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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农业开发模式选择及农户增收效益比较 

口舒伯阳 朱信凯 

内容提要 本文从休闲农业及农民收入的现状出发，总结分析 了目前农户参与休闲农业开 

发的两种主要类型：“直接主体模式”和“间接主体模式”。并从具体开发形式及农民利益的实现 

等方面进行了对比，认为应将“间接主体模式”作为休闲农业开发的长期战略选择。 

关键词 休闲农业 参与模式 农民增收 

一

、休 闲农业开发与农村发展 

休闲农业又称观光农业，它是在传统农业生产 

的基础上，有机地附加旅游观光功能的交叉性的新 

型农业生产经营形态。它要求以生态学、美学和经 

济学原理来指导农业生产，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 

律，继承传统农业技术精华，结合现代科技，通过合 

理规划布局，使其具有生产、加工、销售、疗养、旅 

游、娱乐等综合功能，它是农业实现高产优质高效 

的非传统途径，同时也是建设现代和谐新农村的 

“朝阳产业”。 

从社会学意义看，休闲农业的兴起极大地促进 

了城乡之间的交流互动，带动了传统农村向现代和 

谐新农村的发展，并由此对农村社会经济产生着一 

系列后续影响：推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拓宽 

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渠道；实现了农民的增收 

和地方财政的增长。 

同时，休闲农业开发也带来了一系列农村社会 

问题：(1)休闲农业开发带来的农民收入两极分化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传统农村的和谐稳定。由于 

2．加快建设国际先进的中国种子科技 自主创新体系。应着力培育好中国种子科技价值链 自主创新 

的源头。中国不可能在所有植物属种上居国际先进地位，只能有所为，有所不为。应在我国种子界、育种 

科技界广泛宣传 UPOV 1991年公约文本，支持和鼓励育种科研 自主创新，而对于实质性派生品种的选育， 

国家不再给予支持。 

3．加快实施品种权战略，建立和完善国际先进的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制体系。国家应采取强有力 

的扶持措施，大幅度提高我国自主创新的品种权的申请数量和质量，大力加强我国新品种保护法制建设、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组织机构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品种权保护管理人才队伍建设，优先给予经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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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农户家庭对休闲农业的参与程度的差异，由此 

而产生的显著的收入差距造成农户之间的心理失 

衡和内心冲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农村的社 

会和谐与稳定。(2)分散的农户作为休闲农业的开 

发主体将会影响到休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民 

作为开发主体具有不可避免的先天缺陷：经济实力 

较弱，开发规模小而分散，注重短期利益，缺乏长远 

打算，旅游服务质量不高。 

二、农民参与休闲农业开发的 

典 型模 式 

农户参与休闲农业开发首先必须具备一些基 

本的前提条件：(1)区域背景：农户所在的大的区域 

应是一个以旅游为特色经济的区域或是存在着明 

显的休闲农业需求的区域。(2)区位条件：农户所 

在的区位与现有的成熟旅游开发区具有关联度较 

高和交通便利等较好的空间位置关系，如旅游线路 

沿线、旅游景区和游客住宿地附近。(3)旅游资源： 

农户所在的周边区域内应具有一定品位的自然或 

人文旅游资源。(4)自有资源：农户应拥有可投入 

休闲农业开发的土地、特色农业资源、从事经营活 

动的必要人力资源以及相应的流动资金等。 

从目前各地休闲农业的实践来看，农户参与休 

闲农业开发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农户自己作 

为开发主体直接从事旅游经营活动，我们称之为 

“直接主体模式”；二是农民通过出让(租)土地或农 

业资源的间接方式参与到休闲农业之中，成为旅游 

业的协作者和利益相关者，我们称之为“间接主体 

模式”。其具体比较见表 1。 

表1 农户参与休闲农业开发的两种主要模式 

从表 1的对比可以看出，农民采用“直接主体 

模式”参与到休闲农业开发之中，在短期内可获得 

比较明显的直接经济效益，农民增收见效快，但是， 

由于农户存在着对 自己所承担的经营风险的担忧 ， 

加之 目前农民的整体经济实力还较弱，所以这种方 

式的开发会囿于农民主体特性的先天局限而普遍 

表现为开发方式因陋就简、开发规模小而分散。显 

然，“直接主体模式”休闲农业的远期前景具有很大 

的不稳定性 ，其最终发展的可持续性较差。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农民采用“间接主体模式” 

