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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开发旅游农业的 SWOT分析 

毛 勇 

(重庆工商大学 旅游学院，重庆 400067) 

摘要：在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背景下，积极开发旅游农业的意义非同寻常。结合实际对重庆 

开发旅游农业进行了SWOT分析，指出了重庆开发旅游农业的优势主要来 自多样的山地农业景观、 

库区大水域的形成、浓郁的巴渝民俗和大直辖市的市场，劣势则集中反映在农业生态景观较差、农村 

基础设施及教育落后和地形地貌复杂多变等方面；同时又面临新农村建设、库区生态建设和三峡工程 

建设等多方面的机遇 ，挑战则体现在农业资源的相对短缺、城市化的侵扰、现有土地政策的制约和不 

同层次的市场竞争。总之，重庆开发旅游农业优势大于劣势，机遇多于挑战，因此，可根据地域的不 

同，按都市圈、渝西、东部三峡库区和渝东南四片区进行布局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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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关于旅游农业 

笔者使用了 “旅游农业”而非 “农业旅游”这 
一 提法，目的在于突出 “农业”这一中心。旅游农 

业既是农业发展的一个新领域，又是旅游开发的一种 

新路向。其范围涉及农、林、牧、渔在内的大农业而 

非仅限于种植业范围的狭义农业。一般可以将其理解 

为：充分利用农村环境，包括农用工具设备与空间、 

劳作场地、农产品、农事活动、自然生态、乡土民俗 

等，经过规划设计，以发挥农业与农村休闲旅游功 

能，增进民众对农村与农业的体验，提升旅游品质， 

并提高农 民收益 ，促进农村发展的一种新型农业 

(在这一点上它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高度的一 

致性)。其实质是以农业为载体，以农业旅游为主要内 

容，既具农业生产功能又有旅游功能的新型交叉产业。 

二、重庆发展旅游农业的 Sw0T分析 

(一)优势分析 

1．资源优势 

第一，旅游农业资源总量大，分布广。重庆是我 

国最大的城市，具有大城市大农村的特点，全市幅员 

82 403km 。农村土地面积达54 987km ，其中山地和 

丘陵面积达 80％以上，森林覆盖总量 303．42万 km ， 

低山草地 23．85万 km ，山地农业资源丰富，开发潜 

力大；长江流经境 内，江河支流众多，水域面积 

26．77万 km ，水资源丰富；三峡蓄水后，不仅形成 

世界最大的内陆水库，而且将 自下而上、自主流至支 

流，造就相当数量的濒水生态景观。此外，有动物资 

源800多种，植物资源4 000多种，且珍稀名贵品种 

多。旅游农业开发潜力大。 

第二，生态农业景观多样，风格迥异。重庆地势 

整体由南北向长江河谷逐级降低，西北部和中部以丘 

陵、低山为主，东 南紧靠大 巴山和武陵山脉海拔 

500m以下的土地面积占38．61％，800—1 200m之间 

的占20．37％，1 200m以上的占 15．57％，丘陵面积 

占25．42％，山地占63．31％，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 

候区，夏热冬暖，光热同季 ，无霜期长，雨水充沛。 

构成了以河谷流域的坡耕地垂直景观 (山顶水保林 

带、山腰果树复合带、山底特色水域带)、丘陵低洼 

地域的平坝农业景观和高山无污染生态农业景观为主 

的多样多层次多季节生态农业景观带，既各具特色， 

又互为依存，既提高了农业的连续供应的生产性功 

能，又有益于旅游农业的四季开展，观赏性强，可参 

与度高，体验性好，其优势较纯平原地区更为明显。 

第三，农业产业特色和农产品特色突出。重庆地 

势地形特色造就了重庆以山地林果经济为主，辅以花 

卉、鲜蔬、水产、畜牧业、水稻等的产业特色。农业 

产业和农产品种类齐全，名优特农产品多，特别是在 

都市发达经济圈及渝西经济走廊，已形成了一批蔬菜 

生产基地、食用菌生产加工基地、水产品示范基地、 

特种禽生产基地、花卉基地、水果基地、花椒基地、 

茶叶基地等，诞生了一批农业科技示范农业基地和生 

态农业示范基地，部分地 区农产品商品率达 80％。 

农业的生态功能、社会功能、生产功能逐步得以体 

现。2005年，全市 11个农业产业化百万工程建成各 

类优质农产品基地 1 000万亩，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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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 2 000家，其中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19家，市 

