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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全面分析开发优势、发展状况与存在主要问题的基础上，进行了新昌县休闲农业产业发展的总体布局和发展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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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农业(也称观光农业、旅游农业)是2O世纪 8(】年 

代以来在我国开始兴起的新型产业，是农业效益提升和可 

持续发展的新途径，也是旅游产业发展的新领域⋯。休闲农 

业作为目前最具开发潜力的旅游项目之一，它的开发对于 

丰富城市居民的休闲生活，发展农村经济，拓展旅游产业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 

20o5年，新昌县政府提出了县域休闲农业产业带建设 

规划，旨在对该县域内主要的农业产业资源和旅游休闲资 

源进行有效整合和全面提升。 

l 新昌县休闲农业开发优势 
一 个地区休闲农业开发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如下因 

素：①市场条件。即客源是否丰富；②交通条件；③农业基础 

条件；④环境状况；⑤政府支持力度及投资体系和投资渠道闭。 

新昌县休闲农业已经初步具备了基本的开发优势。 

1．1 农业生产类型多样化、地域分二I=与专业较突出 新昌 

山地、丘陵、台地皆备，地形多种多样，在此基础上种植业、 

林业、牧业、水产养殖等较为齐全；同时，各地因地制宜，使 

分工与专业化得以逐步宴现，有利于休闲农业形成较为完 

善的地域结构体系，为休闲农业的多样化提供了必要条件[31。 

规划的各个园区主要集中在新昌县中部城关镇和大市聚 

镇，资源比较集中，这样在区域范围内资源具有较好的组合 

效应，也便于组合旅游路线。 

lI2 部分地区已具备休闲观光农业的雏形 随着分工的 

加深以及地区的差异性，各地区专门化程度大为提高。如大 

市聚镇的木樨山庄，浙江省茶树良种繁育场，西山名优水果 

引繁中心，城南乡的观光林业示范园，城关镇的热带鱼养 

殖，儒岙镇的高山蔬菜等，这些都是只需稍加规划建设就可 

发挥作用的休闲农业项目。 

1．3 区位条件较为理想 新昌县位于浙江东部，东临甬、 

舟，南界台、温，西接金、丽，北通绍、杭、沪，上三高速、104国 

道贯穿县境。随着杭州湾跨海大桥、杭州湾绍兴通道、曹娥 

江口门大闸、杭甬运河绍兴段拓宽、甬金高速公路等一批重 

大基础设施工程的开工建设，杭州湾经济产业带的形成，新 

昌县的区位条件将进一步优化[3J。 

1．4 农业资源依托的景区知名度高。便于资源互补、统一 

促销 规划的园区周围都有较为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如中 

部的大佛寺风景名胜区，西部的穿岩十九峰风景名胜区，东 

基金项 目 浙江省科学枝术厅资助项目(2o05C32030)；浙江省旅游科 

学研究项目(ZJLYY13)；浙江林学院科技发展基金项目 

(20( FRO65)。 

作者简介 张建国(1972一)，男，河南洛阳人，在读博士，讲师，从事观 

赏园艺、休阑农业与生态旅游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收稿日期 2oo6．10．08 

