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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现代农业和旅游业相结合的休闲农业,适应农村经济和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的要求,符合广大居民对

田园生活的渴望,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模式,发展潜力巨大。 该文从青岛市休闲农业的发展现状入手,分析了乡村

旅游的基本条件,提出了青岛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前景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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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闲暇时

间和经济收入的增长、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休闲农业

得到迅速发展。 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竞争的日益激

烈促使人们渴望回归大自然,享受田园乐趣。 青岛

市借助于优良的旅游资源,不断探索创新休闲农业

的经营模式,努力打造具有一定规模和特色的农村

旅游景点,推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高度发展。

1摇 休闲农业的基本内涵

“休闲农业冶并非一个世界通用的术语,国内外

学术界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和定义。 中国大陆

学者、政界、业界也常将“休闲农业冶称为“观光农

业冶、“旅游农业冶、“体验农业冶、“都市农业冶、“乡村

旅游冶、“农村生态旅游冶、“农家乐冶等。 一些学者认

为这些术语是可以互换的,并在归纳总结国内外不

同学者对休闲农业界定的基础上,系统地阐释了休

闲农业的含义:休闲农业是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背

景,利用农业资源、农业景观和农村环境,以农林牧

副渔生产和农村文化生活为依托,以休闲农场为载

体,增进人们对农业及农村体验为目的,具有生产、
生活、生态“三生一体冶和一、二、三产业功能特性的

新型产业型态。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能够充分开发利用农村的

旅游资源,不断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拓展和延伸农

业功能,促进农民增收,为传统农业的发展注入了活

力,为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提供了契机,为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指明了方向。

2摇 休闲农业的发展历程

乡村旅游在国外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 早在

18 世纪后半期,乡村旅游就作为一种社会休闲活动

出现在英国和欧洲。 1865 年意大利“农业与旅游全

国协会冶的成立拉开了国际乡村旅游序幕。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农村地区

出现了具有观光、餐饮、住宿、购物等多种功能的观

光农园,并产生了专职人员。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随着人们度假需求的增长,观光农园开始由观光为

主向度假体验为主转变,于是出现休闲农业。
世界各国休闲农业发展的成功经验,触发了中

国休闲农业的迅速发展。 特别是从 2002 年开始,国
家启动了生态旅游示范区、旅游扶贫开发区和旅游

度假区 3 区联动发展的建设工程,促进了休闲农业

的进一步发展。 2007 年 4 月,国家又组建了中国休

闲农业网(中国乡村旅游网),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

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总体来看,中国休闲农业的发

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期兴起阶段(1980 ~
1990 年)主要是以观光为主的参观性农业旅游;初
期发展阶段(1990 ~ 2000 年)开始发展观光与休闲

相结合的休闲农业旅游;规范经营阶段(2000 至今)
将观光农业、休闲农业、休闲农庄、乡村旅游等发展

进行有效规范,制定评定标准,走向规范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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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摇 青岛市休闲农业发展现状

青岛市休闲农业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已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 截至 2011
年,全市共有农业旅游示范点 34 家,其中:国家级 9
家、省级 11 家、市级 14 家,全市乡村旅游接待人数

近 400 万人次,已成为全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崭新亮点和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
有学者认为青岛市休闲农业点根据其地理分布

特点可以分为扇形五区:以青岛市市南区为中心,依
次向外延伸,崂山区、四方区和市北区为扇形一区,
李沧区和黄岛区为扇形二区,城阳区和胶南市为扇

形三区,即墨市和胶州市为扇形四区,莱西市和平度

市为扇形五区。 各区充分依托自身优势资源,因地

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休闲旅游项目。 崂山区作为

近期政府主要的投资对象,休闲农业很具发展潜力。
近几年通过不断加大政策资金扶持力度,北宅街道

的采摘园、王哥庄街道的茶乡风情游、沙子口街道的

农业示范园、中韩街道的枯桃花卉产业等休闲观光

点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 即墨素有“青岛后花园冶
之称,区位优势明显。 近年来,即墨市积极与青岛市

“环湾保护、拥湾发展冶战略和旅游规划相对接,立
足山、海、岛、泉、滩等乡村特色资源,不断加大对乡

村旅游的开发力度,促进了以休闲度假、海岛观光、
农家食宿、民俗节庆等为特色的乡村旅游快速发展。
平度市是传统的农业大市,物产丰富,资源优势得天

独厚。 近几年,平度市休闲农业异军突起,一大批重

点企业、镇、村在休闲农业与乡村游方面形成了自己

的品牌与特色,带动了这一产业快速的发展。 自

2006 年开始,平度市连续举办了春季云山大樱桃

节、夏季明村西瓜节、秋季大泽山葡萄节、冬季马家

沟芹菜节等“四季节庆冶活动,以此为载体,大力发

展特色休闲农业,既推动了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又促

进了地方经济繁荣。

4摇 青岛市的基础条件分析

青岛市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地势地貌,再
加上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充沛的社会资金,以及城市

