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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文化遗产认定对农村发展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以浙江省青田县龙现村为例 

摘要：随着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于 2005 年被 FAO 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后，这一世界级的品牌对当地农村

社区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以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的核心区龙现村为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经济、社会文

化、生态环境等方面分析了农业文化遗产认定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以及当前龙现村在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中

面临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从不断完善保护和发展规划、加强宣传教育、平衡传统农业保护与产业化发展、适度发

展乡村休闲旅游以及加强遗产地政策和资金保障等方面提出发展对策。 

关键词：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稻鱼共生系统，农村发展，发展对策，浙江省青田县 

基金项目：农业部 2014年农业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中国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评估”；FAO-GEF项目“稻鱼共生全球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与适应性管理”(GCP/GL0/212/GEF)。 

FAO启动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保护项目，旨在对全球重要的、受到威胁的传统农业文化和技术遗产进行保护
[1]
。

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作为一种典型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于 2005年被 FAO列为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成为中国第

一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农业文化遗产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
[2]
。作为中华民族传

统和宝贵财富，农业文化遗产在现代农村发展过程中依然值得发扬传承，在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随

着国家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口号的提出，农业文化遗产已成为建设美丽乡村和美丽中国的重要举措，政府机构和科研人

员开始不断参与到这项工作的开展和研究中来。 

相对而言，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研究依然处于起步阶段，目前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农业文化遗产的基础理论研

究，主要包括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特征、保护意义和要求以及不同遗产系统生态学原理等；另一类是农业文化遗产的动态保

护研究，主要是探讨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保护和发展问题，如旅游、生态农业等
[3-7]

。然而，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可持续性

的遗产，其对于当地农村社区产生的影响评估目前很少研究。本文旨在以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核心区龙

现村为例，分析农业文化遗产实施以来对龙现村产生的积极影响和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一、研究区概况和研究方法 

1.研究区概况 

浙江省青田县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龙现村位于青田县城西南部，距县城 20km，背依奇云山，与瑞安市芳庄乡、

瓯海区泽雅乡交界。四面环山，地势不平，生物多样性丰富，水源充足，水质良好。该村为低山丘陵地貌，海拔 200～300m，年

平均气温 17℃左右。 

据农史资料记载，喜欢“饭稻羹鱼”的山越人迁到深山后，失去了原先河海鱼食的来源，为了继续原先的生活方式，当地

人民根据自然环境条件，改造创新，将山地开拓为梯田，种植水稻，同时利用山林中丰富的山泉水，在稻田中养殖田鱼，从而

形成了稻田养鱼这种独特的生产方式，满足了人民的生活需要。同时，龙现村作为著名的华侨村，青壮年劳动力基本上去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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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经商，农业生产并不是主要的家庭收入来源，对于留下的人来说，稻田养鱼主要是作为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

的延续
[8-9]

。 

2.研究方法 

野外调查和问卷调查方法是获取第一手调查数据最有效的方法，便于短时间内开展较大规模的调查工作，节省人力、时间

和经费，并便于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在国内外得到广泛应用
[10-11]

。自从 2005年，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之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每年都会在青田县龙现村进行实地走访调查，并与 2009年开始了 FAO-GEF(联合

国粮农组织—全球环境基金)支持的为期 5年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动态保护和适应性管理项目。2014年 2月，在青

田县农业局的协助下，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对青田县龙现村又进行了实地调研，通过野外调查和问卷调查的形式，

获取了相关数据和资料。 

二、对农村社区的主要影响 

自从 2005年，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青田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如成立了青田县农业

文化遗产管理小组，鼓励发展农家乐等休闲旅游产业，建立了稻田养鱼标准化基地、农业博物馆等。经过多年的持续性管理，

在一些方面，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给龙现村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农业文化遗产地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亟待解

决的问题。 

农业文化遗产是传统农业以不同形式延续下来的精华部分，在思想理念、生产技术、耕作制度和文化内涵等不同方面依然

具有重要借鉴和利用价值。当地政府充分发挥遗产地自身的优势，根据当地自然社会经济条件，通过对农业文化遗产的动态保

护和适应性管理，带动当地农村社区的经济发展，传承优秀的传统农业文化和改善农村的整体生态环境。 

1.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从 2005年至今，为充分发挥农业文化遗产的优势，当地政府主要从提高农业收入和旅游收入方面来增加农村经济收入，已

取得了明显经济效益。 

表 1  龙现村田鱼和水稻价格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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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地政府的积极宣传下，稻田养鱼的品牌效应得到大幅提升，水稻和田鱼的价格也得到了显著提高。龙现村田鱼价格从