级 103家，区县级 800余家。全市无公害农产品产地 

101个，产品55个，绿色食品生产企业 25家，产品 

63种。重庆市名牌农产品 160个，农产品商品率达 

60％。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业生产基地的建设和特 

色名牌农产品为旅游农业的多层次纵深开发和可持续 

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四，农耕文化、传统民俗文化深厚而独特。重 

庆境内聚集了汉族及苗族、土家族、蒙古族、回族、 

满族、朝鲜族、侗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几千年的 

自然调试，各民族形成了相对成熟、特色鲜明的农 

耕、民俗文化，由此导致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体系更是 

异彩纷呈。比如：铜梁龙舞、大足的鲤鱼床、秀山花 

灯、阳戏、秀山苗族赶秋节、举马节、綦江农民版 

画、三峡石画以及南川、万州、涪陵、黔江等地的民 

间根雕、虫雕等均具有较强的市场知晓度和吸引力。 

这些散布于农村地域的农耕及传统民俗文化不仅转化 

为旅游产品的成本低，而且将极大地提高旅游活动的 

参一与．1生和文化内涵，利于旅游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2．相对的区位优势 

旅游农业的客源主要为地方 中心城市居民 (一 

级市场)，区域外及国际市场 (二级市场)一般发生 

在大区位优越的沿海地区。因此重庆发展旅游农业在 

很大程度上避开了重庆在大区位上的劣势。目前，重 

庆三大主要经济圈 (都市发达经济圈、渝西经济走 

廊和三峡经济圈)的旅游农业均可以重庆、涪陵、 

万洲等大中城市为依托，水位上升后的长江水系及铁 

路、公路在各大中城市间已形成交通网络，主干道抵 

达或接近各主要农业区和基地。尤其在都市发达经济 

圈及渝西经济走廊，其相当部分农业特色产业基地 

(带)及已发展起来的农家乐旅游与重庆主城的距离 

在 100km以内。而据吴必虎的研究，85％的城市郊 

区型乡村旅游地集 中分布在距离一级客源城市 (中 

心主城)100km范围内。 

3．客源优势 

主要表现在 ： (1) 目前全市人 口基数达 3 144 

万，其中城镇人口1 130余万。在都市发达经济圈， 

2004年城市化水平已达 85％，人均 GDP达 2 002美 

元，出游能力极强。渝西经济走廊的该两项指标也分 

别达 37．7％和 1 198美元，早已超出普遍国内出游标 

准。库区涪陵、万州等主城居 民出游能力也不低。 

(2)随着重庆城市地位的上升，吸引的区域外游客 

及国际游客日益增多，城郊短程旅游农业也将作为其 

旅游行程的补充和辅助内容吸引这一市场。 (3) 日 

常紧张、频繁、嘈杂的城市生活与工作使得人们回归 

大 自然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低消费、行程短的原生乡 

野旅游成为其首选。 

4．较好的旅游发展基础 

重庆地处长江流域核心地段，山地峡谷旅游资源 

丰富，品位高，境内有世界遗产 1处，共有45家景 

区获得质量等级，其中4A级旅游区 17家。漂流、 

森林峡谷探险、温泉度假等特色游及商务会议旅游、 

都市旅游发展迅猛，旅游配套设施大大改善，特色旅 

游 目的地形象日趋鲜明，吸引力不断增大。据统计， 

2004年重庆市接待国内旅游者 5 235．6万人次，比上 

年增长22．82％。这些在城市及著名景区周边的巨大 

的国内市场为这些地区旅游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裕的 

客源基础，而且成熟旅游景区的配套设施也成为旅游 

农业发展的重要依托。同时，近几年，近城 (市)和 

近景 (区、点)型观光与休闲型旅游农业也由起步转向 

发展阶段，一批示范型星级农家乐和观光休闲型旅游农 

业基地兴起，其中，重庆永川黄瓜山镇旅游农业项目和 

渝北区鹿山观光农业示范村2001年 12月经国家旅游局 

确定为全国首批 100个工业旅游、旅游农业示范点。 

5．旅游农业项目本身投资优势明显，受关注度高 

主要表现在 ： (1)旅游农业开发选址所需的土 

地价格及相关投人相对城市或其他旅游景区低，所需 

资源少；可以利用现有的农田、果园、林地、花卉苗 

圃、草地加以美化和修饰 ，免出复杂的工程建设，启 

动资金少，可分期投资，逐次开发 ，滚动发展，同时 

又不影响农业生产。 (2)开发旅游农业具有多重、 

综合效益，抗风险力强：一是特殊农业的收人；二是 

发展旅游的收人；三是旅游农业能最大限度地保持、 

优化城市郊区及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具有良好的生 

态效益；四是旅游农业相对于传统农业，其劳动密集 

性更为突出，能够提供大量进人门槛极低的生产性就 

业机会，吸收目前农村富余的劳动力，社会效应显 

著。(3)重庆农村小地块特征突出，山地坡耕地多， 

在传统农业耕作方式上产业效应提升空间不大，开发 

旅游农业项目则可获得较好的综合效益。 

6．政策优势开始显现 

市委市政府已明确提出要发展都市旅游农业及生 

态观光特色农业，以此作为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思路。这一战略已体现在 《重庆市农业和农村 

