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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andong Province is ani mportant agriculture and tourismprovince . With SWOT analytical method ,inthis paper agricultural tourismof Shan-
dong province was analyzed ,the advantage ,weakness ,opportunity and threat of agricultural tourismin Shandong Province were discussed and proposes the
exploitation countermeasure of agricultural tourisminthe area was propos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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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旅游是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的产业组合, 农业旅游

的发展迎合了人们向往自然、回归自然的旅游需求, 同时对

于解决“三农”问题, 培育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以及进一步做

大做强旅游产业具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农业旅游在我国

已渐成气候, 山东省是全国农业、旅游大省, 农业旅游起步较

早, 但市场认知率不高。笔者运用SWOT 分析方法分析了解

山东省农业旅游发展的各项影响因素, 对于山东省农业旅游

的规划及其发展战略的制定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山东省农业旅游发展的S WOT 分析

1 .1 山东省农业旅游资源优势分析

1 .1.1 区域条件优势。山东省是中国主要沿海地区之一。

从国际区位看, 山东半岛是中国最接近日、韩两国的地区, 具

有得天独厚的对外开放条件; 从国内区位看, 东部的山东半

岛隔渤海海峡与辽东半岛遥遥相对, 西部内陆自北而南依次

与河北、河南、安徽、江苏4 省接壤。山东位于中国大陆东部

的南北交通要道, 京杭大运河和京沪铁路、京九铁路纵贯南

北; 胶济铁路横贯东西, 蓝烟铁路穿行于半岛中部, 形成纵横

贯通的铁路网络; 公路交织成网, 其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2 410 .7 km, 位居全国首位 ; 山东现有港口26 处 , 港口密度居

全国之首。所有港口均对外开放, 同日、韩等多数国家的主

要港口均已通航; 航空事业迅猛发展, 现已建成包括济南、青

岛、烟台3 个国际机场在内的9 处机场, 开通国际、国内航线

700 多条, 并开通了直飞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

国际航班, 其客源市场非常广阔。

1 .1 .2 资源优势。山东省作为农业、渔业、水果大省 , 大力

发展农业旅游, 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据统计, 目前山东拥

有省级以上农业旅游示范点76 个, 国家旅游局公布的首批

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名单中山东省包括: 寿光高科技蔬菜

示范园、潍坊金宝游乐园、昌乐尧沟镇农业旅游示范园等31

个农业旅游示范点。农业旅游示范点数量已位居全国前列。

在世界旅游组织专家为山东省所做的旅游总体规划中指出 ,

山东人与山东人的生活是山东省一项宝贵的旅游资源 , 这在

农业旅游发展中也有着重要地位。山东省农业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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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农业观光型 , 如寿光蔬菜高科技

