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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the method of SWOT analysis , the advantages , disadvantages ,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in the agricultural tourismdevelopment of Henan
provi nce were analyzed and som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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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农业旅游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解决农民收人低

下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难题的有效途径之一。河南地

处中原 , 是农业大省, 农民问题比较突出。因此, 笔者运用

SWOT 分析法, 分析河南省农业旅游发展的优势、劣势、机会、

威胁, 并提出相应对策。

1  农业旅游的概念

对于农业旅游的概念 , 学界目前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

定义, 纵观学者们的研究 , 对广义农业旅游的定义主要分为

两类: 一是以旅游者的旅游活动为主体, 认为农业旅游是一

种以农业景观为基础的新型旅游形式。二是以体现现代农

业功能为主体, 认为现代农业是一种既能发展农业生产 , 又

能进行旅游观光的农业经营形式。从本质上讲 , 农业旅游

就是一种利用农村自然景观风貌、农事劳作活动、农村生活

习俗、农村建筑构造等作为旅游资源 , 吸引游客进行旅游活

动的一种生态旅游形式[ 1] 。

2  河南省农业旅游开发的S WOT 分析

2 .1 优势

2 .1 .1 农业及旅游资源丰富。河南省位于黄河中下游, 华

北大平原的南部, 地势西高东低, 呈阶梯状分布, 地貌组合

为: 中山→低山→丘陵→平原。全省大部分地区属暖温带 ,

北亚热带面积较小 , 因而热量适中。复杂多样的地貌、适宜

的气候 , 为其农、林、牧、副、渔业的综合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同时农业历史悠久, 民俗文化灿烂, 发展农业旅游的条

件得天独厚。河南省农业旅游资源丰富, ①休息娱乐型有郑

州荥阳万山梨花山庄、孤柏渡、黄河百果园等 ; 收获品尝型有

信阳的茶叶节、济源的红果节、新郑的大枣节等; ②运动养生

型有郑州荥阳环翠峪等; ③观光审美型有许昌鄢陵国家花木

博览园、卫辉唐庄镇桃花园、郑州南部金鹭鸵鸟观赏园等; ④

认识学习型有河南省高新科技园、三门峡张村天井窑院等 ;

⑤特色村镇有杂技之乡濮阳东北庄村、陈氏太极拳的发祥地

焦作温县陈家沟、全国四大名镇之一的朱仙镇等; ⑥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典型有濮阳西辛庄、新乡七里营刘庄、新乡郭

亮村、漯河临颍县南街村等。2005 年1 月公布的首批203 个

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名单中河南省12 家单位榜上有名, 名

列第5 位。2007 年初公布的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名单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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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又增加了12 个, 即河南省现有的全国农业旅游示范

点就有24 个。

2 .1 .2  区位优越、交通便捷。河南位于中原, 自古以来就是

我国南来北往、东去西行的必经之地, 交通运输非常发达。

民航在河南对外开放和加强对外联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

目前全省共有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洛阳机场和南阳机场3 个

民用机场。国家铁路干线京广、陇海、京九、宁西、焦枝、焦

新、新荷、候月以及孟宝、新密等支线在境内交汇, 还有漯

( 河) 阜( 阳) 、汤( 阴) 台( 前) 等地方铁路。截至2005 年底, 全

省铁路营运里程达到3 761 km, 其中: 国家铁路2 549 km, 地

方铁路1 212 km, 地方铁路里程居全国第1 位, 已形成“三纵

五横”的铁路网络。公路具有独特的优势, 连霍、京港澳等9

条国家规划的高速公路 ,107 、310 等9 条国道经过河南; 截至

2005 年底 , 全省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79 506 km, 其中二级以

上公路比重达到30 .8 % , 公路网密度达到每100 km2 47 .6 km;

高速公路迅猛发展 ,2005 年底通车里程达到2 678 km, 居全国

第4 位; 省会郑州至全省17 个省辖市全部通达高速公路 ,

64 %的县( 市) 通达高速公路 , 已初步形成以郑州为中心 , 纵

贯南北、连接东西、辐射八方的高速公路网络。

2 .1 .3 客源基础好, 市场前景乐观。农业旅游兼具农业和

旅游业的属性, 它不仅可吸引那些不熟悉农业的城市居民和

求知欲高的青少年群体 , 而且也可为那些农业基础薄弱、技

术落后地区的广大农村居民提供学习先进经验、技术的场

所, 因此有着广阔的客源市场。农业旅游的客源目标市场主

要在城市。河南省有大中城市15 个,2005 年底全省城镇人

口2 872 万人 , 占常住人口的30 .65 % ; 全年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8 668 元,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6 038 元。由

此可见, 河南省的大中城市已具备良好的出游条件, 这为以

城市居民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农业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客源市

场。另外2006 年来河南旅游的国内游客中外省游客占42 .

