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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观光农业发展研究+

毛丽玉1，范水生2，朱朝枝2

(1福建农林大学人文科学院．福州 550002；2．福建农林大学农村发展研究所，福州350002)

摘要该文以福建省发展观光农业的条件与优势为切人点，分析了观光农业的发展现状，提出了加快观

光农业发展要重新认识农业，制定长期规划，改善农村基础实施，制定优惠政策，建设观光农业管理体制

等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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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福建省发展观光农业的条件与优势

(一)地理与区位优势

从自然地理区位看，福建省地处我国东南沿海，与浙江、江西、广东交界，毗邻港澳，靠近东南亚，

东临太平洋，与台湾隔海相望，水、陆、空交通较发达，具有较大的旅游发展空间环境。从人文地理区位

看，一方面，武夷山脉是福建与内地之问的天然屏障，使得福建省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独特的文化；另

一方面，由于特殊的地缘、血缘关系，八闽文化对台湾有巨大影响。从旅游网络区位看，在全国区域旅游

网络建设中，福建是连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华中地区及台湾地区旅游网络的纽带，在开展闰台港

澳、闽粤、闽苏浙赣旅游合作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对完善全国旅游网络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从经济

发展区位看，“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已纳入全国区域发展的战略中，表明中央对发展福建经济和对台

作用的重视，对福建今后的观光农业的发展将起到推动作用。

(=)气候与资源特色

福建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背山面海，气候温和，雨最充沛，四季常青。年平均气温15．2～

22．I℃，年平均降水量928～2 004mm，年日照时数1 344～2 281小时。土地面积为12．14万km2，其中

山地丘陵占80％以上，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农业资源丰富，盛产水稻、花果和多种经济作物。

它还是我国南方的重点林区之一，森林面积735．37万hm2，森林积量4．17亿m3，有“绿色宝库”之称。

沿海属亚热带海洋和大陆架浅海，是寒暖流交汇地方，鱼、虾、贝、藻种类繁多，经济鱼、对虾、扇贝等

海珍品资源丰富，是我国的主要渔区。

(三)社会经济条件

目前，福建省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新阶段。据核算，2004年全年生产

总值6 053．1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2003年增长12．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777．87亿元，增

长4．5％；第二产业增加值2 950．33亿元，增长15．2％；第三产业增加值2 324．94亿元，增长10．8％。

人均GDP为1．7万元，比2003年增长11．4％，其中旅游业得到了快速发展，2004年全年旅游总收入

550．74亿元，比2003年增长42．2蹦。2004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为4 089．38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8 161．15元，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3 015．22元。

、(四)生态环境质量

福建省2004年生态环境质量在全国位居首位，其中达到“优”的区域占到85．37％，另外14．63％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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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为“良”。2004年全省环保总投入约106亿元，约占全省GDP的L 75％，使全省环境质量保持良好

水平。全省12条主要水系水质明短优于全国7大水系和周边省份河流，这刘和优于三类标准的水质占

83．6％；搬API指数统计，全省23个城枣空气羼量均达到傥良，优予全麟47个环保重点城市的孚均水

平；全省森林覆盖率高达82．96％，位居全圈第一。这是福建发展“观光农业”的支撑点，也是吸；}客源

的萤要前提。

(五)旅游发展状况

辐建省旅游资源数量丰富、类型齐全，《中圈旅游资源善豢规范》(试用稿)所列s8种类型的旅游资

源中，福建拥有58种。福建历史文化悠久，嚣俗奇异、宗教多元，人文旅游资源总体晶位高，自然旅游

资源品位也较高，少数自然旅游资源具有垄断优势。从基础设施条件看，自1997年福建省委、省政府做

出加快旅游重点产业发展的决定以来，全省旅游交通条件得到显著改善，尤其是福州、厦门与台湾的海上

赢航和长乐等国黼机场的投入运营，使全省对外日岸建设实现耨突破；重要景区的交通、邮电通讯、给摊

水、供电、环卫等基础没施基本起套。鼠客澈市场看，福建省是中国著名倭乡，80蹦鹣台稚、80多万港

澳同胞以及1 000多万海外华人华侨祖籍在福建，他们是福建主要且稳定的境外客源。2004年福建省接待

入境旅游人数选172．9万人次，比2003年增艮15．5％。其中外国人62．92万人次，香港55．03万人次，

澳门4．15万人次，台湾45．81万人次，分别比2003年增长36．9％、20．4％、1．1％、29．2“。旅游外汇

收入lo。65亿美元，比2003年增致16．4％。随着全省经济发展水平的拦离，省内旅游露求也将石艇扩

大。

(六)农业产业基础

2004年福建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l 317．3亿元，比2003年增长5．1％．是近5年来的最高增速。目

