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5刍= 第21卷 第6期 

海内外旅游农业发展比较研究 

张 莹，何佳梅 

(山东师范大学旅游系，山东 济南 25 001 4) 

摘要：在比较海内外旅游农业发展历程、类型、模式和特点的基础上，分析了海外旅游农业的典型成功案例，提 

出了海外旅游农业发展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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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人口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活节奏紧张的城市 

居民回归大 自然的渴望日趋强烈。农村清新的空气、安静的 

环境、空旷的田野和丰富的乡土文化越来越具有吸引力。同 

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闲暇时问增 

多，这又刺激了人们的旅游需求。在这种背景条件下，一 

种将旅游业与农业相结合的新型交叉型产业——旅游农业便应 

运而生。它是以农业为载体，融观光、休闲、游憩与体验 

乡村生活为一体的一种旅游活动形式。旅游农业具有社会、 

经济和生态三大方面的重要意义，既能满足人们返朴归真、 

休闲健身等旅游需求，又符合旅游业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 

求，前景十分广阔。目前，海内外各级政府投入大量人力、 

财力，积极推动旅游农业的发展。一些企业家们也已把目光 

投向农村，开发了类型各异的旅游农业，并已取得明显效 

益 。 

1海内外旅游农业发展比较 

1．1发展历程比较 

1．1．1国外旅游农业发展历程 

国外旅游农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1)兴起阶段：旅游农业起源于 19世纪30年代的欧洲。 

意大利在 1865年成立了 “农业与旅游全国协会”，介绍城市 

居民到农村去体验乡村野趣，参加农耕劳作，品尝、购买 

新鲜农副产品，以此作为旅游业的一个项目。但当时还没有 

提出 “旅游农业”这一概念 。 

(2)发展阶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到20世纪中后 

期，旅游农业进入了以观赏为主的阶段，各国出现了许多观 

光农 园 。 

(3)扩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旅游农业在国外 

各地相继崛起，日本、奥地利和法国等国家出现了度假农 

园，旅游农业的参与性增强。 

(4)成熟阶段：近年来，旅游农业在国外已具相当规 

模，展示出其活力和魅力。 

1．1．2中国台湾旅游农业发展历程 

台湾的旅游农业以休闲农业著称，20世纪80年代旅游农 

业就已成为台湾城市居民休闲度假的重要选择。台湾旅游农业 

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如表 1所示。 

表 1 台湾旅游农业发展阶段 
发展阶段 起止时间 主要特征 

萌芽阶段 1971--129正 观光农园及休闲度假农场的发展为台湾休闲农业奠定了基础。 

但对观光农业缺乏理论上的认识。129年正式确定‘休闻农业” 

并明确其定义。 

成长阶段 l989--1994年 制定 “发展休闲农业计划”，成立策划咨询小组，加强宣传工 

作。重视人才培养。休闲农业成长迅速。 

转变阶段 124~1996正 休闲农业发展过程中， 些休闲农场为追求利润，逐渐偏离了 

休闲农业的经营方向。农政单位为保障休闲祀【 顷利发展，采 

取 一系列措施重新调整计划策略与政策方向。 

I成熟阶段 1996年～今 加强相关计划的制定和活动的开展，维持乡土特色，加强营销 

工作，大力教育直传，使休闲农业走 E可持续发展之路 

资料来源：王云才． 乡村景观旅游规划设计的理论与实 

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1．1．3中国大陆旅游农业发展历程 

中国大陆旅游农业的发展历程大致如下： 

(1)萌芽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深圳首先开办了 

“荔枝节”以招商引资，随后又开办了 “采摘节”，取得 

了良好收益。于是各地纷纷效仿，开办了各具特色的旅游农 

业项 目。 

(2)兴起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旅游农业在我国 

大陆迅速兴起。1 998年国家旅游局以 “华夏城乡游 ”作为 

主题旅游年，推动 了旅游农业的发展。 

(3)发展阶段：2 1世纪以来，大陆各地的旅游农业蓬 

勃发展。目前的旅游农业基地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和广州 

等大城市近郊，其中以珠江三角洲地区最为发达。 

从总体来看，与海外旅游农业的成熟阶段相比，我国大 

陆的旅游农业起步较晚，目前仍以观赏为主，刚刚处于发展 

阶段，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走向成熟。 

1．2类型比较 

1．2．1海外旅游农业类型 

目前，旅游农业已成为海外旅游市场上一个新崛起的旅 

游形式。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具有了相当规模和相应规 

范。海外旅游农业类型大致如表 2所示。 

作者简介：张莹 (1 9 81一)，女，山东泰安人，山东师范大学旅游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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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海外旅游农业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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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中国大陆旅游农业类型 