居民对农村恬静田园生活的向往,为发展休闲农业

提供了诸多优势条件。
(1)资源优势明显。 青岛市为海滨丘陵城市,

海岸线 730 公里,占山东省岸线的 1 / 4,具有十分显

著的自然优势。 全市有崂山山脉、大泽山系、大小珠

山系等 3 大山脉和大沽河、北胶莱河以及沿海诸河

流等 3 大水系。 特色农业发展迅速,形成了以瓜果、
蔬菜、花卉、苗木、畜牧、水产为主的特色产业带。 沿

3 大山脉规划建设的百万亩优质名优果茶产业带,
进一步改进和提升了果品和茶叶生产水平;沿大小

沽河流域规划建设了百万亩优质蔬菜示范区,推动

蔬菜向精、特、优方向发展。 这些特色产品的产业化

发展格局,为休闲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社会资金充足。 休闲农业市场前景广阔,

社会经济效益显著,相当数量的企业家、房地产开发

商,农民联合体等纷纷投资休闲农业的建设和发展。
近些年,市政府不断加大对休闲农业的支持力度,出
台了相关激励机制,鼓励发展休闲观光农业。 2012
年,青岛市又新创建 10 个乡村旅游特色村和 20 个

特色点,共计落实以奖代扶资金 300 万。
(3)交通运输便利。 青岛市现已形成覆盖面

大、通达性强的立体交通网络。 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居全国副省级城市之首,形成了“一小时都市圈,三
小时半岛服务圈冶的公路网络。 同时,政府通过县

乡公路改造,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乡村公路网。 目前

全市 98%的农村实现了通公交车或客车,为休闲农

业的发展提供了交通便利。
(4)客源市场可观。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闲暇时间的增多和消费观念的变化,休闲农业乡

村旅游这种新兴的旅游休闲形式越来越显示出其旺

盛的市场需求和发展潜力。 休闲农业发展方式的多

元化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观光游玩,城市居民到市

郊休闲度假更加常态化。 目前青岛市城市人口超过

300 万人,外地观光客的数量也一直呈增加势头,可
见客源市场增长潜力很大。

(5)服务体系完善。 近年来,青岛市旅游公共

服务体系日益完善。 2012 年,新建成了汽车北站、
开发区唐岛湾等 12 处旅游信息咨询中心,初步形成

了全域覆盖的信息咨询服务网络,为休闲农业的发

展提供了保障。

5摇 青岛市的休闲农业发展前景展望

青岛市休闲农业的前景十分广阔。 一方面,国
家旅游局和农业部对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十分

重视。 2001 年国家旅游局把推进工业旅游、农业旅

游列为年度的工作重点,在全国推行农业旅游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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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2005 年 1 月公布了首批全国工农业旅游 306
个示范点名单,其中农业示范点就有 203 个,2006
年底达 359 个。 2006 年国家旅游局确定该年度宣

传主题为“2006 中国乡村游冶,提出了“新农村、新旅

游、新体验、新风尚冶的发展口号。 2007 年国家旅游

局又确定了“2007 中国和谐城乡游冶的主题,2008
年又确定为“城乡和谐游年冶,2009 年又提出“生态

旅游年冶。 2011 年国家旅游局与农业部在山西省晋

城市阳城县皇城村召开全国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工作会议提出把农业变成快乐高效的产业,把农

村变成美丽和谐的家园,力求把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提高到新的发展水平。 2012 年“中国欢乐健康乡

村游冶在川启动,大力宣传和推广乡村旅游,展示中

国乡村的旅游资源、产品和形象,全面提高乡村旅游

的社会影响力,推进中国乡村旅游持续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

的增多和消费观念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游客将注意

力转移到乡村地区,体验不同的游览经历,有益身心

健康的休闲活动和享受田园的优美风光。 从全球情

况看,休闲农业的迅猛发展已成为一种趋势。 青岛

市是中国著名的旅游城市,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

势,未来的青岛不仅是旅游强市,而且也可以成为独

具特色的、重要的农业休闲观光地。 青岛市发展休

闲农业的前景十分广阔,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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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eisure Agriculture in Qing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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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isure agriculture, as a combination of modern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is a new development
model for modern agriculture, which suits the structural adjustment of rural economy and agriculture as well as the
vast residents' desire for the rural life style.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leisure agriculture in
Qingdao, analyzes the basic conditions of rural tourism, and looks forward the prosp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leis鄄
ure agriculture and rural tourism.

Key words:leisure agriculture; rural tourism; current situation; 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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