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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旅游观光农业的发展思路和 

项目规划原则探讨 
郑业鲁，廖森泰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0) 

摘要：本文介绍国内外旅游观光农业的发展概况，分析了广东旅游观光农业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广东 

旅游观光农业发展的基本思路，同时结合作者从事旅游观光农业项 目规划的实践，对 目前广东旅游观光农业项 

目规划的原则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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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loration of Developm ent Thought of Guangdong 

Tourism Agriculture and the Principles of Project Planning 

ZHENG Ye—lU．LIAO Sen—tai 

(Gu,~eona Provincial Academy ofAgricultural Science，Guangzhou 51o64o,伽 ，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s of tourism agriculture home and abroad are introduced 

in the paper． The authors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 d the existent problems of 

Guangdong tourism agriculture， put forward the basic thought of Guangdong tourism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and discuss the planning principles of tourism agriculture project 

planning based on the authors’practi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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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内外旅游观光农业发展概况 

20世纪 70年代中后期，我国台湾省和 13本等 

国率先提出了“观光农业”的农业经营模式，并付诸 

实施。1990年台湾省正式制定了发展农业的 12项 

措施，提出“农业发展要实现农业生产企业化，农民 

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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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休闲观光农业区，到 2000年全 

省已建成 42处农业观光休闲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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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国人在国内旅游中 

选择了乡村农业观光度假。1988年，泰国社会福利 

协会及教育部特别教育局在泰国最大的青少年农业 

训练中心开设了农业观光休闲型的教育实验农场； 

1989年，巴西也正式开放了距离圣保罗市大约 6o 

公里的格林 MAO自然农业观光休闲中心。可以说， 
一 个开发农业观光休闲的旅游热潮正在全球范围内 

兴起。 

旅游观光农业，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近年在国 

内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发展过程上，舒伯阳将其分 

为三个阶段及相应的模式：(1)早期萌芽阶段 ，属自 

发式 ，旅游主题不明确，仅作为休闲调剂 ，主导者是 

自发形式的个人或小群体，市场供求关系模糊，以个 

人需求为导向；(2)进入初级经营阶段，属自发式，有 
一 定的旅游主题和活动安排，主导者为中小旅行社 

主动参与经营，市场以短期赢利为目的，并以产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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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3)发展至成熟的经营阶段，属开发式，有明确 

的主题和系列活动策划，主导者为大型(旅游)企业 

集团开发与经营管理，市场以长期投资收益为目的， 

以项 目投资为导向【1】。以此为判断，近年我国观光 

农业旅游已发展到成熟的经营阶段。目前几乎全国 

所有省区都开设了这类旅游活动。1998年，国家旅 

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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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广东旅游观光农业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1．现 状 

旅游界人士认为，广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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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O年代城里人到田园风光优美的农村参观浏览， 

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第二阶段“农业娱乐”型， 

即 9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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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广东全省包括在建的农业 

观光景点已有4O多个，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广州、深 

圳、珠海、中山、佛山等地，见表 1。 

广东现有的观光农业旅游景点按内容不同，可 

分为 6种类型：(1)综合农科知识类 ：如珠海农科奇 

观、东莞绿色世界等；(2)花卉观赏类 ：如陈村花卉世 

界、三水荷花世界等；(3)水果品尝类 ：如高州望荔 

亭、广州水果世界等；(4)茶艺欣赏类 ：如梅州雁南飞 

茶田、英德茶叶世界等；(5)特色农耕生态展示类 ：如 

顺德生态乐园、番禺生态旅游农庄、中山岭南水乡游 

览区等；(6)种养产业示范观光类 ：如深圳光明农场、 

虎门马金山珍珠场等。 

2．问题 

从表 1可见，广东旅游观光农业景点数量多、规 

模大，但地域分布不平衡，珠江三角洲有 3O个以上， 

占绝大多数，每 745平方公里或者每64万人就有一 

个农业观光园。而粤东、粤西、粤北这些农业资源较 

丰富的地区分布少。当然，这与珠江三角经济繁荣、 

城镇化人口多有关，但随着东、西两翼经济崛起和山 

区脱贫，这些地区的发展潜力不容忽视。 

目前广东的观光农业景点大部分是由地方政府 

或非旅游企业投资兴建和管理的，客源的组织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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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2。 