经济第十一个五年发展规划纲要》 (征求意见稿) 

中，并对其按 “三大经济区”进行了布局安排。其 

他各相关区县 (市)也都制定了相应的发展旅游农 

业的战略和策略。 

(二)劣势分析 

1．农村生态环境的可观性和可居性较差 

主要表现在： (1)林草植被覆盖率低，仅为 

23．1％，低于长江上游的27．8％，且次生阔混交林、 

纯林、梳幼林比重大 (占40％)，“石化”山区面积 

逐渐扩大，灌丛面积大，优质草场不足。 (2)水土 

流失严重，面积达 5．2km ，占幅员面积的 63．2％， 

其中特色坡耕地是水土流失的主要来源。 (3)自然 

灾害频繁，地质灾害严重，是全国地质灾害最严重的 

地区之一，加上生态系统先天脆弱，库区移民安置又 

进一步加大了对生态环境的压力。 (4)资源尤其是 

水资源短缺，市西部的8个县缺水严重，坡地保水能 

力差；农村面源污染加重，农用地膜的 “白色污染” 

和有机化肥污染增加 ，农产品品质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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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村经济基础差，教育滞后 

主要包括：(1)由于长期投入不足，除了都市圈外 

重庆农村大部分地区在交通、通讯、能源供给、给排水、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基础配套上相对落后，特别突出的 

是中心城市与旅游农业开发潜力地区的道路交通和供水 

问题。(2)经济发展水平低，自身投人旅游农业开发的 

能力十分有限。(3)农民文化素质不高，自身进行旅游 

农业开发、经营或提供服务的水平受限。 

3．现有旅游农业项 目单一，运作方式落后 

目前重庆旅游农业开发 的主体形式是 “农家 

乐”，活动内容大多局限在吃、饮、棋、牌、唱等初 

级阶段，可观、可游的项目不多，可参与体验的项目 

更少，文化内涵深的项 目几乎没有。组织也不合理， 

农民参与度不高，旅游对农业、农村的带动贡献不 

大。销售渠道不畅，旅游农业未形成品牌。 

4．旅游农业生产力布局受地形地貌的约束大 

重庆农村地区地形地貌复杂，这在增加旅游农业 

的内涵和可游性的同时，也对旅游农业的生产力布局 

形成了极大的约束，不利于大规模、高科技现代旅游 

农业产业基地的规划建设，也增加了市场与旅游农业 

目的地之间交通连接的难度。 

(三)机遇分析 

1．市场机遇 

主要体现在 ： (1)国内旅游市场发展迅猛，乡 

野休闲体验旅游成为时尚；(2)城市中夏季家庭型 

农村游逐渐增加。他们或出生于农村，或曾是农村下 

乡知青，或出于使自己的子女受到教育而赴农村进行 

年度性旅游。(3)卫星城镇建设和住宅郊区化以及 

郊区 “第二个家”的增长带动了郊 区农村地区的旅 

游。(4)私人汽车拥有量的增加和 自驾游的火暴又 

刺激了短程农村地区旅游的发展。 (5)我国旅游黄 

金周的井喷问题亟须一条游客分流的解决之策，这又 

拓宽了旅游农业的市场渠道。 (6)随着国家对假 日 

的调整及呼之欲出的带薪假 日的来临，民众闲暇时间 

日益增多，是旅游农业发展的新契机。 

2．库区配套设施与基地建设机遇 

三峡库区星火产业带建设已经启动，计划规划范 

围包括主城六区在内的23个区县，涉及幅员面积和 

人口超过60％，到2010年该产业带建设总投资将达 

38亿元，将配套建成3O个星火科技产业示范基地。 

首批涉及库区19个区县的35个项 目已于 2005年 1O 

月正式启动。这一计划的进展不仅将直接带动旅游农 

业基地的开发建设，还将大大促进和改善库区乡村配 

套设施的建设。 

3．库区生态环境建设机遇 

近期，退耕还林作为库区生态建设的主要内容， 
一 方面，通过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促进了农业内部结 