部的沃洲湖风景名胜区以及南部的天姥山风景名胜区 。休 

闲观光农业资源与传统的山水自然资源与宗教文化资源互 

补，组合关系良好，也便于统一进行市场营销。 

1．5 旅游基础条件好。旅游客源量大 新昌每年有约5O 

万的稳定游客，随着交通的进一步改善，游人规模仍将扩 

大，观光休闲游客将会稳定增长【4_51。从新昌客源地构成来 

看，其吸引腹地集中于我国以沪杭甬为代表的长三角经济 

发达地区，这个地域是 21世纪城市化进展速度最快的区域 

之一，城市居民的出游率高，休闲时间增多，而且对异质文 

化——乡村及农业有较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新昌，以县 

城为依托城镇。东西向50 km为直径内开发规划一条规模 

较大、特色鲜明、种类齐全的休闲农业带，势必为游客提供 
一 个良好的游憩基地，让他们获得精神文化上的满足感。 

1．6 自然生态环境良好 新昌县具有相对优越的自然环 

境，森林覆盖率达63．2％，空气质量良好，基本上呈清洁水 

平。交通主干道基本实现绿化，加上山水资源得天独厚，丘 

陵广布，新昌江、黄泽江、澄潭江等穿境而过，规划区大部分 

地区保持蓝天净气和真山真水的生态环境 ，这为开发生 

态休闲农业旅游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背景。 

2 新昌县休闲农业产业发展现状 

虽然新昌县休闲农业的开发具有优越的资源优势，也 

进行了一些开发工作，但休闲农业旅游收入在整个旅游产 

业的收入中占有的比重很低，在农业的休闲功能开发中也 

存在着产业屏蔽、认识错位、产品单一等问题。 

2．1 休闲农业产业开发状况 该区域内目前已经有了一 

定的旅游开发基础，开展了不同程度的旅游接待工作，为下 
一 步深度开发提供了前提条件。七盘仙谷观光林业园、木樨 

山庄、浙东现代渔业示范园等已经开展接待经营，而且这些 

园区具备较高的休闲观光、食宿接待等游客接待能力；来益 

生态农业示范园、西山名优水果引繁中心等园区，已经有自 

助游客进入；西班牙农业风情园已经完成征地，正在完成整 

体规划。但总体上来看，目前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的效益尚未 

显现，经营收入在整体经营收入占有的比重很低；也没有同 

旅行社等旅游部门发生有效的联系；各个经营主体之间也 

没有进行统一的整合和科学的营销。休闲农业资源的旅游 

开发基本上处于起步阶段。 

2．2 存在的主要问题 

2．2．1 优势旅游产业对休闲农业的开发存在着一定的屏蔽 

效应。新昌风景秀丽，旅游资源丰富，全县有自然景观和人 

文景观300多处，景区面积120 km2，占全县总面积的1／10。 

在旅游形象上，在省内游客心中，新昌的旅游形象是“江南 

第一大佛”、“影视拍摄基地”、“梦游天姥山”、“山水浙江、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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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新昌”。因为在游客心中，大佛和天姥山是新昌最有特色 

的旅游资源 。因为新昌在游客印象、感知中最值得一游的 

景点在于大佛寺、天姥山、穿岩十九峰、沃洲湖等景区景点。 

可以看出，新昌的旅游形象仍以传统的自然山水观光、宗教 

朝拜旅游为主。这一旅游产业优势虽然可以为休闲农业提 

供一定的过路客源，但对休闲农业的旅游开发存在着严重 

的屏蔽效应。调查发现，游客很少能够联想到观光休闲农业 

的某个景区或景点。因此在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的初期，宣传 

促销的难度大，如果不采取必要的措施，很难迅速提高新昌 

休闲农业旅游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份额。 

2．2．2 业主对休闲功能的开发存在着模糊认识。在目前的 
一 些休闲农业资源的业主中，对休闲农业开发重要性认识 

不足。如下竹潭芦笋基地的业主认为，他们是一个以生产为 

主的企业，产品销售形势也不错，休闲功能的开发可有可 

无；而开发的资源条件看好的来益生态农业园也对外界游 

客开放的积极性不高。这影响着休闲农业资源的有效开发。 

另外人们对休闲农业旅游理解不深。据调查，人们大多 

认为休闲农业就是“农家乐”，就是农户开办农家餐饮。这种 

片面理解不但严重降低了休闲农业旅游的丰富性，掩盖了 

休闲农业所包含的其他更深层次的内容，而且严重影响了 

涉农企业的参与积极性 

2．2I3 目前开发的休闲农业产品单一。新昌已经开放和在 

建的休闲农业景点中，无论是七盘仙谷、瑞和度假村、木犀 

山庄还是西山名优水果引繁中心、来益生态农业园，都是观 

光型产品，静态展示的多，吸引游客的少。虽然其中也有一 

些如采摘果品、迷你盆栽花卉制作等参与性的小活动，但总 

体而言能够对游客产生较大吸引力和震撼力、促使游客全 

身心投入忘却自我、激起游客无限暇想和巨大乐趣的参与 

性活动还没有，而且各个园区的项目在一定程度上雷同。 

2．2．4 人才匮乏。由于休闲农业的开发和研究均处于低水 

平层次上，针对休闲农业经营和管理人员的相对较少，对于 

休闲农业从业人员也缺乏有效的培训。问卷调查表明，新昌 

县已经开发的休闲农业项目中，从业人员大多由工业、商贸 

和建筑的管理人员或当地农民担任；导游人员较为缺乏且 

不具有农业知识。这一现状制约了休闲农业旅游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随着休闲农业开发力度的加大，与复合型从业人 

