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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旅游农业的开发建设与发展对策 

曹林奎 ．贾 明 

( 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上海 201 101；z上海浦东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上海 201200) 

摘 要：根据系统设计的指导思想，分析了旅游农业具有的农业特性、生态特性和娱乐特性等基本特性。 

阐述了发展旅游农业的作用，提出了上海发展旅游农业的对策：①树立新观念，拓宽旅游农业的功能： 

②把旅游农业置于都市旅游系统与都市农业发展整体规划之中；③立足本地资源，因地制宜，扬长避 

短，突出特色；( 旅游农业自身的设计必须强调独创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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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basic characters of tourism agriculture such as farming character，ecology character，enter- 

tainment character a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ideas of system design．Th e contributions of tourism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are advanced．Th is paper claimed four countermeasures of tourism agriculture de—- 

velopment in Shanghai，i．e．extend ing the function of tourism agriculture，taking tourism agriculture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part of the unified planning between urban tourism system and urban agriculture，de— 

velop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uperiority of tourism agriculture in different urban and rural area，an d ex— 

ploiting new features and designs of tourism agriculture in special resourc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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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海都市农业的产业形态 

都市农业于20世纪 30年代初期率先出现在日本 

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地区，它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高 

度发展过程中提出来的。随着城乡一体化的不断发展 

和现代化大都市的崛起，日本和欧美各国的一些经济 

学家相继开展了对都市农业的研究，从此都市农业的 

概念被广泛接受。都市农业在中国的探索、实践时间较 

短，但发展较快，自 1992年以来，先后在深圳、上海等 

城市开展了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得到许多兄弟城 

市的积极响应，在如何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都市农业 

上逐步取得共识。1994年上海市政府正式提出构想， 

要求到 2010年逐步建立与国际大都市相适应、具有世 

界一流水平的现代化都市型农业。可以认为，都市农业 

是现代农业在大都市条件下具有一定超前性的特殊农 

业形式。 

1．1上海都市农业的基本功能 都市的规模、结构、功 

能定位，以及都市经济的发展规划，决定着都市区域范 

围的农业的基本任务和发展方向。也就是说，都市的农 

副产品生产、流通和消费，农业的空间布局和结构安 

排，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关系等等，都必须首先服从都市 

的需要，并积极为其服务；同时，随着现代都市工业、商 

贸、旅游、科技等涉农产业对农业在物质、技术和资金 

等方面的投入不断加大，联结不断加强，农业发展更依 

赖于都市的支撑，特别是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开发更 

离不开都市在科技、信息、人才上的优势。可见，都市与 

都市农业的关系，既有都市对都市农业的依赖性，又有 

都市农业对都市的依存性。这种都市与都市农业之间 

特有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的关系，从根本 

上决定了都市农业的本质特征，这就是既服务城市，又 

依托城市。同时，都市农业的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 

程，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 

此，一定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思路来认识和研究都市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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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 

