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众所周知，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是经济发展的

物质基础，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最基础的保障。

而旅游业属于服务业范畴，为第三产业，是创造更

多就业岗位，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行业之一。当农

业与旅游业相遇、碰撞、融合的时候，农业旅游便应

运而生了。农业旅游的产生为农业活动、农村经济

注入了新的活力，是农民增收致富、扶贫脱贫的好

项目。农业旅游起步于欧美的一些发达国家，其以

“观光农业”作为农业旅游的最为关键的代名词。

那么，农业旅游的本质是什么？农业旅游包括哪些

类型？作为旅游学的基础概念，旅游学界对此概念

的关注和研究始终没有间断过。同时，农学研究者

对观光农业概念的界定有力地指明了农村观光旅

游存在和发展的广阔前景，并为农业旅游本质和类

型的研究提供了农学理论层面的支持。但由于旅

游现象复杂多样，关于农业旅游本质的观点，学术

界还未能达成统一的标准，笔者试图通过以旅游者

为研究起点和归宿，以内容分析和扎根理论的研究

方法对农业旅游本质、类型做出进一步的思考。

一、研究现状与问题

澄清农业旅游本质有必要先了解旅游本质是

什么，在学者们阐述旅游本质的基础上，进一步明

确学界对农业旅游本质的相关论述。

（一）旅游本质的相关探讨

关于农业旅游本质的研究，学术界可谓见仁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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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旅游学界把英国人托马斯·库克于19世纪40

年代建立世界上第一家旅行社托马斯·库克旅行社

作为近代旅游业的开端。从这个时候开始，旅游一

词才在真正意义上获得了社会的关注，并赋予了现

代旅游业的意义和价值。早在19世纪的《牛津英语

词典》中就把旅游解释为“被组织的游览”，其揭示

了旅游业的经济属性。而中国古典文献指出旅游

追求精神放松的本质，记载“旅游”的“游”涉猎到灵

魂的仙游，身心的自由[1]。之后，比较著名的如艾斯

特定义把旅游理解为非定居的旅行和短暂停留而

引起的一切现象和关系的总和，这种旅行和逗留不

会导致长期居住或从事任何赚钱活动[2]。另外，世

界旅游组织也对旅游做出了技术层面的界定，其主

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把旅游理解为一种活动；二

是用异地性、暂时性、非营利性等关键词对这个活

动进行限定；三是把休闲等旅游动机提到了定义首

位，即强调了旅游的愉悦性和休闲型。在此基础

上，我国学者张凌云归纳了学术界30种关于旅游的

定义后，认为旅游是一种人文现象，是一种异化体

验，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这种人文现象源

于人自身的需要[3]。张凌云教授把旅游理解为一种

异化体验，即是说旅游是对惯常生活的否定，通过

否定和扬弃生活中不顺心的人际关系、人地关系，

然后再重建自我[4]。谢彦君引入体验经济的相关成

果，认为旅游的本质是一种体验[5]。曹诗图从哲学

辨析的视角，把旅游理解为异地身心自由体验[6]。

与之不同的是，杨振之援引海德格尔哲学思想，揭

示了旅游本质是“诗意的栖居”[7]。

（二）农业旅游本质的相关阐述

关于农业旅游本质的界定，如李涛等学者认为

农业旅游（Agritourism）是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上

的服务业，即以农业景观、自然风景作为吸引物，

目的是为城市居民学习、体验和休闲之用，以此而

开发农业旅游产品，是农业与科技文化、休闲娱乐

等相关活动相互融合的产物[8]。此定义把旅游者

理解为城市居民，把农业景观和自然风景归属于旅

游吸引物，并意识到开发相关农业旅游产品的重要

性。张瑜等学者采取内容分析的方法把农业旅游

阐述为农业旅游是以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或农村风

貌为吸引，以娱乐和教育为目的的旅游活动[9]。这

个定义提炼出了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农村风貌、娱

乐、教育等关键词，已经较为深刻地解释了农业旅

游的类型。

另外，一些学者从农学、景观设计等角度探讨

了观光农业的概念，为农业旅游本质的提出提供了

一定的理论参考。如李晓颖、王浩指出，观光农业

是集合了“农业”和“旅游”两种事物的特征，离开

“农业”谈“旅游”，抑或离开“旅游”谈“农业”都不属

于观光农业。观光农业不仅包含了农业生产、经营

等农业活动，还涉猎到旅游观光和休闲活动[10]。李

晓颖等人的研究彰显了农业与旅游之间是一种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为本文农业旅游本质的

