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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家乐”是我国独具特色的一种旅游形式。狭义而

言, 它指以每个农民家庭作为具体接待单位, 为前来游客提

供吃、住和娱乐休闲的旅游形式。广义而言 , 它是泛指一切

以乡村生态景观、乡村农业文化及农民的生产生活为基础 ,

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农业观光、参与劳作以及购买农产品等体

验“农家乐”风情的旅游形式。从总体上说,“农家乐”和欧美

等国的乡村度假、日本的“家庭访问”都属于农业观光旅游或

乡村旅游。

1  “农家乐”的起源

乡村旅游最早起源于国外。早在19 世纪30 年代, 欧洲

就开始了农业旅游。意大利于1865 年成立了“农业与旅游全

国协会”, 专门介绍城市居民到农村去体味农业野趣, 与农民

同吃、同住、同劳作, 或者在农民土地上搭起帐篷野营, 或者

在农民家中住宿, 旅游者借骑马、钓鱼和参与农活等活动暂

时离开繁华、喧闹、紧张的城市以减轻工作压力。乡村旅游

的兴起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工业文明在给

人类带来极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 也带来了一系

列危及人类和传统文化生存与发展的问题, 这使得人们更向

往自然、返璞归真并希望寻找文化的认同和归宿。

在我国, 与乡村旅游同属一脉的“农家乐”最早发源于四

川郫县友爱乡的“农科村”。郫县地处都江堰上游地区 , 这里

自然景观优美, 人文休闲文化浓厚, 老百姓安居乐业 , 有非常

好的乡村旅游条件。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 随着我国城市

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 人们对生态旅

游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郫县的百姓便创造性地利用自家小院

开办了10 元1 天包食, 或者15 元1 天包食宿的休闲“农家

乐”园地。后来由于大众喜欢流水潺潺的自然景观和土乡土

色田园风光以及强烈的长期度假需求, 当地农民朋友又创造

性地将自己承包的土地联合起来进行花草园区培植, 久而久

之就在这一方土地上建成了有规模的大型休闲娱乐、农业观

光、农事体验和花卉培植及观赏的园地, 并逐渐形成具有我

国特色的旅游模式———“农家乐”。

2  “农家乐”发展现状

2 .1 “农家乐”发展的地区

2 .1 .1 城市郊区。在20 世纪80 年代至90 年代初, 城市郊

区“农家乐”兴旺起来。依托不同类型城市的城郊“农家乐”

