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业科技导报，2007，9(2)：89～92 
Review of China A 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台湾休闲农业发展研究及对大陆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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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台湾休闲农业的兴起背景、发展过程、经营状况和发展策略进行 了综合研究分析，并根据研究所带来的启 

示，对大陆发展休闲农业提 出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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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农业受内部环境和生 

产成本的影响，其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逐渐 

下降，外销市场大大萎缩。2002年台湾加入 WTO 

后，岛内市场受外来农产品的冲击，农业发展内外受 

困，遭遇发展瓶颈。由于市场的需要，加之休闲农业 

这一“产品”本土性强，特别是像台湾这种四面环海 

的孤立岛屿的地理位置，休闲农业成为了台湾当局 

解决农业发展瓶颈的法宝。为促进农业向休闲农业 

快速转型，台湾农业主管部门除给予政策、资金上的 

扶持外，还对产业发展进行了认真规划辅导。使得 

台湾现代休闲农业快速成长，并成为目前台湾农业 

经营的主流形态之一⋯，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 

1 台湾休闲农业的兴起与发展 

1．1 台湾休闲农业的兴起 

台湾休闲农业的兴起有几个方面的因素。 

1．1．1 需求方市场的拉动 随着台湾工、农业经济 

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的实现，台湾的社会结构与产 

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都市化程度从 1954年 

时的30％发展为目前的70％ J。但工业化、都市化 

带来的喧嚣、污染、竞争、紧张、压抑等负面问题严重 

地困扰着台湾民众，使人们迫切地想在闲暇时去接 

近大自然；在享受恬静、舒适、清新、自然的田园风光 

的过程中，认识和欣赏民族传统文化。因此，乡村休 

闲成为台湾现代都市人维持生活品质的最佳方式之 

一

。 2001年台湾实施双休日后，为民众的休闲度假 

客观上创造了条件。 

1．1．2 农业内部因素的选择 加人 WTO后，台湾 

当局承诺进 口的大米量要 占岛内大米消费量的 

65％，此举严重打压了本土大米价格，使得水稻种植 

面积急剧下降，到2004年，台湾水稻种植面积下降 

为26万 hIn2l3]，短期内下降近50％。当局不得不出 

台稻田休耕政策，给予农民休耕补贴。此外，台湾还 

因多种原因不得不实行政策性休牧和休渔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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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促使台湾农业转向现代休闲农业，寻找新的发 

