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不仅是娱乐和休闲为中心的消费行为，其作为一

种非正式的科技知识获取方式已获得普遍的认同。我国高

科技农业园区与基地建设最初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高新科

技成果的运用形成农业基地，满足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因

此，我国农业园区和基地具有很强的市场性。目前，国内各

大城市周边地区都有这样的高新科技农业基地，其主要功

能有 3个：农业科技研发、农产品生产和在研发与生产的过
程中吸引游客 [1]。现代农业旅游不仅局限于传统的乡村旅游
和以自然风光为主的绿色之旅，其基本形式是以农业生产

为基础，利用农业自然环境、农村人文环境和资源进行科

学规划设计，形成集科研、科普、生产、加工、销售、观光、品

尝、娱乐、度假为一体的综合性观光休闲活动 [2]。在我国，农
业科技旅游的原型———研修型（求知型）农业旅游产品很早

就受到关注。研修型农业旅游是以研究考察先进农业、特色

农业或农业文化、学习农业技艺为主的生态农业旅游项目。

通过农村留学、参观考察、教育培训等多种形式，开展农业

文化考察、特色农业考察、农业技术培训、花木栽培装饰培

训、工艺品制作培训、农业知识学习等研修型生态农业旅游

活动 [3]。笔者对我国农业科技园区科技旅游进行了研究，旨
在为发展乡村旅游，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借鉴。

1 农业科技旅游的产生背景

1.1 农业旅游的发展 农业旅游始于 20世纪 60年代初，
西班牙将通达性较好的城堡或者大农场进行改造后用以留

宿过往的游客。此后法国的“工人菜园”、美国的观光农场、

日本的务农旅游等相继出现。据法国的统计资料显示，20世
纪 90年代末，2/3的法国人选择国内度假，其中 33%的选择
农业旅游。法国的小旅店联合会统计，有 44%的旅游者选择
农业旅游。澳大利亚旅游局统计显示，在全国旅游业总收入

中，牧场和乡村旅游收入超过 35%。我国农业旅游始于 20

世纪 80耀90年代，最初主要目的是为了招商引资。1998年，
我国推出了“98华夏城乡游”，至今，我国的农业旅游经过
20多年的发展正朝着观赏、考察、学习、度假等综合性方向
发展[4]。
1.2 产业科技旅游的兴起 作为科技旅游重要内容之一

的产业科技园区旅游最早出现在 20世纪 30年代的法国。
法国雷诺、标志、雪铁龙 3个汽车制造厂通过安排游客观看
录像带，参观汽车装配线、工艺流程、全自动检测和产品陈

列室，每年吸引超过 20万人次的游客。法国电力公司下属
的核电站向公众开放后，年接待参观游客达 30万人次。世
界著名的空中客车公司和欧洲航天局也向游人开放，使科

技园区旅游的层次和范围不断深化和拓宽。西方发达国家

正充分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科技园区，不断推

陈出新，推出各种形式的科技旅游产品，以满足公众的需求[5]。
1.3 我国农业科技园区的发展 我国农业科技园区的发

展经历了 3 阶段：第 1 阶段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1996
年，以山东禹城科技农业园筹建为标志；第 2阶段从 1997
年至 1999年，以国家工厂化农业示范区建设为标志；第 3
阶段从 2000年至今，以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为标志[6]。据
农业部科技司初步调查统计，到 2000年为止，我国有国家
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个（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省级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 42个，地级开发区 362
个，县级 3 000多个，已初步建成国家、省、地区、县 4级农
业科技园区体系。

2 我国农业科技园区的主要类型

2.1 设施农业 设施园艺型是一种以玻璃温室、节能日光

温室和塑料大棚等现代化农业设施为基础，采用现代工程

技术手段和工业化生产方式，为植物生产提供适宜环境，

使其在适宜的生存空间内得到较高产出、优良品质和良好

经济效益的园区。

2.2 节水农业 节水农业型园区一般建在缺水干旱地区，

是以改善地面灌溉条件，提高水资源利用率为目标，采用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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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滴灌等高新节水技术，把节水灌溉技术与农业节水措施