在内容构成上既有相同部分又有各自的特点。以成都为首

的一些中型城市城郊最早形成的“农家乐”是以休闲娱乐为

主要内容 ; 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特大和大型城市郊区“农家

乐”已经进入现代农业文明阶段, 现代农村聚落景观、现代科

技农业景观以及美化了的自然环境构成了大城市郊区农业

观光特色。

2 .1 .2 景区缘地区。我国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多数处于乡村

包围之中。20 世纪80 年代初 , 在景区边缘地区自发形成了

一些“农家乐”旅游。他们为游客提供餐饮、住宿, 旅游旺季

时可成为景区周围宾馆和饭店的补充, 且其价格低廉、民风

淳朴。

2 .1 .3 老少边贫地区。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 , 由于国家实

行旅游扶贫政策, 老少边贫地区的“农家乐”陆续发展起来。

这些地区多为山区, 不具备交通区位优势, 但其保留着近乎

原始而秀美的自然环境、传统的农耕文化和完整的民族习

俗。自然生态景观和原生的人文景观构成一个个特色浓郁

的乡村旅游地。还有一类村庄, 历史上曾经是经济、文化重

地, 后因改朝换代或交通改道等使之失去原有的地位与功

能, 但这些乡村至今保留着当年的文化风貌和传统文化, 可

以发展成为乡村旅游地。

2 .2 “农家乐”种类 ①农村度假型。将农村良好的自然环

境优势加以改造, 辅以度假设施, 完善吃、住、游等服务项目 ,

让游人有一个休闲度假的场所, 是最常见的“农家乐”形式 ,

多分布于城市周边。②现代农业科技型。以现代农业技术、

生产示范园地为题材, 向游客展示现代农业科技成果, 让游

客参观生产大棚中的蔬菜、苗木、水果、花卉, 使游客得到一

种全新的感受。③民族风情型。以展示农村古朴的民族风

情为主题, 从农家美食、农舍院落、农舍建设、民间装饰等入

手, 辅以纯朴的民间歌舞表演等文化、休闲娱乐项目 , 向游客

展示乡土民俗文化, 吸引其体验农家风情, 多分布于少数民

族生活区。④农家庄园型。庄园内或农林, 或牧, 或渔, 往往

是以农业集体劳动或机械化现代农业形成的规模化生产园

地。“农家乐”依托其优美的自然环境, 良好的农业生产景观

以及独特、优质的农业产品吸引游客来休闲度假、参与集体

劳作, 使游客享受到独特的乡村农庄生活。

3  “农家乐”景观规划

“农家乐”景观规划隶属于乡村景观规划范畴, 对“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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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景观的规划无法脱离对乡村土地利用的整体规划。首

先,“农家乐”存在于乡村景观格局中, 乡村景观的好坏直接

影响“农家乐”旅游的各方面效益。其次, 城市周边“农家乐”

集群的整体规划本身就是一种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的乡村

景观规划过程。再者, 对乡村景观整体格局的调整、规划有

利于从整体上引导“农家乐”区位分布, 优化不同特色和类型

的“农家乐”在各自区域的效益。

3 .1 “农家乐”景观规划的理论依据 

3 .1 .1 地域分异规律。是指自然地理要素各组成成分及其

构成的自然综合体在地表沿一定方向分异或分布的规律性 ,

包括地带性规律和非地带性规律。地带性规律指因太阳辐

射能按纬度分布不均匀引起的气候、水文、生物、土壤等以及

整个自然综合体大致沿纬度方向延伸分布并沿纬度方向递

变的现象。因此, 在进行“农家乐”规划时应充分认识当地农

业旅游资源的分布规律, 根据当地农业旅游资源的地域特

征, 结合当地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景观条件进行规划和布

置, 不可主观行事, 刻意营造人造景观。

3 .1 .2 增长极理论。是指通过解释地区的发展过程, 说明

增长中心引起周围地区经济增长的各种原理。该理论认为

在地理空间上经济不是均匀地发生, 而是以不同强度呈点状

分布, 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区域经济。因此 , 在规划和布置“农

家乐”时应该努力培养增长极 , 把自然风景优美、农业景观资

源丰富、区位条件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的村庄作为旅游

增长极, 进行集群式布置 , 培养重点旅游片区 , 借此带动整个

区域内“农家乐”旅游的发展。

3 .1 .3 城乡一体化理论。是指城乡融为一体, 在发展市区

规模的同时, 以市区为依托, 带动郊区城镇, 主要是县城镇和

中心镇的发展。城市之间有大片的农田、山林、江河, 有畅通

的交通和方便的通信设施把城镇与乡村连成一个整体 , 共同

奔向现代化。世界城市发展的最高境界就是城乡一体化, 它

的发展进程是先由乡村人口向城市集聚, 然后发展到大城市

的郊区化或逆城市化 , 最后迈向城乡一体化。这为城市周边

和郊区进行大片“农家乐”规划和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 并使

“农家乐”的规划和建设成为探索城乡一体化的新方法和

模式。

3 .1 .4 可持续发展理论。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 又不

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是

对人类与环境关系变化的一种规范。它有2 个最基本的要

点: 一是强调人类追求健康而富有生产效果的生活权利; 二

是强调代际公平 , 不能剥夺后代人发展与消费的机会。因

此, 在规划和设计时要利用景观生态学的原理 , 将各种景观

元素、农业资源统筹安排, 增加自然环境和乡村文化的再生

性, 使生产、生活、生态有机地结合起来, 以保障“农家乐”旅

游长久的生命力。

3 .1 .5 景观生态学理论。景观生态学是以土地镶嵌体为研

究对象, 通过不断地总结, 已发展成为一门有别于系统生态

学和地理学的科学。它研究景观格局和景观过程及其变化

特点。景观格局是景观元素的空间布局, 这些元素一般是指

相对均相的生态系统和水体, 包括森林板块、农田板块、建成

区等。无论景观的格局或是过程, 都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景观生态学的格局是农林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理论基础, 任

