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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近年来，休闲农业作为一种旅游业和农业相互融合的新型产业在中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为了更好的促进休闲农

业的发展，本文详细阐述了休闲农业的概念及影响因素，并通过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对丹东市休闲农业做了调

研，以此为依据，分析了影响休闲农业发展的具体因素，并从规划、认识、宣传、管理等方面为休闲农业今后的

发展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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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ion on Leisure Agriculture————————A Survey of Leisure Agriculture Satisfaction in 
Dandong City

Abstract: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leisure agriculture is developing rapidly that is as a new type industry in 

tourism and agriculture in China.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eisure agriculture, the 
paper elaborates the concept of leisure agricultur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based on leisure 
agriculture research by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and interview from Dandong City , analyzes specific 
factors of development of leisure agriculture, and put forward strategy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leisure agriculture from program, understanding, publicity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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