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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业观光旅游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有效的途径，本文主要探讨了农业观光旅游对新农村建设的意义，提出大力发展

农业观光旅游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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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和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性问题，也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问题。党的十

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了今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

标，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也是一个系统工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是要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以及“脏、

乱、差、散”的局面；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主线。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新阶段党指导“三农”工作新理念、新举措的集成和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就是解决“农民、农

村、农业”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农业观光旅游有助于加快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建设新农村等相关问题得到解决的

新途径。 

一、农业观光旅游的发展 

观光农业旅游的核心是原汁原味的乡村文化，其本身就是别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它是以农村自然环境、农业生产活动、农民生活方

式为旅游的吸引物，游客可以参与到农事实践中去，如种地、除草、采摘等，这种与自己的生活方式迥然有异的原汁原味的乡村文

化越来越吸引着厌倦了城里的生活方式，渴望回归自然，寻求一种参与、体验的经历的城市游客。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农业历史的农业国，各种农业资源丰富，有自己的民俗民族文化特色，正在逐步形成自己的观光农业旅游体

系。我国的观光农业最早始于70年代的台湾，至90年代已经取得了瞩目的成绩。相对于台湾，内地的观光农业起步较晚，80年代后

期，深圳举办了荔枝节，于是，各地纷纷开发各具特色的观光农业项目，90年代，得到高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96-97年已动工和

计划投资在1亿元以上的观光农业项目在7个以上。目前，我国的农业观光旅游区主要分布于许多大城市的近郊，如上海的孙桥现代

农业园区，北京的锦绣大地农业观光区，苏州的大地园区，南京的江心科技园，秦皇岛的集发生态农业观光园，广东省番禺化龙农

业大观园等，欣欣向荣，对农村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一个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在新农村建设中发展农业观光旅游的意义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审势度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而三农

问题的核心是农民，解决好农民问题，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而农业观光旅游的发展有助于

农村改变单一的农业产业结构，发展壮大优势产业群体，从而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等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目标。 

（一）农业观光旅游有利于促进农村生产发展。 

   首先农业观光旅游的发展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旅游业的发展，可以带动当地餐饮住宿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娱乐业、

服务业等行业的快速发展，并充分利用当地农产品和原材料,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同时带动旅游商品、纪念品加工业的发展，为第

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良好结合提供切实可行的途径,建立起两大产业间的以“农业养旅游、以旅游促农业”的互动机制,充分发挥了

旅游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综合效益。 

另一方面发展农村观光旅游业，有利于解决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机会。同时，旅游业的发展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也提供了

大量的就业机会。经研究表明旅游业每增加一个就业机会，社会就能增加五个就业机会。这就可以带动当地区域经济发展，形成以

农业观光旅游为龙头的产业链，从而切实增加当地的生产力发展。 

（二）农业观光旅游有利于促使农民生活宽裕。 

   首先农业观光旅游可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就会，就地消化农产品，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减少农民对土地和农业的依赖



性，从而使农民生活宽裕。各地区依托自己的自然资源禀赋，突出资源特色，发掘人文特色，形成自己的发展思想，依托这种农业

观光旅游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实现农民生活宽裕。 

其次，农业观光旅游的发展有助于加强城乡互动，吸收外来投资，增加农民收入。观光农业旅游的发展推动了城乡之间的紧密联

系，在农业的基础上开拓新的发展项目，吸引投资，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提高了农业的附加值，增加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差距，

同时，把先进的思想、文化以及科技随着外资的投入带入当地，促使当地的生产、消费等大大加强，同时实现财富、经验、技术和

产业的转移，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从而使其脱贫致富。 

（三）农业观光旅游有利于推动乡风文明。 

首先，农业观光旅游的发展会培育农民的科技意识，提高文化素质，培育出读书读报等文明的生活习惯；城乡的互动，带来大量健

康的娱乐休闲活动，促进当地文化活动的开展；由于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健康生活习惯的形成，从而增强了农民爱清洁、讲卫生、

爱护环境的好习惯，这都有利于乡风文明的建设。 

其次，旅游业的发展，促进农民主动学习旅游的相关知识，提高旅游服务技能，学习旅游管理方法等知识，提高了综合素质，同时

旅游业的发展丰富了当地文化生活，消除农村的某些陈规陋习，净化了社会风气，这都有利于促进乡风文明建设。 

（四）农业观光旅游有利于保护环境，形成整洁村容。农业观光旅游可以有力地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刺激交通、通讯、供水、

供电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善。如农业观光旅游对于环境卫生及整洁景观的要求，可推动农村卫生条件的改善，有助于解决村庄环

境脏、乱、差等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加强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就可以推动当地环境治理，从而推动农村村容的改变，推

动村庄整体建设的发展。 

   农业观光旅游所依赖的是当地的自然风光、文化底蕴、田园景色、农耕文化或者是古镇村落、农家生活等资源，这就促使当地注

重环境保护，对环境的维护，使得这种文化或者自然资源得以保存并传承下去，促进当地的村容整洁，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

设。 

（五）农业观光旅游有利于实现民主管理。经济的发展，会促进政治文化建设，表现在管理上就更加民主。农业观光旅游的发展，

会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从而促进农村基层党组织运行机制，加强组织领导的民主化、制度化、科学化，同时健全民主管理、民主

监督机制，促进民主管理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为保证农业观光旅游的可持续、规范、健康有序的发展，要求完善管理体制，实施有

效管理，推动民主管理的发展。 

三、小结与讨论 

    综上所述，农业观光旅游在中国近30年的发展表明，它对于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发展农业观光旅游可以促进产

业结构调整，合理利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从而促进生产发展；发展农业观光旅游可以提高农民收入，促使农民生活宽裕：发展农

业旅游可以带来先进的文化生活，促使乡风文明；发展农业观光旅游可以加强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环境保护，从而促使村容

整洁；发展农业观光旅游可以推动乡村的民主管理体系建设，实现农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发展，有利于推动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因此，大力发展农业观光旅游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道路中的一个有效途径。 

    在当前大的政策背景下，农村观光旅游应该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把发展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机的结合起来，把发展目标

与新农村建设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结合起来，把发展农业观光旅游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利用国家的政策支持，大力发展，促进当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刑兰芹.浅析中国特色的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关系.西藏发展论坛.2007.4 

2.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 

3.左晓娟.农业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管理在线，2007.5 

4.黄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业旅游发展思考.经济与科技，2007.5 

5.郑德祥.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探讨  现代农业科技  2007.5 

6.崔明.我国观光农业旅游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分析.甘肃农业，2006.8 

Copyright 2006 中国科学论坛杂志社 粤ICP备0607907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