何一个农林景观生态都是一个开放系统, 该系统与外界以及

系统中斑块、廊道间存在着物质与能量的流动 , 而景观格局

直接影响与控制物流、能流的大小及流通, 并以此与外界保

持一定关系。因此, 土地单元的空间格局制约着各种农林生

态过程, 包括生态系统的生物生产力、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生

物控制及生态系统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农林景观空间格

局对过程具有控制和影响的作用。生态过程可以归纳为水

平过程和垂直过程。垂直过程发生在某一景观单元或生态

系统的内部, 而水平过程发生在不同的景观单元或生态系统

之间。

3 .2 农家乐”景观规划的设计步骤  景观规划是一项综合

性的研究工作 , 其综合性体现在2 个方面。首先,“农家乐”

景观规划需要多学科专业知识的综合应用 , 包括土地利用、

生态学、地理学、景观建筑学、农学、土壤学等。其次,“农家

乐”景观规划是对景观进行有目的的干预, 其规划的依据是

景观的内在结构、生态过程、社会经济条件以及人类的价值

需求。

3 .2 .1  景观生态系统要素分析。这是对景观生态系统组成

要素特征及其作用的研究, 包括气候、土壤、地质地貌、植被、

水文及人类建筑等。规划中要强调人是景观的组成部分并

注重人类活动与景观的相互影响 , 因为现在的景观格局与环

境问题是人类活动的直接或间接结果。所以, 通过探讨人类

活动与景观的历史关系, 可为规划者提供一条线索即景观演

替方向。

3 .2 .2 景观生态分类。根据景观的功能特征( 生产、生态环

境、文化) 及其空间形态的异质性进行景观单元分类, 是研究

景观结构和空间布局的基础。把景观单元看作土地单元并

视土地为特殊的生态系统, 提供一个对资源利用与保护有意

义的土地单元。每一单元根据其生态一致性可作为景观的

分类进行制图。

3 .2 .3  景观空间结构与布局研究。主要景观单元的空间形

态以及群体景观单元的空间组合形式研究, 是评价“农家乐”

规划地景观结构与功能之间协调的基础。不同的土地单元

有不同的生态系统功能 , 即生产、环境服务与文化支持3 大

功能。以生态土地分类单元为基础, 并作为农业规模经营的

“适度规模”依据, 有助于强化和完善景观生态系统的功能。

3 .2 .4 景观综合评价。主要是评价乡村间结构布局与各种

生态过程的协调性程度, 并反映景观的各种功能的实现

程度。

3 .2 .5  景观生态过程研究。这种研究是景观生态评价和规

划的基础。

3 .2 .6 景观布局规划与生态设计。这包括“农家乐”立地乡

村景观中的各种土地利用方式的规划( 农、林、牧、水、交通、

居民点、自然保护区等) 、生态过程的设计、环境风貌的设计

以及各种乡村景观类型的规划设计, 如农业景观、林地景观、

草地景观、自然保护区景观、乡村群落景观等。根据景观规

划设计原理 , 对景观功能单元进行调整和重新构建, 包括调

整原有的景观格局 , 引进新的景观组分( 如生态缓冲区) 等 ,

建立可持续的农林景观格局。在“农家乐”景观规划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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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要充分强调规划区的自然环境特点、景观生态过程及其

