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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 丁汉长安城遗址保护 区发展都市农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根据保护 区内的 自然厦社会经 

济条件以及国内外的市场行情，对汉长安城都市农业的发展项目进行了设计．最后提 出了发展都市 

农业的配套政策。 

关 键 词 ：汉城遗址保 护区；都市农业 ；规划 

中图分类号：K 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4 X(2002)01—0105—05 

1 问题的提出 

汉长安城遗址位 于西安市西北郊．是西汉王朝 

(公元前 206年～公元 23年)的都城遗址。现存遗迹 

主要为城墙和大型建筑台基，城垣内面积为36 km 。 

早在 1961年就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然而，由于文物保护的需要．文物保护 

区内的产业开发受到极大限制，致使保护区内产业 

以农为主 ，当地 54个村的收入水平明显低于其周边 

地区，干部群众对文物保护有很强的抵触情绪 。一些 

有害于文物的开发屡禁不止，给文物保护工作带来 

很大压力。急需研究和寻求与文物保护相协调的经 

济发展方式 ，以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 

2 保护区发展都市农业的可能性与必 

要性 

都市农业，一般指在城市化地区及其周边地区． 

充分利用大城市提供的科技成果及现代化设备进行 

生产 ，并 紧密服务于城市的现代化农业。都市农业是 

一 种与城市经济、文化、科技、技术密切相关的农业 

现象 ，是都市经济发展 到较高水平时 ，农村与城市、 

农业与非农产业等进一步融合过程中的一种发达的 

现代农业 J。 

2．1 保护匿发展都市农业的可能性分析 

汉城遗 址保护区发展都市农业的可能性取决于 

其都市农业的供给基础，即可用于都市农业的生产 

要素及其成本。 

2．1．1 良好的自然条件 在保护区范围内，地势平 

坦，光热资源丰富，水利条件好，为农业的发展提供 

了良好的 自然基础。 

2．1．2 农 劳动力资源丰富 首先，在遗址范围 

内，已有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可供利用；其次，该区还 

可利用西安市大量的退休老人、未成年人、待业人 

员、市民休阑时光等人力资源。由于该区已成为市区 

的～部分，交通便利，可就近吸纳西安市部分待业人 

员从事都市农业。发展休闲性都市农业，可吸引西安 

市部分退休老人前来经营。开展市民农园租赁业务 ， 

可吸引部分在职人员从事农业生产。开展趣味性、知 

识性高科技都市农业，可吸引部分中小学生等未成 

年者参与。所有这些劳力的科技文化素质较高而成 

本很低。 

2．1．3 技术力量强 西安现代农业开发区紧靠着 

汉长安城遗址．在观光休闲农业、高科技农业开发方 

面 已有多年经验，可为汉长安城遗址上各类都市农 

业开发提供技术服务。西安大专院校与科研单位众 

多，国家级的杨凌开发区距之不远．都可为其提供相 

应的技术支持 。 

2．1．4 基础设施好 该区作为市区的一部分，交通 

便利 ，营销j 便，可分享西安市相对完善 的营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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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化服务。 