2 % , 比上年提高1 .4 个百分点, 外省游客增幅高于本省游客

增幅; 北京、广东等远程客源地城市的游客增幅较大。外省

游客增幅提高, 说明河南旅游的辐射作用和吸引力在增强 ,

农业旅游市场前景乐观。

2 .2 劣势

2 .2 .1  对传统乡村文化的内涵挖掘不够。目前河南农业旅

游产品普遍缺乏文化内涵, 乡土特色不明显, 传统乡村文化

所彰显的文化品位远远没有体现出来, 没有对富有浓郁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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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息的劳作方式、乡村服饰、特色饮食、民俗风情、民居建筑、

乡土文艺、乡村节庆等方面进行创新设计和深度加工。河南

省大多数的农业旅游景点都是以当地农民为经营者, 当地政

府做出象征性的管理, 当他们意识到周围的农业资源可以带

来经济效益时, 便按照自己的理解或模仿别人的模式进行开

发, 没有树立“大旅游”的观念。如“农家乐”雷同现象严重 ,

缺乏体验、休闲的创新项目, 满足不了游客深层次、多方面的

需求, 整体缺乏高档次的精品 , 在服务模式上亦有待创新。

2 .2 .2 旅游项目单一, 淡季无人光顾。河南省许多农业旅

游景区多以单纯的农业观光、采摘为主, 产品单一, 形式简

单, 开发和销售都没形成体系, 一些果园、花木园、茶园等在

旅游旺季时适时推出果品、茶叶采摘节 , 花卉观赏节等活动 ,

游客往往接踵而来, 造成了季节性强的特征, 很多地方出现

了“一年火一次, 一火一季”的短期效应, 甚至出现旅游旺季

客流大大超出旅游地承载力, 造成旅游资源破坏、价格上涨、

妨碍旅游地社区居民的正常生活等。但是一旦过了节令, 大

多经营却非常惨淡, 旅游设施闲置浪费, 没有体现区域的互

补优势 , 不适应现代旅游的发展。

2 .2 .3 农业旅游人才缺乏 , 经营管理水平低。农业旅游作

为一种新兴的旅游产品已经具有一定规模的吸引力, 但是缺

乏专门的旅游专业人才和员工系统培训的现象尤为突出, 很

多农业旅游景区的经营者为农民, 管理者为村干部兼任。农

业旅游的迅猛发展与管理者和经营者素质低下的矛盾突出 ,

制约了河南省农业旅游的发展[ 2] 。如在河南开展农业旅游

的一些村落, 有些农户在河边、山涧边宰猪宰羊, 生活污水任

意排放, 生活垃圾随意丢弃, 厕所设施极其简陋 , 农家旅馆、

饭庄等缺乏必要的消毒设施, 服务意识淡漠, 管理较为混乱。

2 .3 机遇

2 .3 .1 国家及地方对发展农业旅游的高度重视。1998 年国

家旅游局以“华夏城乡游”作为主题旅游年, 使“吃农家饭、住

农家屋、做农家活、看农家景”成了农村一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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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中国乡村游”, 国家把农业旅游这

一支旅游业中新的劲旅放到了重要的位置, 河南省政府更是

抓住此契机, 面向省内、国内市场策划推出中原乡村之旅 ,

全面展示了河南作为农业大省的崭新成就和亮丽风采。为

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

工作部署, 发挥旅游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推动农村旅游深入发展, 形成城

市和农村旅游协调发展的局面, 国家旅游局又研究确定2007

年全国旅游宣传主题为“2007 中国和谐城乡游”, 宣传口号为

“魅力乡村、活力城市、和谐中国”, 再次为河南省的农业旅游

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2 .3 .2 闲暇时间增多 , 返璞归真愿望增强。从1999 年开始 ,