都市农业就是都市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随着 

农村与城市、农业与非农产业等进一步融合，为适应都 

市城乡一体化建设需要，在都市区域范围内形成的具 

有紧密依托并服务于都市的、生产力水平较高的现代 

农业生产体系。所以，都市农业的概念是广义的。它是 
一 个复杂的综合系统，并不是某些农业技术措施的集 

合。都市农业是都市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都市农 

业的功能比城郊农业的功能更为丰富，内涵更加深广。 

都市农业的功能只有从单一的生产功能朝多功能转 

变，才能真正体现都市农 ‘服务城市、依托城市”的本 

质特征，并实现都市农业的建设目标，即在都市区域范 

围内全面建成都市型现代农业。笔者认为，上海都市农 

业就其基本功能看，必需从都市经济发展和都市建设 

对农业的多种需求出发，向多功能拓展。使原先局限于 

生产保障型的城郊农业，加速转型为融生产保障、生态 

建设、休闲旅游、文化教育、出口创汇、示范辐射等六大 

功能于一体的都市农业。 

1．2 上海都市农业的经营形态 都市农业既是现代农 

业的一种地域分工，又是 21世纪可持续农业的一种具 

体形式。上海农业正由城郊型传统农业向都市型现代 

农业转变，从总体上看，上海郊区经济相对比较发达， 

农业科技水平和生产水平相对较高，具有较高的商品 

性。但是，在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中仍存在许多亟待研 

究解决的问题，如城乡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农业生产的 

普遍兼业化、农业生产规模(特别是农户经营规模)狭 

小问题以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分割，导致利益 

分配不合理现象等。因此，上海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建设 
一

定要解决以上问题，要进一步探讨符合专业化、集约 

化、市场化、科技化要求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 

上海都市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应当体现生态持续 

性、经济持续性和社会持续性的统一；强调要以都市农 

业系统整体效益最大化为原则，正确处理好眼前利益 

和长远利益的关系；要把农业看成既是一种基础产业， 

又是一种战略性产业：实现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的 
一

体化，使都市农业发展成为集约、持续、高效的产业。 

因此，都市农业建设要达到以上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 

开创农业产业化的道路，使农业经济由单一经济转向 

综合经济，产品输出由初级产品转向深加工产品，从而 

使都市农业从弱质产业变成具有强大活力的、可持续 

发展的优势产业。 

实现上海都市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项长期而 

又艰巨的任务。必须要从都市农业的基本功能出发，结 

合都市农业的产业表现形态，构筑上海实施都市农业 

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上海都市农业就其表现形态看，可 

以归纳为两种基本类型： 

①产品型都市农业，包括生态农业、设施农业 (又 

称可控农业)、创汇农业等； 

②服务型都市农业，包括绿化农业、旅游农业、休 

闲农业等。人类有两种基本消费需求，一种是有形的物 

质需求，另一种是无形的精神需求即生态需求。建设产 

品型都市农业，可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而发展服务型 

都市农业，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和生态需求。以上两 

大类型六种产业形态的都市农业，就是21世纪上海都 

市农业建设的重点实施内容。 

2 上海旅游农业的开发建设 

旅游农业是把农业与旅游业结合在一起，利用农 

业景观和农村空间吸引游客前来观赏、游览、品尝、休 

闲、体验、购物的一种新型农业经营形态，是都市农业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旅游农业是农业与旅游业、 

生产与消费、工作与休闲的有机结合，其特点是变传统 

农业为休闲农业，变农业区域为旅游区域，通过分析优 

势、设计规划、施工兴办，把增加农业各业的艺术性，作 

为丰富旅游休闲的重要内容。它把现代科学和农业情 

趣寓于休闲旅游之中，利用农村的设备、空间，农业生 

产的场所、产品，农业的经营活动、生态保护、自然环境 

及农村人文资源，通过观赏品尝的趣味性、动手实践的 

有益性、科普宣传的知识性、生产产品的商品性，既让 

城市居民及其他游客领略到城市其他名胜风景点所欣 

赏不到的、大自然的、现代新颖的农业艺术，给他们游 

乐、休息、健康，得到新奇别致的精神和物质享受，又能 

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都市旅游农业是近年来世界上风行的新兴行业。 

据报道，日本大城市郊区的观光农园很有特色，观光农 

园内既种植果树、蔬菜和花卉等，又养农家动物；既有 

餐厅雅座和红木桌椅，又有传统农具，如牛车、马车、水 

车、纺车和犁耙等；既有小桥流水，又有柳树成荫。又如 

马来西亚围绕建设旅游农业，十分重视花卉旅游业，从 

1992年起，将 7月2 日定为一年一度的“花卉节”， 

在花卉节期间举行各种花展、花竞赛、花车游行，各购 

物中心、酒店也以花为主题营造 “百花齐放的绿洲”、 

“迷人的花世界”、“花的海洋”等购物环境，生动形象地 

宣传花卉，让花为众人所识，使全社会形成养花、爱花 

的新习俗。随着花卉生产的兴起，政府与有关部门紧密 

结合，实现花卉生产基地化、专业化。马来西亚将“花卉 

节”与旅游紧密结合起来，推动了旅游业务，使之搞得 

既生动又丰富，从而吸引了国际上更多的游客，使马来 

西亚旅游业年年连创佳绩，1994年旅游业外汇收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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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90亿元马币，成为排名第三的产业。大量游客的到 