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 注重当地景观资源与社会环境条件的协

调, 提高乡村景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3 .3 “农家乐”景观规划的内容

3 .3 .1 立地、布局。立地主要是指“农家乐”所在乡村的土

地利用规划。造园可以堆山挖池, 但大规模的土方工程不仅

大大增加了造价, 而且破坏了原地形地貌。在当前农业景观

规划中, 有些投资商追求气派和豪华, 大兴土木, 建高楼别

墅, 不仅严重破坏了生态, 也无视于立地本来的地形美及农

业景观本身的特点。“农家乐”一般都是在原有生产基地的

条件上进一步开发而成, 选择能反应本乡本土特点的地形地

貌, 并从实际情况出发, 根据当地农业生产的历史及特点, 充

分挖掘当地资源, 因地制宜地营造有地方特色的农业景观。

3 .3 .2 建筑、文化。建筑历来就是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风向

标, 是当时、当地人们的审美观、价值取向的反映, 也是当地

风土风情和文化的体现。农业景观建筑及文化包括农村历

史人文、农业文化、农村生活方式、民族特色和地方风俗等要

素, 如傣族的竹楼、土家族的吊脚楼、草原上的蒙古包、海边

的石头城、陕北土窑洞等都充分显示了与城市生活不同的文

化特色和民族色彩。在规划中要尊重这些建筑及文化 , 延续

整个乡村文化的文脉, 使农业景观具备特有的文化魅力。

3 .3 .3 植物、动物。植物在景观中的应用由来已久, 果蔬是

人们应用最早的园林植物, 后来逐渐被观赏植物取代。农业

景观在规划中宜选用一些兼具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植物 ,

如油菜、茶叶、甜菜、桃树、梨树、荷花等。动物也是农业景观

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现代农业景观中占据一定地位。

3 .4 “农家乐”景观规划的模式

3 .4 .1 集中与分散模式。这一模式强调集中使用土地, 保

持大型自然植被斑块的完整性, 充分发挥其生态功能, 引导

和设计自然斑块以廊道或小型斑块形式分散渗入人为活动

或人类活动控制的建筑地段或农耕地段。同时在人类活动

区、自然植被斑块和廊道周围地带设计一些小的人为斑块 ,

如居住区和农业小斑块等。这种模式有生态学上的优越性。

一方面, 该模式有大型植被斑块 , 也有小的人为斑块 , 提高了

景观多样性, 实现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 另一方面, 大型植被

斑块可以为人们提供观光和休憩的去处, 小的人为斑块可作

为居住、娱乐、进行活动的场所 , 高效的交通网络可方便人们

的活动。这样的模式适用于规划一些大型农场和庄园式的

“农家乐”, 同时也适用于规划一些自然环境相对较好、景观

斑块相对完整的老少边贫地区的“农家乐”。

3 .4 .2 生态网络模式。由于我国农村特有的经济生产方式

和我国人口众多的特点, 很多乡村地区由于自然生境的破碎

化而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陆地岛屿”———自然生境斑块。

这些彼此隔离的自然斑块之间破碎化程度很高, 有些地方已

经导致了植物种群消失。生态网络概念是在人们研究自然

生境的破碎和隔离时提出的, 生态网络把各种彼此分离的生

态系统连接起来。按景观生态理论, 生态网络常常由核心

区、自然开发区和连接区组成。由于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多 ,

人口密度大 , 以及独家独户的农业生产方式, 使得破碎化的

生态格局在我国农村占很大比例。因此, 这种模式的土地利

用和规划为规划和改造乡村景观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为保留

现有的大多数乡村景观格局的同时进行“农家乐”集群规划

和开发提供了可靠的模式和方法。

4  结语

四川成都等地区周边“农家乐”集群的巨大成功, 揭示了

一种在我国城市高速发展与扩张中处理传统文化、生活习俗

与经济迅速发展、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

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农家乐”科学的、可持续的、

生态的规划方法和模式, 提出新型城市周边乡村改造与土地

利用模式, 使“农家乐”成为具有浓厚文化和地域气息, 有明

显乡村自然景观特色的休闲、度假与娱乐的传统文化栖息

地, 同时还能解决一些有原生农耕文化、风景秀丽、生态环境

优良的老区、边区、贫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开发和农村

现代化的问题, 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等方面的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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