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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休闲观光农业是以农事活动为基础，以农业生产经营为特色，把农业和旅游业（休

闲观光）等结合在一起，利用农业景观和农村自然环境，结合农牧业生产、农

业经营活动、农村文化生活等内容，吸引游客前来观赏、品尝、购物、习作、体验、

休闲、度假等为一体的一种新型农业生产经营形态。因其具有观赏性、趣味性、

知识性、参与性、农游合一性、市场定向性、高效性以及投资小、赢利大等特点，

倍受各国关注，发展速度迅猛，尤其适合具有地理、气候和生物多样性的贵州

省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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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人们的财富和闲暇时间增

加，加之城市居住环境恶化，信息社会的紧张节奏，传统景点景区遭受污染、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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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活面临的挑战日趋激烈。为缓解生活和工作压力，享受生活，放松身心，

在有时间和能力消遣的条件下，都市居民均乐意选择到乡村和农业基地中去寻

找绿色自然、田园风光，或寻求别具民俗风情特色的回归自然的纯真。也就是说，

返璞归真已成为人类生活方式的一种时尚追求，人们梦想回到青山秀水、花朵

飘香和风景如画的伊甸园，感受大自然的清新气息。因此，休闲观光农业便作

为一种新兴时髦的农业产业于20世纪60年代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应运而生［1-4］，

随后在世界各国得以较快发展［5］。

贵州是我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山脉纵横，重峦叠峰，特殊的喀斯

特地理环境、多变的气候条件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6］，使其成为中国山地旅游

的第一省［7］、中国的公园省［8］、中国物种的基因库、中国西部县县通高速的

第一省、世界峡谷桥梁博物馆［9］。这一切，也正在成为贵州发展休闲观光农业、

促进乡村振兴的新亮点。

1  我国休闲观光农业的兴起

中国大陆休闲观光农业是改革开放以后兴起的，首先从深圳市开办荔枝园

和荔枝节开始［2］，以后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特大城市郊区陆续发展了观

光农业园、生态农业园、高科技农业园、观光采摘园、农家乐等多种类型，随

之而来的农家游、生态游已成为旅游行业的一个新领域。休闲观光农业的发展，

不仅可增加农民收入，而且也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对发展我国循环经济、

绿色经济、生态经济、低碳经济，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走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身心健康的文明发展之路，均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毋庸置疑，在未来的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中，休闲观光农业定将展现出

勃勃生机。

2  休闲观光农业的基本功能

休闲观光农业作为一种农业与旅游观光、休闲养身、科教活动等服务业有

机融合而产生的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业态［10，11］，其自身的含义和特点决定了

它承载着以下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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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生产功能

休闲观光农业能为市场生产和提供更多的名特优、鲜活嫩的农副产品，以

满足不同层次居民的物质消费需要。休闲观光农业的发展就是要以农业生产为

本，以种养产业为核心，重视现有设施栽培、生态养殖、立体种养、种养加工

一体化、生态有机农业等高效生态农业模式的功能拓展，通过农业基础设施、

基本装备等与休闲观光功能的有机结合，推进传统农业的升华和农业现代化建

设，积极引进适合休闲观光农业发展的品质优良的特种蔬菜（如药食两用蔬菜）、

水果、花卉、药用植物及特色动物，借鉴先进的农业种养模式与高效实用技术，

以提高科技含量及农产品产量、质量和销售量。

2.2  生态功能

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必须遵循生态学的基本原理，贯穿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的全局理念，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并重的原则，使生态、生产、

科技和市场相融洽，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与农业园林景观得以和谐统一。通

过种质资源圃、生态公益林、自助采摘园、示范种植地、休闲农作区、观赏

动物苑、休闲养生馆、野生放养场、自然体验营等的构建，以浓缩农业生产

的漫长过程，展示大自然爽心悦目的固有色彩，塑造青山绿水、花果飘香的

生活场景，创建温馨的田野花园，构筑宁静的绿色屏障，凸显洁、静、绿的

自然生态特点。

2.3  经济功能

休闲观光农业产业发展须集产供销、农科教、贸工商、食赏游等于一体，

以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提高生产者和经营

主体的经济收入，加快农民脱贫致富，对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

低碳经济，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均有积极作用。首先，休

闲观光农业是一种综合性很强的产业，它需要有“一条龙”的行业与之配套

服务，除直接促进农业发展之外，还可以带动交通、运输、餐饮、商业及旅

游纪念品生产等相关行业的发展，从而达到带动农村经济振兴、扩大农村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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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劳动力就业和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其次，休闲观光农业园区建设，可扩

大农业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改善农业生产结构，进而增加农民收入。再次，

休闲观光农业区别于传统农业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把农产品直接销售给消

费者，这样就很好地解决了部分农产品运销层次多的问题，避免运销的中间

商盘剥，实际上等于增加了农民收入，同时农民也可以从提供休闲服务中获

取合理报酬，增加收入。

2.4  科教功能

休闲观光农业集科技、教育、生产、游玩等于一体，可为人们提供认识农

业、了解动植物生长过程、体验农园操作（种植作物、饲养动物、加工农产品）、

感受农村生活、熟悉农村文化及生态环境、自助烹饪食品等方面的知识服务。

同时，结合地方农耕文化的开发，通过资源保护、农业科教、习作体验、休闲

养身等的试验示范，让参与者更加珍惜农业农村的自然生态资源和民间文化资

源，激发人们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情趣，增强人们保护自然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文化遗产的自觉性。