2．1．5 资本较充裕 该 区发展都市农业可吸引区 

内外企业及个人的各类投入，包括企业及个人的盈 

利性投入，市民休闲健身娱乐投入、儿童在都市农业 

方面的游乐与教育投入 、市政府在环境保护及文物 

保护方面的投入、市政府在农业科技示范推广与菜 

篮子工程建设方面的投入等 。其 中有些投入是非盈 

利性的，从而保证整个资本投入的低成本。 

上述各类低成本都市农业资源说明当地发展都 

市农业是可能的。 

2．2 汉城遗址上发展都市农业的必要性 

汉长安城遗址上发展都市农业的必要性取决于 

当地都市农业的社会需求 。 

2 2．1 文物保护需求 在过去和今后相当长的一 

段时期内 ，当地主要面临着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的 

矛盾。必须找到使两者相互协调且长期可行的经济 

发展道路。而农业用水与排污少，对土地景观改变 

小，易于同文物保护相协调。从 国内外都市农业的实 

践看，都市农业的类型广泛，只要选择适 当的项 目， 

如发展观光农业、生态农 业、环保农业 、工厂化高科 

技农业等 ，并采用适当的技术(如节水灌溉等)和生 

产经营方式 ，完全可使两者相协调。因此，从保护文 

物的角度出发需要发展都市农业 

2 2 2 市民休闲娱乐需求 由于农业的产业特性 

决定的农业文化与工业生产的产业特性决定的工业 

文化之间存在明显的互补性 。面对城市化带来各种 

日益严重的社会文化问题 ，都市农业所体现的社会 

文化价值更显重要 我 国北京、上海、台湾的都市观 

光休闲农业的成功实践证 明，各类都市农业有助于 

平衡、矫正单一非农产业 主导下城市文化的某些缺 

陷，可望成为有我 国特色的城市可持续发展社会文 

化体系的一部分。 

旅游业是西安市的支柱产业 ，但西安的旅游产 

品主要是基于历史文化遗迹和秦岭 自然风光 ，缺乏 

介于人文与自然风光之间的、参与性强、适台市民周 

末余暇短期近距离休憩娱乐的观光旅游活动，影响 

了西安旅游业的发展。每年春天，西安有大批的市民 

及大、中、小学生外出春游 ，虽然旅游距离越来越远 ， 

但喜欢观光的景点却越来越少 ，人们获得 的满足越 

来越少 ，对春游的失望越来越大。髓着老龄化社会 的 

到来，城市退休老人越来越多，但缺乏有益于身心健 

康的晚年生活方式、内容与居住活动场所，以及必要 

的社区服务 ，如一些老人在闹市中心、马路两旁进行 

早锻炼 ，受噪音与空气污染危害大。我 国是实行独生 

子女政策的 国家，完全非农化的环境和孤独的核心 

家庭生活会对青少年 的知识、性格、生活价值观、行 

为方式产生消极影响，需要为城市青少年提供增长 

知识、促进交往、有益于身心的户外括动与场所 ，培 

养他们热爱劳动、热爱自然的价值伦理与行为方式。 

市民有了越来越多的闲暇时光 ，需要为他们提供有 

意义的体闲活动，促进社区交流与精神文明建设，并 

避免滋生社会问题 。西安作为西北文化古都 ，需要建 

设有西安特色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文化体系 

汉城遗址观光农业除 了吸引本地 市民外 ，还可 

分享来西安观光的外地客流。 

2 2 3 农业科技示范推广需求 西安综台科技实 

力强，遗址保护 区范围内各类基础设施完善 ，可在区 

内某些地段建立现代农业科技园区，率先引入现代 

高新技术，投入现代工业物质装备，示范推广现代农 

业科技。这对于乡村地区的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产 

业化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 ，为用现代 高新技术改造 

传统农业做出贡献。上海市旅游农业将现代科学和 

农业情趣寓于旅游之中，通过观赏品尝的趣味性、动 

手实践的有益性、科普宣传的知识性、生产产品的商 

品性，使游客既领略到城市其他名胜风景点欣赏不 

到的、新颖的、现代化农业艺术 ，又促进工贸生产，沟 

通城乡经济。 

2．2 4 鲜活农产品的需求 一方面，西安市的快速 

膨胀使大量的郊区农地、水资源、人力 、资金转变为 

非农用途，降低了农产品的供给能力，今后，髓着西 

安市的发展，这一问题将更趋严重 }另一方面，随着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和人 口的增长 ，西安市 民对各 

类农产品(尤其是鲜括农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这 

为汉城遗址保护区都市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巨大 

的市场。 

汉城遗址保护区具备丰富而独特的廉价都市农 

业资源 ，它构成了发展都市农业的必要条件；同时， 

西安市为保护区都市农业的发展提供的巨大的社会 

需求，构成了其发展的充分条件。两方面相结合，说 

明汉城遗址发展都市农业是完全可行的 

3 汉城遗址都市农业发展项 目设计 

汉城遗址都市农业的发展项 目设计，就是立足 

当地资源条件(包括各种限制因子)，面对西安市 民 

对都市农业的社会经济生态文化需求，利用现代农 

业科技 ，因地制宜，设计 出各类 都市农业生产经营模 

式，来协调各种矛盾冲突，适应与满足各类需求，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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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挥区域 比较优势 ，获得最大经济效益。根据上述 