表 1 广东旅游观光农业景点分布 

地区 旅游观光农业景点 

明兴高科技农场、亲亲农庄、吉兴农庄、水果 广州近郊 
世界、天河杨桃公园、瀛州生态园、绿色田野 

化龙农业大观园、横沥生态旅游农庄 、原野 番禺 

山庄、祈福农庄、荷香旅游旅游假区 

增城 中华荔枝世界、仙村果树农庄、裕达隆花园 

花都 花都荔枝园、南方花卉交易中心 

珠 深圳 青青世界
、光明农场 江 

三 珠海 珠海农科奇观、白膝湖农民度假村 
角 
洲 东莞 绿色世界、篁村养殖场、虎门马金山珍珠养 

殖场 

中山 海上庄园、茶趣园 

顺德 顺德生态乐园、新世纪农业园 

三水 三水荷花世界 

高明 杨梅名人山庄、高明对Jfl茶景园 

新会 杨桃园 

汕头 汕头市农科所 

粤 潮州 神奇果园
、明鸿庄园 东 

梅州 雁南飞茶田 

湛江 亚热带农业旅游观光带茂名高州望荔亭 

粤 罗定 仙境茶园 

西 高要 广新农业生态园 

广宁 竹海 

粤 清远 长青高科技农园、柑桔园 

北 英德 茶叶世界、茶趣园 

表 2 广东部分旅行社旅游观光农业景点线路分布 

旅行社 旅游观光农业景点 

广东中旅 珠海农科奇观 

国旅假期 花都南方花卉交易中心 

铁青旅游 英德茶趣园 

广之旅 清远柑桔园、新会杨桃园、中山茶趣园、顺德生 
态乐园、花卉世界 

南航国旅 中山海上庄园 

香江旅游 中山海上庄园 

珠江国旅 高明田园风光、中山海上庄园 

有些项 目的建设主题和投资规模定位不够准 

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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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当地的农业和文化背景格 

格不入，加上门票昂贵，只能风光一时，难以维持下 

去，应引以为戒。珠江三角洲个别景点投资规模大， 

动辄过亿元，沉重的负债利息 ，加上经营成本 ，客源 

压力很大，势必以高价门票来维持，反过来又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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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的推广。 

三、广东旅游观光农业发展思路 

1．指导思想 

广东发展旅游观光农业，首先要解放思想，以发 

展的眼光，改革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来进行整 

体规划和宏观调控，应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 

行规律，增强市场竞争和效益观念，坚持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兼顾的原则，稳步健康地发展广 

东 的旅游观光农业 ，既为旅游业 “增创新优势 、更上 

一 层楼”作出贡献，也为广东的农业现代化起推进、 

示范作用。 

2．有利条件和发展机遇 

经过改革开放后 20多年的发展，广东旅游业已 

具备了相当的产业规模 ，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 

的确业和新增长点。据统计，“九五”期间，广东的旅 

游创汇、旅游业总收入等主要旅游经济指标均居全 

国首位 ，已成为名符其实的旅游大省。随着旅游产业 

规模的扩大，经济效益的提高，旅游业在广东经济发 

展中的作用和地位也 日益突出。省旅游局负责人指 

出：广东旅游业的指导方针是“三大一新”，即“着 眼 

大区域，营造大环境 、塑造新形象、发展大旅游”。别 

的不说 ，就“塑造新形象 、发展大旅游 ”而 言 ，在 “十 

五”期间，各地将建设一批具有鲜明地方和时代特色 

的旅游新项目和景点，其中，观光农业旅游将是一个 

新亮点。 

广东旅游观光农业具有客源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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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广东游客源的优势。观光农业旅游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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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又提倡带薪旅游、将长期分割成短假，这 

种只有 1~2天的休闲旅游方式，正符合观光农业旅 

游的特点。因此，从旅游的主体要素来看，广东发展 

旅游观光农业有较好的客源优势。 

广东旅游观光农业景点基础条件好 、潜力大 

广东观光农业旅游起步较早，有组织的主题公园如 

深圳的青青世界 ，早在 1987年动工兴建。全省目前 

已有 4o多个景点，数量多、规模大、基础条件好，虽 

然景点分布不平衡，但毕竟已经营多年，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广东省已建成的珠江三角洲十大农业现代 

化示范区和正准备建设的另外十个农业现代化示范 

区以及 50多个农业龙头企业，都有很好的农业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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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或潜在的旅游资源可供开发，粤东、粤西、粤北 

具有不同特色的农业产业和传统农村文化，为农业 

观光旅游产业更进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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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观光活动不受季节限制 ，所有这些，都成 

为广东发展旅游观光农业的有利条件。 

广东发展旅游观光农业有 良好 的配套条件 

“八五”、“九五”期间，广东投入巨资搞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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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讯设施和接待能力已得到很大的提高。多个高等院 

