 速发展 ，是 因 

为城市与乡村之 间构成区位优势：同时我国城市居 民 

大部分来 自农村 ，与农业有着 千丝万缕 的关 系。过去 

“上山下乡’’和“五·七 ’’干校的历史 经历，使许多 到过农 

村生活的人们有 一种 寻根 和 回归 的意识，这些都成 为 

观光农业 旅游 发展 的原 因。最 近，广东 几个 旅行社组 

织 了知青 游 、干校 游 等项 目，参加 者 踊跃。因此 可 以 

说 ，开展观光农业旅游，是一种 形式新 、成本低 、效益高 

的新 型旅游项 目。 

2 3 教育效益 

发展观光农 业旅游 ，将 知识性 、科学性 、趣 昧性结 

合为一体 ，有较好的教育效益。观光农业旅游 ，发展至 

成熟 的经 营 阶段 ，一般 都 以农业 产 业为 主题 ，融 知识 

性 、科学性和趣味性 为一体 ．对 于刚洗脚上 田的农 民、 

长住城市 的市 民、尤其 是脱离农 村生 活成 长的青 少年 

来说，都是一个很好 的教育机 会。近 年发展 的观光农 

业旅游景点 ，绝大部分建在城市郊 区，其 主要客源对象 

就是 中小学生。如广州市郊和番 禺一带建设 了多个科 

技农场 ，它们或是企业投资建设 ．成 为青少年科普教育 

基地 ，或是教育系统 自行投资建设 ．作为 中小学生农业 

和 自然 实 习基地。学 生通过 一 次或 多 次参 观农业 庄 

园．参与农业生产劳动 ，既获得农科 知识 ．叉锻炼 了操 

作能力 ，因此有较好的教育效益。 

2．4 生态效益 

发展观光农业旅游 ，将 自然生 态与绿化 美化相 结 

合 ，有着 良好的生态效益 ．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观 

光农业不仅以农业生产方式 、多种参 与活动 、民俗文化 

吸引游客 ，而且以优美 的环境 、自然的生态模式 给游 客 

美的享受。在植树种 草 、美化绿化 的投^，在客观上 

起到了环境保护作用。 

2 5 综台经济效益 

观光农业旅游是一种综合的旅 游活动，它把第 一 、 

二 三产业连接 起来，对 促进经济发 展 ．提高 当地综合 

经济效益有 重要作用。发 展观光农 业旅游 ．既需 要发 

展规模化种养第一产 业 ．叉要加 强农 副产 品深加工第 

二产业 ，更需要饮食 、旅店 、交通 、通 讯 、娱乐 等第三 产 

业配合。因此通过 观光农 业旅游这 一桥梁 和纽带 ．把 

第一 ．二、三产业连接起 来．有效地带 动当地经 济的发 

展，提高地方的综合经济效益。 

综合上述 。发展 观光农 业 旅游 的重 要意 义 ，在 于 

五个效益 ”——即农业效益 、旅 游效益 、教 育效益 ．生 

态敢益和综台经挤效益 ，同时这“五个效益 也 成为 目 

前国内外 观光农 业旅游发 展前 背景 和 原因。可以 预 

料，在r豉时期内 观光农业旅游在我国仍是一十有发 
^  

展潜力 的新项 目。 

3 广东观光旅游农业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3 1 现状 

3 1 1 发展过程 广 东旅游界人士认为，我省观光农 

业旅游起 步较早 ，至今 已经历 了三 个 阶段：第 一阶 段 

“农家乐”型 ．即 80年代城 里人到 田园风光优美 的农 村 

参观诎_l览 ，与农 民同吃 、同住 、同劳动 ；第二 阶段“农 业 

娱乐”型，即 90年代城里人到各类农业 观光园采摘 水 

果 、钓鱼 、种菜 、野餐 、学 习园艺 ；第 三阶段 “乡村度假 ” 

