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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农业·

浙江省安吉县休闲农业发展的调研与启示*

詹 玲，喻 闻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要发展休闲农业是农业功能拓展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浙江省安吉县充分发挥农业多种功能，大力

发展休闲农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该文通过对安吉县休闲农业发展的实地调查，总结

了其发展休闲农业的主要成效以及对全国其他地区重要启示。

关键词安吉县休闲农业调研启示

休闲农业是充分利用农田景观、农业产品、。农业经营活动、农耕文化、农业自然环境、乡村人文资源

等，以发挥农业的旅游、休闲功能，增进民众对农村与农业的体验，提升旅游品质，为游人提供观光旅

游、休闲度假的空间环境，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中出现的一种新型绿色产业模式[1]。近年来，浙江省安吉

县坚持“生态立县”，依托区位优势、生态优势和特色农业优势，充分发挥农业的多种功能，大力发展休

闲农业。这种新型农业，无论从概念上还是从形式上均突破了传统耕作农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走出了现代农业发展的新路子。

一、浙江省安吉县休闲农业发展现状

安吉县地处浙北山区，森林覆盖率和植被覆盖率分别达到73％和75％，是“中国竹乡”、“全国首个

生态县”、“全国生态农业示范县”、“中国最佳生态旅游县”、“全国绿化模范县”等。20世纪80年代初

期，在周边县市加快工业化步伐的时候，作为浙江20个贫困县之一的安吉，依靠造纸、化工、建材、印

染等产业，走上“工业强县”之路。但是那种依靠高强度开采和资源消耗，同时又高强度地破坏生态环境

的增长，显然缺乏竞争力和持久性。

2000年，安吉县汲取教训，确立了“生态立县”发展战略，编制了《生态县建设总体规划》，坚持新

农村建设与生态县建设互促共进，全方位打造“生态经济强县”、“生态文化大县”、“生态人居名县”三张

名片，走上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和谐道路。特别是近年来，安吉县依靠其生态资源和地理

优势，找准休闲定位，挖掘特色文化，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已逐步成为长三角新农村建设的示范区、休闲

经济的先行区。全县现有观光景点15个，其中农业观光景点12个。全县共有土地2．73万hm2，其中农

用土地2．2万hm2，用于农业旅游观光的已经开发的土地面积有4 600hm2，总投资5．36亿元。在全县的

16个乡镇及其224个行政村中，10个乡镇及其135个行政村从事观光休闲农业，共400家经营个体户，

年接待游客32万人次(不含景区游客)。特别是安吉县的农家乐发展尤为迅速，比较规范的“农家乐”有

400家，床位超过5 000张。

2007年以来，安吉县为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夯实现代农业建设的产业基础，提出建设“万亩农

业观光园区”(目前已确定重点建设园区有：杭垓梅海农业观光园区、山川I水墨桃农业观光园区、皈山自

茶源农业观光园区、报福洪家生态农业园区等)。同时，制定了农业观光园区配套扶持政策、实施标准，

组织符合条件的单位积极申报。这些举措将全面优化安吉县农业产业结构，推进休闲农业的区域化布局、

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和规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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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浙江省安吉县休闲农业发展的实地调查与分析

(一)数据说明

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于笔者2007年9月底到浙江省安吉县中南百草园景区、天荒坪镇农家乐村的问卷

调查与访谈。调查对象为休闲农业景区经营户和工作人员(作为雇员的当地农户)。调查内容涉及了农户

所在地基本情况、个人基本信息、家庭基本情况、从事休闲农业的收入与支出、农户在休闲农业发展中面

临的困难和问题、农户对发展休闲农业的看法等。调查采用随机抽样法，并以调查员直接对农户进行面对

面的询问进行。调查样本共45个，其中农家乐等个体经营户为30个，调查样本主要针对两部分人群：一

是独立经营、从事休闲农业服务的个体户(如农产品销售、农家乐饭庄、乡村宾馆等)，二是在景区(农

业生态园区、高新农业园区、观光园区等)打工的农场工人(表1)。

表1 浙江省安吉县休闲农业发展的调查样本分布 户

资料来源：根据作者调查样本资料整理

表2调查样本家庭收入状况

数据来源：作者调查样本数据整理

(二)调查样本家庭收入情况分析

为了说明其收入状况，将是否独立

经营农家乐等的个体农户和以打工为主

的农户区别开来，分析其家庭收入结

构。

从表2可以看出，从事休闲农业的

个体服务经营户与打工者(受雇用于个

体经营户或生态园区等)的家庭收入有

明显的差异。从事个体休闲服务的经营

户的家庭收入要明显高于其他农户的家

庭收入。

(三)中南百草园景区的调查分析

安吉县中南百草原生态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7月，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5年来，该公司坚

