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农业生产过程、农村风貌、农民劳动生活场景

这“三农”为主要吸引物的农业旅游，将“三农”推向

了市场，成为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与解决好“三农”

问题实现了全面的对接。发展农业旅游，对于“农业”

来说，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非农产业，创

造农业经济新的增长点；对于“农村”来说，有利于吸

引城市的人流、信息流和资金流，打破城乡二元结

构，改变农村面貌，加快城镇化进程；对于“农民”来

说，有利于增加直接收入，脱贫致富奔小康，扩大就

业门路，实现富裕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农业旅游是传

统农业和土地利用新模式，还具有教育、体验、休闲

等多功能，尤其它的教育功能可使现在生活在城市

中“五谷不分”的青少年群体受益，在游玩中了解自

然，了解农业，增长知识。使农业旅游化，旅游农业

化。

!" 国外农业旅游发展现状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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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农业旅游作为一种利用乡村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将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有机结

合的新型旅游产品，对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促进农村富裕劳动力的转移均

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欧美等旅游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旅游总体起步较晚，当前，又面临着农业

旅游发展中的升级换代问题。本文通过对国外农业旅游发展现状的介绍，对于国内的农业旅游发

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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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庄度假和民俗节日活动为主题的农业旅

游，在欧洲、美洲开展的历史都达百年以上，随着这

些国家现代化水平和环境生态重视程度的提高，越

来越多的城市居民选择远离城市喧嚣的乡村作为度

假地。!""!年，意大利大约有#$#%万家专门从事“绿

色农业旅游”的经营企业，当年夏季就招徕了#!"万

本国旅游者和!"万外国游客到各地的“绿色旅游区”