型 ，即将观光 、度假 、娱乐 参与等旅游活 动有 机结合起 

来 ，以到乡村度假为主要 目的l|J。 

3 1．2 号点数量和分布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 省包 

括在建的农业观光景点 已有 40多个，其中大部分集 中 

在广州 、深圳 珠海 -东莞 、中山、佛 山等地。 

3 1 3 景．虽类型 按主题不 同，可分为 6类 ：(1)综合 

农科知识：如珠海农科奇观 、东莞绿色世界等 ；(2)花卉 

观赏 ：如陈村 花卉 世界 、三 水荷花 世界等 ；(3)水 果 品 

赏 ：如高州望荔亭 广卅I水果世 界等 ；(4)茶艺 欣赏 ：如 

梅卅I雁南飞茶 田、英德茶叶世界等 ；(5)水 乡农耕生态 

模式 ：如顺德生态乐园、番 禺横沥生态旅 游农庄等 ；(6) 

种养产业参观 ：如深圳光明农 场、虎九马金 山珍珠养殖 

场等。 

3．2 存在 问题 

3 2 1 号点地域分布 不平衡 广东 观光农业 旅游 景 

点数量多 、规模大 ，但地 域分 布不平衡 ，珠江三角 洲有 

景点 30个 上 ，占绝大 多数 ，而粤东 、粤西、粤北这 些 

农业资源较丰富的地区景 点分布少。 

3 2 2 辕游宣持组 织力度 不足 目前广东 的观光农 

业景点大部分 是由地 方政 府或企 业投资 兴建 和管理 

的，客襦【的组织 当地散客和 中小学生为 主．与旅游组 

织主体——旅行社关系不 密切，从资料来看．广东各 大 

旅行社在省内游的线路中 ．只有为数不多的景点推介 。 

3 2 3 某些号 点的建设脱 离本地 实际 一般观光农 

业旅游景点，应 有鲜明 的地方 农业特 色和传统 的文化 

基础。脱 离 本地实 际．盲 目建 设景 点往 往 是失败 的。 

例如已经破产 的番禺飞龙世 界，建设 以“蛇’’为主题 的 

景点，与当地的农业 和文化背景格格不^ ．加 上门票 昂 

贵 ，只能风光一时．难 以维持下去．应哼I 为戒 。 

3 2 4 个别景点投资 过太，经营成 本高、效益差 珠 

江三角洲个别景点投资规模太 ，动辄过亿元．沉重的负 

债利息 ，加上经营成率 ，客源压力很大 ，势必 以高价f】 

票来维 持 我们 可 以测 算一 下 r以每 人每 次 50元计 

算 ，即使每年人次50万 ，门票收^一年 2500万元，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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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1000万元 ，合计 3500万元 ，利息和经 营戚本起 码 

要 2000万元 ，利润 1500万元，按投资 2亿元计 ，还本要 

l3～l4年 ．还不包括维修的再投入 =因此 ．观光农业旅 

游景 点的建设 ，应 着重 于 自然特 色，投资规 模 以 1000 

万元左右为宜 

4 广东观光旅游农业发展对策 

4 1 充分认识广 东发展观光旅 游农业 的优 势和有利 

条件 

4 1 1 从旅游的主体要素 采看，广 东观光 农业旅 游具 

有客 潭优势 广 东是旅 游大省 ，旅 游活动兴 旺。广东 

城乡居民经 济收入和消 费均 居全 国前列 ，广东人思想 

开放，旅游的观念和意识强 ，这些都是广东旅游客源的 

优势 ：观光农业旅 游～般是在经 济发达 、城市 化程度 

高 、人多地 少的地 区先发展 起来的。广 东尤其是 珠江 

三角洲 正符合这种趋势。最近 ，国家叉提倡带薪旅游 、 

将长假分割 成短假 ．这种 只有 1～2天 的体 闻旅 游方 

式 ，正符合观光农业旅赫的特点 ： 

4 1 2 从旅游的客体要素采看，广东现有一大批基础 

条件好的观光农业旅游景点和有待开发的潜在景点 

广东观光农业旅游 起步较早 ，有蛆织 的主题公 园如深 

圳 的青 青世界 ，早在 1987年 动工兴建。全省 目前 已有 

40多个景点，数量多 、规模大 、基础条件好 ，虽然景点分 

布不平 衡，怛毕竟 已经营多年 ，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同 

时，粤东 、粤西、粤北 具有不 同特 色的农 业产业 和传统 

文化 ，为进～ 步的发展提供 了广 阔的空间。广东 地处 

热带 、亚热带 ，农作物和 可观 赏物种 多，终年温暖 ，观光 

话动不受季节限制。 

4．1 3 从旅 游的媒体要素来 看，广 东的变通 、餐 饮、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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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 、通讯、人 才等是发展 观光农业旅游 的良好基础务件 

