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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 ,依托城市型观光农业在我国发展迅速, 但是其在各方面存在的问题极大地限制了它向更高层次的发展。揭示了这些问
题 , 并提出了依托城市型观光农业进一步发展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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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ightseeing agriculture depending on the urban development is quickly developing ,but inthe meanti me ,so many problems restrict it from
developing stage to a higher level .Inthis paper ,these problems were disclosed ,and a series of resol utions were brought forwa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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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托城市型观光农业

观光农业是以农业为依托, 农业和旅游业相结合的一种

交叉型新兴产业[ 1] , 自20 世纪70 年代在日本、美国、荷兰、英

国、台湾等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兴起后, 发展迅速 , 给旅游

业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领域。20 世纪80 年代后期, 随着我

国农村经济、旅游业的发展及城市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观

光农业在我国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与发展前景。依托城

市型观光农业是观光农业发展的地域模式之一。城市型观

光农业一般距离大中城市10 km 以内, 以大中城市为潜在市

场, 借助一定的农业基础, 通过人工构造农业景观, 范围较

小, < 2 km2 , 其管理形式为独立封闭的行政组织 , 集中管

理[ 2] 。

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 , 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边缘区是观光

农业发展的主要区域[ 3] , 这一区域的观光农业有着其独特的

地域性和明显的发展优势, 如已经建立的上海“孙桥现代农

业开发区”、北京“灿烂阳光少儿农庄”、南京“江心洲葡萄

园”、苏州“未来农林大世界”、中山“海上庄园”等。但是, 随

着我国依托城市型观光农业的发展, 其在各方面存在的问题

也逐渐暴露出来, 极大地限制了它向更高层次发展。针对这

一系列问题, 笔者试图提出现阶段我国观光农业进一步发展

的思路 , 以推进我国依托城市型观光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2  依托城市型观光农业发展现状

2 .1 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观光农业在我国虽然起步较晚 ,

但近年来发展迅速, 给区域经济带来了长足的增长, 大幅度

提高了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以南京江心洲为例, 从1999 年

第一届葡萄节以来, 年上岛游客逐年增加, 据统计,2007 年节

日期间接待游客超过40 万, 旅游总收入达6 000 万元, 同比

增幅均超过了20 % [ 4] 。

2 .2 形成了一定的自身特色  如北京“灿烂阳光少儿农

庄”, 以青少年儿童作为其市场定位人群 , 建成的饲养乐园、

集体农庄、时尚大棚、童话作坊、垂钓池等 , 让孩子们在娱乐

中长知识, 在动手中受教育, 非常受学生的欢迎。

2 .3  做足“农”文章  除了传统的采摘类活动外, 各地的观

光农业基地还设有专区让游客体验农趣。如上海孙桥现代

农业开发区, 特别设计了一系列的活动让游客亲历“农活”:

用农家土灶做饭, 用石磨磨豆粉 , 用石舂舂白米, 用脚踩水车

及手推独轮车等, 为游客提供了一个了解农村历史、亲近农

村的场所, 游客在亲自劳作的同时, 还可以学习农业知识。

2 .4  自然风景区建设形成一定规模  各观光农业基地大多

结合自身的地理优势 , 开发了一定的自然风光。如中山海上

庄园, 四周海面无垠 , 海岛星罗棋布, 陆内千亩荷塘纵横交

错, 游客可在区内观潮看海, 亦可乘艇穿梭于荷塘之间, 尽享

大自然之灵气。

2 .5  配套设施建设正在完善 观光农业的发展迫切需要配

套设施, 近年来, 观光农业基地大都加大了这方面的投入, 道

路、电力、管网、绿地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正在逐步完善。

3  依托城市型观光农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3 .1 总体规划方面  ①项目建设前缺乏可行性规划, 盲目

投资。②重复建设多, 功能雷同。如北京市郊区各方面条件

优越, 但由于未从全市进行整体规划,10 多个区县间盲目竞

争, 争相添加观光农业项目, 导致整体效益下滑, 一些具体项

目甚至难以维持。③在建设过程中, 部分地区的景观设计及

娱乐设施出现和城市趋同的现象, 破坏了观光农业的“农

味”[ 5] 。

3 .2 规模经济方面  观光农业的发展需要规模化经营 , 但

是我国现行土地流转政策尚不完善, 限制了观光农业的规模

化经营。广东中山海上庄园占地2 400 hm2 , 是国内规模比较

大的观光园区, 但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3 .3 自然资源的开发方面 从目前情况来看, 象中山海上

