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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旅游局将 2006年全国旅游主题定为“中国乡村游”，其口号为“新农村、新旅游、新体验、新风尚”，

标志着旅游重点已经由城市转向农村。适应这一转变，西双版纳应该大力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热带生态农

业旅游。 

  

  所谓热带生态农业旅游，是运用生态学原理和系统科学、环境美学的方法，将现代科技成果与传统农

业、现代农业技术精华相结合，在充分利用现有西双版纳热带农业资源的基础上，通过规划、设计、施工，

把农田建设、农艺管理、产品生产、原料加工和游客参与融为一体，以达到改善生态环境，增加就业机会，

向游客提供高质量旅游经历为目的的一种新型农业体系。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2005年旅游接待中外游客 273.1万人次，若有一半游客参与热带生态农业旅游，每

人平均 3 天，花费 1000元，则有 13.7亿元的收入，相当于当年农业总产值 36.58亿元的 38.3%、旅游业总

收入 24.4亿元的 56.2%。 

  

  一、生态农业旅游已成为当代旅游的新潮流 

     

  由于常规旅游对旅游资源的过度开发，特别是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1990年在加拿大举行的“90 全

球持续发展大会”上提出了《旅游持续发展行动战略》，1995年在西班牙召开的“可持续旅游发展”会议上通

过的《可持续旅游发展宪章》和《可持续旅游发展行动计划》，标志着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已得到各国政府

部门、非政府机构以及游客的认可和重视。而生态农业旅游既符合农业持续发展的要求，又为游客提供新

的旅游产品，满足了旅游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 

  

    生态农业旅游始于 1 938年日本伊东火车站组织的观赏、采摘蜜桔活动。此后，日本逐步发展起观光农

艺园、自然休养村等 400多处，以贴近自然、廉价且有利健康的农业旅游、休养形式，受到人们青睐。台

湾是农业旅游开展得比较好的区域之一，自 1978年苗栗县大潮草莓园的开辟为发端，旅游业与农业实现了

产业间结合，此后许多地方效仿，建起了观光果园、观光茶园、观光花园，成为台湾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



部分。美、英、法、澳大利亚、荷兰、瑞士、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生态农业旅游亦得到较快发展。据美国

汽车协会统计，1997年，利用周末和假期到“休闲农场观光的美国城镇人口就达 1 800万人次。法国目前

已有 1．6 万多农户建立了“农庄旅游"，年收入 700亿法郎，相当于法国全国旅游收入的 1/4。 

  

    近几年来，我国的生态农业旅游已经兴起，其中搞得比较好的，如广东东莞的年半山庄，山东泰安的家

庭旅游，无锡生态农业旅游园区等。他们共同的作法，是让游客住进农户家中，品尝地方餐饮，观赏当地

风土人情，参与农事活动，受到欢迎。从 1998年 1—3月份起，云南省罗平县城西南坝区 13万亩油菜花开，

与附近的岩溶峰丛林相映衬，形成独特景观，吸引了 10多万人次的外地游客欣赏这美丽与芳香，声名远播

国内外。上世纪末，国家旅游局把农业旅游确定为旅游主题。近几年来，走向保护区、亲近大自然为主题

的生态旅游，越来越成为人们的爱好。这表明，开辟生态农业旅游已成为现代旅游业的新增长点之一。多

年来，北京市民到郊区旅游达上千万人次。上海市民去郊区农村旅游的比重不断上升，如浦东新桥现代农

业开发区，近几年已成为城市居民在繁忙工作之余，寻找轻松、增长见识的周末旅游好去处。湖北随州炎

帝神农故里旅游区，以厉山镇为中心，在推出“创耕耘、植五谷、驯畜禽、尝百草”等再现神农风采的旅游

主题外，还建成万亩农业生态旅游区，里面有神农李、蜜枣等果林园区及 10公里长的葡萄走廊，使游客走

进农业生态旅游区有曲径通幽、如临仙境之感。 

  

    西双版纳有世界上保存尚好的 24块热带雨林之一，北部因高原群山屏障，面向印度洋，形成了高温高

湿、静风多雨的气候，台风和寒潮不能涉足，日夜温差大，有利于热带亚热带各类植物生长，兼有大陆和

海洋气候特征，而没有海南岛、广东、台湾等热带地区的台风等不利气候因素，已经形成了十分独特的热

带亚热带农业体系。再加上州内傣、哈尼、景颇、基诺、布朗、拉祜等少数民族特有的民俗风情，具有发

展生态农业旅游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二、发展版纳热带生态农业旅游的意义 

    