来，观花、赏花、购花，大大活跃了花卉市场。马来西亚 

在 1995年成功地举办了国际花卉展销会，成为东南亚 

地区具有权威的国际花卉展。 

中国也已经出现了旅游农业的先驱，广西柳州是 
一

个工业城市，城市南部有两个国营园艺场——大桥 

园艺场和洛维园艺场。尽管这两个相邻的园艺场山水 

风景如画，花果四季飘香，但过去单纯生产传统农产 

品，几乎年年亏损。几年前，柳州市的领导人在考察了 

国外旅游农业后，决定把这两个园艺场的经营方面转 

向旅游农业，让来这里的游客能欣赏山水风景之余，品 

尝亲手采摘的瓜果和 自己捕获的鱼虾，体验清新宁静 

的农村生活，学到丰富的农业科学知识，享受旅游农业 

之乐。经过几年建设，现在这两个园艺场已经成为大受 

柳州市民及外地游客欢迎的旅游观光景点，在经济上 

也已经扭亏为盈。1995年全国钓鱼比赛，也选择在柳 

州市大桥园艺场举行。发展旅游旅游农业改变了两个 

园艺场的命运，也丰富了柳州市民的休闲生活方式。 

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其旅游业发展迅速。 

2002年国内游客达 8750万人次，占全国旅游人次总 

数的 l0％，接待境外游客 272．53万人次，总收入达 

1098亿人民币。而旅游农业也已经显现其重要性， 

2000年旅游农业接待的游客达 200万人次。近年来， 

上海旅游农业有了较大发展，崇明生态农业旅游区、孙 

桥现代农业园区等农业旅游示范基地已初具规模，南 

汇桃花节等农业旅游观光活动，丰富和顺应了广大市 

民的生活需要，也吸引了一大批外国游客。如在 2003 

年 9月的崇明森林旅游节上，让美、英、法等 10多个国 

家的驻沪领事夫人及他们的子女，以及大批中外游客 

舒舒服服地过了一把“农民瘾”。旅游农业的开发建设， 

适应了大都市日益增长的旅游市场需要，有利于综合 

利用农村农业资源，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对农村富余劳 

动力的转移和帮助农民致富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 

上海旅游农业的开发形式主要有： 

①农业娱乐型，如南汇桃花节、奉贤风筝节和崇明 

森林旅游节等； 

②农业示范型，如浦东新区的孙桥现代农业园区： 

③农业体验型，如崇明县、南汇区和奉贤区的“农 

家乐”，等等。“农家乐’作 为上海旅游农业的一种新型 

产品在近几年蔚然兴起，得到各界的广泛支持，并保持 

良好的发展势头。“农家乐”是以农民家庭为接待单位， 

利用田园景观、自然生态、农村文化及农民生活等资 

源，以农业体验为特色的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 

活、享农家乐的乡村旅游活动。据统计，到 2004年 5月 

全市适用标准的农家约 59家，床位 638张，直接从业 

人员246人左右，近三年以接待游客 104．9万人次，直 

接营业收入达 465．5万元。为正在上海日益发展的“农 

家乐”旅游增设一道质量安全保障，上海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于2004年 4月26日发布了 《农家乐旅游服务质 

量等级划分》地方标准，这是全国第一个专为“农家乐” 

旅游而制定的标准。该标准属推荐性地方标准，将“农 

家乐’’旅游服务质量由高到低分为三星级、二星级、一 

星级三个等级，并从基本条件、住宿、餐饮、活动项目和 

组织管理等 5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3 上海旅游农业的发展对策 

3．1上海发展旅游农业的作用 上海开发旅游农业，要 

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利用农业、农村资源，兴办休闲旅 

游事业，然后逐步过渡到旅、农、工、贸综合发展，从而 

在农村这片广阔的地域上寻找并创造出城市旅游点无 

法与之媲美的旅游农业景观特色。根据系统设计的指 

导思想，为了在旅游农业系统中建立不同门类的子系 

统，从而建设各具特色、内容多样、轻松愉快的不同旅 

游农业模式，就要研究旅游农业的基本特性。一般认为 

旅游农业具有以下基本特性： 

①农业特性。旅游农业是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开 

发其旅游功能的，旅游农业的引人入胜主要是优美的 

田园风光。在开发旅游功能的过程中，可能局部地改变 

原来的农业生产结构，但农业生产仍是旅游农业的主 

要方面，所以要防止旅游农业的过度开发，避免破坏基 

本农田保护区等； 

②生态特性。旅游农业的发展的目标之一是调整 

人和自然，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旅游农业 

的兴旺也要得益于宁静优美的生态环境、天然的自然 

景观以及纯朴的乡村生活方式、民族文化等。因此，在 

开发建设旅游农业过程中，尽可能不破坏原来的自然 

生态环境，减少人工作用，促进农业生态系统良性循 

环 ； 

③娱乐特性。旅游农业除了具有优美的生态环境 

外，还应具有一定程度的娱乐性，否则也不能吸引大量 

的游客。娱乐性主要体现在观光、农业体验、民俗活动 

和自然探险等富有农村农业和自然风光特色的游乐活 

动中，而人工游乐设施则适可而止【2J。 

旅游农业主要是为那些不了解农业、不熟悉农村， 

或者回农村寻根，渴望在节假日到郊外观光、旅游、度 

假的城市居民服务的，其目标市场主要在都市居民。旅 

游农业的发展，不仅可以丰富城乡人民的精神生活，优 

化投资环境等，而且达到了都市农业生态、经济和社会 

效益的有机统一。具体来讲，建设上海旅游农业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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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①有利于拓展旅游空间，满足人们回归大 自然的 