示范园、烟台农博园、济宁高科技农博园、临沂盛能游乐园

等; 二是自然生态型, 如济南南部山区、淄博原山、莱芜房干

村等; 三是农家民俗型, 如潍坊杨家埠、聊城姜堤乐园、日照

和长岛的渔村等; 四是现代乡村型, 如烟台南山村、威海西霞

口村等; 五是古村小镇型, 如烟台牟氏庄园、滨州魏氏庄园、

章丘朱家峪等。

1 .1 .3 政策优势。2006 年9 月, 由山东省委宣传部、省旅游

局主办的“山东快乐乡村游”大型新闻媒体采风活动正式启

动, 在启动仪式上 , 山东省旅游局局长表明在今后5 年间, 山

东省将加速实现“大农业”与“大旅游”的有机融合 , 力争建成

30 个旅游强县。现在的山东省农业旅游在省委、省政府的大

力推动下, 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

1 .2 山东省农业旅游资源劣势分析

1 .2 .1 在景点建设和项目开发上缺乏科学的规划, 产品档

次较低。

( 1) 项目单一。由于忽视了农业旅游资源的综合开发 ,

使农业旅游项目功能、内容单一 , 如观光果园只供游人观光、

采摘果实, 垂钓园只供钓鱼 ; 民俗旅游产品多限于民俗文化

村、民俗节庆活动项目、民俗博物馆等, 开发的广度、深度不

够。许多具有开发价值的资源未得到很好的利用 , 无法跟上

现代旅游市场需求多样化、个性化的发展趋势。

( 2) 开发方面项目模式雷同, 盲目而缺少品牌。由于缺

乏总体规划和产业分工, 山东省各农业旅游区存在结构和活

动项目雷同现象, 没有突出的特色品牌 , 失去了对旅游者长

期持续的吸引力。在农业旅游开发和经营中, 经营者品牌意

识淡薄, 片面强调对乡村自然资源的开发, 而忽视对乡村文

化、民俗等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进行开发, 并且许多地区在

开发中只考虑当前不顾长远, 部分乡村在开发农业旅游时人

工痕迹过于明显, 城市化倾向严重, 影响农村的特色。

1 .2 .2  产业规模小, 基础设施、服务设施不完善。受农村土

地分散、小规模经营方式的制约 , 农业旅游总体规模狭小, 布

局分散。根据国外的经验, 农业观光旅游区在半径为29 .5

km 的区域内才可以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而目前山东省大

多数观光农业区的面积小于这个数字, 因而造成了游客较少

的局面。另外, 配套基础设施比较落后, 有些景区住宿、餐饮

设施以及周边地区卫生条件较差, 且必要设备缺乏, 尚未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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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参观、购物、旅游一条龙服务的产业体系, 给游人带来了极

大的不便。

1 .2 .3 从业素质与现代旅游服务要求断裂。就农业旅游发

展状况来看, 无论是农业旅游的管理者还是其他从业人员的

经验都不足。从业人员缺乏系统培训 , 服务程序不规范, 个

别旅游区从业人员存在恶性竞争现象, 管理人员少且许多旅

游区的管理人员由村干部兼任和当地农民担任, 低素质的农

业旅游经营者和从业人员与农业旅游的迅速发展不相匹配。

农业旅游大部分还处于粗放经营阶段, 形成轻管理、低质量、

低收入的恶性循环 , 严重制约了农业旅游的发展。

1 .2 .4 农业旅游项目受季节影响, 忙闲不均。受自然气候

条件、农事季节的影响, 许多农业旅游具有明显的季节性。

例如, 观光果园在夏秋挂果期间游人如织, 管理跟不上, 乱采

乱丢现象严重, 而冬季则门庭冷落, 旅游人数寥寥无几, 设施

大量闲置。

1 .3 山东省农业旅游发展机遇

1 .3 .1 生态旅游、绿色旅游是世界旅游发展的大趋势。农

业旅游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绿色旅游产品。随着对环境问题

越来越高的重视, 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兴趣和环境保护意识不

断增强, 生态旅游受到国际旅游界的广泛推崇 , 成为近年来

旅游市场中增长最快的一个分支。据世界旅游组织的估算

显示, 全球用于生态旅游的花费每年增长20 % , 大约相当于

旅游业平均增长率的5 倍。因此, 山东省农业旅游的发展把

握了世界旅游业的脉搏, 迎合了世界旅游业发展的大趋势。

1 .3 .2 国家及地方对发展“农业旅游”的重视。1998 年国家

旅游局推出“华夏城乡游”的旅游主题, 乡村旅游首次登上舞

台; 1999 年的“生态旅游年”中, 森林游、探险游、田园游等如

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2006 年的旅游主题为“农业旅游年”, 国

家把农业旅游这一支旅游业中新的劲旅放在了重要的位置。

一时间 , 各地都在围绕“中国农业游”主题重新定位和开发。

如今, 山东省正努力挖掘开发各种农业旅游资源, 配合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宣传, 推进农业旅游的建设。

1 .3 .3 2008 年奥运会将为山东省农业旅游发展提供新的引

擎。山东作为北京奥运会的唯一伙伴城市所在省份, 目前在

奥运经济竞争中已经占据有利位置, 奥运会将为山东省旅游

业的发展带来千载难逢的机遇, 同时也将为山东省农业旅游

的发展提供新的引擎。奥运会对山东省旅游业发展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奥运会将有效地促进入境游