前，福建农牡和农村经济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一是农、|}产业化快速发展。已出产销脱节逐渐向产加销一

体纯经营的农韭产业亿方自发鼹，各类产韭化经营寅律和组织萜继发展越来，有的已初具规模并取褥较好

的效益。截止2004年，全省已形成产加销一体化经营的龙头企业达6 000多个，其中嘲家龙头企业23

家，省级龙头企业220家。二晟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大大提高。福建是全国最早开展“无公害食品行动计

划”和“治理餐桌污染”的省份之一一，经过几年的努力，农产品的质量、蜜全水平显著提高。日前，全省

现有无公害农产蕊生产基她353个，有434个产晶获得无公害认定和认证，275令产品获掰绿色食晶标瘩

使用权，31家企、靛38个产晶获得了有机食品认证。三是外向型农、№发展势头强劲。通过实施“引进来”

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全省累计批准农业“三资企业”3 600多家，合同外资57．97亿美

元，实际到资29．5亿美元，利用世行、亚行和国际商业贷款3．3亿美元。尤其是2004年垒省成为“两岸

农韭合作实验区”后，闽台农业合作进入了金掰拓展阶段，农进利用台资总额在全国各省毒中名刊前茅。

|；銎楚农韭功能开发成为热点。近年来，福建在狠抓教益农业的同时，注重农业生态、社会、文亿等功能的

开发与建设，林果、花卉、蔬菜和特色农副产品从蕾一生产型逐步走向生产、生态、生活休闲型，为市民

提供休闲旅游的场所。至2004年已形成初具规模的集生产、休闲、观光、旅游的景点有：龙海龙佳山生

态观光园、永眷的柑橘节、安溪茶叶基地、旗山国家级森枯公园、福建天生园艺、漳浦的两岸花卉节等，

这些将成为促进辐建“观光农濂”发震妁重要绦漳。

二、福建磷观光农业发展的现状

(一)主要发展模式

一是休闭农场：是一种综合性的体闲农业区，农场内提供的休阑活动内容～般包括田园荣观赏、农业

体验、童玩活动、自然生态怨说、垂钓、野昧黼尝等，同时掇供任密、度假、游乐。这种模式毙较普遍，

经济效益也较好。

二足观光农园：在城市近郊或风景区附近开辟特色果园、菜园、茶园、花圃等，按照公园的经营思

路，把农业生产场所、农产品消费场所和休闲旅游场所结合为一体，让游客人内摘果、摘菜、赏花、采

茶。享受田嗣乐趣；有的与龙头企业生产基地、离谯农韭示范基地摆结合，双双提升农韭与旅游效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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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模式占较大比例，发展漤力也很大。