2.5  娱悦功能

休闲观光农业园区建设将自然环境与民族文化有机结合，展示给游人以

美丽的自然风景、清新的田园风光、纯朴的乡村风情、原生的民族风采、

地道的山野风味；让人感受到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意境，体验农耕和丰

收的喜悦、采摘和垂钓的乐趣，品尝无公害食品的快乐。因此，游览休闲

观光农业园区可达到亲近自然、体验生活、增长见识、陶冶情操、娱悦身

心的效果。

2.6  示范辐射功能

休闲观光农业园区凭借科技园区高效农业及都市农业的经济实力、科技基

础和人才优势，在农业设施装备、农业高科技开发应用、农业生产力水平等方

面，将率先接近或赶上国际先进水平，从而为推进农业现代化提供经验并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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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辐射作用。此外，发展休闲观光农业也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农村经

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增进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面貌的改善，提高农民素质和生活品质，有利于城

乡同步发展和共同繁荣。

2.7  文化传承功能

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可使农村特有的生活文化、产业文化和民俗文化等得

以继承，并创造出独具风格的农村文化（乡间文化）。由于传统农耕文化和

休闲娱乐思想的交融，以及民俗习惯的凝聚力和传统文化的延续性，使得传

统的民间娱乐、旅游活动具备很强的历史延续性和文化展示性。如农村二月

二闹春社，男人们在野外赛田鼓、喝春酒，尽兴狂欢；苗家“姐妹节”吃姑

娘们上山采集的野花把糯米染成五颜六色后蒸成的“姐妹饭”；清明前后到

田野乡村去踏青，九月九重阳节登高赏菊花；民间龙舟竞渡、棋类竞技、武

术表演、舞狮子，等等，均可在现代休闲观光农业开发中充分展示，并可融

入新农村建设等时代特色的新内容，从而赋予其新的含义，使农村优秀传统

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

3  休闲观光农业在贵州乡村振兴中的发展前景

贵州地处我国西南腹地，地形多样、气候多变，既有闻名世界的喀斯特

地貌，又独具西部山区“巴山夜雨”的气候特色；不仅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更具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秉承“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建设生态”的可

持续发展理念，结合贵州自然资源优势和民族文化特色，配合休闲观光生态

农业的发展，开展现代休闲观光农业建设，贯穿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生态

学思想，不仅能满足旅游者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心理需求，重要的是它能

净化环境、保护生态、储备资源、丰富知识、增添乐趣、保健身心、拓宽休

闲空间。

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是贵州山地特色农业发展的需要。现代农业最显著的特

点就是以科技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要求生产专业化，质量标准化，管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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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化，程序系列化、规范化，大田种植、畜禽养殖商品化。贵州省是典型的高

原喀斯特山区，耕地少、碎片化、土质差，不适于规模化的现代农业，但拥有

发展观光农业与乡村旅游、休闲康养与研学体验、民族医药与绿色食品等特色

产业的得天独厚条件，必须利用这一优势大力发展与休闲观光紧密相关的山地

特色高效农业。

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是贵州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贵州省“十四五”规

划纲要中提出“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深入

实施乡村振兴、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新型城

镇化、农业现代化、旅游产业化”。立足贵州省情，高层次、宽领域地发展与

休闲观光农业相配套的新兴服务业，利用贵州丰富的旅游内涵，开发符合 21 世

纪人类追求的生态旅游及文化、探险、度假、乡村、农业等特色观光旅游，发

展商务、会展、购物、健身、修学等各种形式的旅游，以形成观光与度假、自

然与人文、民族风情与地域文化相结合的全省休闲旅游网络十分必要，也是培

育我省现代农业经济新的增长点的重要举措。

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是贵州乡村振兴的需要。休闲观光农业园区是在乡村之

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具有一定生态空间格局，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体现

城乡融合，服务于农业和旅游业，具有多功能、高科技及高度产业化、市场化

的生态农业系统。随着城市化速度的推进，城市污染严重、绿化面积不足，市

区居民回归自然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加之节假日增多，休闲旅游日益成为消费

热点。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永恒法则，充分利用贵州的生态环境优势，坚

持城乡并重，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市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有机

整体统筹推进，促进城乡在发展理念、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

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有机融合、共同发展，真正实现在城市能品味到乡村的

生活品质、在乡村能享受到城市的现代文明。城乡协调发展，产业是关键，若

缺乏产业支撑，城乡一体化、乡村振兴就成为无源之水。休闲观光农业是生态

农业、观光旅游、休闲娱乐、度假体验、健康养生、研学教育等多业态的纽带，

因此，在贵州山地建设好休闲观光农业，便能有效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

进而有力推进乡村振兴，其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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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Prospect on Leisure and Sightseeing 
Agricultur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of Gu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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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Guiyang

Abstract: The leisure and sightseeing agriculture is a new form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which is based on farming activitie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combining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the 

production of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agricultural operation 

and country’s cultural life, using agricultural landscape and rural natural 

environment to attract visitors to come to watch, taste, shop, work, experience, 

leisure and holiday. Because of its ornamental, interesting, knowledgeable, 

participatory, agricultural tourism integration, market orientation, efficienc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mall investment and big profit,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pay attention to it, and the speed of development is swift and 

violent. It is especially suitable for the provincial conditions of Guizhou with 

geomorphic polymorphism,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biodiversity.

Key words: Leisure and sightseeing agriculture; Basic function; 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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