我国悠久的农业历史创造了丰富的农业资源和多样的农业 

景观。目前，在政府和社会各界力量的推动下，各地形成 

了许多各具特色的旅游农业基地，既可供观光游览，又可供 

体验度假。大致类型如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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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海内外旅游农业类型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海外 

旅游农业类型齐全、形式多样、活动内容丰富：而我国大 

陆旅游农业的开发类型较少，仍以观光游览为主要活动内容， 

停留在旅游农业的基础层次上，度假、体验型项 目建设不 

足，缺少现代农业展示、教育、示范型旅游活动，应进一 

步向综合型方向发展 。 

1．3发展模式比较 

1，3．1海外旅游农业发展模式 

(1)观光游览农业。这种模式的旅游农业构成系统主 

要包括观赏型农田、果园、珍稀动物饲养场、花卉苗圃等。 

主要功能是使游客身临其境，感受田园风光和自然生机。如 

日本农村向农业、工业与观光三结合方向发展，城市居民利 

用周末到农村观光，参观农场制造酸奶、冰淇淋、乳制品 

加工过程，采摘草莓、水果，购买新鲜果蔬 。 

(2)休闲度假农业。此种模式的旅游农业主要是利用农村 

居所和乡村活动场所，营造乡村生活空间，使游客参与体验并 

实现精神交流。如德国城市郊区设有“市民农园”，规模不大(一 

般2公顷，分成40~50个单元，每单元4～5平方米)，出租给 

城市居民，有多功能性，可从事家庭农艺，领略生产乐趣，享 

用绿色食品，达到休闲体验的目的。再如以色列农村，农户为 

旅游者提供食宿条件，使其在农村环境中从事各种休闲活动， 

如散步、骑马、参加音乐舞蹈节目等。 

(3)科技示范农业 

科技示范农业主要以浓缩的典型农业模式，向游客传授系 

统的农业知识，展示现代化农业科技。包括农业科技示范、生 

态农业示范和科普示范等。如新加坡的都市农业中，有水栽培 

蔬菜园、高科技农业园、花卉园、热作园、海洋养殖场等，可 

供市民参观学习。这类旅游农业比较成功的还有日本的高效精 

细农业、以色列的节水农业系列。 

(4)农产品贸易旅游 

利用果园、乡村工艺作坊和乡村集市，让游客充分体验劳 

动过程，并以交易方式回报乡村经济。如美国每当瓜果成熟之 

前各大农场就刊登广告，招揽游客到农村摘果度假，游客可在 

园内免费品尝鲜果，观看果园景色，欲带鲜果回家，可自摘 自 

选，并获得价格优惠。再如荷兰，作为一个发达的农业出口国 

和城乡一体化的典范国，其风格独特的农业景观已被世界许多 

国家仿效。首都阿姆斯特丹等城市，都拥有相当规模的现代 

化温室，面积达 12万公顷，占世界现代温室的 1／4，年产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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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7O多亿支，盆花 5亿多盆，占国际花卉总贸易量的 60％。 

