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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论述了休闲农业的概念和内涵，分析了其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简要叙述了国

内外休闲农业发展的现状，提出了大力发展休闲农业的八条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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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休闲农业的概念与内涵  

（一）休闲农业的概念  

休闲农业是指利用田园景观、自然生态及环境资源，结合农林牧渔生产、农业经营活动、农

村文化及农家生活，提供人们休闲，增进居民对农业和农村体验为目的的农业经营形态;是结合

生产、生活与生态三位一体的农业，在经营上表现为产供销及旅游休闲服务等三级产业于一体的

农业发展形式，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休闲农业区，游客不仅可观光、采摘、收获农产品、体验农作、了解农民生活、享受乡土情趣，而且可住宿、度
假、游乐，甚至部分劳动过程可以让旅游者亲自参与、亲自体验。休闲农业可以增加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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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农业还可以通过寓教于乐的形
式，让参与者更加珍惜农村的自然文化资源，激起人们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兴趣，进一步增强人们保
护自然、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环境的意识。 

(二)休闲农业基本功能  

1、经济功能：增加农村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渠道，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村产业结

构。  

2.社会功能：增加城乡居民接触，拓展农民人际关系，缩短城乡差别，提升农村生活品质。 



3.教育功能：提供人们认识农业、了解农村动植物生长过程、体验农村生活及认识农村文化

及生态等。  

4.环保功能：为吸引游客，休闲农业区必须主动改善环境卫生，提升环境品质，维护自然生

态均衡。并借助休闲农业相关知识的教育提高人们环境保护与生态保育重要性的认识，主动做好

资源保护工作。  

5.游憩功能：提供人们休闲场所，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特别是增加不断增长的老年人的休

闲场所，解除工作及生活的压力，达到休养心身的作用。  

6.文化传承功能：休闲农业的发展可使农村特有的生活文化、产业文化及许多民俗文化得以

继承，同时能创造出具有特殊风格的农村文化。  

二、大力发展休闲农业是农业新形势的要求  

 1、休闲农业是适应国内外农业发展趋势的新产物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化的不断扩大，闲暇时间的逐渐增

多，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以及竞争的日益激烈，人们对于休闲活动、接触大自然、回归俭朴生活

的需求正快速成长，人们渴望多样化的旅游，尤其希望能在典型的农村环境中放松自己，追求更

多观光旅游景点。于是，农业与旅游业边缘交叉的新型产业--休闲农业应运而生，拓展了农业发

展的新空间，开辟了旅游业发展的新领域。正是由于兼具经济、社会、教育、环保、游憩保健和

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休闲农业已成为国内外农业发展一个新的趋势。我国的休闲农业也正在呈

现旺盛发展的势头。如北京地区休闲农业发展已有相当有规模,年收入达到4 亿多元,已占农业总

收入的30％以上。湖南发展了许多休闲农业景点,长沙雨花区洞井镇正在兴建长沙花卉大世界，

预计总投资1.2亿元，规划为湖南省一个集生产、休闲、观光旅游为一体的花卉苗木市场。  

2、发展休闲农业是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现实要求  

1978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人均国民收入急剧增加，伴随国民经济的发展，城镇数

量和人口也迅速增多。1978年到2000年我国城市数量由193个增加到663 个，建制镇由2173个增

加到20312个，市镇人口由1.7亿增加到4.5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17.9%提高到36.1%。人



们的休闲时间增长快速，周末单休已改为双休，增加了“五一节”等长假，这种人民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城镇居民的不断增长，休闲时间的不断增多，交通运输的愈加便利，人民消费结构的

不断调整趋势,也带来了文化生活和旅游消费急剧增长。如福建，2001年比1997年国内游客人数

和旅游收入分别增长74.8%和1.4倍，年递增率分别达到15%和24.9%，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城

镇居民开始走出城市，回归大自然，领略独具特色的乡间风情渐成时尚，对旅游的消费不断从传

统的旅游景观发展到结合旅游景观与农业生态景观的休闲农业需求增长上。在城市周边和经济发

达地区发展休闲农业具有现实的需要也有广阔的前景。  

 3、休闲农业是增加农民就业，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休闲农业园内不但为游客提供各种山珍野味，珍奇水果、蔬菜，还提供各种动物表演，如野

