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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业旅游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一种新兴旅游方式 , 农业旅游与当地社区参与的脱节已成为制约其自身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通
过对农业旅游与社区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的分析 , 认为促进两者协调发展十分必要 , 并从旅游社区的各个子系统入手尝试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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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e tourismis a new-rising tourism mode i nrecent years . During the research onthe development actualities of agriculture tourism, the
author discovered that disjointing of local community had beenani mportant factor whichrestric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tourism. After analyzing the in-
teractional relations betweenthetourismand community , the author thought that it was very i mportant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harmoniously and tried
to resolve this problemstarti ng with the subsystems of tourismcommun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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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 以秀美的田园风光、现代化农业技艺和淳朴的

民风民俗为显著特征的农业旅游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旅游者 ,

发展非常迅速。然而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显著问题是与

当地社区参与严重脱节, 而社区是农村旅游生存发展的基础

和根源 , 社区参与的局限性将成为农业旅游持续发展的瓶颈

因素。因此 , 研究解决农业旅游中的社区参与问题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1  农业旅游与其社区参与现状

1 .1  农业旅游及其发展现状 农业旅游是农业与旅游业相

结合的新兴交叉型产业, 是在充分利用现有农业资源的基础

上, 通过规划、设计、施工, 把农业建设、科学管理、产品生产、

艺术加工和游客动手实践融为一体, 使游客领略在其他风景

名胜地欣赏不到的大自然情趣、现代化的新型农业技艺和淳

朴的民俗风情[ 1] 。目前,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出游观

念的改变, 旅游者越来越倾向于自然环境好、“返璞归真”类

型的旅游活动。拥有自然田园风光和淳朴乡村风情的城郊

农业旅游越来越受旅游者的青睐 , 农业旅游作为旅游的一支

生力军, 与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优美的自然风光、多姿多彩的

民俗风情以及其他社会文化景观融合在一起, 成为旅游业和

农业的一个新亮点[ 2] 。

1 .2  社区参与农业旅游现状及原因  农业旅游的发展涉及

到各个群体 , 相对而言, 与之空间距离最近的社区群体是旅

游区内部或周边的社区居民, 空间上的紧密性使得社区居民

成为与旅游区接触最频繁的对象[ 3] 。就目前的农业旅游发

展现状而言, 社区参与并没有引起当地政府和旅游规划者的

足够重视。原因包括 : ①由于社区农民知识文化水平、技能、

资金等方面的局限性 , 往往被排除在旅游规划设计的决策主

体之外, 其自身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和实现, 一定程度上还

屏蔽了他们的发展机会。②鉴于农业旅游的决策主体主要

是政府和旅游专家, 使得农业旅游与社区基层脱节, 造成两

者无法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 其结果不仅使农业旅游发展规

模受限, 而且由此产生的成本外溢却大都由农民承担, 当地

社区农民从中受益有限却要承担相应损失。

2  由农业旅游与社区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分析两者需协调

发展的必要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社区参与。然而农业旅游与社区

的关系极为密切, 可通过分析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表

1) 得出结论。

  表1 农业旅游与当地社区相互影响关系分析

积极影响 消极影响

资源环境方面 农业旅游的发展促使社区周围原本被埋没的农业旅游资
源得以充分开发利用, 当地政府和居民环境保护意识有
所提高;农业旅游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和保护成为农业旅
游持续发展的保障, 优质的环境是农业旅游发展的基础。

旅游者的到来势必对社区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 改变了社区原来
的生态环境系统,污染状况加重; 如果社区资源贫乏、环境恶劣, 则不
能吸引旅游者,农业旅游将无法持续发展。

社会经济方面 农业旅游的发展给当地社区带来了持续的经济效益, 当
地居民交通、居住、通信、公共卫生、就业等方面均有改
善 ;社区较好的经济发展状况可吸引投资商、旅游者, 创
造更多的经济效益。

多数利润流入当地社会名流、外部经营者和政府机构, 当地社区仅有
少量现金收益,农民收益尤其有限; 经济落后造成的资本和技术缺乏
成为社区发展农业旅游的制约因素。

社会政治方面 社区政治权利机构基本代表所有社区成员的利益, 为他
们提供最大程度的参与社区农业旅游发展的机遇, 与外
部投资者沟通; 农业旅游的发展提高了当地社区居民“当
家作主”的意识 ,加强了与社区政治权利机构的联系[4] 。

社区领导独断专行, 将社区居民排除在决策主体之外, 没有真正解决
“三农”问题; 农业旅游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使社区政治机构过于注重
经济的发展,忽视了农民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益。

社会文化方面 旅游业的发展促使当地社区居民资源和环境保护意识提
高 ,社区教育和文化水平提高, 使得当地的传统文化得以
发扬和流传;社区自身的传统文化和民风民俗成为农业
旅游的资源之一, 增强了旅游资源的吸引力。

外来不良文化和风气造成社区居民价值观改变, 传统文化地位动摇,
社区不良竞争现象增多, 社会秩序混乱和腐败现象增多; 当地传统文
化和习俗的改变导致资源特色丧失, 吸引力下降, 农业旅游将进入衰
落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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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1 可以看出, 社区的各个子系统都与农业旅游有着