休闲度假。同样，在美国的夏威夷，!"""年全州有

%%""座农场从事农业旅游，全州农业旅游产值达到

!&""万美元。西班牙是欧洲除瑞士之外的山最多的

国家，发展乡村旅游有着良好的自然条件。西班牙的

乡村旅游在#’(&年前后开始起步，#’’!年以后快速

发展，目前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海滨旅游，成为西班

牙旅游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除国内游客外，一些

来自欧洲其它国家的国际游客也开始逐步到西班牙

的乡村享受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乐趣。从总的来看，

国外农业旅游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 政府对农业旅游的支持

#$#$# 在法律法规方面

在西班牙，每一个地区政府都有乡村旅游方面

的立法，从立法上确立乡村旅游的地位；西班牙国家

和地方政府还就乡村旅游制定了很多标准，其中有

一些是必须执行的强制性标准，从而从标准上确保

西班牙乡村旅游的质量。比如，对乡村旅馆，法律规

定就必须具有%"年以上历史的老房子，而且最多提

供#"—#%个房间，开业需要申请，经过政府审核合

格，才发给开业许可证。

#$#$! 经济政策倾斜

政府通过减免税收，补贴、低息投资贷款（有时

仅为#)）等。对乡村旅游给予特定的支持和帮助。贷

款主要是用于改善乡村旅游的基础接待设施，有#"
年的长期贷款，也有!年以后即开始还款的短期贷

款。如阿根廷向从事乡村旅游的个人和团体提供优

惠贷款和补贴。西班牙在#’’!—#’’(年，政府投入了

很大精力进行乡村旅馆建设，使乡村旅游设施有了

很大改善。

#$#$* 科技文化方面

通过政府向农牧业生产者提供乡村旅游知识和

技术上的培训，来引导和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在培

训中教育当地居民要懂得保护自身的文化，认识到

保护农村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如果因为

发展乡村旅游，自身的文化和农村的环境被破坏了，

那将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通过教育，提高当地农

民的觉悟和认识，养成干净、卫生的生活习惯和待人

友好的态度。

#$#$+ 整体形象宣传

在法国，专门成立了名为,欢迎莅临农场,的组

织网络，大力促销法国的农业旅游。这个网络，包括

了农场客栈、农产品市场、点心农场、骑马农场、教学

农场、探索农场、狩猎农场、暂住农场和露营农场等

九大系列，还出版了专门的宣传和指导手册。对法国

的总体农业旅游形象进行宣传。

#$! 注重特色发展

在新西兰，位于奥克兰附近的罗塔鲁阿的彩虹

农场。这个只有#平方公里大小的农牧业旅游点。精

心策划了一台以牧羊犬赶羊进场、剪羊毛、喂羊羔、

挤羊奶、看珍稀种羊等参与性很强，吸引力很大的表

演项目，每年吸引来自五大洲的数千个旅游团队参

观，一年门票收入就有几百万美元。

#$* 强调随意休闲

在瑞士的东部和中部有一种独特的农家度假产

品———稻草之旅。参加稻草之旅的游客白天可以在

农场参观，体验农家生活，晚上则在农场的谷仓里，

用自己带的睡袋，在散发着清香的稻草床上美美地

睡上一觉，第二天一早品尝一顿美味可口的农家早

餐。这种旅游方式随意、亲切，游客甚至可以骑马前

往农家度假，同时还可以带上自己的宠物，农场负责

帮助照顾马和宠物，并为它们提供住宿和服务。

!$ 我国农业旅游发展现状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农业旅游是在’"年代初我国

国内旅游走向兴旺发达之后。开展农业旅游比较早

的，主要是北京、成都等一些大城市的周边乡村。如

四川的农家乐、北京的民俗接待户等。经过短暂的二

十年左右的时间，国内农业旅游的发展从总体来看，

呈现出“大规模扩张，低水平发展”的状态。由于农业

旅游迎合了都市人亲近自然、休闲娱乐的消费心理，

越来越多的城里人愿意到农村“吃农家饭，品农家

菜，住农家屋，干农家活，娱农家乐，购农家品”，巨大

的旅游市场需求，使得农业旅游蓬勃发展，仅北京一

地已有民俗旅游村*#&个，民俗旅游接待户#*(#’户；

成都各种农家乐也已近%"""家。在数量急剧扩张的

背后，“农家乐”也存在着规模大小不一，质量良莠不

齐的现实，红火的农业旅游背后有着这样那样的问

题。在谈到京郊民俗游现存问题时，作为北京市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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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副局长顾晓园坦言，“如果按照公安消防、卫生防

疫、环保、技术监督等部门相关规定的要求，目前北

京郊区民俗旅游村的道路、停车场、旅游接待站、公

共厕所、垃圾消纳、消费防疫设施、消防设施、互联网

设备、有线电视设备、无线通讯设备、电力容量、环境

秩序、绿化美化等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仍有较大的

差距。基础设施匮乏，服务功能欠缺直接影响到民俗

旅游接待质量水平。

!" 我国农业旅游面临的升级换代之路

!"# 政府的主导作用

由于目前农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还不高，农民

的自我发展意识不强，农业旅游发展的初期很大程

度上要靠政府的引导和管理体制上的支持；同时，基

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条件相对落后，政府要为他

们创造一个优良的基础设施环境；此外，针对一家一

户的个体经营形式，政府还需要组织大规模的宣传

促销活动，尤其是对所辖区域内整体农业旅游形象

宣传。在农业旅游中，真正赚钱的不是房子，而是形

象，农业旅游的价值就在于让城里人了解乡村，到农

村接触自然，享受一种不同于城市的另外一种生活

方式，因此从#$$%年以后，西班牙农业旅游实际上增

长最多的不是设施，而是乡村旅游的形象，从乡村旅

馆的建设转到旅游形象的创立。

!"& 走旅游农业化，农业旅游化之路

农业旅游是以农业生产过程、农村风貌、农民劳

动生活场景为主要旅游吸引物的一种旅游产品，因

此，农业旅游不能代替农业，否则就失去农业旅游的

本义，土耳其就有一个极端的例子，游客到当地吃的

水果、蔬菜等都不是当地种植的，而是从外地购买

的，结果使当地的乡村旅游逐渐走向衰落。农业依靠

旅游增加附加值，旅游依靠农业更丰富多彩。

!"! 走个性化发展之路

个性就是特色，只有走个性化发展之路，农业旅

游才能真正使旅游者的旅游活动丰富多彩。现在，在

四川大规模兴起的“农家乐”中，有不少呈现出千篇

一律的“麻将’餐厅’厕所”，因此，不少旅游者的感

受是换个环境打麻将而已。

!"( 走科技发展之路

旅游业涉及的知识很广，包括经济、文学、历史、

地理、艺术、民风民俗等多方面的知识，因此，需要农

业旅游从业人员以科技强化自身素质，以科技强化

产品特色，走以科技促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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