员缺乏的矛盾将更加突出。 

3 新昌休闲农业产业发展的总体布局与功能区划分 

3．1 规划目标与布局思路 发展新昌的休闲农业，必须整 

合新昌县的大农业资源和山水观光旅游资源，以农业景观、 

农业生产活动、农业新技术 、农产品流通 、农村 自然环境及 

乡村文化为主要内容，建设一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 

特色的具有观光、品尝、体验、购物、休闲、度假、教育等多种 

功能的休闲农业园区和特色中心，建成一条长约50 km，覆 

盖面积500 km ，集种植业、林业、渔业、牧业、农产品物流、 

农业休闲接待设施等各类休闲农业要素于一体的休闲农业 

产业带。 

在发展过程中，要注意充分挖掘和依托现有农业和旅 

游业各资源要素，将农业要素与旅游资源设施有机结合，以 

农业经营为基础，逐步导人休闲产品，使农业要素成为农业 

与旅游业共生要素，以休闲度假产品为发展目标，结合原有 

山水观光游资源和接待设施，逐步把新昌的旅游业向休闲 

度假的层次提升。 

3．2 总体布局结构 

3．2．1 总体产业布局。根据新昌县的区域特点和资源分布 

状况，结合不同区域、不同园区的发展基础、资源优势和特 

点，可将新昌县休闲农业发展的总体产业布局概括为“一带 

j三区块六中心十园区”。1条休闲农业带：从新昌县的实际 

情况出发，根据规划区内资源的集聚程度、地理位置、交通 

状况等，将新昌休闲农业带的发展格局划分六大特色中心 

和十个休闲农业园区，并初步形成一条具备农、林、牧、副、 

渔五大农业资源的休闲农业弧状长廊型产业带。三大区块： 

①休闲农业区块，包括城关、城南等镇，建设定位为科普、休 

闲。②主题农业区块包括大市聚、小将等镇乡，利用天姥山、 

罗坑山山林资源和大市聚台地资源，定位以野外体验健身、 

主题农业为主。③体验农业区块包括澄潭、梅渚等乡镇，定 

位为体验农业。6个中心：利用园区的主打特色产品，建设 

六大特色中心，主要包括名茶物流中心，七盘仙谷的农史农 

技展示中心，名果名花引繁中心，长诏休闭垂钓中心，天姥 

山森林公园的高山疗养保健中心以及观赏鱼繁殖中心。十 

大园区：根据现已成经营规模或已纳入规划，并发展比较好 

的园区，作为近期重点建设的内容，主要包括浙江东现代渔 

业示范园、七盘仙谷等 lO个园区。 

3．2．2 服务总体结构。配套旅游服务结构为 “1个集散中 

心，3个旅游城镇，lO个休闲村”。1个旅游接待集散中心： 

在新昌县城建 1个游客接待集散中心，具有旅游客源集散、 

信息传递、农产品物流等综合功能。3个休闲农业旅游城 

镇：休闲农业带的服务接待设施以大市聚、澄潭镇、镜岭镇 

3个城镇为依托，可利用传统旅游景点的接待设施。lO个 

“农家乐”休闲村：利用 1O个村庄，毗邻旅游资源或是具有 

丰富农业旅游资源等优势的地方，发展“农家乐”休闲旅游 

项目，主要为游客提供品尝农家菜、农耕体验、果蔬采摘以 

及农庄住宿等旅游活动。 

4 新晶休闲农业产业发展战略构思 

4．1 目标市场与开拓策略 

4．1．1 目标市场。根据新昌县旅游业的客源市场现状及休 

闲客源市场的分析，市场开拓的目标为“立足周边 、开拓长 

三角、面向全国、走向世界”。 

4．1．2 市场开拓策略。①巩固邻近县市和绍兴、宁波地区已 

有的主体市场；②大力发展以沪宁、苏杭、南京、甬温为代表 

的长三角中心城市和省内的辅助市场；③积极开拓国内其 

他地区的客源市场；④紧盯大佛寺的国外特别是东南亚的 

朝拜客源，开拓国外的机会客源市场。 

游客的开拓目标是近距离的短期休闲和以学生、工薪 

阶层为代表的，文化程度较高的中青年消费者以及与这一 

群体紧密相关的家庭旅游与休闲度假消费群体。市场促销 

产品以乡村休闲度假型、森林生态保健型、户外运动型、科 

普教育型、参与体验型农业旅游产品为主，针对国内其他地 

区及国外游客市场，以山水文化、影视拍摄休闲农业风情为 

主打产品。 

4．2 旅游产品定位 

4．2．1 农业休闲度假游。利用现代农业休闲环境，开展农业 

旅游项目，主要突出食宿特色和体现异域农业文化特色。该 

产品系列以浙东现代渔业示范园、西班牙农业风情园、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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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园为主要载体。 