我国增加了各大节日的休息时间, 加上周末双休日, 全年假

日时间已达114 d , 占全年天数的31 .2 % 。因此 , 人们有较多

的闲暇时间去旅游, 这也为发展河南农业旅游增添了机会。

再者, 现在许多大城市交通拥挤、空气污染、生活节奏快、环

境对人的心理压力较大等, 因此, 人们渴望与生活环境截然

不同的“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旅游方式, 在繁忙紧张的

工作之余去欣赏大自然的美, 体会悠然自得的农家生活, 求

得身心的放松和精神的愉悦。这也为河南省的农业旅游发

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2 .4 威胁

2 .4 .1 来自周边省市的竞争。河南地处我国中东部, 东接

安徽、山东, 北界河北、山西, 西连陕西, 南临湖北, 这些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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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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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全国首家生态

农业旅游观光 AAAA 级景区。2006 年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

已达359 家 , 其中, 山东省55 家、安徽省17 家、河北省15 家、

山西省13 家, 均多于河南省。激烈的竞争, 势必对河南省农

业旅游的发展造成威胁。

2 .4 .2  来自省内其他类型旅游产品之间的竞争。河南省的

古代文明及其遗留下来的历史遗迹是其他省份无法比拟的。

河南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历史文化旅游资

源非常丰富。从公元前21 世纪我国第1 个王朝———夏代到

公元13 世纪的金代 ,3 500 年间, 先后有20 多个朝代的200

多位帝王建都或迁都于此, 留下了难以尽数的名胜古迹。堪

称“国宝”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就有96 处, 地下文物居全

国第一 , 馆藏文物130 万件, 约占全国的1/ 8 。中国八大古都

中的郑州、洛阳、开封、安阳四大古都均在河南, 还有国家级

历史文化名城南阳、商丘、浚县等。郑州新郑黄帝故里、登封

少林寺、巩义宋皇陵、洛阳龙门石窟、白马寺、偃师玄奘故里、

开封宋都御街、包公祠、安阳殷墟、�9里城(《周易》发源地) 、

三门峡虢国墓地车马坑、函谷关、南阳武侯祠、张衡墓、医圣

祠、商丘阏伯台( 火的发源地) 、燧人氏墓、花木兰祠、淮阳太

昊陵等大量名胜古迹 , 都是既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又有观

赏价值的著名旅游景观。河南是我国姓氏的重要发源地, 在

中国《百家姓》的姓氏中 , 至少有100 以上个姓氏源于河南。

其中, 包括有“陈林半天下, 黄郑排满街”之称的海外四大姓

氏均起源于河南。近年来, 随着寻根旅游的兴起, 到河南寻

根谒祖的海外友人络绎不绝。河南还堪称是我国功夫的故

乡, 嵩山少林寺是博大精深的少林武术的发源地, 温县陈家

沟是中华太极拳之根———陈氏太极拳的故乡。因此, 农业之

旅与古都之旅、寻根之旅、功夫之旅等如果不能形成“竞合”

关系, 就会形成竞争, 阻碍农业旅游的发展。

3  河南发展农业旅游的对策

3 .1  加强认识 , 政府主导  加强对农业旅游的认识, 拓宽

农业旅游资源的内涵和外延, 不断丰富农业旅游产品, 更好

的发展农业旅游, 可以推进现代农业建设, 强化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夯实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 ,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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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再者, 通过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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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引导和管理, 从宏观上加强对农业旅游的管理, 使之从