建构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与之不同的是，杨靖等学

者把生态、旅游、农业、观光串在了一起，指出观光

农业是一种新型生态旅游业，以农业和农村为载

体，以农业自然资源为基础，以农业和农村生活文

化为核心，其目的是休闲、体验、度假等。重点强调

了观光农业是以旅游作为手段，以文化为内涵，以

城市为市场，以参与为特点[11]。

（三）从旅游者、旅游和农业旅游的关系探讨农业旅

游本质

通过学界对旅游和农业旅游的相关概念梳理，

不难发现，农业旅游是介于旅游和农业两种事物碰

撞的产物，应隶属于旅游的类型之一。而需要注意

的是，学者们在对旅游和农业旅游进行概念界定和

本质探索的时候，有的强调旅游目的地，旅游吸引

物、旅游活动或旅游形式，以及旅游活动的教育和

愉悦等功能；有的则强调旅游活动的主体，即旅游

者；还有一些学者把农业旅游的参与者局限为城市

旅游者，如李涛等学者认为农业旅游的发展是为城

市居民服务的。其实，旅游者的行为对旅游活动和

农业旅游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旅游者行为

对农业旅游的积极影响不可低估，由于旅游者的到

来为农业旅游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拉动了农村

经济的增长。一言以蔽之，没有旅游者，何谈旅游

和农业旅游？这为本文选择旅游者作为视角界定

农业旅游本质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可见，以上学者的相关论述皆有一定的学术价

值和意义。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一是对一些概

念的界定存在泛化之嫌。如对农业旅游、观光农

业、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的概念理解不一；二是在旅

游者是谁的问题上，学者们大多把目光投向了城市

旅游者，从而大大缩小了农业旅游市场的范围，不

利于农业旅游的进一步发展；三是在农业旅游的核

心吸引物的确定层面，未能达成统一认知；四是对

农业旅游主要动机的探讨还有待进一步的商榷。

二、研究方法与过程

（一）组织研究组成员做好访谈调研

选取在旅行社、景区、酒店实习的大三学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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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次访谈调研的成员，并对研究组成员进行培