  西双版纳农业乃至国民经济发展，确定以热带生态农业旅游为突破口，尽快将其建设成为支柱产业，

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有利于版纳乃至全省产业结构的调整 

  



    版纳州发展热带生态农业旅游，需要根据游客兴趣，调整现有粮食播种面积和其它经济作物播种面积，

利用传统农业精华、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傣、哈尼、景颇、基诺、布朗等少数民族农耕、养殖、民居以

及人文风俗，制定合理的、切实可行的科学规划，建设不同品种、不同特点的农作物种植园、养殖园、观

光园、休养园、品尝园、娱乐园等，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给社会带来更多的财富。 

  

  （二）有利于生态农业的持续发展 

  

  生态农业的产品除一般的有形产品外，还包括无形产品，即良好的生态环境。版纳州由于独特的热带

雨林气候，又没有化学物质污染，生态农业的有形产品质量更好、价格升高，因而经济效益高于一般农业。

又由于旅客的参与，例如种植、管理、采摘及购买等，不需要生态庄园主付出更多的人力劳动成本，有形

产品和无形产品都可以在货币上得到实现，从而在创造出比一般农业高得多的经济效益的同时，由于游客

较少或根本不破坏生态环境，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生态农业的持续发展。 

    

  （三）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 

  

    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通过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以热带生态农业旅游为龙头的农业资

源和人文资源的开发，强调当地农民与游客在生产、生活、休闲等方面的人际交流，融农业生产、教育、

出售产品、提供服务于田园之乐之中。其结果，一方面，必然导致当地农民生活水平、商品观念、交往能

力的不断提高，并且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另一方面，游客们通过游览、参观、品尝、购买参与，在

得到休闲和精神享受的同时，也了解了版纳农村独特的风土人情，增加了对现代农业高科技的感性认识，

体验了接近自然、返朴归真的生活方式情趣。 

     

  （四）有利于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 

  

    近几年来，国内外游客前往西双版纳旅游急剧增多，其目的之一在于一瞻版纳热带原始雨林风光，特别

是迷人的自然保护区，已经出现生态消费过量、资源退化的问题。而大力发展热带生态农业旅游，游客由

于参与农村种植园的播种、管理、收获等生产过程，相对于一般旅游来说，人流量作到了分流，垃圾等污

染物减少或分散，从而有利于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 

  



  三、版纳热带生态农业旅游模式设计方案 

    

  借鉴国内外生态农业旅游的成功经验，版纳发展热带生态农业旅游，有以下模式设计方案可供选择： 

  

    1、新鲜农产品自主享受型 

  

    建立当地特色农产品种植园，如特甜玉米园、荔枝园、芒果园、菠萝园、香蕉园等，任凭游客自己采摘

食用或购买带走，使其在参与收获中得到乐趣享受。 

  

    2、农业生产与农户家务劳动参与型 

    让游客参与到当地少数民族农户田间生产劳动之中，如传统的驾驶水牛犁地，农作物收获，以及少数民

族传统食品制作等农户家务劳动，使其在参与中得到知识乐趣。 

  

    3、田园观光与休养型 

  

    让游客自主地在种植农田、水果园里，观赏各种农作物和果林；在饲养场亲近、抚摸和喂食猪、牛、羊、

马、狗、象、鹿等动物；自由组合进行“乡村音乐”、“民族歌舞”的学习观摩，从中获得知识和休养。 

  

    4、热带雨林探险型 

  

    在版纳 3.2万平方公里的热带雨林中，选择若干羊肠小道线路，由当地农民导游带路，使游客自愿徒步

探险，观赏万物竞长的各类植物和野生保护动物，尽情享受森林中的空气负离子、林中发挥物等大自然的

神秘。 

  

    5、民族原始风情参与型 

  

    修复并开放一系列少数民族原始风情，供游客参与。除传统的泼水节外，住的如傣族竹楼、基诺草房、

大家族公社遗址，等；吃的，如竹筒饭、烤鸡、烤鱼、熏肉，等；观光的，如各民族婚礼仪式表演、驯象

犁耕，等等。 



  

    6、经验交流型 

  