持“以农立园、生态建园、科研兴园、旅游活园”，成为安吉县休闲农业发展的典型代表和长三角地区最

大的休闲观光旅游景区之一。为了解中南百草园景区的经济带动功能，从经营户接待游客数量、收入、利

润等方面进行了调查(表3)。

表3 中南百草园景区农家乐及茶行经营户调研

注：(1)括号内的百分数是以2005年为基期，各期与之比较的百分比，也就是相对基期的增长翠；

(2)接待游客数量包括：就餐、购物、喝茶、冷饮等方面，有的农家乐还有娱乐服务。

三、浙江省安吉县休闲农业发展的主要成效

从调查的统计结果看，近年来，安吉县结合高效生态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

业，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拓展了农业功能

休闲观光农业的发展不但满足了都市人回归自然、亲近农村的需求，而且拓展了农业功能，为发展现

代农业开辟了新的领域。安吉县休闲观光农业从本世纪初起步以来，有效地将农业功能从食品保障、原料

供给、就业增收拓展到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方面，不但满足了都市人回归自然、体验生活、

陶冶心情的需求，促进了农业从一产向三产的跨越，而且密切了城乡联系，促进了城市文明向农村延伸，

推动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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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快了农业增效

休闲观光农业园区多数是从农、林、渔等生产基地发展而来，新建的园区注重农产品生产与休闲观光

并重，从而有效推动了农业由原来单一的提供农产品向提供生态产品、文化产品、休闲产品转变，使农业

的经济效益成倍增长。仅中南百草园的发展就带动农户3 950户，联结基地686．7hm2。这些生产基地包

括：三官村林产品基地苗木20hm2、杨梅133hm2、茶叶167hm2，马鞍山村林产品基地竹苗木33hm2、杨

梅33hm2、茶叶lOOhm2、板栗133hm2，狮子山村林产品基地竹苗木80hm2、小竹80hmz、茶叶133hm2，

荷花塘村林产品基地竹苗木66．7hm2、小竹lOOhm2、茶147hm2、杨梅33hm2等。

(三)促进了农民增收

安吉县休闲农业的发展，不仅大幅度提高了土地产出率，而且有力地带动了农村交通运输、餐饮、特

色农产品销售等服务业的发展。伴随着休闲农业发展，全县涌现了400多家“农家乐”。2006年全年共接

待游客36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2．39亿元，分别增长16．3％和30．3％；农民人均纯收入8 031元，增

长14．2％，超过浙江省平均水平7 335元。2007年全年共接待游客450万人次，旅游收入16．6亿元，分

别增长24％和34．3％；农民人均纯收入9 196元，增长14．5％，超过浙江省平均水平8 265元[2]。

(四)带动了环境优化

休闲农业的特点是生态性，它以种养业为基础，以保护生态平衡为前提，通知休闲农业园区的建设，

增强了地方田园特色，构建一个自然与文化相融的生态园林景观，有效保护了自然景景观资源，提高了环

境质量和生态效益。为了促进生态旅游，安吉县稳步实施农村“改厕、改路、改房、改水、改线和环境美

化”工程。“十五”期间，安吉县共投入2．7亿元资金，累计完成村庄环境整治892个，受益农村人口

26．12万人，受益率超过72％。全县形成“户集、村收、乡镇中转、县集中处理”的一条龙农村垃圾处理

网。笔者在安吉县报福镇访谈时了解到，该镇洪家村在发展“农家乐”和生态休闲农业示范园区的过程

中，在大力改造农居、道路等基础高州，绿化美化环境的同时，还建立了人工湿地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和全

省领先的农业春风满面污染治理工程。

四、浙江省安吉县休闲农业发展的做法与启示

休闲农业发展“最重要的是做好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3]。浙江省安吉县通过加快发展休闲农业，使