一开始就得到正确的引导, 不仅可以使农业旅游资源可以得

到持续的利用, 也利于农业旅游品牌的建立。

3 .2  突出特色 , 增强吸引 农业旅游的开发要以乡村文化

为核心, 保持乡土特色, 突出以乡土文化和田园景观为依托

的开发模式, 避免城市化、格式化的倾向。保持乡村文化的

特色要在“土”和“农”字上下足功夫, 这也是乡村旅游的吸引

力和生命力所在。如, 结合河南各个农业旅游地自身的实际

情况, 进行不同主题环境的营造和策划, 策划出不同类型的

专题村、主题农家院, 如农耕村、水上度假村、渔猎场、租赁农

庄、生态野营地、民俗生态村等, 既彰显了各自特色, 又体现

了当地的文化氛围、地方气息, 同时还方便了游客的选择。

开发富有乡土特色和地方风味的山野小菜 , 特色农家饭, 无

公害的蔬菜、水果、鱼类、禽类等, 让游客品尝绿色保健的“农

家宴”, 设计让游客自己烤红薯、做窝窝头等 , 这样游客在吃

农家餐的同时, 尽享了乡间的乐趣。推出对果树、花木、动

物、菜地等的“认养”、“出租”等项目 ; 在农耕示范区, 可设立

“当一天农民”、“放牛山野”、“农村留学”、“野地烧烤”等项

目; 利用地方乡村特色, 推出时令采摘节等活动, 开展名优特

土产果品现场采集、现场品尝、现场加工; 让游客参与草编、

竹编、磨豆腐、自酿高粱酒等活动 ; 打破传统的“白天看庙, 晚

上睡觉”的旅游模式, 开发乡村夜间娱乐产品, 如开设乡村茶

社、篝火晚会、古镇夜游、豫剧表演、民间歌舞晚会等活动[ 4] ,

既满足了游客的参与心理, 又提高了重游率, 还有效地使淡

季不显得过淡。

3 .3  优化旅游环境 , 提高人员素质 优化农业旅游环境要

与当前的新农村建设相结合, 首先要把农村卫生搞好, 要有

新农村的气息, 改变“脏、乱、差”现象; 要有统一规划, 不能

乱搭乱建 , 破坏村落的古朴风格; 同时要组织好景点游览线

路, 完善旅游标识; 规范商业网点的合理布局, 不让花哨的

商业气息冲淡浓厚的农村文化氛围或怡人的自然风光, 让

旅游者找不到“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感觉。另外, 河南

省农业旅游大多是当地农民自发开展的行为, 都是以家庭为

单位经营, 很少进行系统的培训, 同时也没有管理部门对其

进行统一的培训, 这严重影响了旅游服务的质量, 降低了游

客的旅游感受。因此 , 有关部门应该从卫生要求、服务技能、

职业道德、地方文化、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人才培养。人才

培养应遵循“培引”结合原则, 以培养当地人才为主, 引进人

才为辅。

3 .4 加强农业旅游宣传和营销 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推介力

度, 创新宣传推介手段 , 利用报刊、电台、互联网、广告、旅游

宣传片、交易会、旅游大篷车等多种形式进行广泛的宣传。

建立良好的反馈机制 , 使信息畅通无阻。充分发挥旅行社的

中介作用, 推广特色乡村文化旅游品牌 , 进行市场化运作, 促

进河南农业旅游的发展。另外, 环境保护教育是农业旅游的

一项重要内容, 应广泛开展面向全社会的宣传、教育活动, 普

及农业旅游知识, 提高游客和旅游目的地居民的环境意识、

生态意识和绿色旅游意识, 鼓励游客、当地居民积极参予景

区的环境保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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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然而四川省煤炭资源并不具有优势, 其可开发量不具很

大前景 , 且大部分煤为高硫煤 , 质量低且利用效率低, 长期

下去将会给能源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 而且这种

能源消费结构也不利于发挥当地的水电、天然气资源优势;

②通过调查农户用能意愿, 发现天然气、电能等高质商品化

能源备受农户青睐 , 但是限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并未得到普

遍使用; ③通过对影响农户能源选择因素进行分析, 发现除

了收入价格等市场调节作用外 , 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政

策因素对农户能源的选择也具有较强的引导作用。

基于上述结论, 笔者针对地方资源分布特点提出以下

能源优化的政策建议:

( 1) 加强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 不断完善劳动力

市场 , 以扩大就业, 提高农民收入, 从而促使农户增加高质

商品化能源的消费 , 不断提升当地能源消费结构。

( 2) 积极开发小水电建设, 利用当地水资源优势 , 为当

地农户电能的使用提供方便。芦山地区水能资源丰富, 全

县水能理论蕴藏量71 .14 万k W, 可开发量41 .18 万kW。如

果能够充分利用水能资源 , 不但可以解决当地农户大部分

的生活能源需求, 而且为当地生产能源的使用提供了方便。

( 3) 响应国家号召, 大力发展沼气建设。芦山地区气候

温和 , 雨量充沛, 四季分明, 年平均气温15 .2 ℃, 最低气温

- 4 ～- 5 ℃, 无霜期284 .5 d , 相对湿度83 % , 年日照949 h ,

非常适宜发展沼气 , 且常年圈存生猪12 万头、牛1 万头、羊

3 万头、家禽120 万只、长毛兔40 万只。年产牲畜禽粪便、

畜禽食物残渣约115 万 t , 能够为发展沼气提供足够的料

源。因此 , 当地应大力加强沼气建设, 充分发挥地方资源优

势, 引导能源合理有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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