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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在市场需求和政策推动的共同作用下,我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得到快速发展。休闲农业

已从原来的农业附属产业发展成为独立的农村新型产业,并形成都市带动型、景区带动型、特色农业型等多

种模式。休闲农业发展水平影响着地区农民收入、经济发展水平。基于此,文章就休闲农业发展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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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common action of market demand and policy promotion, our country's leisure 

agriculture and rural tourism have developed rapidly. Leisure agriculture has developed from the original agricultural 

affiliated industry to an independent new rural industry, and has formed a variety of modes of urban driven, scenic spot 

driven,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and so on. The development of leisure agriculture affects regional farmers' incom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leisure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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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农业是根植于农业、农村、农

民并服务于城乡居民的产业。欧美等国

家已发展农业旅游100多年,我国已发展

了20多年。目前,我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步入良好的发展机遇期,并已逐步形

成省、地、县、乡、村多层次共同推进

的格局。随着休闲农业的快速发展,休闲

农业规划设计与开发越来越受到产、学、

研等各方面的关注。 

1 休闲农业的相关概念界定 

休闲农业的概念 早在《休闲农业

辅导管理办法》一书中提出。经过多年

的发展,国内学者从多角度研究休闲农

业,已形成了表述不一的各种概念。综合

来看,休闲农业是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经

营者依托农业产品与服务,集休闲、观

光、科普、示范、旅游于一体的新型产

业,达到让消费者参与农业生产、学习农

业相关的科技文化知识,是传统农业内

涵与外延的充实扩展。 

2 休闲农业发展现实作用 

2.1给当地居民带来丰厚的经济效

益,改善当地农户的生活水平。当地居民

借助先天的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一定

程度上拓宽了农业的发展范围,延长了

农业生产的产业链。 

2.2缩小当地城市与乡村的发展差距,

促进城乡协同发展,增加城市与乡村居民

的互动,城市游客将现代化的各类信息带

到乡村,使农民足不出户就可以获得现代

化的意识和观念,提高了当地农民的整体

素质,同时城市游客也可以了解到 为传

统的农耕文化和各种农业知识,一举两得。 

2.3传承和弘扬农耕文化的重要举

措。农业文化遗产融入生态休闲农业开

发建设,让农业文化遗产不仅能够指导

农业的生产,更能丰富休闲农业的活动

形式和文化内涵,为休闲农业园区增添

乐趣。生态休闲农业的发展,不仅可以让

农业文化遗产走出乡村,让更多地认识

和了解农业文化遗产,而且在潜移默化

中成为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实现文

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协调统一。 

3 中国休闲农业发展中存在的

问题 

3.1缺乏整体规划。当下,很多地区

对于休闲农业整个产业的发展并没有清

晰地认识,当地政府对于农业旅游资源

缺乏正确开发引导。导致很多投资者缺

乏对市场的科学调查和周密规划,在同

一地区建设出来的休闲农业项目趋同程

度较大；规模上没有合理的规划,使总体

建设水平处于偏低地位；在园区的布局上

主要是以观光、度假、娱乐三种功能类型

为主,缺乏购物、康养、深度体验等功能；

园区的整体规划设计内容较为单一。总体

来说,目前部分地区的休闲农业缺乏对市

场的精准定位,有较多照抄照搬的情况,

无法形成当地特色的旅游品牌。 

3.2融资难,资金匮乏。融资难是休

闲农业在发展中遇到的普遍问题。首先

休闲农业的资金需求量大。休闲农业在

开发和经营过程中,相比于其他产业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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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较大的资金。无论是“农家乐”还