客的持续巨量猛增。二是奥运会迅速提升了山东省的旅游

品牌形象。在奥运会举办期间, 举办地成为全世界注目的焦

点, 巨大的聚焦效应, 成为举办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巨

大、最佳传播载体。三是奥林匹克提供了宣传、展示、交流的

舞台, 扩大了让世界认识、了解山东省的机会。还有奥运会

期间的巨大媒体效应, 尤其是国际游客的口碑效应, 将显著

地提高山东旅游品牌在欧美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增加海外旅

游者对来山东旅游的热情和期望值。并且, 围绕奥运旅游 ,

结合山东丰富的旅游资源, 山东省旅游局已特别设计推出了

农业观光之旅、古镇之旅等10 条独具魅力的奥运旅游产品。

1 .4 威胁

1 .4 .1 来自周边地区的竞争。河北、安徽、江苏等省市农业

旅游的发展也十分迅速 , 并且有的已经形成品牌, 在全国具

有较高的知名度。例如 , 河北秦皇岛市北戴河集发生态农业

观光园, 是以“三高”农业为基础, 集观赏性、娱乐性、参与性

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农业观光游览区, 已成为全国生态农业观

光AAAA 级景区; 位于江苏无锡江阴的华西村农业旅游项

目, 依靠中国第一村的典型优势 , 围绕新农村特点, 大力发展

特色农村游, 每年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游客。山东省

农业旅游的发展一定要处理好与周边地区旅游产品的关系 ,

要扬长避短, 善于学他人之长, 充分利用山东省的各种优势 ,

努力提高山东省农业旅游产品的质量。

1 .4 .2  来自山东省内其他类型旅游产品之间的竞争。山东

省旅游产品类型丰富, 很多产品深受旅游者的喜爱, 如山东

一山一水一圣人旅游资源、山东美食等。山东省农业旅游产

品一定要处理好与其他类型旅游产品之间的“竞合”关系, 否

则会形成竞争, 阻碍农业旅游的发展。

1 .4 .3 各地区各自为政, 缺乏协作。山东省各地市对当地

农业旅游资源的开发, 大多各成体系, 近距离重复建设景点

的现象时常发生, 资源配置得不到合理的利用甚至浪费。同

时, 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 各自为了自身的利益 , 互相争

夺客源、资源, 形成了恶性竞争现象。

2  对策和措施

2 .1 统一规划, 打造品牌, 增强竞争实力 农业旅游要走产

业化的道路, 实现可持续发展, 必须在统一规划下进行整合。

从省里到地方要根据相关规定, 将目前分散在各个部门的农

业资源旅游开发管理职能集中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手中, 凡

涉及到农业资源旅游开发和经营方面的活动, 首先由旅游行

政管理部门对其规划、设计、论证后再由其他部门按照国家

有关规章办理相关证照。各地区还须强化景区资源特色和

文化的挖掘与包装以创立品牌, 坚持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的

原则, 坚持以文化升华、特色引路的思路, 提高旅游文化品

味, 树立旅游品牌 , 推动山东省农业旅游的健康发展。

2 .2 发展多样化旅游产品, 控制市场 由于资源的相似, 不

少景区的开发项目单一, 久而久之旅游者就会厌倦这种单一

乏味的农业旅游。各景区可以充分利用农村地区的其他农

业资源, 也可以和其他旅游产品联合开发, 这样各具特色、各

有所强、各有所优的产品既可以形成综合优势 , 又可以有序

地发展 , 更好地控制市场。

2 .3 政府主导、多方投资, 加强宣传 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

模式是国家或地方政府为给本国或本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新

的活力, 在政府规划指导下采取各种措施, 给予旅游开发积

极的引导和支持。大力发展农业旅游面临着许多瓶颈, 因

此, 政府必须发挥作用, 协调各部门充分整合现有的各种资

金渠道、互联网等资源, 同时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优秀的从

业人才形成发展合力。另外 , 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 , 应

该让资源走向市场, 多方引资 , 让产品走出家门, 广为宣传。

2 .4 开发与资源保护相结合, 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许多

地区的农业旅游条件特别优越, 或有优美的自然田园风光 ,

或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但受经济利益驱使, 未制定有效的保

护措施 , 使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另外, 文化资源的脆弱性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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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起到考试应起的作用。考试内容也应该返朴归真。