校设置旅游专业的大学本科和旅游专门培训，加上 

农业科技人才众多，为发展观光农业旅游提供了人 

才保 障。 

四、广东旅游观光农业项目的几种模式及其规 

划原则 

1．农业主题公 园 ‘ 

农业主题公园是以大农业或农业的某一领域为 

题材，较大规模投资，打造某一区域环境建设亮点， 

以环境效益、社会效益为主要目的的建设项 目。东莞 

的“绿色世界”就是这一类型。该项目位于东莞市的 

农业开发区，占地约 2000亩，在园区中建有百果园、 

绿色长廊、丰收广场、家乡水、农业历史展览、现代农 

业展览 、工厂农业等景点。各个景区座落有致、绿影 

婆娑、传统和现代融为一体，共同衬托出农业 、绿色 

的主题 。 

东莞“绿色世界”是广东旅游观光农业项目规划 

中的成功案例之一。该项目的规划体现了如下原则 ： 

①与城市的发展和绿化、美化相协调的原则。作 

为公园，是城市功能设施，农业主题公园，兼具休闲 

娱乐场所、增加城市绿化、衬托城市文化品位的作 

用 。 

②以农为题，不以农业为业的原则。在现代都市 

人(也包括珠江三角洲提前洗脚上田的农 民)中，不 

乏有恋农情结的群体。农业旅游对他们有特殊的吸 

引力，他们对农业的历史、农业文化、农业环境、农事 

活动、农业产品都十分亲切，以农业为题打造一片为 

他们圆梦的绿洲。但是不能建成农业生产基地，尽量 

避免农业生产带来的脏、臭对环境的破坏。 

⑧健康、环保原则。在农业主题公园的规划上要 

尽量避免对平衡生态环境的破坏，为游人提供健康、 

安全、环保的游乐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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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农事活动寓于娱乐的原则。安排一些农事活 