参与到休闲农业开发之中，虽然农民的增收存在着 
一 个产业内部转化过程，旅游经营在短期内所带给 

农户的直接经济效益不是十分明显，但是，由于依 

托了其他实力雄厚的主体共同开发，能在一定程度 

上避免分散的个体农户只重眼前利益的短视缺陷。 

这种模式开发的起点较高，而且通过旅游业带动农 

业整体产业联动效应会逐渐显现，故其发展具有相 

对的可持续性。 

三、休闲农业中的利益分配 

与农户增收 

由表 1可以看出，在两种休闲农业参与方式 

中，农户最终利益的实现途径存在着明显区别，通 

过价值链分析工具，我们可以清楚地剖析两种模式 

的利益分配机制过程(见图 1)。 

从图 1可以看出，在“直接主体模式”中，农民 

增收的实现只需要两个过程，即“经营—损益核 

算”，利益信号的传递比较直观，因此农民的积极性 
一 49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农业经济问题》(月刊) 2006年第7期 

图 1 休闲农业的两类开发模式中的利益分配机制 

易于调动；而在“间接主体模式”中，农民增收的实 

现则需要经过“经营一损益核算一利润分配一损益 

再核算”4个过程，利益信号的传递相对模糊，农民 

的参与积极性需要通过其他手段来加以调动。 

我们以湖北省宜昌市车溪地区参与休闲农业 

开发的间接主体模式和直接主体模式为实例进行 

对比，通过对农民参与休闲农业两类模式的纯收入 

的分析(见表 2)，进一步探讨农民参与休闲农业的 

两类模式对农民增收的长期贡献特征。 

2 农民参与旅游农业经营的两类模式所实现年纯收入 (元 

数据来源：2005年对湖北省宜昌市车溪地区休闲农业经营农户(31户)的现场访谈调查 

农户参与休闲农业开发的“直接主体模式”对 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农户以“直接主 

农户收入增加的短期贡献十分明显，而“间接主体 体模式”参与休闲农业开发，可以获得直接的增收 

模式”则对农户收入增加的远期贡献作用巨大。随 回报，因此积极性普遍较高；但 由于农民主体本身 

着时间的推移，“直接主体模式”的增收速度逐渐放 的局限性，从长期来看，将有可能造成区域内休闲 

慢，而“间接主体模式”增收的速度逐渐加快。根据 农业的整体利润水平和经营质量水平的下降，因 

我们对其他地区休闲农业的考察，“直接主体模式” 此，这种模式的休闲农业的可持续性较差。(2)农 

所带给农户的综合增收大多都存在着类似的衰减 户以“间接主体模式”参与休闲农业开发，虽然在初 

过程特点，“直接主体模式”的成长生命周期平均为 期的直接增收效益不是十分显著，但随着时间的推 

3．7年左右。究其原因，“直接主体模式”的开发主 移，农户增收的综合效益不断增大；从长期来看，它 

体大多是分散的农户，由于自身素质的局限，他们 有助于将休闲农业所获得的整体利益在该区域内 

往往出于短期的经济利益考虑而缺乏长远的规划， 平均化，并逐步协调传统农业与休闲农业之间的矛 

总体的经营管理水平较低，旅游服务质量较差，导 盾，因此，这种制度安排决定了该模式的休闲农业 

致回头客逐渐减少；另外，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从事 具有比较长久的可持续性。 

休闲农业经营的农户不断 自发增加，个体农户之间 从地区政策管理的角度看，我们应充分考虑农 

缺乏合作，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无序的竞争博弈行 民现有的实际情况，在休闲农业开发过程中兼顾农 

为，例如竞相杀价揽客等，这也最终导致了休闲农 户增收的短期和长期利益。通过产业组织平台，促 

业的行业平均利润逐渐减少。 进休闲农业向高水平的方向健康发展，最终实现农 

四、结论及启示 三 器菁 霎 嚣 蓦 
通过对农户参与休闲农业开发的两种模式的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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