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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发展名牌旅游农业特产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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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整体农业经济效益偏低影响了农业的发展，也制约了农民致富奔小康的进程，因此， 

解决农业经济效益偏低 的问题 ，显得尤为迫切，而大力发展名牌旅游农业特产，是解决这一问 

题的一条极 为有效的途径。 

1 发展 名牌旅游农业特产是经济发展 的客观要 求 
所谓旅游农业 ，即一方面生产各种农副特产，另一方面又具有很强的观赏价值供人们观光 

游览。在旅游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促其向着高品位、高效益方向发展，逐渐使其成为名牌旅游 

农业特产。其具有资源的唯一性、排它性、独占性，突出“我有人元”的优势，更能吸引广大旅游 

者的兴趣 ．有更大的市场发展潜力。金华市发展名牌旅游农业特产，在市场经济的要求下 ，是 

由以下客观因素决定的： 

1 l 基本市情 人多地少、人 口密度大是金华的基本市情，素有“三山六水半分田”之称，土地 

资源极为珍贵。要提高土地利用率，从根本上讲必须依靠农业完成两个转变来实现，而发展名 

牌旅游农业特产，就是适应两个转变的重要途径。 

1．2 农业产 业结构现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金华市农业特产结构有较大调整，逐 步 

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以生态为基础、以科技为动力的高效农业格局，已经属于现代化农业。发 

展名牌旅游农业特产，一方面可以促使农业更加符合生态平衡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能使农业在 

面向市场的基础上 ．利用科技的力量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 

l 3 现有旅游特产 一是特种材料工艺品，如东阳术雕 、武义的荧石雕等；二是肉类制品，如 

全国知名的金华火腿等；三是各种稀有花木栽培，如佛手、兰花、茶花等；四类是各种食用果实， 

如巨峰葡萄、油桃等。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金华市旅游特产结构，开发新的旅游特产， 

形成新的旅游热点 

1 4 良好的基础 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林、牧、副、渔业的全面发展，为其发展提供了雄 

厚的物质技术基础。金华市各郊县现有的相当规模 的园艺场 、花圃、苗圃等都有很强的观赏价 

值，这为发展名牌旅游农业特产提供 了更为直接 、成熟的物质条件。5天工作制的全面实行和 

城乡居 民收人不断提高 ，为名牌旅游农业特产的发展提供了广 阔的市场前景。 

2 金华市发展名牌旅游农业特产存在的问题 
发展名牌旅游农业特产是金华市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金华市农业和旅游业发展的重 

要方面，其发展前景是十分广阔的。但是，金华市 发展名牌旅游农业特产也存在着一系列的困 

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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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名牌旅游特产作为新生事物，它的发展对金华市经济发展重要的战略意义，还没有引起 

各级领导和广大农民以及相关人士的高度重视。在农业经济效益明显低于非农产业的情况 

下，在现行的体制下．金华市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各自的目标，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经济发展 

的重心放在工业和其它非农特产上．忽视了农业的发展及旅游农业项 目的开发。对农业的投 

入严重不足，农业的基础设施十分薄弱，农业的产业结构很不合理．农民的素质不高。在这种 

状况下的农业，金华市名牌旅游农业特产的发展失去雄厚的物质基础条件．这是首要的、最根 

本的制约因素。 

2．2 金华市农村现行分散的家庭经营存在的弊端是制约名牌旅游农业特产发展的体制因素。 
一 是家庭分散经营导致经营规模过小 ，严重制约 了新技术的采用 ，而旅游农业特产在极小的规 

模上是难 以发展起来 的。二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要求分散 的农村家庭经营必须与大市场 

