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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分析湖南休闲农业旅游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结合其优越条件 , 提出了发展休闲农业旅游的思路 :开展新型农业休闲
模式 ;合理布局 ;准确定位; 规范市场; 综合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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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of agriculture tourismin Hunan province ,newdevelopi ng thought of agriculture tourism
was brought forward combined withits advantage i nthe article .Newagriculture recreation model should be carried out withthe rational distribution ,accu-
rate allocation,standard marketplace and comprehensive explo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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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开

始在紧张的工作之余, 将目光投向农村, 寻求一种静谧、安

逸、健康的休闲方式, 以达到亲近自然、放松心情、返朴归真

的目的。同时, 广大农民为应对日益加剧的人多地少矛盾和

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等方面的问题, 开始尝试依托优美的农

业田园景观和自然生态环境, 开拓新的增收致富渠道。正是

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 , 我国许多省份的农村, 开始发展以“农

家乐”、休闲农庄、度假农庄等为主要形式的乡村休闲旅游

业。休闲农业是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的新兴产业, 是利用田

园景观、自然生态及环境资源, 结合农林牧渔生产经营、农村

文化及农家生活, 提供人们休闲娱乐、体验“三农”的新型农

业经营形态。它已成为我国旅游产品的重要构成部分。

1  湖南休闲农业旅游发展的现状

湖南的休闲农业起源于20 世纪90 年代, 长沙、益阳2 市

率先出现了以钓鱼休闲、吃农家菜、住农家房、观农家景、干

农家活为主要内容的“农家乐”。

经过10 多年的发展, 休闲农业整体档次得到提升。在

满足游客吃住的基础上, 休闲农业越来越注重为游客提供更

多的自然休闲、农家生活与农事体验等休闲旅游产品。据不

完全统计 ,2005 年, 湖南省具备一定规模的休闲农庄达5 000

多家, 全年经济收入超过30 亿元 , 接待休闲旅游人数2 000 多

万人次, 比2004 年增长30 % 以上。仅长沙市就有一定规模

的休闲农庄900 多家, 其中长沙县、开福区、望城县、浏阳市

等已逐步形成了点片相连的休闲农业产业群。长沙县立足

于构建“都市后花园”, 发展城郊型休闲旅游产业 , 农业休闲

旅游正在强势崛起, 目前全县共有各类接待点536 家, 其中有

45 家被授予星级“农家乐”。2005 年, 长沙县的“农家乐”接待游

客200 万人次, 实现综合收入1 .5 亿元,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4

000 多人; 新宁县大力发展客栈式休闲农庄200 多家, 床位达到

2 500 张, 占全县旅馆酒店床位的半壁江山。

2  湖南休闲农业发展的优势条件分析

2 .1 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 为休闲农业的开展提供了环境

条件 全省森林覆盖率达55 % , 森林景观季节变化明显。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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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水系以湘、资、沅、澧4 水为骨干, 以洞庭湖为汇聚中心, 长

度在5 km 以上的河流达5 341 条 , 且径流丰富 , 水位季节变

化相对较小 , 河湖水体四季丰盈, 共同构成了山水风光长轴

画卷。

2 .2 多彩的农耕文化景观, 为休闲农业提供了丰富的人文

资源 环洞庭湖的大水面养殖和捕捞, 大面积的粮、棉、油、

麻种植, 以及大型农业机械操作等, 均体现了鱼米之乡的现

代农业风采 ; 湘西、湘南、湘东的山地立体农业、土地多层次

利用, 以及筒车吸水、石碾加工粮食等传统农业文化景观, 显

示了山乡的古朴风情; 湘中河谷平原和丘陵盆地, 特别是大

中城市郊区的精耕细作农业, 以多样、优质、高效为特征 , 使

人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魅力。

2 .3 较为完善的交通网络, 为休闲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交通

便利 经过大规模的交通建设, 湖南省已形成覆盖面大、通

达性强的立体交通网络。今后, 通过高速公路, 长沙到其他

所有13 个市( 州) 的时间将不超过4 h 。同时, 县乡公路改造

也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乡村交通网。

2 .4 丰富的客源市场, 为休闲农业提供了市场保证  省内

长株潭一体化进程加快, 衡阳、岳阳、常德、郴州、益阳、邵阳

等城市也快速发展 , 全省城市化水平正在加速。省际, 南面

有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的珠三角城市群 , 北面有以武汉为中

心的华中城市群, 且多倚重于亲近大自然的旅游项目, 这也

是湖南省休闲农业的潜在客源市场。

3  湖南休闲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3 .1 发展无序, 管理混乱 调查发现, 各地的休闲农业还处

在自发无序的状态 , 有明显的盲目性。管理上的缺位, 使得

休闲农业资源分散。对休闲农业经营范围与活动内容的核

定、服务质量的要求等方面缺乏统一的标准, 为休闲农业服

务的各专业要素市场也尚未形成。在软环境方面 , 由于经营

者缺乏必要的培训, 组织能力及管理技能准备不足, 明显跟

不上市场的需求。休闲农庄内部的导引、休息、安全、卫生、

消防、娱乐、餐饮等服务设施的开发与管理都很不完善, 从业

人员与休闲农业服务离专业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3 .2 定位不准, 分工不明  湖南省休闲农庄每年增加数百