训，内容涉及问卷内容、访谈技巧和本次访谈调研

目的。通过对学生的访谈，近距离地深入了解旅游

者，以获取相关信息。主要内容包括您是怎么理解

农业旅游的？您觉得农业旅游最吸引您的地方是

什么？请您描述一次最成功的农业旅游经历？您

觉得农业旅游中的农业和旅游元素那个更重要？

您选择一些农业观光园或者农业旅游景区旅游的

目的是什么？等等。

（二）内容分析并提取高频词汇

本次共发放100份问卷，收回有效样本61个，

其中男性旅游者21人，女性旅游者40人，平均年龄

54岁；平均每人的年出游次数为4次；职业包括销

售人员、退休人员、企业老板等。我们对本次访谈

的内容采用Roster Mining分析软件提取高频词汇

96个，并结合本次研究内容和主题，对获取的高频

词汇进行认真识别和筛选，最终确定了 40个高频

词（表 1）。 在 此 基 础 上 ，研 究 组 还 借 助

MAXQDA10.0分析软件，并采取扎根理论的方法，

对访谈内容进行编码，逐级提炼相关数据，最后留

下与本研究相关的主要范畴，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此

方法提取旅游者所描述的农业旅游，并对此做出相

应的分析，从而为建构旅游者视角下的农业旅游类

型奠定基础。

2.3 以扎根理论建构旅游者视角的农业旅游类型

扎 根 理 论 是 由 学 者 AnselmStrauss 和

BarneyGlaser共同提出的一种定性研究方法。在此

次研究中应用扎根理论方法的主要思路是把研究

组本次所调研的样本进行不断比较和研究，并对所

获取的高频词与高频词之间进行比较，通过系统的

分析归纳，以开放性编码（初步范畴）、主轴编码（主

范畴）、选择性编码（核心范畴）的提取[12]，逐步浓缩，

从而建构出相应的农业旅游类型。

三、分析结果与讨论

（一）农业旅游本质

农业旅游本质界定的难点是旅游者的核心动

机的定位和确定。通过调研，我们发现旅游者的旅

游动机不一，存在差异，增加了界定农业旅游本质

的难度。为澄清问题，应注意以下几点：其一，以农

业生活中的旅游幸福作为最根本的旅游动机。生

活是指与农业相关的生活方式，包括人为了生存和

发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核心是农业生产活动。不

管旅游者的动机是倾向于审美、还是消费，等等，其

差异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旅游者对农业生活的关

注。除此之外，如走马观花式的看看自然风貌，体

验农业文化、农村风俗的内涵等，皆应以农业生活

为根本展开。更值得强调的是旅游幸福是旅游者

追去的普遍本质和动机[13]，亦是旅游者最根本的动

机。其二，以“农业”为核心统一和规范相关概念。

农业旅游的决定性因素是农业，即农业旅游之所以

是农业旅游，是由农业的本质规定性决定的。所以

农业旅游的相关概念应以农业为核心进行统一。

比如要厘清农业旅游、乡村旅游[14]、生态旅游、观光

农业等概念，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尽相同，观

光农业属于农业范畴，并不等同于农业旅游；乡村

旅游和生态旅游亦不等同于农业旅游。其关键词

“农业、乡村、生态”决定了这些概念的差异性。因

此，在建构农业旅游本质时应正确把握概念的内涵

和外延，以“农业”为核心统一相关概念。其三，以

异地身心自由体验为“农业旅游”的最高境界。异

地身心自由体验是旅游者以农业旅游的方式，寻找

异化的自我，满足身心自由体验以迎合身心对农业

旅游的主观要求。不过，从某种层面讲，这只是一

种境界，旅游的“自由”永远是相对的[15]。

通过论述，尝试对农业旅游做出如下界定：农

业旅游是指旅游者为了追求农业生活中的旅游幸

福或其他目的，以农业环境、农业文化等旅游吸引

物为依托，通过观光、生活体验等活动从而领悟异

地身心自由体验之境界。此概念不仅揭示了农业

旅游的特殊本质，即农业旅游不同于其他旅游类型

的本质规定性，那就是农业生活中的旅游幸福。同

时还以异地身心自由体验的境界，赋予农业旅游的

终极意义。需要注意的是概念中的旅游者不仅仅

只是城市游客，还包括其他游客[16]。

（二）农业旅游的类型

1. 通过对旅游者的访谈和调研，获取高频词。

“环境、生活、观光、散心、文化、娱乐”等关键词出现

表1 旅游者关于“农业旅游”本质的高频词

高频词

环境

生活

观光

散心

文化

娱乐

休闲

体验

度假

花钱

频率

32

12

6

6

6

6

5

5

5

4

高频词

幸福

特色

活动

快乐

感受

缓解压力

特色

吃喝

购物

原始

频率

4

4

4

4

3

3

3

3

4

5

高频词

陶冶情操

经历

自在

纯自然

生态

净化心灵

劳动

玩

风俗

享受

频率

2

2

4

2

4

3

5

5

4

3

高频词

精神

陌生

外地

逛

交流

掏钱受罪

探索

欣赏

农田

农村

频率

4

1

3

5

3

3

1

5

3

4

何 鑫：基于旅游者视角的农业旅游本质及其类型探究 ·· 65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2卷