三是教育农园：这是兼顾农业生产与科蒋教育功能的农业经营形态，即利用农园中所栽植的作物，饲

养的魂物以爱配备的没施，如特色植物、热带植物、水辨设施栽培、传统农具展示等，进行农业科技示

范、生态农业示范，传授游客农业知识。这种模式可进一步建成教育农场、学生农场或自然生态教寨等。

四怒森林公园：阻森秫风光与其德自然景观为主体，林、槊、洼、菜、花裙结合，配套一定的服务设

施，形成人们回归自然、休闲、度假、旅游、野营、避暑、科学考察和进行森林浴的场所。这种模式以国

家和省级森林公园为基础，农业含量还比较有限。

五是民铪观光村：近年来，在闺东畲乡和闽西客家祖籍地，利用其特有的文化或民俗风情，提供可供

夜宿的农舍或乡村旅店之娄的游憩场所，让游客充分享受浓郁的乡土风情以及别舆一格的民间文化和地方

习怪。这种模式由于当地经济水平瘊隈，建设条{孛不商。有德进一步完善。

六是生态农庄：近年来，福建因地制宜建起了各式生态农庄，不少农户承包荒山、水面、滩涂，山上

种栗、养羊，山下养猪，承断养鸭，田中种稻(菜)，水中养鱼。搞起“猪一沼一果一鸭一瓴”、“羊一沼

一草”、“稻一佼一菜”、“蚕一稆⋯桑”、“竹林地套种中药材，药材地放养土鸡”等综合开发的良性循环新

模式，各具特色，吸iI了不少观光旅客，产生了照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蔬。

{二}发展特点

一是紧紧嗣绕福建优势特色农产品生产，以农业高新技术和生态农业技术为手段，积极提升了农业种

葬幂串技含量，成为发展现代高优农业的重要维成邦分。

二是闽台合作活跃，比例较大，以引进、种植台湾高优特新品种的农场成为观光农业发展的主力军。

三箍发展迅速，方兴未艾。随着旅游性的迅猛发展，观光农韭逢台现代旅游发展“反璞妇真、豳归自

然”的主题旋律，满足城市居民渴望能回归自然，享受清新的幽园风光和淳朴乡村风情的需求，正越来越

受青睐。

四是效益稳定，环境改善。现有的观光农业大多比邻著名旅游景点，依托主要城镇，客源相对稳定，

经济效益町观。有的地方通过开发利用荒山、荒坡、沿湖(河、江)两岸滩涂和低洼地，依据当地特色资

源翱蓝位挠势，系统地趣划设计集生态农业、生态棼韭、生态旅游业、辩投示范澍为一体的生态农业园或

生态观光农庄等，既发展了观光农业，又改善r环境。

f三{存在问疆

一是项H的市场、建设主题定位不够准确。缺少鲜明的福建农业特色和传统的文化基础。许多项目省

略前期的可行镌研究、评估审查，投资者按照自己的理解或单纯模仿别人的模式，没有将种、养晶种的

新、奇、特和传统文化底蕴做实、做强、做大，造成市场范厢狭小、客源不足。

二是经营乏力，农、It与旅游业没有得到有机结台。有的地方没把旅游观光农业看作是建立在农业经营

基础主的农业与旅游业的有机结会，孽缝依靠旅游或门票的l|殳入来维特基区的发展，两窖源螗组织义以当

地散客和学生为主，与旅游组织联系不紧密，许多参观学习都是免费接待。因此，很多的旅游项目人不敷

出、举步维艰。

三是规模较小，而且地域分布不平衡。根据国外旅游观光农业的发展经验，当旅游观光农业区半径大

于29．5kin的区域(丽积)时，才能发挥最佳经济效益。而福建省的项目绝大多数小于这个数字，因此项

强主要集中于经济较繁荣、城镇化程度较高的中心城市附近，尤其以厦门、泉州一线较多，1iii资源相对丰

富的闽西北地区较少。

四是开发重复，建设缺乏宏观控制鄱指导。爨前搐建的旅游观光农韭景点太郊分是垂地方政府域菲旅

游企业投资兴建和管理。⋯些地方政府缺乏对农业旅游资源开发的宏观控制和指导，很多项目缺少周密的

市场论谖和发艘规划，造成投资的随意性和开发的盲目性，使一些地方旅游观光农韭项目特主题开发重

复、雷同或近似，景区缺少总体布局规划，往往同一景区中各个旅游景点不相协调。这给今后价格战的恶

性竞争埋F了隐患；闷时，造成后期农业旅游经营和管理的困难，更难戳进行深度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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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保障发展机制尚未形成。观光农业发展目前正处于起步阶段，虽然福建已提出观光农业是今后农

业发展的方淘，但器顼有科于观光农藏建设浆配套橇割，如资金投入、群技发展、经济致策、社会缀务、

法律保护等方面，尚停留在传统农业发展的固有模式上，还没有形成有效地促进观光农业发展的保障机

制。

三、福建省发展豌光农韭翡对策建议

一是改变传统观念，重新认识农业。传统农业观念是唯经济主义的，其具体表现是只强调农业的经济

功能，嬲忽视其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因丽抑制了农业的持续发展。全新的大农业观念则主张经济、生态

及社会三大功能并奄，以较大的科技含量，用较少的耕地，创造出较高的效蓣锄。观光农业则是犬农业、

大经济的现代观念。在推行观光农业的实践中，必须逐步认识到它是市民生活、城市发展、农民致富所不

珂缺少的。

二是政府计剐部门应将观光农业纳入“五年”计戈I和长期规划。认真制定“观光农业发展规划”，并

专门制订近期发展规划，通过严格执行，使其适时、积极、稳步发展，防止一哄而起盲目开发”]。在时间

跨发上，近期内应优先发展溉~光、佑溺等观赏性项目，遥步提高审民对理光农韭的认识和接纳速度，坚持

商标准，提高观光农业的品味和艺术性，合理利厢和保护农业资源。

三是建立和健全国家、社会、集体、个人以及内引外联等多渠道投资保障机制。观光农业建设区域既

包括城市化地区也包括菲城市钯地区”1。城市{|：地基注重开发建设生态、生活休闲型农啦，体现社会、生

态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其受益者主要是政府和社会。因此，其投资主体应为政府、社会包括非农企业和

城市居民、农业投资经营者；非城市化地区以开发建设生产性农业为主，结合开发生活、生态性农业，体

现经济效益为主兼簌社会翻生态效益，其受盏者主要是致掰、农监生产经营者以及柱会。

四是改善农村藁础设施，推动土地规模经营。近年来，福建农村的基础设施有了较大的发展，有的乡

镇已实现公路网络化，甚至村村通公路、通电活，但与发达国家发展观光农业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箧魏，掘建应花大力气建设农村基磷设施，以满足墓本需求为标准，以体现农村函茜风光为目标。同避，

要深化农村改革，适当集中土地使用杈，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促进都市化农业的发展。