结合在一起，形成综合的农业节水技术推广示范和展示的

农业科技园区。

2.3 综合开发型农业 这类园区是在农业综合开发和土

地治理项目的基础上，引进新品种和先进集约化种养技术，

发展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龙头企业，建立农副产品加工

基地，促进农产品深度开发的多层次加工增值，培育新的

农业经济增长点，带动种养产业升级。

2.4 工厂化农业 是指从种到收的各个生产环节都有自

动化装置的农业。工厂化农业在日本、美国、荷兰等发达国

家，其面积已占本国耕地面积的 1豫以上。目前我国农业工
厂化程度还不高，大多只到播种、育苗阶段，但与我国常规

农业工艺相比，有明显的超前性，是我国目前最具前景的农

业科技旅游发展方向。

2.5 技艺农业 技艺农业称特技农业，是通过特殊的技术

处理，如嫁接、修剪、造型、特培或光化处理、制剂处理等园

艺生物技术处理而生产特种、特形、特色的花木、果品，如花

木盆景、作物盆景、草地果园等，以其新奇、新颖、珍稀和异

形、异态而吸引游客。

3 我国农业科技园区科技旅游的市场基础

3.1 我国公众对农业科技的态度 我国公众对待农业科

技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开展农业科技园区科技

旅游的市场基调。我国公众对科学新发现和新技术应用感

兴趣的高比例（分别为 56.8%和 55.6%）反映了我国公众对
科技旅游这一旅游新产品的认可。而相对于工业新技术的

应用，我国公众在选择科技旅游产品的过程中很可能更倾

向于农业科技旅游产品（表 1）。

3.2 我国公众对农业科技示范点的参与频率 观察研究

我国公众对科技示范点的接触频率，对掌握我国农业科技

园区科技旅游的市场特征具有重要意义。在 2003年的调查
中，对科技设施的接触频率和原因分析显示，我国公众对科

技示范点的认可度和参与程度高于科技馆等场馆，动物园、

植物园以及自然博物馆。尤其是年参观次数超过 3次的比
率，科普示范基地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科技旅游设施（表

2）。这说明作为产业科技旅游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园区科
技旅游已经拥有了较好的市场基础。

3.3 影响我国公众参加农业科技旅游的原因 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的调查结果显示，尽管我国科技示范点包括农业

科技园区经历 3个阶段的发展，但本地资源数量上的不足
仍然是制约我国农业园区科技旅游的最主要因素。此外，调

查发现，公众对科技示范点不感兴趣和没有时间所占比重

较大，而其他原因包括经济因素的影响却较小。

4 我国农业园区科技旅游发展现状

4.1 农业科技旅游是现阶段我国产业科技旅游最重要的

组成部分 从国家旅游局 2004年命名的 306个“全国工农
业旅游示范点”数量构成来看，农业旅游示范点为 203个。
我国乡村背景的农业旅游规模也优先于其他产业门类旅

游。公众在对待不同行业科技信息时，对农业信息的偏好也

验证了我国农业园区科技旅游已经成为我国产业科技旅游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4.2 农业科技园区数量不足 我国的农业科技园区建设