“八五”、“九五”期 间，广 东投人 巨资搞 交通 ，高速公 

路 、一级公路四通八达 ，最 近省委 、省政 府实施两 大会 

战，实现“村村通公路”，为观光 农业发展 提供 了极好 的 

交通条件 ：经多年 建设．各地 区的餐饮 、旅 馆 、通讯设 

施 和接待能力己得到很大 的提高。多个高等院校设置 

旅游专业 的大学本 科和旅祷 专门培 训，加上农业科技 

人才众 多，为发展观光农业旅游提供 了^才保障。 

从 以上分析可知 ．广 东在 客源上有优势 ，景点上有 

基础和潜力 ．交通服 务业上有条件 ，可 以说 ，广 东发展 

观光农业旅游得天独厚 ．发展前景看好 

4 2 广东发展观光旅游农业的几种模式 

广东观光旅游农业模式 可归纳为 6类 ，见表 I。 

4 2 1 农业 主题公 园模 式 农业 主题公 园即 以大农 

业或农 业中某个产业为内容建设 的大型观 光农业旅游 

景点 ，这种模式 投资大 、影 响广 ，但成本 大 、门票 价高 、 

投资 回收期 长 ，经济 效益显示 时间长 一般这 种模式 

适合珠江三角洲 ，经济实力雄厚 ，为了带动本地经济发 

展 ，剖造 良好投资环境 ，招商引资 ．追求的是社会效益 

和环境救益。如顺 德生态乐 园，以当地 中外 闻名 的桑 

基鱼塘生态系统为 背景而建设 ，成为顺德一 日游的指 

定景点 ，对提高当地知名度大有益处 ： 

4．2 2 农业科普教 育模式 农业是我 国的传统产业 ． 

农业与生物 学科叉密切相关 ，农业科技的 内容广泛 ．对 

都市人尤其是青少年的吸弓l力大 ，因此 ，农业科普教育 

模式 ，将 知识性 、科技性 与趣 味性相 结合是农业观光旅 

游项 目中一个极具发展前景的模式。这种模式 一般可 

分为两种类 型：一种 是农业科研 院所在 科研示范基 础 

上发展观光旅游 ，将现 代科研成果与农业知识融台 ，如 

表 1 观光旅游农业几种模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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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农科 奇观 、东莞绿色世 界、汕头农科 所等；另一种 