最近国家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学校评价与考试制度改

革的通知》要求, 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要从德、智、体、美等各

方面综合评价学生。评价方法要多样 , 不仅要注重结果, 更

要注重发展和变化过程 , 重视学生、教师和学校在评价过程

中的作用。《通知》要求建立三个评价体系, 即以促进学生发

展为目标的评价体系, 促进教师职业道德和专业水平提高的

评价体系, 提高学校教育质量的评价体系, 核心是发挥评价

促进发展的作用。评价学生时, 考分已不再是唯一标准。

《通知》的发布, 是素质教育发展的具体成果, 对中小学全面

实施素质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对其他各类教育具借鉴作用。

3  关于实施创新素质教育的几个原则

3 .1  进步性原则  创新有进步创新、非进步创新。实施创

新素质教育必须坚持进步性原则, 不违反法令和伦理道德。

坚持这一原则, 还要坚持既抓创造智力, 又抓思想道德素质

培养, 使学生学会做人、学会创造。

3 .2 整体性原则 依据这一原则, 学校应建立良好的创新

素质教育运行保证机制与体制, 以确保提高创新素质教育的

质量; 依据这一原则, 就要坚持全学校、全家庭、全社区、全方

位齐抓共管, 营建良好的创新素质教育环境; 依据这一原则 ,

就要坚持全体性、全面性、主动性与创新性, 对德、智、体、美、

劳等各环节一起抓, 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劳与创新精神、

创造能力等诸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3 .3 主体性原则 即坚持以学生为本, 落实学生主体地位 ,

尊重学生、信任学生, 让学生主动活泼地发展。坚持主体性

原则, 教师就要讲民主, 变课堂为学堂与讲堂相结合 ; 变只传

授知识为传授知识与培养创新能力相结合; 让学生从沉重学

习负担中解放出来, 有较充足的想象与创造的时间。坚持主

体性原则, 就要坚持共性与个性一起抓, 既注意对共性的全

体全面的培养, 又要注意对个性的发展, 特别是要重视对创

造个性的培养。教师应十分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个性心理

品质, 注重学生整体素质的培养 , 不能只是表扬那些顺从、听

话、会来事的学生, 而应经常关爱、鼓励那些敢于提问, 有新

观念、有坚持性的学生, 使其创造个性得到充分发展。

3 .4 创新性原则 即在素质教育教学中, 教师要创新地教 ,

学生要创新地学, 营建一个有利于创新能力培养的良好环

境。在教学方面, 教师要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竞赛式、调研

式等优化教法, 不仅传授知识, 还要教给学生知识创造的规

律, 教给学生发现、获取知识的能力。在精神方面要形成一

种宽松的、民主的、和谐的气氛。给学生一定的自由度, 让他

们能主动、自由地思索、想象、发问、选择、行为。教师对学生

的创造性要善于引导、鼓励; 对学生的异常思维方式、顽皮、

任性要善于理解、宽容、奖抑。在物质方面, 要加大投入 , 为

学生们的创造性活动提供时间、空间和材料。为学生安排自

由活动的时间、空间和材料, 让学生去参观、游览、接触自然

和社会 , 以此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环境方面 , 要

有能引起创造思维的感观刺激。

3 .5  实践性原则 即坚持实践第一 , 教、学、做结合, 让学生

在实践中学, 在实践中创。坚持实践性原则, 就要走出课本、

走出课堂、走出学校, 贴近生活、贴近自然、贴近生产、贴近高

科技。坚持实践性原则, 就要开展丰富多彩的创造性的活

动, 让学生自己设计、亲自体验、自我评价, 体味创造的滋味 ,

如开展调查活动、观察活动、科技活动等, 从中培养学生的观

察与想象能力以及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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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更需要在开发过程中进行保护。所以, 在农业旅游开发

和发展中要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 ,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总之, 各部门要通力合作, 抓住机遇, 在农业旅游备受重

视的大好形势下努力使山东省的农业旅游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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