供给与需求定性分析，汉城遗址都市农业项目及其 

布局可分为以下六大部分。 

3．1 汉城遗址结构林带建设 

环绕城墙种植 宽约 2～4 m 的高 大用材林 ，以 

林带显示城墙走向及轮廓，体现城墙的完整性 。同时 

也起到保护城墙、阻隔外界噪声与空气污染的作用 ， 

扩大园区内外的反差，营造乡村田园气氛。在原 12 

个城 门门址位置，以藤本植物搭架造型显示原城 门 

轮廓 。 

城墙 内恢复汉城 内原有汉代路网，作为旅游观 

光道路，路侧种植优质石榴树指示道路走 向，并按原 

汉城结构 自然地将汉城遗址分割为若干区域 ，从 而 

可充分展示原汉城结构轮廓。之所 以选择石榴作为 

指示树木，一是因为石榴包含有特殊的历史含义，二 

是 因为其市场价值高，三是 因为其可食部分包含在 

果皮之内，免受市区空气污染危害。对于地面地下遗 

存较好的夯土基址 ，可采用葡 萄树或猕猴桃树加 以 

围护，并指定经营受益者加以管理。 

通过以上措施勾画出汉城遗址结构框架。然后 

在其不同区域发展各具特色而又相互配合协调的都 

市农业项 目，建立汉城 遗址历史文化农业园区(以下 

简称园区)。 

3．2 大型观光农园 

观光农园是园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园区内 

现有的农业生产基础和游客的需求及文物保护的要 

求，观光农业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是农作物观光园。选择观赏价值与产品市场 

价值较高、适于当地生长的农作物、果树、蔬菜集中 

连片种植 。如以现有桃 园为基础建立较大规模的桃 

花园、连片种植的油菜 园、花卉盆景的生产 园、连片 

竹园等，农作物观光园通过集 中连片的作物的同生 

同长、春华秋实 ，呈现四季物候的变化，来创造独特 

的规模农业景观 。这些作物或果树的选择，可以在不 

损害文物的前提下 ，随市场需求而定 。园区主要通过 

出售农产品和游客观光收入来实现其效益。观光者 

以西安市民为主，同时也包括部分外地来西安的观 

光 客，他们通过农业观光感受农业景观这种人工化 

自然美景，通过参与农业生产、采摘收获来体验农耕 

之美与乡村乐趣，陶冶情趣 ，并使心神得 以放松 ，使 

身体得以锻炼，使知识得以增长。花卉盆景园艺区、 

模拟林区、农业动物观光园等可考虑布局 在园区外 

侧 ，因为那里土地及空气污染较重 ，不适于食品型农 

业生产，但便于营销和观光。另外 ，盆景园艺区也可 

布局在汉城原御花园旧址 ，标示汉城结构 

二是农业动物观光园 。主要是展示丰富多样的 

各类畜禽 和水产养殖 ，包括诸如鸵 鸟、牛蛙、蝎子等 

新近开发列^食谱的农业动物以及通过现代生物工 

程技术培育的新奇品种。游客可以参与饲养畜禽，也 

可购买畜禽水产品。 

三是农艺观光园。主要是展示趣味性强、知识性 

强的各类农业生产技术。可包括4个方面：①中国古 

代的 自然农耕技术展示，包括畜力的使用、有机肥的 

使用以及各类精耕细作技术，展示 我国古代农业技 

术成果及其现实意义；②关中传统各类庭院经济模 

式与民俗风情展示 ，以现有的区内民居为基础 ，通过 

乔木、灌木、藤本、革本、畜、禽、水生动物及传统农家 

庭院 ，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合理配置，体现人与环境协 

调共处、资掳 高效利用的生活模式，反映出自然界动 

植物相生相克或互利共生的生态学规律，展示关中 

地区农民生活与民俗风情，游客可从中获得生态知 

识，增强环境意识；③现代农业技术展示．通过温室 

大棚 、作物水培、滴灌渗灌 、工厂化养鸡、精细园艺等 

展示现代集 约农业技术成果 ，这类农业技术不仅新 

奇有趣，知识性强 ，而且具有实用性，它同陕西农村 

主导产业及目前或将来推广的农业技术相一致，预 

期市场需求大；④各类农产品加工烹调技艺展示，游 

客可以参观 品尝各类食品。 

不同的农业项 目涉及不同的物种形态与生物特 

性，体现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如松、竹及各类花卉在 

中国传统文 化中都有独特的寓意。因此 ，可 以选某一 

农业项 目作为其主导观光项 目，在选择相关项 目组 

台搭配，台理布局，采取适当的技术规范与生产经营 

方式，使观光农园浑然一体，可以体现和宣传汉城的 

精神文化内涵，与遗址古迹观光开发相协调。 

3．3 市民休闲体验农园 

与上述观光农业建设相配台 ，开辟市 民休闱农 

园，租赁给固区外市民经营。大体上休闱农园可分以 

下 3类。 

一 是老人休闱农园。这类农园主要是租给一些 

退休老人。他们一般身体健康，体力较好，时间充裕， 

喜爱农事操作和乡村宁静清新的 田园风光与和谐互 

助的人际关系，有的还具有高超的农业生产技术。老 

人农园的经营管理可分别由这些老人与休闱农园的 

经营机构协商确定 老人农园可为他们提供一种休 

闲、健身、交往方式与场所，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环 

境和收人来源，提供一个向社会贡献经验智慧、获得 

工作成就感的机会 。社会也因此减轻养老负担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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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程度。 