展机会的重要因素。 

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差别在于：传统农业只 

要求提供人类起码的温饱；现代农业发展却肩负着 

“优质、安全、休闲、生态”四大功能。善用农村的 

自然、农业、生态和文化资源，将其变为农业的新增 

长点是休闲农业的一个最大特点。根据台湾学者 

评估，休闲农业作为新兴产业，其经济收益是传统 

农业收益的 15倍 。 

台湾人口近 2 300万，但农业人 口仅 574万， 

从农人口更是少到 69．9万 J，只占农业人 口的 

12％，占总人口的3％。台湾农业总产值占GDP的 

比重越来越小，从 1963年的 23．3％、1992年的 

3．6％降至 2003年的 1．8％I6 3。事实上台湾传统 

农业存在已无太多的经济意义，当局仅仅因为从区 

域安全的战略角度出发，才保留这一基础产业。 

2 台湾休闲农业的发展与经营 

2．1 台湾休闲农业的发展历程 

2O世纪7O年代后期，为了迎合岛内市场的需 

求，台湾萌芽出休闲农业至今已近3O年，大致经历 

了5个时期l 。①休闲农业的草创期(1980年以 

前)。这一时期经营方法简单，主要是农民开放其 

生产场所供游人体验采摘和购买等休闲活动。②产 

业转型发展期(1980--1989年)。此时期台湾经济 

发展促成台湾民众对休闲农业需求的增加，台湾农 

业主管部门开始制定休闲农业示范计划，推动发展 

更多样化的休闲产业。③产业提倡期(1989— 

2000年)。休闲农业 1990年被台湾“行政院农委 

会”正式列入农业施政的重要 目标之一，先后拟定 

并出台了“发展休闲农业计划”及“休闲农业管理 

办法”等，逐渐增加休闲农业发展的施政计划，包 

括休闲农业区划与休闲农场经营辅导办法等，使台 

湾休闲农业迅速成长，出现了走马濑农场、东河农 

场、香格里拉农场、东势林场等较为成功的休闲农 

业项目。④产业发展期(2000--2003年)。“休闲 

农业管理办法”修正实施，为休闲农业提供了更完 

善的发展条件，产业发展渐趋成熟，并朝策略联盟 

及主题活动发展，同旅游捆绑经营共同发展。⑤产 

业蜕变时期(2004年一)。随着岛内外社会、经济 

环境的发展变化，“行政院农委会”再次修订相关 

法规政策，将经营成熟的台湾休闲农业发展目标定 

位在具有 “国际观光水准”，以谋求更高层次 的 

发展。 

2．2 台湾休闲产业的基本定位 

台湾休闲农业发展的主管机关为“行政院农 

业委员会”，法规依据主要是“农业发展条例”、“休 

闲农业区管理方法”等。台湾休闲农业发展是以 

自然、乡土、草根性为产业的本质，发展原则是以农 

业经营为主，重视 自然环境保育，以农民利益为根 

本，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台湾休闲农业的基本形 

态是以亲近大自然，建立以旅游、休息、教育、文化、 

社会、经济、环境、健康等功能相结合的经营体系， 

以农民、农业与农村作为休闲农业的重要特征，注 

重游客与农民的互动。台湾休闲农场主要由农民 

自己投资，政府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支持。 

2．3 台湾休闲农业经营状况分析 

2．3．1 台湾休闲农业的投入 ① 土地投入 2004 

年台湾全岛共有 1 102家休闲农场，投入休闲农业 

的土地总面积有6 589．7hm ，平均每家农场近6．0 

hm 。投入在 100 hm 以上的农场有 9家，占总数 

的0．8％；土地投入不足 0．5 hm 的有 149家，占总 

数的 13．5％。凡投入在 3 hm 以内的，农业主管部 

门引导其经营体验型的休闲农场；3～10 hm 的一 

般辅导建成综合型休闲农场 ]。②劳动力投 

入 台湾休闲农业常年投入的总劳动力有6 711 

人，平均每家约 6．1人；临时劳力为 11 387人，平 

均每家农场 1O．3人 ]。③资金投入 台湾投入休 

闲农业的资金总额为 128亿(新台币，每4元新台 

币大约折合 1元人民币，下同，编者注)，平均每家 

投资额约为1 162万元。投资100～500万元(不含 

土地)的占农场总数的38．4％；100万元以下的占 

13．9％；1亿元 以上的占 2．4％ J。④ 设施投 

入 包括住宿、餐饮、农产品加工、农产品与农村文 

物展示(售)、教育解说中心、门票收费、警卫设施 

和其他如：凉亭、眺望设施、公厕 、安全防护、停车 

场、标示解说、露营、步行道、水土保持、环境保护、 

休闲广场等 。 

2．3．2 台湾休闲农业的经营规模 据台湾休闲农 

业学会 2004年的调查，台湾北部经营休闲农场的 

最多，占总数的44．7％。其中仅宜兰一个县就有 

128家、南投县也有 100家。北部休闲农业之所以 

密集，是因为在区位上占有优势。台湾休闲农业从 

2000年进入旺盛期以来，新设立的休闲农场就达 

584家，超过了总数的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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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台湾休 闲农业全年共接待游客约 

4 913万人次，平均每个农场年接待游客约4．5万 

人次 ’ 。通常旺季游客人数是淡季的2倍，游客 

主要来自本土。由于台湾休闲农业的成功经营，近 

两年有不少港、澳、新加坡等地旅行社组团前往，且 

上升趋势明显。 

2．3．3 休闲农业主要经营项目及收益 经营项目 

主要以教学体验、风味餐饮 、乡村旅游和生态体验 

为最大项，分别有703、650、620和568家，占农场 

总数的63．8％、59．0％、56．3％和 51．5％ ；果园 

采摘和农作体验也是重要经营内容，分别有 532家 

和484家 ；其他依次还有民宿、蔬菜采收、农业展 

览、民俗技艺体验、林牧渔场体验，农村酒庄和市民 

农园等内容。 

台湾休闲农业的收入以门票、餐饮、住宿为最 

大项。2004年全年营业总收入超过 45亿元。其 

中住宿 174 933万、餐饮 125 280万、产 品销售 

107 580万、门票收入 1 910万、其他41 300万 J。 

台湾各休闲农场收入差异较大。以收入 100 

万 一不足300万的农场最多，有 315家占28．6％； 

收入 1万 一不足50万的次之，共246家占22．3％； 

收入亿元以上的仅有5家占0．5％，若按平均金额 

算，每家农场有 409万新台币的收入 。 

3 台湾休闲农业发展模式对大陆的启示 

目前大陆约有数千家休闲农业企业，并形成了 

各具特色的产业模式。大陆休闲农业主要聚集在 

北京、上海和广州等经济活跃的大城市郊区。北京 

市每年休闲农业产值超过4亿元。上海市每年大 

约有200多万人次涌向郊区体验休闲农业 。福 

建省受台湾影响，休闲农业也有较快的发展，尤其 

是经济较发达的闽南地区，现已有龙海龙佳、厦门 

万宝山、厦门华厦神农大观园、漳浦长桥、泉州清源 

山、安溪茶文化园等十余家较成功的休闲农业经营 

项目。 

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经济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休闲农业起步后于台湾。在休闲农业发展经营方面 