猪赛跑、斗野猪、斗野鸡等惊心动魄的比赛，同时游客还能进行狩猎、烧烤、垂钓、采果,制作

栩栩如生的山鸡、孔雀等标本，使农产品在各种休闲、参与的项目中就地消费,其效益和容纳的

劳动力是普通种养业的5至10倍。因而成为增加农民就业,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三、国内外休闲农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休闲农业在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形成了产业规模，目前在世界各国形成

了传统休闲农业、都市型休闲农业、科技型休闲农业、奇异型休闲农业等多种休闲农业经营模

式。还可拿自己收获的农产品参加各种展评活动。如法国农村的葡萄园和酿酒作坊很多都是对外

开放的，游客不仅可以参观和参与酿制葡萄酒的全过程，而且可以在作坊里品尝，在作坊里亲自

酿酒并将酿好的酒带走，享受与城市商店里买酒不一样的自然乐趣。这些葡萄园和酿酒作坊的旅

游收入往往高出他们的葡萄和葡萄酒的收入。  

我国的台湾地区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达到中等小康生活水平、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由

劳动型转向休闲型后，开始陆续将果园、农场于农闲或假日开放社会大众参与，观光果园在台湾

出现。经过单一果园、多类农园、主题式农园和整合式农园四个阶段的发展，目前已拥有1000多

家休闲农园，已成为一种新兴的农业发展形态。  

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也应运而生。一些有特色的

休闲农业基地，如浙江金华石门农场的花木公园、自摘自炒茶园，富阳县的农业公园；福建漳州

的花卉、水果大观园，厦门华夏神农大观园，建阳县黄坨乡蛇园，东山县鲍鱼观赏村；广西柳州



水乡观光农业区；山东枣庄石榴园；海南亚珠庄园；河南周口市“傻瓜农业园”；上海浦东“孙

桥现代农业开发区”；四川成都市郊区的“小农庄度假村”等，项目独特、条件优越，不仅为人

们拓展了更广阔的游览空间，而且为农村现代农业的发展和农民致富开辟了新的途径。据中南林

学院的朱玲介绍，目前广东省已有80多个观光果园，每年接待游客400多万人，收入达10多亿元

[1]。  
 

三、发展休闲农业的对策探索  

休闲农业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新探索，必须采取以下必要的措施。  

（一）确立方针，正确引导  

1、根据市场，发挥优势：根据市场需求是休闲农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休闲农业得以持

续发展的基础。休闲农业建设的关键就是要预测市场的潜力、市场需求的方向进行。  

2、结合实际，确立重点：一是结合现有条件，以延伸现有游览观光景点发展休闲农业；二

是结合龙头企业区域环境美化，增加休闲农业内容；三是结合农业科技园区，拓展园区功能布

局，发展成为科普基地和观光休闲景点；四是结合名人名居名艺名产和民俗文化的弘扬，组建农

业休闲街市，开展产品交易和科技文化活动。  

3、因地制宜，逐步推进：根据各地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结合农村城镇化发展，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逐步推进，重点进行示范引导，切忌不顾实际情况，一哄而上，盲目上马。 