二是职工休 闲农园。这类农园承租者主要是西 

安在职职工。其经营管理方式也由市场确定 ，具体办 

法可参照上述老人农 园的经营管理方 法，但相 比之 

下 ，职工农园需要 出租方平时更多的照料看护。职工 

农园为职工余暇时光提供一种健康的休 闲娱乐方 

式 。 

三是少儿教育农园 这类农园由少儿家长或学 

校承租经营 ，可与上述职工农 园或老人农园结合起 

来，要求趣味性、知识性强。通过农业生产劳动过程 

和对农业生物生长发育过程的观察，增长学生的农 

业与生物知识 ，提高实际动手能力和观察能力，促进 

相互交往 ，培养他们 热爱 自然、热爱劳动的价值伦 

理 ，丰富他们的课外活动内容。 

市 民休 闭农 园可分布于远郊地带 ，那里 田园氛 

围更浓。休闲农园建设使市 民有更多的参与机会 。可 

促进城乡之间社会经济文化交流互动 ，增加农业 中 

的劳力与资金投入，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 ，促进城乡 

一 体化。 

3．4 现代高科技工厂化农业园区 

园区内设施完备，营销便利 ，又可就近利用西安 

高科技资源。因此可在遗址间隙地带，建立高科技农 

业园区。园区在技术上要综合应用现代农业科技，其 

中着重突 出节水灌溉、日光温室和新奇品种三大特 

征 。节水灌溉体现西北地区农业技术的发展方向，也 

是西安水资源短缺的现实要求。温室和新型品种能 

确保产品的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如高档蔬菜、名 

贵花卉盆景，产品用于出口和满足西安市民的需求。 

因而，园区能起到带动整个陕西农业科 技进步的示 

范作用 。其建设可与上述观光农 园、教育农 园结合进 

行 。 

3 5 西北农史与农业科技史展览馆 

关 中地 区作为我国农业 的发祥地 ，农业发展历 

史源远流长。建立农史展览馆，展示关中地区乃至西 

北地 区从古至今农业和农业科技发展史 ，包括农具、 

农法、品种 、农业产业结构、农业生态系统及资源环 

境的演变历程。这一是具有史学价值；二是同当地文 

物古迹观光旅游风格相协调 ；三是可以成为青少年 

学生学习农史、农业科技知识 和生物知识的课外基 

地 ；四是可以作为广大农 民和科技工作者研习农业 

科技的场所 ，服务于科技兴农的战略。因而预期将有 

较好的市场前景及社会效益。 

3．6 花鸟宠物古董交易市场 

近年来 ，随着西安市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消 

费层次也大幅度提高，对各类花草 、鸟禽、猫狗、工艺 

品等的需求增加 ，市场供销两旺。目前交易多集中在 

文艺路等市区中心地带。园区可依托其观光农园，开 

辟西安大型花鸟宠物古董交易市场，销售各类花草、 

盆景、古玩、猫狗、工艺品以及种植花草、饲养宠物的 

陶具器皿。根据 四季物候变化 ，通过在不同季节举行 

一 些大型农业节(如桃花节、石榴节、葡萄节等)来促 

进销售。同时也可促进西安旅游 ，使市民受到美的陶 

冶，提高市民素质，绿化美化城市，具有良好的社会 

经济效益。 

以上农业 园区项 目的内容相互之间存在关联 ， 

项目实施时可结合进行，空间布局要综合考虑环境 

限制、文物保护和总体布局效果，从而使整个园区形 

成一个整体。 

4 配套政策 

为使上述规划设计得以成功实施，必须配套实 

施相关措施。 

4．1 加强文物保护执法监管，保证开发不损害遗址 

汉城遗址历史文化农业园区的目标在于协调经 

济开发与文物保护的关系 ，保护汉城遗址 ，但农业开 

发并不必然导致文物保 护，有些农业 开发项 目同样 

导致文物破坏 ，从而有悖于园区规划建设的初衷，因 

此，必须对 园区内农业开发项 目进行严格审核和执 

法检查。建议在园区内常设文物保护监管机构，现行 

一 切有损 于文物的活动必须立即停止 ，并彻底杜绝 

一 切有损于文物的开发活动。这是园区得以成功的 

必要前提条件。 

4．2 选择适当的微观组织，实行科学的经营管理 

汉城遗址历史文化农业园区成功与否，除了合 

理的项 目规划设计 以外，关键取决 于选择适 当的微 

观经营主体 ，实行科 学管理 ，取得最 大的经济效益， 

