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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内生态旅游农业的发展 

杨学峰 (河南省信阳职业技术学院，河南信阳464ooo) 

摘要 国内生态旅游农业现存在五大问题：缺乏生态规划和科学指导，盲目开发，忽视环境保护，投入资金不足及忽视生态科学的宣 

传教育。对生态旅游农业应进行正确定位，明确该产业的建设目标、原则并制定相应的对策。即生态规划先行，积极应用适宜的生态 
技术，贯穿生态理念的经营管理，融入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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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农业是一种以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为基础，以 

开发田园旅游资源为重点的新型农业。它把农业与旅游业 

结合在一起，是一种功能复合的新兴产业。20世纪 90年代 

以来，“生态农庄”、“观光农业”、“绿色果园”等概念层出不 

穷。“生态农庄”日渐成为都市人假日休闲的好去处。但是 

否真的“生态”和“健康”，还需要对生态旅游农业这一产业 

进行正确的现状分析和定位。 

l 生态旅游农业的现存问题 

1．1 缺乏生态规划和科学指导 生态旅游农业区在项目投 

资时往往缺乏生态规划和科学指导，也没有进行科学的环 

境监测与评价，从而导致了缺乏生态内涵，甚至造成资源浪 

费、环境破坏。例如：在水库边上兴建的农庄 、旅社 ，由于没 

有做好规划和环境治理，导致水资源污染；有些农庄栽种的 

作物不能因庄制宜；有些农庄在沙田地区堆山，还名日“造 

景”⋯⋯，等等。 

1．2 盲目开发，“扎堆”经营 不少投资者往往对现有生态 

农业资源的基本资料收集不够，对资源的科学价值认识不 

足，而且缺乏市场分析，导致盲目开发，“扎堆”经营现象。另 

外，在设施的设计建造上，普遍缺乏利用环境技术和节能技 

术的特殊考虑，造成资源的浪费；在开发经营上，普遍突出 

项 目开发的商业活动，缺乏对于保护环境与维护生态平衡 

的投入。 

1．3 忽视环境保护，破坏自然资源 投资者在修建旅游设 

施时随便开山砍树，随意在景区竖立巨大的与环境不协调 

的广告标牌等；管理者缺乏合理的宣传与管理；部分游客的 

生态意识薄弱，给园区带来了生活污水 、固体废弃物、噪声 

和大气污染等环境污染问题。 

1．4 投入资金不足，设施服务不到位 生态旅游农业把旅 

游资源尤其是环境资源的消耗纳入农业成本之中，因此实 

施生态农业的开发，对环境的保护与治理是不可忽视的。但 

由于缺少资金，很多农庄景点配套设施不足，管理服务跟不 

上，导致最后惨淡收场。 

1．5 忽视生态科学的宣传教育 生态科学的宣传教育是 

生态旅游农业重要的功能之一，但是，投资者往往只重视观 

景游乐，忽视生态科学的宣传教育。虽打着“生态”的旗号， 

却缺少生态旅游应有的科学文化内涵。 

2 生态旅游农业的建设目标 

生态旅游农业的建设目标是使农业的经济、社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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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3个方面平衡发展，调整农业布局结构和产业结构，建 

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平衡系统。生态 

旅游农业是农业与服务业融合过程中的农业形态，可利用 

生态产业这一平台，大幅度提高农业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农 

业的经济效益，实现农业增产，使传统农业走高产、优质、高 

效之路。另外生态旅游农业具有生态环境教育、品赏农业文 

化的社会功能，融教育、娱乐、生产于一体的生态，使人们在 

自然获得新的生活空间。 

3 生态旅游农业建设应遵循的原则 

3．1 生态系统原则 生态旅游农业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 

程。在开发过程中，应综合分析地区的区位、自然景观、资源 

特色、交通条件、市场条件、收入水平等，科学分析是否适合 

开发生态旅游农业以及旅游定位问题、目标市场问题，因地 

制宜地开发利用资源，维持生态系统平衡。 

3．2 可持续发展原则 把生态农业与旅游资源开发利用 

相结合，将发展方向与当地资源环境条件及社会经济情况 

相结合，通过综合整治生态环境，合理开发旅游资源，实现 

农业生产与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建设同步发展，建立起一个 

结构稳定、功能协调的生态旅游农业良性循环系统。 

3-3 多元化原则 围绕以中心主题开发多元化项目，集食、 

住、行、游、购、娱、教为一体，把地域文化、现代化和自然环 

境相互融合，创造出富有特色的生态旅游农业园。 

4 生态旅游农业建设对策 

4．1 生态规划先行 生态旅游农业园的成功关键在于它 

的科技含量，因而科学的生态规划就显得至关重要，它是整 

个开发项目的前提条件。生态旅游农业园规划设计的首要 

任务是生态农业系统的设计，它是整个规划的灵魂和核心 

所在。根据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产技术和社会需要。国 

内已经研究出各种各样的生态农业系统模式，其主要有：① 

充分利用空间和土地资源的农林立体结构生态系统：利用 

各生物物种的特性 ，通过合理组合，建立各种形式的立体结 

构，以达到充分利用时间、空间和土地资源，提高生产力的 

目的，主要包括各种农作物的轮作、间作与套种。②物质能 

量多层分级利用系统：利用生物物种的食物链组合，使资源 

在能量消耗和转化过程中达到最大化。如“鸡吃菜叶一猪吃 

鸡粪一猪粪产沼气一沼气渣肥菜田”的物质能量多层分级 

利用的小型循环系统。③水陆交换的物质循环生态系统 ，如 

南方常见的桑基鱼塘等。④相互促进的生物物种共生生态 

系统。该模式是按照生态学原理把 2种或 3种相互促进的 

生物物种组合在一个系统内，使物种之间互利互惠。如稻田 

养鱼、禽鱼蚌共生，稻一鱼一草共生，苇一鱼一禽共生等。⑤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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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养殖系统，该系统是充分利用水体资源，根据鱼类等各 