密不可分的联系。无论是从自然还是社会的角度来看 , 农业

旅游和社区都会对对方产生极为广泛且深远的积极或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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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彼此的脱节是违背其各自客观发展规律的, 两者都将

无法实现持续发展。因此, 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势在必行。

3  农业旅游与社区协调发展的策略研究

3 .1  农业旅游与社区参与协调发展的障碍 笔者在研究过

程中发现, 促进农业旅游与社区参与的协调发展面临着2 个

主要的障碍, 使得这条协调发展之路举步维艰。第一是当地

农民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和对外界的排斥。由于农民自身

知识和技术的匮乏 , 牢固的传统意识和自身的自卑感使他们

对于参与旅游决策和对旅游发展的态度极为消极, 并且不愿

因为旅游的发展而改变自己目前的生活和劳作状态, 对旅游

者的排斥性比其他旅游目的地的居民明显得多。第二是农

业旅游的设计开发过程中, 所涉及到的其他方面( 包括政府、

旅游专家、外部投资者等) 对农民参与旅游决策的权利及其

经济权益过于忽视 , 在农业旅游发展的许多关键环节将农民

排除在外, 从根本上造成了农业旅游与社区的严重脱节。

3 .2 社区参与农业旅游策略研究 如图1 所示 , 旅游社区

系统由各个关系密切的子系统组成, 这些子系统与农业旅游

的发展联系紧密。因此 , 笔者认为社区参与农业旅游应从各

个子系统入手, 以实现社区居民经济利益为核心, 将社区各

个系统与农业旅游相结合, 促进他们与农业旅游的协调发

展, 最终实现整个社区参与农业旅游并与之协调发展。

图1 旅游社区系统[ 5]

3 .2 .1 旅游社区人口与科技教育子系统。社区居民是旅游

社区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在改善旅游社区经营环境、

提供初级消费品以及进行旅游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

作用不容忽视。改善社区农民科技知识水平和增强其对外

开放意识是促进农业旅游与社区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因

此, 提高社区人口的教育水平, 培养他们对旅游的积极态度

十分重要, 这要求社区人口子系统与科技教育子系统应紧密

结合, 加大对农民科技教育工作的力度, 普及各种科学知识

特别是旅游知识, 变被动为主动 , 让农民真正当家作主, 积极

地参与到农业旅游的开发建设中去。

3 .2 .2 旅游社区政府子系统。在旅游社区经济发展中 , 由于

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性、自然垄断现象、外部性及公共

物品的存在等原因 , 市场会出现失灵的现象。为了保证旅游

社区内的资源实现有效配置, 有必要引入政府参与旅游社区

经济发展机制[ 5] 。针对目前政府参与旅游的现状来看, 其主

要任务是协调各方面在农业旅游中发挥的作用, 正确引导和

鼓励社区农民、外来投资者和开发者、旅游者参与到农村旅

游的开发建设中来并提供资金支持 , 培养农民的自主意识 ,

避免行政化倾向, 并以政府法规的形式保证农业旅游有一个

健康有序的发展环境。

3 .2 .3  旅游社区资源与环境保护子系统。农业旅游的特色

之一就是天然的田园风光, 在其发展过程中尤其要遵守可持

续发展的原则, 在开发和建设的过程中要重视对资源环境的

保护, 也要注意对当地社区农民赖以生存的居住和生活环境

加以维持和保护, 以实现农业旅游的长期稳定发展。此外 ,

社区政府和居民不仅要充分挖掘利用资源环境, 也应提高对

资源环境的保护意识 ,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3 .2 .4  旅游社区基础设施子系统。旅游社区基础设施建设

是发展农业旅游的保证 , 政府在发挥引导作用的同时, 还应

调动社区农民的积极性, 发挥他们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关键

作用, 在充分调查了解旅游者需求的基础上加强对社区基础

设施的建设 , 加以个性化的服务, 为旅游者创造一个安全舒

适的旅游环境。

综上所述 , 农业旅游与各个子系统协调发展的最终目标

是实现整个旅游社区经济的发展。正如图1 所示, 这些子系

统并不是相互孤立的, 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促进

整个旅游社区对农业旅游的参与也不能孤立地着眼于其中

的一个子系统, 而应加强这些子系统间的密切联系, 发挥凝

聚作用 , 共同参与到与农业旅游的协调发展中去。

4  结语

农业旅游在我国的发展才刚刚起步, 面临的问题也比较

多。笔者发现并研究的是农业旅游发展过程中较突出的与

当地社区脱节的问题, 其他诸如可持续发展问题、文化融合

问题以及开发过程中的其他问题等都有待进一步研究。但

这些问题都应建立在积极面向社区居民、加强社区参与的基

础上, 发挥社区居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 寻求一条有效的途

径来实现农业旅游和社区的共同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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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与重视。通过分析九台市农

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 , 提出一些适合各乡镇的有效整理

模式, 对九台市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工作有一定的现实意

义, 同时可为全国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提供一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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