除与台湾休闲农业有共性外，还具有自己的特色，但 

总体发展水平落后于台湾。台湾休闲农业经过几十 

年的推动和经营，积累了许多正反经验，值得大陆学 

习和借鉴。根据研究台湾现代休闲农业发展所带来 

的启示，对大陆发展休闲农业提出几点建议。 

3．1 要把握发展休闲农业的基本原则 

发展休闲农业应注意以下5个基本原则：一是 

要有利于本地区农业发展。有利于本地区农业的 

转型升级，有利于农业与农村第二、第三产业结合， 

有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二是要坚持高起点、高标 

准的原则。引入台湾以及世界休闲农业的最新理 

念，规划与设计休闲农业产业，应用多种学科指导 

休闲农业发展；三是休闲农业的发展要坚持可持续 

发展的原则。避免对当地自然景观、生态环境造成 

破坏，确保休闲农业的永续发展；四要善用当地资 

源条件。农村各类资源是构成休闲农业的基本条 

件，在开发中应因地制宜地善用；五是要重视休闲 

农业的特色与创新。避免休闲农业经营的面面具 

到，形不成个性特色。 

3．2 要进行农村社区综合条件的改善和更新 

台湾休闲农业发展与当局推动的“富丽农渔 

村建设”处在同一发展时期，二者相互促进，相得 

益彰。大陆目前也正处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和休闲农业的发展初期，政府可抓住这一发展契 

机，通过两者来拓展农村的新经济活力，来增加农 

民的收入，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充实农民生活设施 

与内涵。同时强化农民社区意识与环保观念，落实 

资源永续利用并维护乡土之美，达到新农村建设与 

休闲农业发展的共赢。因此，各级农业主管部门要 

有计划、有规划地辅导农村进行居落更新以及农宅 

的修建。特别应注意在保留甚至增加乡土气息与 

风貌的同时，改善农村的周边环境和宅内居住卫生 

条件，达到村容整洁，村民生活品质改善的目的。 

在此基础上，政府应辅导农民将多余房舍整修成客 

房，为休闲者提供整洁舒适的民宿。同时，村内增 

设提供运动健身、教育体验、文化娱乐、餐饮等休闲 

场所，以多样且个性的休闲场所和休闲方式来吸引 

都市休闲观光客。 

3．3 尽快出台支持和规范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 

台湾休闲农业由“农委会”主管，“观光局”和 

“经建会”协同管理，先后出台了“发展休闲农业计 

划”、“休闲农业管理办法”和“休闲农业辅导办法” 

等支持和规范产业发展与经营行为的政策法规。 

经核准的休闲农场，主管部门会拨出专项经费支 

持。经费一般用于基础建设的补助和组织、宣传等 

费用开支。大陆可结合 自身实际情况，借鉴台湾管 

理经验，尽快出台产业扶持政策，对休闲农业涉及 

到的农村卫生、交通道路等基础建设给予资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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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生态敏感区，农村古文物、传统文化也可通过财 

政资助来传承维护。同时还要出台管理法规并设 

立监督执行机构，通过严格的法律法规来规范监督 

休闲农业的建设和运营等方面的行为。如台湾在 

“休闲农业辅导管理办法”中就规定，休闲农场区 

域内只能“搭建无固定基础之临时性与农业生产 

有关”的建筑物。该“办法”还详细规定，休闲农场 

的设施，以“无碍自然文化景观为原则”，并对场内 

建筑物的高度、住宿设施，建筑物设计等均有严格 

规定。大陆休闲农业也应通过立法来避免项目建 

设中的废农造景，滥建人工设施等，杜绝人为因素 

对自然环境和农业生产造成的负面影响。如若把 

休闲农园搞得与都市人工游乐园雷同，就背离了发 

展休闲农业的初衷。休闲农业的宗旨是在追求生 

产价值的基础上，增加生态、社会和文化价值。 

3．4 要加强两岸休闲农业的合作与交流 

台湾的休闲农业积累了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可邀请台湾有创办休闲农业经验的专家学者和经 

营者前来指导和投资创业。大陆发展休闲农业有 

优于台湾的先天条件，除国土辽阔，农村 自然和人 

文资源丰富，东西南北、山海湖草原各具特色外，大 

陆还有快速发展的经济和13亿人口的大市场，因 

此，联手互补发展休闲农业，前景不可估量。各级 

农业主管部门可以出台相关政策，吸引有识台商来 

大陆投资。 

3．5 结语 

目前大陆农业发展受到“三农”问题的困扰， 

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发展休闲 

农业有利于实现农业资源的高效利用，促进农业产 

业链的延伸，扩大农业新增长点，带来较好的经济 

效益；发展休闲农业还有利于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 

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利于农村人口素质的改 

变，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休闲农业必须以先进的 

农业生产方式、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民俗文化吸引游 

客，因此，从客观上起到了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以及 

生态环境保护的作用。即把农业的发展引向“生 

产、生活、生态”结合，平衡发展的更高层次；休闲 

农业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农业文明史 

是我国文明史的主要组成部分，其遗产大量散落在 

农业 、农村和农民之中。发展休闲农业有利于保护 

我国的农业文明，有利于促进游客的传统文化传承 

和保护意识。 

鉴于发展休闲农业对解决大陆“三农问题”有 

诸多的助益，希望政府能进一步支持这一新兴产业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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