安吉县休闲产业集群基本形成，休闲品牌影响力显著扩大，成为长三角休闲经济的先行区以及著名的休闲

度假胜地，为全国其他地区发展休闲农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启示。

(一)坚持规划引导。注重环境保护

休闲农业发展必须强化统一规划。浙江省湖州市在2003年编制的《特色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

初步提出了休闲观光农业的布局要求。在2005年编制的《“十一五”农业发展规划》中进一步明确了全市

休闲农业的发展目标、发展方向和政策措施。安吉县结合当地实际，制定了区域性的休闲农业发展规划

《生态农业发展规划》，对本县的休闲农业发展进行了重点规划。在规划的引导下，安吉县的休闲农业得到

了健康稳步发展。同时，安吉县坚持有序开发与科学保护并重，精选项目，严格审批。进一步规范提升农

家乐，强化环保，投资者想在安吉投资必须先过环保“一票否决”关。

(二)坚持多元投入。出台扶持政策

休闲农业发展要创新投入机制，大力引进工商资本、民间资本、外来资本投资休闲农业园区。安吉县

积极引导农民和工商企业投资开发效益农业、生态农业、旅游农业、社会农业，促进生态农业观光园区建

设。对新建33hm2以上的生态农业观光项目，经验收考核合格，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休闲农业发展

虽然具有第三产业的一些特征，但仍属于农业范畴，安吉县政府对休闲农业建设在资金、规划用地、税

收、基础设施建设、产品运输等方面都按照农产品基地、现代农业园区和农业龙头企业的政策给予扶持。

【三)强化产业支撑，丰富休闲内涵

安吉县休闲农业发展不再只满足于提供简单的餐饮住宿以及游玩青山绿水，而是通过挖掘本地深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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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文化和传统文化，让游客深深体会安吉之竹、茶、孝、民族、书画文化、驿站精神等丰富的地域人文

特征。休闲农业发展与地方特色农业文化的结合，开辟了一条产业富民、产业融合的新路径，使安吉县休

闲农业开始朝着差异化、特色化和产业化的方向大步迈进Ho。2007年，安吉县将按照“一村一品”的思

路，紧密结合当地的资源特色、人文底蕴，创建7～8个农家乐特色村落；按照“一型一策”的思路，在

“休闲农庄、乡村餐馆、农家旅舍”中分别选择一些点打造精品，提升水平、树立典范，引领特色。

(四)规范发展标准。完善服务品质

休闲农业是一种新兴的旅游方式，农家乐是休闲农业中最为重要的形式。为保持自然本性(“农味”)，

安吉县农家乐规范管理机构制定了符合当地农家乐发展的星级评比规范标准，按照最能体现乡村旅游特色

的优点来判定等级，避免了许多地区在发展中盲目追求规模效应而忽视农业的内涵。2007年，商务部在

全国考察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安吉的农家乐模式，并以安吉农家乐的经营服务标准作为范本向全国进行

推介。为完善服务品质，2007年，安吉县各乡镇农家乐服务中心在成教、妇联、卫生、公安等部门配合

下，对农家乐户主组织了12期1 500人次的培训。在特色菜开发、安全卫生、特色营造、礼仪接待等重

点方面加强了指导，大大提高和完善农家乐业主及工作人员的服务品质，丰富服务内容。2008年7月15

日，安吉农家乐协会正式开通了安吉农家乐网站(http：／／www．anjilaojia．com)，为休闲农业经营管

理者和广大农民提供一个广泛的信息服务平台，也将为广大旅游者了解相关信息、寻找休闲农业目的地提

供了一条便捷的网络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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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ENLIGHTENMENT FOR

DEVELOPING FALLoWING AGRICULTURE

IN ANJI COUNTY oF ZHEJIANG PROVINCE

Zhan Ling，Yu Wen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e Sciences，Beijing 100081)

Abstract Developing fallowing agriculture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for expanding agriculture function．In

the recent years，Anji County of Zhejiang Province has displayed multiple functions of agriculture，vigor—

ously developed fallowing agriculture，and won good economical，social and ecological efficiency．This pa—

per summarizes the major achievements in developing fallowing agriculture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on

fallowing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n Anji County．It also raise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s for other regions

of China．

Keywords Anji County；fallowing agriculture；investigation；enlighten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