其中农业贸易旅游为农业增加了不少附加值。 

1．3．2中国大陆旅游农业发展模式 

(1)以农村家庭为主体开展民俗旅游 
一 些旅游农业区利用本地优美的自然环境、农户庭院、自 

产的农产品以及丰富的民俗文化和淳朴的民风，以农户为单位， 

开办家庭餐馆、旅馆，开展旅游接待活动，吸引游客 “吃农家 

饭，住农家屋，做农家活，看农家景”，并建设了相关旅游配套 

项目，销售传统农产品，走出了发展 “农家乐”特色旅游的路 

子，取得了良好收益。如山东枣庄的王府山村，坐落在著名的 

万亩石榴园内，当地农民开办 “农家乐”旅游，发展了多项产 

业，年创产值 359万元，人均收入近4000元，极大地增加了农 

民收入。 

(2)建设园区开展生态旅游 

旅游区聘请旅游、园林等方面的专家进行规划，投资建设 

大型的基地和园区，区内以某种植物为主体特色，吸引游客观 

光、采摘。这类园区如福建漳州花卉、水果大观园，山东临沂 

茶山观光园艺区等。目前广东省已发展观光果园8O多个，每年 

接待游客 400多万人，收入达 1O多亿元。 一 

(3)利用果木园林开展观光旅游 

许多农村地区为提高农业经济效益、改善生态环境，开展 

了退耕还林工作，种植果木经济林，如山东枣庄万亩石榴园、临 

沂郯城县万亩板栗园等，此外还出现了一些苹果村、梨村、杏 

花村等。园区内设置游览路线，建设各种旅游小品，适时推出 

各种旅游项目，如赏花、摘果等，提高了果木园林观光旅游的 

观赏性和参与性。 

(4)建设高新技术示范园，开展农业科技旅游 

高新技术农业示范园区引进国内外种植高新技术和品种， 

使园区内的果木、花卉、蔬菜等兼具食用价值和观赏价值。园 

区内多设立农业展览馆，划分为各具特色的多个区域，展示现 

代农业科技，充满了旅游吸引力，实现了其科普教育功能。这 

类示范园区如上海孙桥现代农业园区、山东烟台农业科技博览 

园等。 

我国大陆的旅游农业虽已开发了多种模式，但与海外相 

比，大陆旅游农业需加强产品延伸工作，构建完整的旅游农业 

产品体系，推动旅游农业向纵深发展。 

1．4发展特点比较 

1．4．1海外旅游农业发展特点 

海外旅游农业大致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 

(1)多样化。旅游农业产品及类型丰富多彩，能满足不同 

消费群体的旅游需求。 

(2)优质化。海外各地旅游农业的市场竞争多以质取胜，专 

业化要求较高，力求生产拳头产品。 

(3)高新技术化。海外有着人力、资金、信息的优势，现 

代农业技术及计算机技术在旅游农业中得以广泛应用。 

(4)环境美化。海外旅游农业的发展中对环境的要求较高， 

农业的景观性不断提高，注重旅游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1．4．2中国大陆旅游农业发展特点 

目前，大陆旅游农业的发展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以观光、休闲功能为主。由于大陆的旅游农业仍处在 

发展阶段，旅游农业区设施建设不完善，参与型、度假型旅游 

农业项目偏少，旅游农业形式主要为观赏、品尝、购买农产品、 

文化娱乐、乡土文化欣赏等 。 

(2)“农游合一”。旅游农业区一般布局在旅游景区附 

近，旅游农业项 目作为旅游项目的组成部分，为游客提供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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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田园风光和体验农事劳作的机会。 

