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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正是开发旅游的最好 资源，可 

以从武夷 山一直编到延平区的樟湖 

板。“闽”字是门里一条虫，虫者蛇 

也．蛇是福建的图腾。蛇文化就是 

闽越族文化。闽越族嬉水，延平湖 

水面大，是福建最大的 内陆湖，大 

有文章可作。还有妈祖文化、茶文 

化、根雕文化、酒文化、饮食文化、 

民俗文化等，可挖掘的东西很多。 

四、中心问题 

旅游要发展，必需 依托旅游城 

市。山洞再好，晚上不能睡在洞里； 

九 曲溪很美，不能一直呆在竹排上。 

最终游客要 回到城里来休 息，除了 

玩以外 ，还有 吃、娱、购，这都 是 

城市的功能。与旅游 生态经济区相 

匹配的山水园林城市在哪里?大武 

夷旅游体系的中心在哪里?这是规 

划要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闽北大 武夷 旅游体 系要建 立， 

有一个比较敏感的 问题，即南平市 

应更名 为武夷 山市，如果更 了名， 

游客 到那 个县 (市、区)去旅 游， 

都是在武夷 山市范 围内。不会有一 

种感觉 ，我是来武夷 山旅游 的．怎 

么把我拉到建 阳建瓯去。这个问题 

现在思想还不统一。要抓紧做这方 

面的工作。 

五 、体制问题 

这是最复杂的问题。从长远看． 

武夷山旅游体制要动大手术。要在 

积极借鉴其他地方成功 经验 的基础 

上，统筹考 虑各有 关方面 的关系， 

积极稳妥地解决这个问题。 

(作者单位：南平市人民政孵发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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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观光旅游农业概念的引人 

观光旅游农业并无严 格的 

内涵与外延的界定 。作为农业 

产业化的一个途径 ，一般地指 

人们有意识地利用农业生态功 

能所产生的维护 自然景观、美 

化环境的效应，使农业成 为观 

光旅游资源 的一个部分，利用 

农业生产活动所具有的净化空 

气，美化环境．回归 自然 等特 

点吸引观光旅游者 ，并以此增 

加农业生产的附加值。总 之是 

融农 业生 产与 观光 旅游 于一 

体。由于各地农业 生产活动各 

不相 同．因而观光旅游农业的 

内涵 及外延是不容 易确定的。 

所以，凡是属于农业生产活动 

范围，同时又被用于吸引休闲 

匝亘圃  

者的都可纳入观光旅游农业的 

范畴之中。因而要找出一个指 

标来准确地衡量观光旅游农业 

发展的程度实属不易。但是通 

过对 已有 资料及 实例的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观光旅游农业 

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工业化程度 

密切相关的。关于工业化 我们 

有多种指标来表 示，如 ：工业 

产值 占 GDP的 比重．非农业 

人 口占总人口比例等。而对于 

观光旅游农业，我们直观地知 

道观光旅游农业最大部分地是 

在 园艺业 的基 础上 发 展起 来 

的。虽然园艺业不是全部的观 

光旅游农业，但至少在相当大 

的程度上可以作为衡量观光旅 

游农业发展程度 的指标。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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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相关程度，我 们将以厦门和 