种水生生物的生活规律和食性以及在水体中的生态位置， 

按照食物链的原理，进行立体养殖。如在立体养殖的池塘中 

草鱼、鲢鱼和鳙鱼、鲮鱼和鲤鱼分处上、中、下 3层，上层鱼 

的粪便是下层鱼的饵料。⑥多功能的污水自净工程系统。该 

系统是模拟微生物的解毒T艺过程，利用细绿萍地、鱼蚌混 

养塘和水稻田等实行“3段净化 、4步利用”，以达到对生产 

和生活污水进行生物处理的效果。⑦以庭院经济为主的院 

落生态系统。即运用生态学的原理，规划建设院落“小天地” 

的生态农业模式，它实际上是一个生态城市的雏形。该模式 

把生产环境和居住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利用每寸土 

地和空间，并利用沼气等工艺，将人、畜粪便变废为宝、循环 

利用。⑧多功能的农、副、工联合生态系统。即将种植业、养 

殖业和加工业有机地结合起来，组成一个多功能的整体。例 

如：种黄豆直接销售效益不高，但加工成豆腐销售，豆渣养 

猪，猪粪作肥返田用于提高黄豆单产。这样就将单一的种植 

业转变为集种植业、加工业、养殖业为一体的联合生产系 

统 ，取得了良好的综合效益。 

4．2 积极应用适宜的生态技术 生态农业通过生态技术 

的应用，从资源消耗型和粗放经营型的传统农业转向具有 

生态与经济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的多层次、多结构、多功 

能的综合农业。现已成熟的生态农业技术有：①立体生产技 

术：如茶园中茶果间混套作。②有机物多层利用技术：一个 

系统的产出或废弃物是另一个系统的投入。③病虫害综合 

防治技术：通过采用抗病虫品种，保护天敌，利用生物以虫 

或以菌防治病虫害，选择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改进施药 

技术，不但保证了农作物的优质高产和安全，而且保护了生 

物多样性和改善了环境。④保持土壤肥力的植物养分综合 

管理技术：主要包括配方施肥和合理开发使用有机肥等。⑤ 

引人新品种，充实生态技术。此外，还有节水工程技术，提高 

光能利用率技术，生物降解，微生物利用技术等。 

·+ -+ -+ -+ -+ -+ *+ -+ -+ -+  

4-3 贯穿生态理念的经营管理 要把生态理念贯穿于生 

态农业旅游的经营管理之中，必须要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 

管理运营机制，将生态环境保护和旅游经济效益统一起来， 

在政府、投资者、管理者和游客之间形成良性互动。首先，政 

府应在政策上支持和鼓励生态旅游农业的项目，并主动为 

投资者在资金、技术和管理等环节上给予支持。其次，投资 

者、管理者必须对于生态科学有所认识，并在开发经营管理 

中自觉应用，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生态游。再次，服务人员 

需要进行适当的教育培训，使他们在服务过程中，从 自身做 

起，自觉维护生态环境。最后，对于游客要通过标本、图片、 

影视及宣传资料等普及生态知识，使生态旅游真正成为人 

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桥梁，促进生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4．4 融入地域文化 融人当地有特色的地域文化等会使 

农业生态游锦上添花，使游客在欣赏大自然和生态景观的 

同时感受文化底蕴的魅力。福建的茶文化，在茶园内设置茶 

厅，既让游客休息品茶，又使游客在品茶同时，学到许多关 

于茶的知识。岭南的水乡文化，充分利用自然环境中交错的 

水网，既可以让游客进行划船 、食用水产品和水上娱乐等水 

域旅游活动，又可以让游客体验到水上人家的生活，欣赏到 

地方民俗歌舞。 

地域文化与当地人民生活是相互依存的，因此，在生态 

农业旅游中，既要维护生态环境，也要为当地文化发展留下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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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工伤保险制度改革过程中要逐步将农民工的工伤 

保险关系与城镇正式职工并轨，并建立相应的异地转移续 

接机制。 

4．2．6 重视农民工社保基金筹措机制及异地转移机制。农 

民工社会保障工作起步晚，基金缺口大；在筹集基金上，可 

以运用税收优惠政策激励和支持用人单位为农民工缴纳社 

会保险费；可以对完全市民化的农民工，实行承包土地转让 

制度，将其转让收入全部或部分纳入农民工社会保险基金， 

并折算成本人一定年限的个人帐户积累额；也可以将城市 

土地出让金按一定比例转为农民工社会保障金。目前，农民 

工的保险基金无法在全国范围内转移，这意味着如果农民 

工发生跨区域流动、回到农村，则其社会保障无法连续。为 

此，应加快建立能在全国范围内转移的统帐结合的社保资 

金转移机制。对于统筹部分，可以在农民工新的流人地城市 

与原农民工流出地城市之间建立城际间的政府财政转移支 

付制度来解决。或者就统筹部分，由农民工流人地的各地政 

府直接划拨到在银行开设的全国统一的农民工社保统筹基 

金项目上。当然，这一统筹基金项目的支出权应由国家设定 

条件，而不能由农民工自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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