五是制定发展j{|iI光农业的优惠政策。发展观光农业应该享受农业开发、高科技企业所具有的优惠政

策，鼓励社会各方{!酲的力量参与蕊光农监的开发，鼓融大申型工裔金娩、民营企韭进入蜣光农韭“]。政府

应在税收、信贷、贸易、投入上给予必要的支持，在社会保障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等方丽亦应相应有些变

革。
7

六怒建设适瘟帝场经济发展的观光农韭管瑷体裁。观光农韭涉及翦行业和部门很多，如农韭、永利、

环保、工商、税务、信贷等，建设一个能有效协调、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领导机构和管理体制是

观光农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七是建立以秘拨、信息为主体辩观光农蛰服务体系。观光农业魄起其他类囊的农业更加注重高新技术

研究、开发雨I应用，需要引进和培育凰内外优鼯品种、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向高新技术方向发

展，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质量霸数量，开拓星内外市场“1。因此，威依托城市胡关科研院所、大专院校进

行褒毙农业的科研、培堋和俗息服务。政府起主导作用，弗建设一批科研项目，走产、学、研结合，科、

教、企联姻发展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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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sightseeing agriculture from the conditions and

priorities for developing sightseeing agriculture in Fuj Jan Province{probes into the counter measures for

speeding the development of sightseeing agriculture．They are afresh understanding about agriculture，de-一

veloplng plan for long period of time，improving rural infrastructure，establishing favorable policies and

constructing management system for sightseeing agriculture．

Keywords Fujian Province；sightseeing agriculture；development study

、-虚∞蕊-oqm、一目oh4h■、，’铲矿o“hp“护_‘Ⅶ‘b“b，‰一觯·“h4mp～，”_4-4Ⅵp～∥8_4、一“m舻ⅦpⅦd、，‰，4Ⅷ4、∥ad庐d∞w6ⅫoⅫ‰o∽删＆*4ko～I廓

·简讯·

2007年全国农业资源区划工作座谈会在海南兰亚霸开

2007年4月3～5日，垒国农业资源区划工作座谈会在兰亚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以科学发

展观为统领，全藤贯拐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全国农韭二E作会议糠讳，总结程交流

2006年农业资源区划工作情况，深人分析当前农业资源区划工作面临的形势，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研

究部署2007年重点工作。农业部发展计划司副司长李伟方、海南农屡总局副局长郭钦宜、中国农业科学

院农业资源与农韭褒翔疆究所辑长唐华俊、中国农韭群学貔农业拜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掰书记王遘龙、农

业部发展计划司资源区划与开发处处长刘北桦、农业部农隰局计划处处长秦福增，以及来自全国17个省、

市、区25个单位的39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剜jt桦处长主持，海南农鼙惑局尉局长郭钦宜蘸先致欢避词。农鼗部发展计划司李伟方斟司长

做了重要讲话，主要讲了三点意见：一是总结经验，围绕中心任务努力发挥职能作用。j：：是认清形势，找

准农业资源区划工作的切入点，并提出当前要特别关注的赢个方面的问题，即农业区域的绑调发展问题；

优化区域布局褥题；农韭资源离效利臻闻题；农业多功能问题；区域主体功髓闷蓬。最后指出要突出重

点，推进农业资源区划工作再卜新台阶。为此，2007年农业资源区划工作将主要开展以FJk项工作：一

是组织开展全国农业功能医划，二是加强区域农业发展战略研究，三是认真总结新农村建设的成功经验，

阏是强仡地面网点县的建设和管理工作，五是积极参与区域主体功熊研究工柞，六是开鼹新一轮农攮资源

区划工作，七是继续深化区域循环农业试点工作，八是做好农业资源区划的日常和基础性工作。

会上，北京市、浙江省、贵州省等农业资源医翔办公室代表分别介绍了2006年本省、市的熏点工作

成果。庸华俊所酝擞了农监多功能性讲座，中国农韭科学院农韭资源穹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罗其友部署

了全国农业功能区划工作，农业部工程规划院资源监测站站长裴志迸介绍了地面网点县建设与管理工作。

与会代表分别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蹶绕李伟方剁司长的讲话，以及垒国农业功能区划工作、地面网点县

建设与管理工作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刘托桦妊长为犬会做总结发言，对各地区划工作提出隧点要求：一是

注重学习，增强敏感性，跟上形势；二要工作务实，不仅工作有突破，而且工作成果要打得响；三是希望

备地区划办加强与翻家区戈4办的联系沟通工作；网是要求谯4胃底前做好农业功能区划联系人、地面网点

县联系人、循环农韭研究报告以及区划课题申请的t报工作。此外，刘北桦还对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学

会、《中嗣农业资源与区划》杂忐]：作挺出r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中国农豫资源与区划》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