是特色小镇又或是田园综合体都需要资

金的支持和保障。其次,农民可以用来抵

押的资产也不多。众所周知,农民贷款难

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可以用来抵押

的资产。一般农民拥有的资产主要就是

宅基地和耕地,而这两者都是由我国《物

权法》明确规定的不允许抵押的资产。

这样一来,农民就没有可以用来贷款的

抵押物。同时,政府虽然可以为休闲农业

提供相应的财政支持,但这种财政支持

并不是长久性的。由此,融资难就是我国

休闲农业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3.3管理边缘,培训指导不到位。从

旅游部门来说,乡村旅游是其中一个分

支产业,从农业部门来说,休闲农业管理

机构还不健全,究竟以哪个部门管理服

务为主,还无法完全界定。农业系统组织

的农业龙头企业培训,多以农业生产、加

工企业为主,对休闲农业经营业主的专

题培训交流还不多,对休闲农业从业人

员培训还需要与旅游部门联手强化,切

实改变目前职业技能水平一般、管理不

够规范、服务不够创新等状况。 

4 休闲农业发展对策探讨 

4.1加大培训宣传力度。加强管理部

门人员的考察学习,开阔眼界,拓宽思

路；注重专业人才的引进与休闲农业从

业人员培训,提高整体综合素质；充分利

用各种媒体、会议、节庆活动等形式,

宣传休闲农业成果、品牌和创意产品,

引导广大市民和外地游客观光旅游,激

发消费活力,不断扩大休闲农业的知名

度和社会影响力,全面提升休闲农业产

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 

4.2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做好产业顶

层设计。从长远来看,休闲农业的发展需

要政府加以宏观规划、合理布局,并充分

整合农业、旅游业、土地资源开发等方

面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政府应当综合

协调旅游业、农业、城乡建设和居民居

住等多方面因素,打造精品,从土地供

给、项目招商引资和税收支持等方面提

供政策支持,将休农产业发展纳入当地

的经济发展规划当中,做好产业发展的

顶层设计,打造精品休农旅游品牌,将各

个休农旅游园区串点成线,规划好旅游

路线和攻略,构建完善的休闲旅游系统,

充分发挥湛江市休闲农业的资源优势,

保障休闲农业开发建设的顺利进行。 

4.3政府要建立健全相关的支持政

策。要明确和完善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政

策。因为农业和旅游业归属于两个不同的

部门管辖。当下农业观光休闲农业园涉及

农业和旅游两个部门。农业和旅游部门间

的沟通不畅已经影响到园区的发展。当下,

受政府支持政策片面化的影响,易县狼牙

山万亩花海休闲农业园正处于自力更生

的发展阶段,经常因涉及各部门利益不和

而产生纠纷,严重制约了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的发展速度。政府要及时出台相

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明确管理机构职责,

协调各部门的职务联系,为我国乡村旅

游和休闲农业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4树立品牌,创新服务项目。(1)树

立品牌效应。在打造品牌建设的过程中,

需要注重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的提高,满

足旅游对象的需求,以旅游对象的喜好为

基础打造休闲农业的相关项目；同时,树立

品牌效应需要提高性价比,严格遵守誠实

守信的经营之道,可以借助旅游对象的口

碑来进行宣传,提高品牌效应的影响范围。

(2)要不断创新服务项目,与当地的农业特

色相结合,推动服务项目的不断创新,形成

休闲农业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对服务项目

进行更加精细地划分,可以提高资源的利

用率,同时也可以实现垂直化的市场供应,

更好地满足旅游对象的个性化需求。 

4.5明确农民主体地位。休闲农业不

能排斥农民,应充分发挥农民在休闲产

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坚持“农民主体、

农业基础”核心要素,以农民受益为目标,

不断推进一二三产业优化升级。相比于

大企业在人力、技术、资金等资源方面

的优势,农民发起的休闲农业项目要想

获得支持,相对更难,这就需要政府政策

支持与资金投入向农民这一主体适度倾

斜,使农民切实成为经营与受益群体。 

4.6加强游客培养,共同引导游客文

明旅游。休闲农业游客培养是休闲农业

经营管理极其重要的一环。休闲农业游

客培养必须是政府统筹、休闲农业园区

负责、旅行社配合、大众媒体协助。当

地政府通过大众媒体建立和推广大泽山

文明旅游公知,对游客的不文明行为进

行公示,增加相应的处罚行为,增加志愿

者的数量,合理引导、督查、劝阻休闲农

业游客的不文明的破坏环境行为。 

5 结语 

综上,我国农业面广,农业基础好,

自然环境比较美观,植物类型多样化；农

业资源储备量大,农业类型多种多样；地

区与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形成了不

同地域之间的差异性文化景观；农业发

展过程较为漫长,农作经验较为丰富；不

同乡村具有独特的文化特点,农村生活

乡土气息浓厚；随着城市化和经济的发

展,城里人到农村观光休闲的机会越来

越多,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大；各级政府

的大力支持,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广大人

民的需求。这些都是我国发展休闲农业

的有利条件。未来中国不仅是旅游大国,

也应是农业休闲旅游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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