4、政府引导，多方融资：要打破以往计划经济的做法，政府只对基础设施和公益产业（如

环境保护等）实行资金补助，主要通过政策进行引导，鼓励民间多方投资。  

（二）修订政策,促进发展  

制订全国休闲农业发展规划，加强对休闲农业发展的指导。制订休闲农业示范基地规划与补

助的管理办法，加强对休闲农业的规划、休闲农业基地建设的管理与补助。制订休闲农业的设施

建设、休闲农场管理与监督等具体政策，建立休闲农业的土地使用、建筑面积、其他设施建设等

旅游休闲设施应经批准许可，对休闲农业项目补助内容、重点进行具体规范，对实施项目的效果

制订检查考核指标进行检查。加强休闲农业信息的发布，加强与国内外旅游业合作进行项目推



介，协助开展文化节、展览会进行促销。  

（二）强化扶持,典型引导  

坚持项目带动战略，以民间的现有休闲农业发展为基础和民间投资为主体，加大财政支持力

度。采取政府立项补助，在沿海发达地区和重点城市郊区先建立若干示范点，进行重点扶持，重

点支持道路的整修，停车场、路灯、公厕等公共设施的建设，生态环境的维护和产品品牌的宣

传，重点支持开展休闲农业的综合系统研究，探索休闲农业发展的模式和以及休闲农业发展的政

策目标，摸索建立休闲农业品牌和围绕休闲农业基地建设的系列产品开发与服务内容范畴，逐步

带动休闲农业的全面发展，从而促进我国农业的转型升级。  

（四）借鉴经验,加强研究  

一是加强对国际有关研究发展信息和经验的研究：70年代以来，国外许多单位已经积累了一
大批示范试验数据与支持休闲农业发展的研究成果。可以采取引进理论思想与部分装备技术和自
主创新相结合。既可以使我国的研究实践与国际上的研究发展趋势相接轨，又可以探索形成具有
特色、有利于在农村推广的休闲农业发展模式。 二是注意休闲农业发展中单项适用先进技术的
组装配套：例如，利用GPS、GIS技术用于农田管理、节水灌溉、环境监测的实用技术，面向农
业生产者应用的电子仪器、实用监控设备，农业装备信息化技术;精细测土配方施肥、病虫草害
快速实用监测技术;智能化农业生产管理辅助决策支持系统的推广及支持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
先进装备技术与工具的开发等，提高科技含量。三是加强多部门、多学科间的相互联系，协同攻
关：发展学术讨论交流，加强国际合作，重视应用系统研究。  

（五）制定规划,巧妙设计  

应转变观念，加强休闲农业园区规划。为避免投资、管理和经营带来的困难，防止对自然景

观的破坏，目前不宜过多地发展自行采摘、承租农地等体验型项目和休闲娱乐为主的项目。应在

通盘规划下解决农产品的季节生产与全年观光经营的矛盾，搭配不同季节的品种，延长可观赏

期。在规划中要正确实行区域定位、功能定位、形态定位。要将休闲农业规划与农业现代化、小

城镇建设规划结合起来。要注意休闲农业建设的规模和区域布局，避免市场范围太过狭小、而造

成客源不足，效益不佳的问题（按国际通例，农业旅游区半径大于9.5公里的区域（面积）时，

才能发挥最佳经济效益）。  

（六）注意环境，永续发展  

环境保护是关系人类生存的大事，也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经济的发



展，回归自然的呼声越来越高，保护环境，维护自然的意识不断增强，这既是休闲农业得以兴起

和发展源泉，也是休闲农业赖以存在的根本。因此休闲农业发展不能破坏或污染农业的自然资

源，切忌建造过多的人文景观，使环境和设施过于人工化、商业化，必须巧妙利用现有的各种资

源，如利用太阳能、风能、沼气能等，既增加景观和培训教育内容，又增加能源，同时又洁净环

境。  

同时要结合农村文化活动，充分挖掘当地的丰富精致的文化资源。既要尊重当地文化，要保

持当地历史的文化传承，树立当地的特色文化品牌，也要提高当地的人文化素养，营造良好的休

闲环境。  

（七）因地制宜,发展特色   

休闲农业有别于一般的休闲旅游业，它必须运用特有的乡土文化、乡土生活方式和风土民情

去发展，因而也就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一方面是农业生产、自然景观、生态环境、农村设备及

农村空间等资源丰富，具有特色；另一方面必须具备丰富的农村人文资源、社会和谐、有充足的

资金和较强的管理能力。因此在建设发展上，在经营要注意体现休闲农业特色，突出农村生活风

貌和丰富乡土文化内涵，显现其独特的风貌。   

（八）培养人才,强化经营  

休闲农业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包涵一、二、三产业的经营内容，涵盖农业、生态环境、旅游、休闲、文化等多学科
知识，需要兼具系统知识的专门人才。必须加强培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可以借鉴台湾做法，建立休闲农业经营
管理学科，培养休闲农业经营管理人才、规划人才、导游培训教育人才。主要传授景观生态学、休闲旅游经济学、
农场经营管理学、乡村规划学、休闲农业概论、森林经济学、休闲市场预测与拓民展、生态学等内容，为休闲农业
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注：本文已发表于《立体农业与庭院经济》— —全国立体农业与庭院经济学术讨论会文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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