(3)分布的地域性。旅游农业多分布在东部经济发达地 

区、大城市近郊 以及特色农业地区。 

与海外旅游农业的特点相比，大陆的旅游农业在发展上 

还不成熟，其经营理念和经营管理都存在一些问题，造成项 

目市场定位不准、特色不鲜明、管理不规范、基础设施条 

件差、缺乏文化内涵、存在恶性竞争，阻碍着旅游农业的 

快速发展 。 

2海外旅游农业发展典型案例——日本的旅游农业 

2．1日本旅游农业概况 

随着日本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追求精神生 

活和心理满足，回归大自然的兴趣 日趋高涨。以亲近自然的 

休闲生活为主题，具有保护自然环境、陶冶情操、休养与 

娱乐等多种功能的旅游农业形态日益盛行。日本旅游农业经营 

者们成立了协会，各地农场结合农业生产开发旅游项目，吸 

引了大批游客。日本的旅游农业形式主要有提供农产品、提 

供农村空间和体验农事劳作。主要活动包括销售农产品、观 

光游览、休闲疗养、参与传统民间活动以及开展农村修学旅 

游等。日本的旅游农业以观光农园和务农旅游著称。仅大阪 

府就拥有8O个观光农园。千叶县花果之乡——三芳村建立的 

“乡村旅馆”颇具特色，配备有现代化生活设施，游客可 

就地采购新鲜农副产品，还可参与草莓采摘，体验农家之 

乐。类似的还有 “自然休养村”、“农民投宿村”等。游 

客大都参与农事活动，旅游业和农业的高度结合也为农业增加 

了不少附加值。 

2．2成功经验 

日本旅游农业的成功发展主要有赖于以下三方面：一是 

创造优美农村景观。优美的农村景观本身就是一种旅游吸引 

物，是旅游农业的关键，会给外来游客留下深刻印象。二 

是深刻挖掘农村文化内涵。随着游客知识层次和审美能力的提 

高，旅游资源的文化性越来越受到关注。日本在发展旅游农 

业的过程中，不断深刻挖掘传统农村文化的内涵，并努力创 

造新的农村文化，以此增强农村旅游的活力。三是注意保护 

生态环境。在日本，人们认为各种生物共存是创造农村生态 

环境的一个重点，只有有着完善生态环境的农村才具有开展旅 

游农业的魅力。同时，还可以利用这些生物资源开展各种体 

验型旅游活动 。 

3海外旅游农业发展经验及中国大陆政策借鉴 

在海外，起源于 19世纪3O年代的旅游农业经过不断地挖 

掘与完善，近年来得到新的发展。而中国大陆的旅游农业由 

于起步较晚，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指导思想不正 

确、项目重复建设、缺乏科学规划、基础设施差等。海外 

在发展旅游农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正面经验值得大陆各地很 

好地借鉴 。 

3．1政府干预和支持旅游农业发展 

旅游农业发展的最初阶段属于自发性质，由于农村经 

济、自然、社会、政治的多样性，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制度， 

往往导致经营失败。随着旅游农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海外各 

级政府对其发展越来越关注。政府积极保护和改善农村自然环 

境，重视交通等基础设施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建设。各地纷纷 

成立专门为旅游农业服务的机构，并对旅游农业的发展给予政 

策上的优惠，不断支持和推动旅游农业的发展。如匈牙利成 

立全国农村旅游联合会，致力于完善和规范旅游农业，使之 

向有组织、专业化方向发展。国家对旅游农业发展的优惠政 

策包括税收优惠、财政拨款和设立旅游农业专向基金等。中 

国台湾当局重视旅游农业的发展，直接参与规划和行动，由 

农政部门负责对其管理、咨询、提供补助经费和贷款，从 

而有力地推动了其发展。因此，大陆各地也要充分发挥政府 

的主导作用，支持旅游农业的发展。 

3．2重视社区参与 

旅游农业具有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经济 

意义和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社会意 

义，这就决定了旅游农业的发展应重视社区参与，公众与私 

人相结合、共同参与、共同制定发展战略。如欧洲著名的 

LEADER乡村发展战略，积极倡导乡村 “社区参与”的发展 

模式，旅游农业是LEADER计划中区域发展创新的重要组成部 

分。大陆旅游农业的发展也要将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 

结合起来，强调农民的参与，通过从事旅游产品的生产或直 

接提供旅游农业服务等形式，使农民从中直接获利，调动其 

积极性，从而更好地投身于旅游农业开发。3．3建立协调统 
一 的合作组织海外在发展旅游农业的过程中，形成了各级政 

府、各个部门共同合作的框架，共同执行发展计划，通过 

统一机构支持旅游农业发展。这种合作机制的建立为旅游农业 

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保障。如芬兰成立了乡村政策委员 

会，并任命了乡村旅游主题工作小组，主要负责制定旅游农 

业发展战略及规划，促进国内和国际旅游农业市场的合作， 

并提出有利于旅游农业发展的建议等。海内旅游农业的发展不 

仅受到一些客观因素的制约，而且存在着多个部门多头管理、 

各 自为政的现象，阻碍着旅游农业的快速发展。因此，借 

鉴海外经验，建立协调统一的合作组织必将促进旅游农业的发 

展 。 

3．4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实行规范化管理 

海外的旅游农业发展政策主要体现在宏观管理、组织机 

构、财政政策等领域，通过法律、技术支持、合同、补 

助、税收优惠、贸易许可等各种手段，为旅游农业的快速 

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政府对从事旅游农业的农户实行 

统一的规范化管理。如匈牙利政府对农户客房划分等级，实 

行统一登记制度，严格管理。借鉴海外的政策，大陆要结 

合实际，做好立法工作，并不断修正完善，以引导旅游农 

业走上正确的发展方向，实现旅游农业资源的永续利用。 

旅游农业具有投资少、风险小、收益高的特点，是传统 

农业的替代产业，是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村劳动力安置的有效途 

径。同时，旅游农业的发展也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这 

种农旅结合的方式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优 

化组合，是一项值得海内外各地开发和推广的优势产业。中 

国大陆发展旅游农业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应借鉴海外发展 

的成功经验，把旅游农业发展成为一项生命力强大的新型产 

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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