庄园一样对自然风光开发比较充分的观光农业基地比较少 ,

观光农业的活动主要集中于采摘、垂钓、体验乡风民俗等, 对

欣赏自然风光的比例极少, 这与该方面投入及宣传较少有

关。以江心洲为例 , 鼋头石湿地公园风景优美, 游客在此本

来可以和江水亲密接触, 但江边随处可见的“江边有钉螺, 请

勿下水”的醒目标志, 使得游客望而却步; 再加上宣传力度不

够, 湿地公园的知名度并不高。

3 .4 配套设施方面  长期以来, 中国经济的二元化发展使

农村经济远远落后于城市地区, 农村的道路、水电网、卫生状

况等都亟待改善, 这些都制约着观光农业的发展。如黄山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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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腐殖质碳含量, 这表明土壤中的腐殖质以紧结态和松结态

方式为主 , 稳结态所占比例较小。旱地有别于其他土地利用

方式, 其松结态腐殖质碳低于稳结态腐殖质碳。不同土地利

用方式, 各结合态腐殖质碳含量和比例差异不同。耕地的稳

结态腐殖质碳比例小于其他几种土地利用方式, 而紧结态腐

殖质碳比例大于其他几种土地利用方式。说明耕作管理等

不仅直接影响游离松结态腐殖质碳的分解, 还可以直接影响

稳结态腐殖质碳的稳定。

综上所述 , 土地利用方式不同往往带来人为活动方式和

强度以及立地生物类群的差异, 造成有机物质种类和输入

量、水分状况、微生物特性的变化, 改变了原有的碳循环状

况, 影响着土壤腐殖质的形成和转化过程[ 16] 。因在不同土

地利用方式其SOC 含量、腐殖质组成和各结合形态亦不同 ,

故土地利用对土壤腐殖质的形成过程机理还需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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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古村落在开发观光旅游资源的同时没有做好景区管理工

作, 卫生状况不好, 存在脏、乱、差现象, 使游客望而却步[ 6] 。

3 .5 季节性方面 农业是个季节性很强的部门, 这个特点

决定了观光农业存在一定的季节性。特别是部分观光农业

基地, 农作物种植品种单一, 造成了淡旺季市场明显的局面 ,

旺季人满为患, 超过了景点的接待能力 , 淡季则游客稀少, 大

量设施闲置。

3 .6 环境污染方面  观光农业的发展, 给部分地区的环境

造成了一定的污染。如有的观光农业景区为开辟道路、停车

场、餐饮设施等而毁坏资源环境; 随大量游客而至的机动车

辆也极大地污染了当地的空气。

4  依托城市型观光农业发展思路

4 .1 加强总体规划  在观光农业的总体规划中, 政府应发

挥应有的作用。应对于各地观光农业发展规划的制定 , 给予

必要的指导; 在规划中要实行科学布局 , 将自然景观、农业生

产、科普知识、休闲观光结合起来 , 整体优化, 高效利用; 要因

地制宜定规划, 突出地区特色, 切忌盲从, 同时, 要大力发挥

农业龙头企业的作用。

4 .2 积极制定有关政策  政府应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 明

确观光农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在土地利用、税收、资

金投入等方面予以倾斜。特别是农村土地流转制度, 应该在

农村土地承包政策长期不变, 保障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基础

上, 建立起“自愿、依法、有偿”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 以促进

观光农业的规模化发展。

4 .3 开发观光农业基地的自然风光资源, 加大宣传力度  

许多观光农业基地自然风景优美 , 各基地应加大这方面的投

入。例如江心洲, 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观江景的一个

绝佳地点, 应加强血吸虫的治理 , 逐步开发江边浴场、游艇码

头等项目, 以增强其吸引力。

4 .4 加大投入, 完善各项配套设施的建设 配套设施的建

设应在统一规划下, 政府、企业、农民、社会相结合 , 多形式、

多渠道地筹集观光农业发展资金。甚至可以借鉴国外经验 ,

通过建立观光农业发展基金, 增强观光农业旅游园区的自

我发展能力, 逐步实现观光农业园区的可持续发展[ 5] 。

4 .5 因地制宜发展多种农作物经营 如江心洲, 除了进一

步经营好“葡萄节”的品牌 , 还应加大岛上其他果品种植和宣

传力度, 如春天适合市民采摘的草莓, 秋天的无花果、梨子、

柿子等 , 逐步改变其“夏季观光胜地”的老观念, 使其观光农

业四季皆宜。

4 .6  高度重视环境治理问题 发展观光农业不能再走工业

“先污染, 后治理”的老路, 一定要注意环境保护。为此, 要坚

决杜绝对生态环境和景观的破坏性开发, 严格控制观光农业

基地周边的工业化污染。严格控制污染车辆进入景区 , 因地

制宜发展各种环保类代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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