昆结台现代农业发展，建设成 果转化示 范基地 ，如r州 

明兴高科技农场等 。这种模式适宜建设在 大中城市j吉J 

围、中小学生较 多的地方 

4 2 3 规模 化农业 生产与观 光结合模 式 较 大规 

模的农业生 产基础 上开展观光旅 游 动 ，是适 台我省 

农业产 业化和旅游相结台的一种好模式 ：它以规模化 

的生产 收益维持观光旅游 活动 ，同时，观光旅 游活动使 

规模化农业企业知名度提高，利 于农 副产品 的销售 ．带 

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这种模式适宜在大农场 、养殖场 中 

进行 如深圳光明农场 ，在荔枝 、龙眼果园 和奶牛场等 

规模生产的基础上 ，开展观光农业旅游 ，使社会各界知 

道光明农场的生产情况 ，了解晨光牛奶的生 产过程 ，时 

宣传企业品牌，带 动产品销售起到良好的作用 。 

4 2 4 房地产开发配套模式 住宅小区的竞争 ，除了 

房产的地理位置和 房价虾 ．良好 的居住环境 也足重要 

的因素之 一。 广东 省几 个大 型 的 岛地 产 小 区如 碧桂 

园 、祈福新村 等部建设有 小型的生志景 点。 一些房地 

产商利用 已征用闲置 的土 地建设农业 观光景 ，吸一』l 

游客 ，扩大影 响，还进 一步建设休 阳住所 ，开展房地产 

开发 ，这样 ，农业观光就成 了 一种 宣传的 工具，如梅州 

雁南飞荼田等。 

4 2 5 地方特 色农 业 产业观光 模式 农业是 一种传 

统的扎根于地方 的产业 ，历经数 千年传 下的地方传 

统农业 ，各具 特色，形 成丰富灿烂 的农业 文化，以这种 

特色农业产业为背景 ，建设农业观光旅游 ，是适 台广大 

山区的 一种模 式 ，岜既可 通过观 光旅游提高地 方农产 

品的知名度，又能获得旅 游 门票 及综 台服务 的社会效 

益 如 目前开办 的高州望 荔亭，利用 高卅l荔枝产业 的 

影响 ．稍作投资 ，建成 了这一旅游景点 ，近年游客踊跃 ， 

荔枝供不应求。据悉 ，当地准备建设荔枝博l柳馆 ，给荔 

枝产业锦上 添花 这种投 ^少 、见效快 的项 目极适 宜 

在山区中推广： 

4 2 6 具 有民俗特 色的农 家洋模式 最初 的观光农 

业旅游 ，是城市^到农村去与 农民“三同”，参与农业劳 

动 ，增 长农业知识 ，观赏 田园风光。近期这种“农家游 

模式深受那些进过“五 -七 干校的老干部 和上 山 下乡 

知青的喜爱 ，尤其 是那些远离都 市烦嚣 的具 有民 忭{特 

色的地方 ，适宜开展这种模式 的活动 ，如广哥 的客家风 

情 、潮汕风情 、连南 瑶旅 风情 等。除 国 内城 市 的游 客 

卦，还可吸引港澳 台和外 国游客。他们为 了了解 中国 

农村 l情 ，与农民“三同 ，参加劳动 、品尝 田园美食，既 

可体 闲乐趣 ，又能增长见识。 

4 3 发展观光旅游农业要注意的几个 问题 

4 3 1 投资建设观光农业旅游景点要妻事求是、囡地 

制 宜．切 ．毫一哄 而上 日前， 东已有 40多个 观光农 

业旅游 景点 ，在数 鹱上 己接近 饱和 ，尤 其 是珠 江 三币 

洲 ，已不适 f 发艟 ．当务之急是 如何完善哲理 《羊域 

晚报》曾发表孥题文章《农业观光热也渡降降温》 ，指 

出珠三角 农 业观光 园 太多，柑 当部 分靠 旅游或 门票 

收^已难H维 持 ．因此 建议 农业 观 光固”要刹 车等 

这种说法有正确 的 丽，但 不够 全面 从表 1可看 出． 

J 东发展观光农业旅游，有多种模式 ，在经济发达 的珠 

三角 ．可选择农、 丰题 公周模式 和房地产 开发配 套模 

式 ；而在广大山 和经济 灾发达地 区，可选择地方 特色 

农业产业观光 模式和具确 民俗特色 的农家游模式 ；坩 

于科研院所 应选掸农业科 普教育模式 ；在一些有特 色 

的大农场 ，应选择规模化 农一世生产与观光结合的模式 

4 3 2 建设观 光农业旅 游景 点应与相郜旅 游景点 有 

机结合 景点 一 难以吸引游客，因此 在建设时 应注 

意与相邻旅游景点枷结 合．蜘甥好一 日游 二 日游 的线 

路 ，充分利 用旅 游 资源。与旅 行社 加强 台作 ，联 系宣 

传 ．提高景点的知名度 ，々 旅 游者 、建设者和组织者“三 

得益 ．景点才 有可能持续 发展：如在 粤北 ，应 与名 山 

古迹 、天然风光和 少数 民族的景点 树结台 ；在粤 东，应 

与潮汕文化 、客家文化景点共成 一体 ；在粤 西，应 与热 

带砸热带风光和褥洋沙滩旅游成 一线路 ，这样，各景点 

可捕辅相成 、柙得益彰 充分利用旅游资源 

4 3 3 发展观 光旅游农 业应符合 可持 续发展 战略 

以绿色休 闲为主题的观光 农业项 目，实质 上是属 于生 

态旅游的范畴。因此 ，为确保 良好 的生态 环境 ．在开 筮 

时应注意：(1)杜绝开发性 生态环境 和景观 的破坏 ，如 

在景点内建设不应有 的建筑物等 ；(2)严格控制 农业 

观光园 岗边 的工业 化 城市化等对景点的不利影响 ； 

(3)适当控制进 园人数，以保护园 内的生态环境质 量： 

只有符台可持续发 展战略 ，才 可体 现出观光农 业旅游 

自然、体闲 、绿 色的特点 ，才可能获得农业 、旅游 、教育 、 

生态 、综台“五效益”，才 可能使 自身获得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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