构的调整，且国家当前的政策又加快了这种调整的步 

伐，它为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创造了条件，激活了思 

路；另一方面，退耕还林 (草)本身也是一个景观 

的恢复和重塑过程，库区整体生态环境状况将在这一 

过程中得到极大的改善，这非常有利于进一步发展观 

光及体验型农业 ，实现生态功能与经济功能、人与自 

然的和谐。 

4．三峡工程的竣工将促成多方面的机遇 

三峡工程举世瞩目，长江形成长达 600多公里的 

库区，重庆占据了其中的绝大部分，由此给重庆旅游 

农业带来的机遇包括：其一，新景观机遇。长江各大 

干支流深入库区农村地区，水位最终上升后，将形成 

众多的特色鲜明的滨水生态农业景观；其二，水位上 

升后，库区水上交通连结将更加畅通，旅游农业可进 

人性差的现状可望缓解；其三，水位的大幅度上升， 

将一定程度影响滨水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此 

相关的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将会被催生，旅游农业可 

以利用的资源将更加丰富；其四，三峡工程的竣工，将 

进一步推进长江流域的经济合作，其他特别是中东部地 

区对库区的投入力度会更大，农村经济也将更加活跃。 

5．农民创业意识不断增强 

库区农民创业意识的提高主要基于以下四个方面 

的原因：一是库区既在移民改变了其生产生活的环境 

同时，也带来了发展的新机遇，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 

寻求新的获益方式；二是随着农业生产力和生产效率 

的提高，出现了大批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他们急切需 

要在传统农业之外找到 自己的位置 ；三是传统农业 ， 

特别是库区山地农业强劳动、大消耗、低收益、低附 

加值的现实也是他们积极创业，改善 自身条件的强大 

动力；四是新一代农民的文化素质大大提高，掌握了 

更多的技能和信息，具有较强的主动创业意识。而旅 

游农业由于其熟悉的乡村环境、低技术要求和传统的 

乡村情节往往成为农民创业的首选。 

6．环境及政策机遇 

近期 “三农”问题一直受到国家的关注，2003 

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把解 

决 “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重心，次年中央 1号文 

件又强调了农 民的增收问题。2006年中央 1号文件 

更明确提出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当前工作的重 

中之重 ，基础设施投资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农村将 

得到全面的规划建设，这无疑是旅游农业发展的巨大 

契机。近期，市委、市政府也确定了解决 “三农” 

问题的工作重点，特别提出 “三百”促 “三化”、 

“三化”促 “三农”的农村工作基本思路，出台了各 

项政策措施，为市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工作和政 

策保障。全市各级各部门更加关注农业，支持农业， 

关心农民，为全市农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思想氛围和 

发展环境。而通过发展旅游和旅游农业来使农村地区 

致富和脱贫的思路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和肯定。 

此外 ，我国加入 WTO，传统农业面临严重冲击， 

传统农业在向二、三产业延伸，提高附加值的转轨变 

型过程中，也将极大促进旅游农业的发展。 

(四)挑战分析 

1．农业发展资源短缺 

新世纪，农业面临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压力。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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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是耕地资源的逐年减少，1996—2000年，全市常用 

耕地面积减少 0．6％，1997—2002年减少 2．6％，2001 
— 2O02年减少 6．5％，而且随着三峡工程的推进，淹 

没耕地和城镇建设用耕地增加，耕地还将进一步减少。 

另一方面，虽然江河资源丰富，但水土保持难度大， 

可利用水资源短缺，工程、季节性缺水矛盾 日益突出。 

2．城市化侵扰的挑战 

随着重庆直辖，重庆的城市化进程加快，据市规 

划局发布的 (2004年重庆城乡规划发展报告》，重庆 

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变化非常显著。1981年，重庆主 

城区建成面积为73．4平方公里，到 2003年时，重庆 

市主城区建成区的面积已达 300．9平方公里。未来 5 
— 10年，重庆主城面积还将增长一倍以上，来 自这 

方面的挑战与威胁主要包括： (1)城市对郊区农村 

土地的不断占用； (2)城市强势文化对农村弱势传 

统民俗文化的冲击与侵扰；(3)城市发展对景观生 

态环境的建设性破坏； (4)城市工业和生活废污水 

的增加和未经处理的排放对农村生态的破坏。 

3．现有政策的制约 

根据2002年8月的 《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 

土地流转受到较大限制，比如限定土地的流转不得改 

变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 这样将一些 

有意人股经营农业观光或其他娱乐业的投资者排斥在 

外，一些旅游农业项 目用地得不到保障。而且由于我 

国实行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所以，在设计土地承 

包经营权时，不得不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限定在同 
一 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而这样一来，使得跨地区的土 