的次数最多，其中环境和生活排列靠前，这恰恰说

明了旅游者对农业旅游地的环境和生活等因素较

为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旅游者选择农业旅

游地的内在驱动力，即旅游动机[17]。由此得出，当我

们去思考农业旅游动机是什么的时候，还不如调研

旅游者更显得较为真实。当进一步分析和理解这

些高频词的时候，不难发现，排列在前面的六个高

频关键词中，观光、散心、娱乐、文化皆彰显了精神

层面的需要，那么也就是说旅游者的旅游动机是为

了追求身心层面的旅游体验。

2. 在总结高频关键词的基础上，尝试着对农业

旅游动机进行分类。第一类旅游者的动机是通过

农业旅游活动到田园里、设施农业观光园中看看风

景，一饱眼福，这类旅游者其主要目的和动机则是

欣赏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环境、自然风光、人文建筑

等，其高频词如“观光、欣赏、审美”等。第二类旅游

者的动机体现在生活方面，此类旅游者选择农业旅

游的动机是体验与农业相关的生活方式、目的是身

临其境地感受农业氛围和农业生活，其高频词包括

“生活、劳动、体验、感受”等。第三类是以文化、学

习为主要动机。此类旅游者是为了增长见识，丰富

自身的知识，完善知识结构，提高自身的修养。第

四类是以享受、花钱、消遣等为动机选择农业旅游

活动的，此类旅游者注重自我身心的愉悦功能。第

五类旅游者认为通过农业旅游活动可以消除惯常

生活中的烦恼、郁闷、消极、压力等一系列的负面情

绪，从而找回一个积极向上，敢于挑战和担任，并充

满正能量的自己。此类旅游者通过农业旅游活动

否定自己的惯常生活，将生活中的烦恼等异化为旅

游中的开心快乐。笔者认为该类旅游者通过农业

旅游是为了追求本真，寻找异化的自性，即异地身

心自由体验，其动机是追求旅游幸福[18]，其高频词是

“幸福、快乐、开心、娱乐、放松”等等。

3. 根据旅游者对农业旅游动机的理解，提出农

业旅游的类型。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建构农

业旅游的类型，即包括观光游览型、生活体验型、文

化教育型、身心愉悦型、追求幸福型（表2）。

四、结语

综上，从旅游者的角度界定了农业旅游的本

质，归纳了农业旅游的类型并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需要强调的是农业旅游本质的界定应以旅游者为

出发点和归宿；同时应以探求农业旅游的特殊规定

性作为旅游者的最根本动机，要消除学界泛化概念

的倾向。当然，关于农业旅游的研究还需要学界和

相关人士的关注与支持。

原始资料

就是欣赏和看看农田风

光，农村风貌，去有农业的

地方玩

其实就是去感受一下农村

人的生活吧！还有就是看

看人家的生活方式，习惯

什么的

就是通过农业旅游活动开

阔眼界，长长见识而已。

为了自己开心快乐，散心、

享受罢了

因为工作中经常的不快

乐，郁闷，烦恼太多，出去

玩玩

初步范畴

欣赏；农田风

光 ；农 村 风

貌；地方；玩

感受；农村；

生活；生活方

式

开阔眼界；长

见识

自己；快乐；

散心；享受

郁 闷 ；不 快

乐；烦恼

主范畴

欣赏；

农业风光风

貌

体验；

农业生活

文化；

学习

自己；

愉悦

否定不愉快

核心范畴

观光游览型

生活体验型

文化教育型

身心愉悦型

追求幸福型

释义

以观赏和审美优美的

农业环境、农业文化、

农业风俗等为动机

以体验农业生活、生

活方式等为动机

以学习农业技术、农

业文化等为动机

以放松身心，追求愉

悦为动机

以消除惯常环境中的

不愉快，以追求旅游

幸福为动机

表2 基于旅游者视角的“农业旅游”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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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以上调查表明：学生在英语课堂上使用手机是

普遍现象，不合理的使用会分散学生注意力，浪费

学习时间；但是手机的使用也有积极的一面，能够

提高学习效率，扩大知识面；只是限于学生自主学

习意识薄弱而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对此，老师可以

主动引导与培训学生合理地利用手机进行英语学

习，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教学实践表

明，利用手机辅助英语课堂教学，可以帮助预科学

生克服因基础薄弱而产生的厌学心理，可以提高学

生的英语学习能力，尤其是在口语训练和词汇记忆

方面有着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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