  通过举办版纳农村特有的各种娱乐活动，实现城乡居民之间的广泛交流，使城市游客和外地游各有机

会接触和了解当地各民族真正的农民，和真正的农民生产生活，而不是象现在那些一哄而起的“民族村”之

类的假农民、假民居。 

  

  四、若干对策建议 

    

  版纳州发展热带生态农业旅游，由于是一种崭新的事业，应该在充分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同时，大胆地试，

勇敢地往前闯。 

     

  （一）制定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规划 

  

    要以保护西双版纳热带原始雨林、实现版纳州可持续发展为基本要求，统一制定全州热带生态农业旅游

的规划。国内外游客之所以来版纳旅游，或者说版纳在日益激烈的国内外旅游市场争夺游客的王牌之一，

就是热带原始雨林风光和以傣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人文风光。而热带生态农业旅游，就是把两者有机结合

的最佳模式。因此，全州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规划，使州内各地生态旅游园区各有特色，避免雷同，以充分

挖掘与开发版纳热带旅游资源，并使各旅游园区内的各类资源、劳动力与生产环境合理组合、运转，在稳

定本区域内生态系统的同时，提高系统的生态生产力。 

     

  （二）以游客的满意度为导向逐步开发 

  

    同所有的旅游一样，版纳热带生态农业旅游也应以游客的满意度，为其监测与评价的重要标准之一。因

此，“行、游、住、食、娱、购”诸环节，都要围绕着游客的需求，按照一定的路线，进行必要的设计、开发

加工、制作、组合，而不能按照当地农民或旅游企业的意愿行事，也不能有什么资源就开发什么资源的纯

自然主义作法，从而才能减少或避免投资开发的盲目性。近期内可先开放开发现有的荔枝园、芒果园、西

瓜园、菠萝园、傣族村寨竹楼等，并不断地听取游客意见进行修改、补充、完善与扩大，最终形成总体是

热带生态农业旅游，而不同景点各具特色、规模连片、影响巨大的新的版纳旅游，将热区资源优势转化为



经济优势。 

     

  （三）把游客参与作为重要的管理目标 

  

    截止目前，绝大多数旅游都把旅游点、旅游组织、旅游企业作为主体，由他们对旅游进行全过程管理，

而游客则处于非主体的被动地位，有的旅游景点还特别规定游客不准参与其中，只准用眼看，不准动手触

摸，不准采摘，不准脚踩等等，从而使游客慕名乘兴而来，扫兴而去。 

  

    生态农业旅游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使游客参与到整个旅游的全过程之中，充分发掘他们的好奇心、动手

欲，让他们自己在水果园动手采摘水果品尝，在农户家庭自己动手学习制作特色餐饮，在工厂作坊里自己

动手制作旅游纪念品等，从中获得乐趣，留连忘返。 

     

  （四）强化农业旅游园区人员培训 

  

    热带生态农业旅游既不同于一般的旅游，也不同于一般的农业，更不能理解成不需要服务的旅客自主旅

游，它要求的服务是高层次、高品位的，这就需要对农业旅游园区人员进行必要的强化培训。一方面，要

使经营者及其员工富有较高文化特别是当地文化修养，精通本园区各类生产技能，更要具备接待不同游客

的社交技能；另一方面，经营者要根据统一规划，设计并建设具有自己独特风格情趣的风景园区，从“土”

字出发，在“奇”字上做足、做够文章。 

     

  （五）加强对热带生态农业旅游的管理 

  

    放手开发热带生态农业旅游，让游客自主地参与当地农业活动，并不意味着政府部门可以放松对其进行

管理了。恰恰相反，政府部门必须加强管理，才能使这一新兴旅游成为富民富县兴州的支柱产业。 

  

    加强对热带生态农业旅游的管理，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制定和实施严格的法规。例如，针对热带细菌和传

染病极易发生的特点，规定各生态农业旅游园区必须多处配置消毒自来水龙头、流动冲水厕所等设施，水

果园区必须配备削水果刀具等，以满足游客需要。与此同时，对于那些有碍观瞻的建筑物设施，破坏生态

环境以及与精神文明相违的活动，应予以取缔。要强化社会治安，严厉打击危害生态农业旅游秩序的地痞



流氓的犯罪行为，打击欺诈经营、宰客、色情服务等行为，规范热带生态农业旅游服务，使之真正成为版

纳的一大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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