设计中本不具备旅游功能，与传统观光游览类景区数量相

比，我国农业科技园区的数量，特别是具备完善的旅游接

待设施的园区数量仍显不足。我国公众中有 26.1%的调查
者认为本地没有旅游产品是阻碍其参与农业园区科技旅

游的主要原因。

4.3 农业科技园区旅游是中小尺度的旅游产品 从游憩

空间尺度上看，我国农业科技园区的旅游功能辐射也具有

明显的地域局限性。本地市民成为城市近郊农业科技园区

的最主要客源。尽管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级农业科技园

区游客中也不乏远程游客，但总的来说，远程、大尺度的游

客所占比重较低。

4.4 高重游率成为我国农业科技园区旅游的重要特征 农

业科技园区作为一种地方性很强的中小尺度旅游地，其空

间辐射范围并不大，但我国公众对科普示范基地的年造访

次数超过 3次的比例远远高于科技馆、动物园、科技博物
馆等科普旅游地。这说明农业科技园区旅游已经成为本地

游客经常性的旅游休闲场所。

5 我国农业科技园区科技旅游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对策

5.1 存在的主要问题

5.1.1 农业科技园区没有参与区域旅游线路组织。尽管很

多农业科技园区已经在原有的生产科研功能基础上拓展了

园区的旅游功能，但我国农业科技园区仅作为孤立的旅游

景点存在，其旅游发展没有纳入区域旅游线路组织和产品

体系。同发展较成熟自然类景区相比，单个农业科技园区

在旅游发展中从形象塑造到产品营销各环节，无法发挥规模

优势。

5.1.2 农业科技园区旅游认证工作滞后。从农业生产及农

业科学技术研究和传播的角度来看，我国农业科技园区已

经完成从国家、省、市、县级的等级认证。但生产和科学研

究的行业认证并不为普通游客所知，目前国内游客认知程

度较高的 A级景区体系中农业科技园区数量很少。
5.1.3 旅游活动对园区科研和生产的负面影响。农业科技

园区最重要的任务是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研究及农业技术

科技信息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感兴趣Interest蛳ed

一般Nor蛳mal
不感兴趣Notinterested

农业生产形势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ituation 54.0 30.8 15.1
工业生产形势 Industrial production situation 29.3 41.1 29.6
新技术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y 55.6 27.0 16.2
科学新发现 Scientific new discovery 56.8 27.0 16.2
注：数据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
告。下表同。Note: Data came from 2003 Investigation Report of Scientific Literacy ofChinese Public by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The same as follows.

表 1 我国公众对各种科技信息感兴趣的程度
Table 1 Interested degree of Chinese public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

设施名称
年参观次数Annual visit timesof establishment
次

动物园或
水族馆Zoo oraquarium

植物园Arbore蛳tum

科技馆Scienceandtechnologymuseum

自然博
物馆Naturalhistorymuseum

科普示范
基地Demonstra蛳tion base ofpopularscience1~2 19.6 11.7 7.2 4.3 18.7

逸3 3.4 2.6 0.7 0.6 7.2

表 2 我国公众接触科普设施的频率
Table 2 Frequency of Chinese public contacting popular scie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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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水才能得以发生。当然，降水产生之后，与之相关的凝