相联系，进入市场，但分散的家庭经营存在着信息不灵、技术落后、经营不善等问题，难以适应 

市场的要求。而名牌旅游农业特产则必须以市场为基础，面向市场 ，适应市场的要求，才能迅 

速发展壮大起来。显然，目前状况下的家庭经营是不能适应名牌旅游农业发展要求的。 

2．3 现有的不少旅游农业项 目(国营和集体的农场 、园艺场 、植物园 、苗圃等)囿于旧体制的束 

缚 ，未能充分发挥它们在发展名牌旅游农业特产的龙头作用 ，直接阻碍了金华市名牌旅游农业 

特产的发展 。 

3 加快金华市名牌旅游农业特产发展的对策 
3．1 加强宣传 ，提高认识 搞好名牌旅游农业的宣传 ．是各级宣传部门份 内之事 ，要把它放在 

重要位置 ，从人员、机构 、经费 、设施等各方面给予保证并落到实处。在宣传名牌旅游农业时要 

特别注意：一是目前要着重宣传名牌旅游农业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可能性、现实性。尤其要 

侧重宣传紧迫性．促使金华市抓住机遇 ，抓紧时间 ，加快名牌旅游农业发展进程。二是充分利 

用电视这一先进的 、广泛的宣传媒介 ，用生动逼真的画面、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展现出名牌特产 

的极大魅力，增强人们发展名牌旅游农业的信心。 

3 2 加强领导，搞好规则 发展名牌旅游农业特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许多部门 

和人员．因此．必须要有统 一的领导和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制定金华市今后较长时期内名牌旅 

游农业特产发展的战略性设想。必须建立专门的机构 ，要从农业、旅游、环境 、经济、法律等部 

门抽调精干人员组成，在规划发展目标时，一要适度，二要立足于实际。 

3 3 健全土地使用权和台理流动 。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从而扩大旅游农业特产的经营规 

模 尽快建立土地使用权转让市场，让土地向农业经营能手集 中，形成适度规模经营 ，在规模 

扩大以后，为农业采用新技术，降低成本，扩大市场占有率 ，提高劳动生产率及经济效益提供可 

能。一方面要特别注意规范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行为，保护转让双方各 自正当的利益，使土 

地有序地向农业经营能手转移，实现农业 的集约化 、商品化 、市场化。另一方面 ．要对 目前城乡 

分割的体制作大的调整，把农业的发展与农民城市化过程结合起来，大力发展小城镇、乡镇工 

业和其它非农产业．吸收农民进厂进城，使之成为真正的城镇居民。 

3 4 加大国有和集体园艺场、农场、林场、渔场等改革步伐 。促使其成为面向市场 、自由经营、 

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这是金华市发展名牌旅游农业特产的原动力 原有国有、集体的园艺 

场、农场等．由于旧体制的束缚，在市场经济中大多显得很不景气。要摆脱困境，从根本上就是 

要按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和经营。这些单位在原有的基础上，经过不同程度的开发，是可以成为 

观光农业的，进而发展为名牌旅游农业特产。金东区的园艺农场，经过开发现改名为花园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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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吸引不少人前往，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3．5 大力抓好名牌旅游农业特产的市场开发工作 名牌旅游农业特产作为一种新的旅游形 

式。虽然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但这种市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潜在市场，而不是现实的市 

场。最重要的是逐渐改变游客传统的旅游观念，让游客懂得旅游不仅是游山玩水、访名胜古 

迹。更重要的是获取知识、陶冶情操。实行渗透价值策略，即低价策略，以此增强竞争力和吸引 

力。名牌旅游农业项目之所以能实行低价策略，是因为它同时具有生产和旅游两个功能，其效 

益可从这两个方面获得。要让游客参与一些活动，如腌制火腿、栽种佛手、采摘葡萄等，使其获 

得劳动的快乐，游客在参与活动中，自然而然地爱上了旅游农业。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发展名 

牌旅游农业中的重要作用，依靠高科技发展旅游农业。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广泛运用，不仅极 

大地提高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同时也创造了许多新的农业奇迹，不少高科技农业 

项 目很具有观赏价值。发展高科技旅游农业 ，一定要注意开放，在对外开放中引进～些适合我 

国实际的高科技项 目；努力学习国外发展名牌旅游农业的经验，促进金华市名牌旅游农业特产 

健康快速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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