从而可以长期 自立于市场之中。首先，由保护区内居 

民民主组建园区土地台作开发公司，该公司实行民 

主管理、一人一票、按人分红，从而调动园区内广大 

群众建设园区的积极性，并公开 收益分配。在环境允 

许和保护文物的前提下，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提 出 

整个 园区的土地利用规划方案 ，报市政和文物部门 

审批。然后 ，对园区内土地及相关经营项 目进行分别 

公开招商。并为开发商提供基础设施和必要的公共 

服务 ，协调各开发商之间的关系，并监督开发商的开 

发活动，保证园区土地利用规划的实施。各开发商在 

规定的范围内选择项 目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其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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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或者采取家族式 ，或采取合作 、台伙 、公司形式 ， 

最终 由市场决定 。目标是实现区内都市农业的产业 

化、市场化、高效化。 

4．3 政府提供必要的扶持 

汉城遗址都 市农业的发展具有 良好的社会经济 

生态效益 ，如保护文物 ；提供大片绿地 ，绿化美化城 

市；提供休 闲健身娱乐教育服务，促进精神文 明；增 

加就业容量，减少城市贫困；示范先进科技 ，促进科 

技兴农等 。政府有必要予 以大力支持 ，以创造有利于 

都市农业发展的 良好外部环境 。 

1)税收减免。对园区内开发项 目的各项税收予 

以适当减免 

2)财政投入。由于都市农业具有绿化美化、休 

闲娱乐、科技推广、文化建设、文物保护等功能，因而 

可将这方面的资金补贴投入到园区建设中击。 

3)宣传教育。在宣传方面，市政府要做耐心细 

致的工作 ，对于区内居民，一簧使居民了解文物的文 

化意义，感到居住在遗址 内的文化荣誉感和自豪感 ： 

二要使居 民了解文物的经济意义 ；三要使居民懂得 

都市农业的发展前景，并认识到在现代及未来经济 

结构中，都 市中一般低技术、高污染、小规模工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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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esign of urba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protected area of Chang an site ot‘the Han dynasty 

YANG Hai— uaE，ZH0U De—Yi 

(Urban and~esource Science~$partment of Northwest University：Xi an 710069，China) 

Abstract：It is necessary and possible to develop urban agriculture in the protected area of Chang an site el 

the Han dynasty．According to the natural and social economic conditions in this district and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demand，the items of urban agriculture and the relevant policy are put forward in 

thi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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