结潜热释放又能够使低空急流和其上的大风速中心维持和

加强，低空急流维持加强又进一步使降水继续和加强。

4.2.2 高空急流与低空急流的配置关系。对对流层高层的

分析可揭示出高空气流的演变特征及其与低空急流的配置

关系。高层主要天气系统是南亚高压，长江中下游地区上空

及其南侧为南亚高压东南端的偏东北气流所控制。从模式

积分 7耀31 h输出的每小时降水量和高、低空急流配置分析
可以看出，南亚高压北侧对应的高空西风急流初始时呈近

东西走向，大风速带风速达 38 m/s左右，轴线在 35毅N以北。
之后，大风速带中由强风速中心向东移动，且由分裂出来的

大风速中心向南移动，中心轴线已经越过 35毅N。在长江中
下游地区，与东移至此的中尺度低压相伴的低空急流距离

渐近，构成上下耦合关系。低空辐合和上升运动中心位于低

空急流轴的左前方，高空急流入口区南侧是个高空辐散区。

所以，在高空急流中心后方和低空急流轴之间的区域正好

是高空辐散区与低空辐合区相配合的地区，强大而深厚的

上升气流位置正好处于低空水汽通道上，因此产生暴雨不

可避免。

5 结论

采用 MM5中尺度暴雨模式较成功地模拟了 2007年 7

月 8日长江中游暴雨中尺度天气系统，利用逐小时模式输
出结果，结合常规和地面加密观测资料对中尺度致暴天气

系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初步得出结论如下：

（1）鄂、豫、皖、苏的暴雨由切变线（气旋性扰动）及切变
线上中 琢尺度低涡造成。
（2）暴雨发生前，对流层中低层（500 hPa以下）存在明显

的对流不稳定区域，暴雨发生后，对流不稳定能量得到快速

释放。

（3）随着暴雨的发展，暴雨区正涡度、上升运动和辐合
层逐渐升高，高、低空急流存在明显的扰动；暴雨结束后正

涡度柱降低，低层开始出现弱的辐散和下沉运动。

（4）暴雨期间存在 1个完整的中尺度环流圈，其上升支
在暴雨区附近，下沉支在 兹se 锋区后，它有利于上升运动带
和雨带的维持。

该研究结果表明，高、低空急流对暴雨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西南低空急流为暴雨输送大量的水汽和能量；另一

方面，高、低空急流的耦合可以激发出中尺度次级环流，为

暴雨的发生发展提供动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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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任务。因此，农业科技园区科研生产工作和科技旅游有

两方面冲突：一方面，时间上的冲突。科技旅游活动的组织

和开展必然会占用科研工作的时间。另一方面，空间上的冲

突。首先，某些科研场所由于保密需要等原因不能向公众开

放；其次，大规模的公众进入园区必然会占用园区内的公共

活动空间，可能对正常科学研究和生产造成一定的干扰。

5.1.4 旅游服务设施不完善。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与开发以

农业科技试验、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现代化生产示范为

主要目标和发展重点。早期规划建设的农业科技园区主要

目的是满足科研试验和生产示范的要求。作为具有旅游功

能的科技旅游景区，还应该从景观功能、游客基本服务、解

说系统配置、旅游路线的合理设计、旅游接待和保障设施

等旅游角度，按照旅游行业相关的规范，对农业科技园区进

行旅游主题规划布局。

5.1.5 园区旅游科技含量不足。目前，我国农业科技园区

的旅游形式仍以农业观光为主。具有很高科技含量的信息

农业、工厂化农业、节水农业、太空农业；基因工程、细胞工

程、微生物工程、酶工程；动植物克隆、组织培养、无土栽培、

生物降解技术、克隆动物、彩色棉花、自动温室、人工气候

箱、农业时光隧道等农业高新科技的内涵没能得到充分展示。

5.2 发展对策

5.2.1 加大农业科技园区科技旅游产品推广。农业科技园

区科技旅游开发应引入市场运作手段。通过旅行社等旅行

商有针对性、有侧重的宣传和安排，在不影响园区农业科研

生产的前提下进行市场推广，使园区科技旅游纳入地方和

国家的旅游景区景点体系，并成为游客、旅行商旅游线路

组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5.2.2 加速推进农业科技园区旅游标准认证。一方面，按

照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国家 A级景区认证标准体
系的规范和要求，各园区按照条件申报 A级景区；另一方
面，有针对性地引入成熟的发达国家关于农业旅游标准，用

于认证园区的旅游产品，使有条件的园区走出国门。

5.2.3 整合园区资源，统一规划。各农业科技园区应制定

统一的旅游发展规划，按照游客行为特征组织园区科技旅

游线路，统一园区建筑风格和景观，科学构建解说系统，从

而营造具有整体感的园区形象。完善园区接待设施，丰富园

区旅游项目，加大旅游商品的开发力度。

5.2.4 协调管理，确保科研生产工作与旅游并行不悖。一是

时间的协调，将大型旅游活动安排在节假日，尽量与园区科

研和生产人员的时间相区别。二是管理的协调，针对各种情

况制定应对措施，如果人数在控制范围内，将加强人员管理

和疏导；如果超过负荷，将实行限时分批入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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