家, 发展速度快, 但规模较小, 布局不合理, 缺乏准确的市场

定位。有的农庄一味强调小环境, 选址偏远, 交通不便, 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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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清冷, 惨淡经营, 难以为继。一些地方在休闲农业开发

建设上脱离了朴素、自然、协调的基本原则, 贪大求洋, 建筑

物富丽堂皇, 脱离农家特色, 还破坏了当地资源和环境。湖

南省现有休闲农业主要是以观光型、娱乐型、度假型为主, 务

农型、品尝型、购物型、疗养型的很少。在休闲的内容上, 又

有很多农庄雷同, 只是钓鱼、住宿、打牌、卡拉 OK 等, 感觉上

仅仅是把城市休闲的活动换个场所, 缺少特色和吸引力。有

的甚至只想“占山为王”, 缺少名园、名品、名菜、名项目等, 无

法提高休闲农业的市场号召力和知名度。

4  湖南休闲农业开发策略

4 .1 开展新型的休闲农业模式

4 .1 .1 高科技农业园。是一个以现代科技为依托, 按照现

代农业产业化生产和经营体系配置要素进行科学管理 , 在特

定地域范围内建立的科技先导型现代农业示范基地, 成为融

农业生产、农业新技术开发和引进、旅游和科普教育功能为

一体的现代农艺园。农业科技园不仅对引导农业与农村现

代化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 而且也是青少年学生野外教学和

实习的基地, 让青少年接触农业、体验农业生产过程 , 增强对

现代农业和文化内涵的感知, 以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4 .1 .2 休闲渔业。是以垂钓、水上娱乐等为主要内容的休

闲娱乐旅游。在湖南省的广大农村地区, 有大量的池塘、水

库、湖泊 , 可充分利用其宽广水域, 建设水上养殖场、水上渔

猎场、水上体育场、水上乐园、水上移动度假村。

4 .1 .3 观光果园。利用成熟期的果园、瓜园等供游客观景、

赏花、摘果 , 使游客从中体验自采、自吃的果农生活和田园风

光。利用瓜果飘香的农林基地, 开展以参与性较强的采摘旅

游, 很受旅游者欢迎。

4 .2  合理布局农业休闲旅游区  湖南农村旅游资源十分丰

富, 分布也非常广泛, 但由于区位和各种资源所面对的目标

市场层次不同, 并非所有的资源都能同时被开发利用, 转化

为经济效益。因此, 农村休闲旅游在开发时序和布局区位上

一定要有针对性。从近期来看, 宜围绕几个重点区域渐次展

开: 首选是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城市周边乡村地区域, 由于条

件成熟, 其目标市场应是全方位的, 即观光、参与、租赁等旅

游活动形式并重, 注意加强城市中老年游客市场的开发和中

小学教育实践基地建设 , 以保证一定数量的稳定客源; 其次

是风景名胜区周围, 可根据资源优势, 开发多种参与性的农

村休闲旅游项目, 以配合“大旅游”, 延长游客滞留时间; 再就

是在资源特色鲜明的贫困地区, 可配合“扶贫攻坚”战略, 实

施农村旅游扶贫, 借助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和贫困“脱贫自

救”的力量进行特色旅游项目的开发, 这方面的成功先例为

数不少[ 1] 。

4 .3  规范农村休闲旅游市场 农村旅游活动的种类与经营

形式多种多样, 从资源开发到产品消费的全过程均与环境因

素密切相关 , 有的项目甚至与土地直接相联, 在其市场运作

过程中, 又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 因而从一开始就应运用

法制手段对其进行规范。针对休闲出现的“土地租赁”的旅

游活动形式 , 在其实施的区域范围、数量规划、用途与价值、

收益归属等 , 都应由当地政府的土地管理、税收等管理机构

会同农业部门和旅游管理部门制定出相应的规章制度 , 规范

其运作 , 否则, 难免会出现新一轮“开发区”热, 导致土地资源

严重浪费, 环境遭到破坏[ 2] 。

4 .4  准确定位农业休闲旅游产品 发展休闲旅游目前最为

明确的目的就是满足城镇居民经常性、大众化休闲旅游需求

和促进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最直接的作用就是提高农民

的经济收入。旅游业高投入、高成本、高消耗的方式目前还

不适应我国农村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当地政府在制定旅游

政策和规划时, 要避免外延式扩张与增长造成的损害, 应立

足于初期农村全面小康建设这一现实, 以投资少、见效快、占

用土地少、容易组织、农民直接参与为出发点 , 以当地城镇居

民为主要市场对象, 在突出保持乡村特色和可持续发展的前

提下, 以低收费、多层次为原则 , 确定本地区的重点休闲旅游

开发模式[ 3] 。

4 .5 综合开发, 形成规模经济 每一个农业休闲农庄都应

各具特色, 但规范化、规模化的联合体将更具竞争力 , 尤其在

“入世”以后, 旅游市场的开放将引入更多强有力的国外竞争

对手, 联合是发展的必然。如台湾地区各农场近年来联合造

势,8 大公营农场( 东河、武陵、福寿山、清境、嘉义、高雄、宜

兰、明池) 采取制定联合住宿使用方法等形成一个联合体, 发

展成一个行业,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因此, 联合

是湖南农业休闲旅游未来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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