4．2．2 农事文化体验游。集农史农技展示于一体，以茶业博 

览园、七盘仙谷农史农技馆、木樨山庄以及观赏鱼繁殖中心 

为主要载体，分别开展农耕文化、茶业文化、桂花文化和渔 

业、农业科技的展示体验。 

4．2．3 农事参与游。以农事生产过程为主要对象，供游客参 

与体验，开展花果茶树认养、茶叶水果采摘、农产品种植、鱼 

类捕捞垂钓等项 目，以七盘仙谷 、茶业博览园、西山名优水 

果观光园、长诏休闲垂钓中心为主要载体。 

4．2．4 农技交流示范游。以农史农技展示中心、浙东现代渔 

业示范园、来益生态农业示范园、观赏鱼繁殖中心、名花名 

果引繁中心为载体，开展各类农事的交流示范，通过各种教 

育形式推广。 

4．2．5 农产品品赏游。以旅游节庆节事的活动形式，开展茶 

叶、果蔬品赏为主题的游园活动，条件成熟时将高山蔬菜和 

有机鱼品尝纳入其中。此产品系列以茶业博览园、西山名优 

水果观光园、木樨山庄、浙东现代渔业示范园、下竹潭芦笋 

观光园为主要载体。 

4．2．6 农特产购物游。以名茶物流中心、西山名优水果观光 

园、茶业博览园、天姥山高山蔬菜基地、下竹潭芦笋观光园、 

来益生态农业示范园为载体，开展绿色农产品生产、购买环 

节的游客购物游。 

4．2．7 休闲垂钓。以浙东现代渔业示范园、长诏休闲垂钓中 

心、观赏鱼繁殖中心为主要载体，开展赏鱼、钓鱼、品鱼主要 

活动，为城市居民休闲垂钓、修身养性提供了好去处。 

4．2．8 山水观光与健康促进游。以天姥山森林保健中心、七 

盘仙谷、生态植物园等森林区域为主要依托，充分利用森林 

中空气负离子浓度高、植物精气保健效果好的特点，组织游 

客到森林中去，学习中草药保健知识，享受森林健康促进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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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与产品，开展以“接触森林呼吸的气息”为主题的山水观 

光休闲、度假保健游，锻炼身体，返璞归真。 

4．3 农耕文化开发策略 新昌的地方文化特征有两大类： 
一 是秀美的自然山川和田园风光孕育的世代相传的本地 

“耕读文化”[71，另一类就是慕剡中山水之名而来的文人墨客 

创造的“诗歌文化” 。可挖掘耕读文化旅游产品，如浙东农 

史馆、农事参与基地等。 

以整合旅游地形象各要素，塑造和传播目的地形象为 

目标的节事旅游策划和设计，关键是选择和发展标志性的 

旅游节庆，其中节事的主题和级别最为重要0o-u]。新昌已经举 

办过六届“新昌旅游节”，目前也有一定的规模和知名度 。 

针对休闲农业旅游，可举办新昌桂花节、休闲农业节、茶叶 

开摘节等活动；顺应时代潮流，从回归自然、享受田园风光 

的角度出发，采用绿色营销，尽量推出生态绿色的休闲农业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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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宫线路，使游客在青纱帐内乘趣游走；把菜园种成“迷宫 

园”，各路段设果蔬奖品以提高旅游者兴趣，这样能更好的 

实现乡村旅游的品味和特色。 

3．7 加快研发和生产乡村旅游商品、纪念品 推进“果进 

篮、花进盆、菜进盒、农副产品进袋”工程，提升地方农产品 

形象和附加值。重点扶持一批具有自主品牌的农产品深加 

工企业和诚信规范的购物商店，形成乡村旅游商品、食品和 

纪念品生产销售体系。 

3．8 政府的多项政策保障 政府应加大财政资金投入，适 

当增加旅游专项资金总量并向乡村旅游倾斜，重点支持乡 

村旅游规划、人才培训、市场宣传、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引导 

社会资金以购买、租赁、承包、联营、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投 

资开发乡村旅游项目，兴办各种旅游开发性企业和实体。金 

融机构应加强对旅游开发的信贷投入，加大面向农户和中 

小旅游企业小额贷款和联保贷款规模。实行用地优惠政策， 

乡村旅游项 目建设用地，可通过招、拍、挂的方式获得土地 

使用权，收取的土地出让金可用于该项 目的基础设施建设。 

鼓励在荒山、荒坡、荒滩进行乡村旅游开发，支持村民在自 

己承包的果园、林地、草地或者宅基地上开展农家风情和民 

俗旅游。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对新办的乡村旅游企业，包括 

旅游景点、宾馆、旅行社和旅游纪念品生产设计经营单位， 

适当减免所得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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