台湾 的有 关数 据进行 统 计分 

析。 

以上对于观光旅游农业的 

有关概念及统计指标作 了一个 

界定。而实际上 ，观光旅游农 

业的发展是有条件的。归根到 

底，是需求推动 了供给。对于 

观光旅游农业的需求显然是与 

人们 生活水 平 的提高 相联 系 

的，且与工业化城市化 的程度 

相关。其次还要有供给上的可 

能性——观 光 旅游 农 业 受 资 

源、技 术、人 力等 要 素 的限 

制。所以，厦 门能否发展观光 

旅游农业必须从 需求与供给两 

个角度进行可行性分析。 

二、厦门观光旅游 农业发 

展可行性分析 

首先从需求角度考 察。厦 

门从 1981年设立 经济特 区以 

来，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随 

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 

结构 发 生变 化，在 娱 乐、休 

闲、旅游等方面的支出 比例 日 

益上升，对于奢侈性消费品和 

服务的需求也不断扩大。尤其 

是近年来国家实行的 “双休 

日”和 “五一”、 “十一”的长 

假期，为人们休闲网容的多样 

化提供了重要的条件，这就为 

发展厦门观光旅游农业提供了 

广泛的市场。同时随着厦 门经 

济的发展，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的加快，农业部门的劳动与 资 

本向非农产业部门转 移，使 农 

业增长陷入停 滞状态。因此， 

农业面临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 

以维持 自身 的发展。观光旅游 

农业 无疑 属 于较高 层 次。况 

且，厦 门发展观光旅游农业有 

其重要性所在。近年来，随着 

旅游人 口数量的 日益增加，使 

各景点日显拥挤，有 限的景点 

与单一的景观显然无法满足 岛 

内、外观光旅游者的需要，也 

不利于进一步扩大厦 门的旅游 

竞争力。而发展厦门观光旅游 

农业无疑为旅游业开辟新的旅 

游资源 ，也为旅游业 找到 了新 

的增长点。 

其次从供 给方面考察。厦 

门属亚热 带气候，雨量 充沛， 

终 年无 霜。适 合 多种 生物 生 

长。以黄厝的草莓园为例。每 

年的 9月份 开始栽 苗。到 l1 

月底 12月初 即可开 始采 摘。 

一 直持 续到 次年的 5月份。6 

— 9月期间还 可间种西瓜或蔬 

菜。如今，集美、黄厝等地 的 

自选 草莓 园在厦 门 已家 喻户 

晓，成为厦门市 民周 末休闲的 

好去处。简单轻微的体力劳动 

集劳动与休闲于一体，使都市 

匝夏圃  

人充分体验 农 民收获 的喜悦， 

放松 一周 紧张 工作 学 习 的身 

心。而对于 园子的主 人而言， 

既可节省自己采摘的时间和劳 

力，又可节约销售费用，减少 

销售 中的损耗 ；同时适 当提 高 

售价 ，增加收入。当然观光旅 

游活动并不仅限于草莓 园这种 

形式，花圃、菜园、果园都可 

提供此类体验，池塘水库牧场 

亦可 开展 有关 的观 光 旅游 活 

动。 

那么在 城 市 日益 侵 蚀 农 

村，土地 日益稀缺 的厦 门，是 

否还有观光旅游农业 的立足之 

地呢?厦门市政府在对厦 门未 

来的规划中 已作出回答：岛内 

将保 留 3000亩 的蔬 菜园 艺基 

地。而在岛外 的杏林、同安尚 

有成片的保护耕地 以及果林用 

地。这样的规划无疑为岛 内岛 

外的观光旅游农业定下某种模 

式 ：岛内将适 于发展象黄厝草 

莓园式的观光旅游 农园；岛外 

无疑是发展象东孚式的成 规模 

的大型综合性农场。除了这些 

物的要素以外，还 需要有人的 

因素 ：技术与人才 的供应 。改 

革开放以来，厦 门经济特 区吸 

引了大量外来人员．既有高层 

次的技术人才亦有文化层次较 

低的农民工。这就为厦门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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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旅游农业发展输送 了所需的 

各类 人才。以黄 厝草 莓 园 为 

例。经营者清一色是来 自浙江 

绍兴地 区的农民。这些人具有 

在家乡多年种植草 莓的经 验。 

结合 厦 门优越 的气 候地 理条 

件，对黄厝草莓园的经营方式 

进行创新，为厦门发展观光旅 

游农业提供了参考模式。另外 

大批生物学、农业方 面的科技 

人才来到厦 门，在 品种改进、 

耕作技术、经营方式等方面都 

为厦门农业注入了较多的科技 

含量，为厦门农业升级提供 了 

充足的能源。 

三、台湾的经验值 得厦门 

借鉴 

无论从需求还是 供应方面 

分析．厦 门发展观光旅游农业 

都是可行的。而具体的应采取 

何种发展模式，我们不妨通过 

考察和借鉴台湾在此方面的经 

验。从 80年代 开始。台湾 的 

农业增 长便 进入了极低增 长、 

甚至不 时出现负增长 的时期。 

这是工业对于农业挤压 的必然 

结果．农业面临困境。台湾当 

局于 1984年提 出 “推 动农业 

开放，发展 精 致 农业” 的 口 

号，观光旅游农业就是其中一 

个方面 1985年在 “台湾加速 

农业升级重要措施计划”中有 

“发展 观光 旅 游农 园”一 项． 

提出 “为使观光旅游农园及 水 

果扩展到其他作物，将以菜 

园、茶园、牧场、鱼池、渔港 

等配合名胜风景相连成综合性 

的观光 旅游农业带 ”。台湾 当 

局推行观光旅游农业 旨在增加 

农业效益．提 高农 民收入，为 

农业发展开辟新的途径。进入 

90年代以来．农业增长由于受 

国际环境以及台湾本身经济的 

影响，持续处 于低增长与负增 

长，然而观光旅游农业则发展 

迅速．这与台湾政界与学界 的 

大力推广与密切支持是分不开 

的。1991年台湾当局公布正式 

认可 19个观 光旅游农 园。其 

中苗栗 3个，台中2个，新竹 

4个，台北 3个，彰化 4个． 

南 投、 台 南、 桃 南 各 1个。 

1991年 9月台 “农委会”决定 

拨出一 部分 土地建 立休 闲农 

区，并公布实施 《休闲农区设 

置管理 办法草案)，休 闲农 区 

内可包括 “休闲设旎”、 “农业 

生产与农业体验”、 “民俗 技 

艺”、“景观与 自然生态”以及 

高尔夫球场、游憩中心等。凡 

从事 农、林 、渔、牧的农 民、 

合作农场、农 民团体、农民企 

业机构都可以申请主建休闲农 

区．总面 积 不小 于 50公 顷， 

其中设施面积可占 10％。当局 

对休闲农区实行补助、贷款优 

惠和经营辅导等。1993年台湾 

当局 颁布的农业 八大 E1标 中． 

发展观光旅游休闲农业依 旧位 

列其中。可见台湾当局对于观 

光旅游农业是极其重视的。 

厦门也应象台湾那样。高 

度重视观 光旅游农业 的发展。 

首先，要把观光旅游农业作为 

经济发展 的一个重要增 长点． 

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加大 

对观 光 旅游 农业 的 政策、资 

金、技术等 资源 投入。其次． 

要调 整园艺作物 内部 的结构。 

一

如当年调整种植 业内部结构 

一 样．减少蔬菜水果 的种植面 

积．扩大花卉等观赏价值高从 

而经济价值也高的园艺作物的 

种植面积，使园艺业向观赏 园 

艺倾斜。再次 在经营方式上 

要创新．改变蔬菜水果生产基 

地的单一功能．赋予其休闲观 

光旅游的功能。当然．其 他的 

农业生产活动同样可以遵循这 

一

思路。这是台湾农业取 得成 

功的道路．也是厦 门农业今后 

要借鉴和采用的发展模式。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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