愿望。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衣食住 

行，而转向追求精神享受，观光，旅游、度假活动增加， 

外出旅游者和出行次数越来越多。一些传统的风景名 

胜、人文景观在旅游旺季，往往人满为患，人声噪杂。旅 

游农业的出现，迎合了久居大城市的人们对宁静、清新 

环境和回归大自然的渴求。 

②有利于实现都市农业高产高效的目标。利用农 

业和农村空间发展旅游农业，有助于扩大农业经营范 

围，促进农用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合理调 

整，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同时又可以旅游农 

业为龙头，带动餐饮、交通运输、农产品加工等行业的 

发展，增加农业生产的附加值。 

⑨有利于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旅游农业为招徕游 

客，除了在景点范围内营造优美的农业生态环境和农 

业景观场所外，必须绿化、美化周围地区的田园和道 

路，维护农业与农村自然景观，改善城乡环境质量[31。 

3．2 上海旅游农业的发展对策 从总体来看，上海旅游 

农业的开发建设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在今后发展旅 

游农业中应特别重视以下对策： 

①树立新观念，拓宽旅游农业的功能。突出功能多 

样化和功能互补两大特色，旅游农业应具有以下功能： 

为游客提供休闲场所的休憩功能；为农民增加就业机 

会，并提高收益水平的经济功能；为大都市发展创造一 

个优美洁净的生态环境的生态功能；为增进市民与农 

民接触，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功能；为游客提供农业 

体验，医疗保健服务的保健功能等。因此，在建设中，要 

注意完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旌建设，发展与旅游相关 

的行业，开发集观光、娱乐、文化、商贸、品尝、健身、农 

产品加工、农业教育诸多功能为一体的农业旅游项目， 

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②把旅游农业置于都市旅游系统与都市农业发展 

整体规划之中。旅游农业是对都市休养度假业的扩展， 

应该采取与旅游部门联营、联合开发等形式。合理设置 

旅游农业区，都市有关部门也要将旅游农业作为一个 

重要生长点进行规划、扶持和建设。同时要有与都市农 

业相配套的长远规划。旅游农业的设计和规划必须强 

调独创性，从而使旅游农业在开拓发展中更具特色、更 

加完善。 

③立足本地资源，因地制宜，扬长避短，突出特色。 

应充分利用本地独特的资源优势，以旅游市场需求为 

导向，开发出充满绿色、环境优美、对游客具有吸引力 

的农业旅游区，把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旅游农业 

应扬长避短，充分表现和突出本地区农村 自然景观和 

农业产业特色，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特”， 

使游客每到一处都有新的意境、新的感受、新的享受。 

切不可一哄而起，盲目开发。此外对旅游农业的开发要 

在一个区域内全面规划，在此基础上，选准重点项目， 

集中资金，重点开发。 

④旅游农业自身的设计必须强调独创性开发。包 

括加强艺术性、注重知识性、增进有益性、结合商品性 

等，使旅游农业在开拓发展中不断完善。就一个地区来 

讲，旅游农业应注重主题开发。旅游农业的主题开发不 

应千人一面，既可以是动植物观赏，乡土民俗展示，农 

耕历史回顾，亦可以是野外垂钓，种植园生活体验，青 

少年教育基地等。总之，主题的开发最终应当取决于当 

地具体的物质环境条件，避短扬长，借景发挥。一则可 

节省开发成本，二则利于园址与周围环境协调匹配。旅 

游农业更多的是强调自然与人的参与，只要把见之平 

常、浅显有趣的主题，经过设计者认真挖掘和雕琢，开 

发成活动系列，同样可表现出精致的文化内涵，使旅游 

者在活动中吸取各种有益的知识。今后，随着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都 

市旅游农业市场将更加广阔，开发前景将愈加光明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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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可以保证哲学教育以哲学的本性展开，真正提 

高学生的哲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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