动可增加景区的动感和游人的参与体难，寓农事活 

动于娱乐之中，让游人在“过把瘾”的同时也享受到 

丰收的喜庆气氛。 

2．农业科普教育基地 

农业是一个综合大学科，专业门类繁多、内容十 

分丰富。农业科普教育，不但对农业工作者有作用， 

对中小学生作为生物课教学、自然课教学的实习课， 

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业科普教育基地常在农业科研基地的基础上 

建设 ，投资不大，利用科研设施作景点，如珠海的农 

科奇观 ，是在珠海市农科所 的基础上建成的 ，建有瓜 

趣园、百菜园、百花园、无土栽培，试管育苗等参观娱 

乐项 目，以自身的科研、生产设备，稍加修辑、装点， 

结合科普教育编写的导游解说词，把农业科技普及 

工作溶汇到游览中去。 

在对这一类 的项 目的规划 中，要体现的规划原 

则是 1 

①知识性原则。尽可能把基地的一草一木都变 

成知识的载体，并将其系统化、人性化，使参观者在 

这里得到全方位 的农业知识 、生物知识的熏 陶。 

②科技性原则。把农业科技、环境科技、生物科 

技等领域的新成果、新创意、新方法表达出来，特别 

是对当地农业生产有指导示范作用或对中小学生有 

教育意义的基础性科技、综合性科技知识的表达和 

展示 。 

③趣味性原则。寓学习科技知识于娱乐之中，通 

过看、听、摸、参(与)，提高游人学习的兴趣 ，使科普 

教育与休闲娱乐有机结合起来。 

3．规模化 、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基地 

有先进生产水平的、有较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基 

地，本身隐含着较高的观光游览价值，广袤的田野、 

大群的牲畜、食品的生产流程等，都能让游人浏涟和 

兴奋。同时，观光旅游活动对农业企业的宣传、产品 

的推广也有帮助，相得益彰。如深圳的光明农场，有 

数万亩人工草地翻滚着绿浪，让游人有身临绿海的 

感觉；有分布在数十个饲养点的上万头奶牛，她婀娜 

的身姿和 日产数十公斤的超级乳房让游人大开眼 

界；隔着玻璃看到鱼骨式挤奶系统的吸头随着游人 

的呼吸节律一张一缩地把一支支“生命之源”汇集到 

碗口粗的输奶管，白色的乳流哗哗地流进贮奶罐，人 

们再一次敬佩母亲的伟大；亚洲最大的乳鸽场让游 

人联想起和平、信鸽和美味的红烧乳鸽；万亩荔枝 

园，春天让游人沐浴花香，夏天让游人品尝鲜果；施 

名省港的晨光牌牛奶生产包装流水线，全封闭的厂 

房、全自动的生产线让人对该产品的卫生，安全性更 

加有信心。光明农场的生产内容确实具备旅游的价 

值，对这些内容进行科学规划，以使更好地发挥其魅 

力。其规划原则为： 

①旅游服从生产原则。以生产效益为主要目标， 

主要是利用现有的生产项目开展旅游，在旅游线路 

安排、景点设置上不影响生产，如卫生防疫问题，适 

当安排游客服务设施和辅助景点的建设，要尽量使 

旅游和生产协调。 

②旅游服务于生产原则。在旅游取得直接效益 

的同时 ，还尽量利用旅游客流，对企业的产 品进行宣 

传推广，可通过门票、导游图、游客用餐、纪念品等环 

节，宣传推广产品和企业理念等，获得促进生产的间 

接效益。 

③体现生态、卫生的原则。在农业生产基地的基 

础上注重环境美化规划，注重生产污染物、废弃物的 

处理 ，环境卫生设施的设置 ，如公厕、粪便处理 、消毒 

池、垃圾收集等等，一定要避免游客产生“我们吃的 

产品是在这样脏的环境里生产的”的感觉。 

4．特 色农业基地 

特色农业，就是不同于一般的农业，作为旅游观 

光 ，满足游人求“特”的要求。特色农业的资源十分丰 

富，包括地方特色 、产业特色 、文化特色等 。位于广东 

西部的广宁县“竹海”，就是以竹为产业特色的农业 

旅游基地。广宁是著名的竹乡，素有“砍不尽的广宁 

竹”的说法。竹对于每一个中国人都不陌生，因为中 

国就是竹的故乡，国宝大熊猫就是以竹叶为食的。全 

世界有 1200多种竹，有 800多种在中国分布，目前 

中国是全世界竹林产量最大的国家。在广宁，当地的 

农民，每个人都有竹编托，每个人都能说出一些关于 

竹的故事，他们以竹为业，住竹楼、吃竹笋、用竹器， 

平时劳动的工具大部份是竹制成的，如竹萝筐、竹担 

挑、竹粪箕等。广宁“竹海”旅游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有浓郁产业特色的背景下建设起来的。当你登上观 

光竹楼，眺望着无边的竹海，在微风下婆娑的竹叶翻 

起滚滚绿浪，听着竹杆摇动时那特有的吱嘎声，品尝 

着野生竹笋和竹筒饭，饱受都市烦嚣的你能不心旷 

神怡吗?对特色农业旅游项目的规划，要把握好如下 

原则 ： 

①突出特色、使特色更特的原则。特色农业旅 

游，追求的就是特色，只有把特色突显出来，景点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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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魅力。如果产业特色项目，可以从产业的渊源、产 

业的发展、产业的知识等方面去规划；如果是地方特 

色的项目，可以从特色的人文、特色的景观地貌 、特 

色的农业环境去规划；如果是文化特色的项目，如少 

数民族农耕、客家农耕、潮汕农耕习俗等，则要多从 

该地方或民族的农耕文化、特殊农具、农业丰收庆典 

方式等方面去规划。 

②就简、就古的原则。在景点的设置上力求简 

单，可以节约投资，也可以避免人为对设施的破坏。 

尽管突出古朴的特点，越是古朴 ，越有特色。 

③安全原则。特色农业旅游项 目一般都在边远 

偏僻的地方，而且项 目范围相对较大，甚至是没有边 

界的，游客和旅游设施的安全问题应作为重要因素 

在规划中加 以考虑。 

5．农 家游 

最经典的农家游是城市人到农村去与农民 “三 

同”——吃农家饭、住农民屋、干农业活。近年来农家 

游深受那些在 “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知识的青年和 

“五·七”干校的“老学员”的欢迎。他们回城后过上了 

好日子，想去回味一下过去的那段 日子，别有一番意 

思。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农家游已成了许多都市人利 

用双休 日去消除疲劳、逃避都市烦嚣的一个常设节 

目，品尝田园美食、观赏田园风光，花费不多，既休闲 

又健康。农家游较少作专门的规划 ，一般都是根据各 

地的民俗，顺其 自然。综合起来，应该具备如下特点： 

①人乡随俗。各地农村都有各自的居家生活特 

点，农家游是在一般家庭生活方式的前提下开展的， 

游客 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当地农家习俗“生活”度过 

愉快的假期，由于投资不大，接待成本低，游客的花 

费较少。 

②纯朴、真诚的礼遇。传统农民由于生活在封 

闭、保守的环境下，使他们在对新潮的生活方式的接 

受相对滞后，自然的表达就是纯朴与真诚，这也正是 

疲于紧张生活的都市人所向往的礼遇。 

③尝田基美食。农家游的全部内容中，“吃”是相 

对重要的一部分，近年来，城市居民深受“毒米”、“农 

药菜”、“瘦肉精猪肉”、“添加剂鸡”等有毒有害农产 

品的烦忧，而对不用化肥农药的农家食物特别向往， 

在假日时到农家去吃这一顿真正的“放心”餐也成了 

享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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