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成为泡影 ，旅游农业吸引外资困难 

大。此外，一些地方土地用地规划缺乏长期性，也大 

大影响了旅游农业投资者的积极性。 

4．其他旅游产品和目的地的激烈竞争 

重庆旅游农业的竞争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 

是重庆境内及邻近周边其他旅游景区的竞争，这些景 

区开发相对成熟，配套完善，促销力度大，有一定的 

品牌效应，吸引力强，而且旅游者大都形成了旅游就 

到风景区的心理定势。二是周边特别是成都片区旅游 

农业的竞争。成都作为西部内陆旅游农业开发最早的 

地区之一，其发展水平和规模 、市场形象都在重庆之 

上，而成渝两地特别是环都市区的旅游农业在很大程 

度上是面对同一市场——成渝经济带的城市居民。目 

前，相当部分重庆市民前往成都及其周边旅游消费已 

成为一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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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重庆旅游农业开发的SWOT 

三、结论 

重庆发展旅游农业优势大于劣势，机遇多于挑 

战。在国家关注 “三农”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的大背景下，积极推进重庆旅游农业开发，既迎合 

时宜，又有利于解决实际问题。在具体实施中，应注 

重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应遵循先规划，后开发，再经营的思路， 

充分考虑重庆山地坡耕小块农业和库区水位上涨的实 

际，利用山坡、林草、水田、旱地、果园、劳作方 

式、生活习俗、民居村落、气候气象及农业科技等农 

业自然生态、文化科技要素构建特色各异的旅游农业 

区。比如，可按以重庆主城为中心的都市休闲度假型 

旅游农业、渝西片区的浅丘科技基地型旅游农业、东 

部三峡库区的滨水型和山地垂直坡耕地旅游农业、渝 

东南的山地民俗型旅游农业进行布局和开发。 

第二，要充分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结合起来， 

搞好旅游农业的基础配套建设和乡村环境建设。重点 

突出道路交通、给排水和能源工程。 

第三，要切实保护好农业生态和地方民俗文化， 

杜绝农业生态破坏和文化污染，要 以 “农”为本， 

以 “农”为特，防止非农化开发，充分保障农民的 

利益，促进旅游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圆圈困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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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 食 主 产 区 种 植 业 比 较 优 势 实 证 研 究  
— — 以江西为例 

朱红根，翁贞林，康兰媛，陈昭玖 

(江西农业大学 经贸学院，江西 南昌 330045) 

摘要：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而种植业结构的 

调整又是这次结构调整的重要 内容之一，是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江西是一个农业大省，种植业 

结构调整的好坏关系到江西的长远发展，因此，通过对江西种植业比较优势的实证研究，为政府进行 

种植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提供决策依据。 

关键词：农业结构；比较优势；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361．11 文献标识码：A 

Positive Research on Plant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Main Grain Producing Regions 

ZHU Hong—gen，WENG Zhen—lin，KANG Lan—yuan，CHEN Zhao—jiu 

(Economics and Trade Institute，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chang 330045，China) 

Abstract：The strategic reajus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economy structure is an important task in the present agd— 

cultural and rural work．The adjustment of planting tructur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issions of this structural adjust— 

ment，．It i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tructural adjustment of rural economy．Jiangxi is a large province of agdculture， 

where the quality of planting structural adjustment concerns the long—term local development．In order to positive re— 

search on the plant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s，the paper proposes the goverumentshould carrie out the planting struc— 

ture strategic readjustment． 

Key words：agricultural structure；comparative advantage；positive research 

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当前 

农业和农村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而种植业结构的 

调整又是这次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农村经济 

结构调整的基础。江西是一个农业大省 ，种植业结构 

调整的方向和效果关系到江西的长远发展，因此，笔 

者通过对江西种植业比较优势的实证研究，找出江西 

种植业优势和劣势农作物，为政府进行种植业结构战 

略性调整时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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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方法介绍 

比较优势测定方法采用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法，综 

合比较优势指数法是在分别计算效率优势指数和规模 

优势指数的基础上，对两者进行几何平均以综合反映 

某种农产品在该区域的比较优势的一种方法。该方法 

既可用于一个国家 (或地区)范围内不同作物品种 

之间比较优势的测定分析，也适用于同种作物在不同 

国家 (或地区)之间的比较优势的测定分析。 

(一)规模优势指数 (P ，) 

是指某地区某一时期某种作物的面积与该地区所 

研究的粮食 (或经济)作物总面积的比值和同一时 

期高一级区域同一比值的比率。规模优势指数反映一 

个地区某一农作物生产的规模和专业化程度，它是市 

场需求、资源禀赋、种植制度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 

果。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农作物生产的比较优 

势。其计算公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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