2004年的每千克 24元上升到 2013年的每千克 100元。水稻价格也从 2004年的每千克 2元上升到 2013年的每千克 4元，较普

通水稻价格高出大约 60%。 

通过对稻田养鱼技术的推广，稻田养鱼的产量也得到大幅提高。龙现村水稻亩(1亩=1/15hm
2
)产从 2005年的 400kg增加到

2013年的 500kg，田鱼亩产从 2005年的 30kg增加到 2013年的 80kg。 

另外，田鱼干加工也是当地农民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龙现村田鱼干的价格已从 2005年的每千克 160元增加到 2013年的

每千克 360元，产品仍然供不应求。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尽管龙现村稻田养鱼面积有一定的减少，但在产量和价格方面都有着

明显的提高，其农业收入增加明显(图 1)。 

 

图 1  龙现村农业收入 

自从 2005年以后，当地政府充分利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国田鱼村、美丽乡村的称号，鼓励发展旅游休闲业，以增

加农民收入来源方式，提高农民经济收入。目前，龙现村农家乐、渔家乐已有 4家，主要发展餐饮业。2013年，接待游客已达

20多万人，旅游收入达 200多万元，游客不仅包括丽水市本地人，还包括杭州、温州市居民，甚至更远地方慕名而来者。 

2.对农村社会文化的影响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申报成功及其之后的保护和发展，不仅给龙现村农民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收益，同时对当地社区的

社会文化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促进了社会稳定，提升了农民的文化自豪感，有利于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一是解放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自 2005年以后，稻田养鱼边际效益的提高，田鱼干等农产品的畅销以及渔家乐的开展，越来

越多的收入渠道使得当地农民可以更多地参加劳动，这有力地促进了当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解放。在家农民可以通过不同形式

劳动获得收入，甚至有外出打工农民选择回乡经营农家乐。可见，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品牌给龙现村当地经济提供了发展

平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解放了富余劳动力。 

二是提升了农民的自豪感。龙现村成为稻田养鱼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核心区之后，当地农民对于这种祖辈世代相传的

稻田养鱼生产方式逐渐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自豪感，这一点在无形中对于稻田养鱼共生系统的保护至关重要。通过对当地农民的

走访调查，接近 100%农民知道龙现村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同时都以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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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传承了优秀民俗文化。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地区的民俗文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由于缺乏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及政府

的有力保护，处于不断消亡的过程中。自从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以后，当地政府在龙现村建立了稻田

养鱼文化博物馆，每年开展几次稻田养鱼技能培训，在方山小学建立了农耕文化园，组织了鱼灯舞团队，通过不同形式的保护，

对传统稻田养鱼中的优秀非物质文化进行了有效保护和传承。 

3.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 

生态环境保护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重要前提。自从 2005年，龙现村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核心区以后，当地

农村生态环境有了显著改善。 

龙现村位于山地丘陵地区，土地利用类型基本上是林地、农田以及建设用地，其中，森林面积占到 80%以上，近些年，森

林面积依然呈现缓慢增加的趋势。由于稻鱼共生系统所内涵的物质循环共生生态学原理，在稻田养鱼过程中，大量减少了化肥

和农药的使用。有研究发现，稻鱼共生系统相对于单作水稻种植，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分别减少了 24%和 68%。根据对龙现村调查

发现，从 2004—2013年，龙现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基本呈现减少的趋势，氮肥从 2004年的 5320kg下降到 2013年的 3700kg，

复合肥从 2004年的 2250kg下降到 2013年的 1910kg，农药从 2004年的 635kg下降到 2013年的 340kg，使用量的减少有效减少

了农业面源污染的产生(图 2)。 

自从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后，当地政府进行了大力的宣传和高度的重视，对于农业文化遗产中重要的生物多样性方

面，加强了保护力度。在农田生物多样性方面，包括了水稻、谷物、小麦，油料作物、经济作物等。相关生物种类也极其丰富，

包括了鸟类、水生动物、林中动物、各种乔灌木等。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森林郁闭度得到提高，生物多样性稳定提高。 

 

图 2  龙现村化肥、农药使用量 

三、面临的主要问题 

龙现村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之后，政府、企业、农民等不同主体根据遗产地的发展要求和自身的优势，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推动了遗产地的保护和发展，促进了经济社会生态的提高。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出现一些问题，通过调研

发现，其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 

1.产业化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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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之后，稻田养鱼愈加受到政府的重视，但在市场化、产业化的冲击下，稻田养鱼面积依然存在

减少的趋势。这主要归于两个原因，一是农业与工业之间巨大的经济效益差距，龙现村作为著名的华侨村，村里年轻劳动力纷

纷去往海外经商，而稻田养鱼市场化程度依然不够，稻米和田鱼的产品深加工依然缺乏，产品附加值需要提高。二是当地稻田

养鱼的产业化很难发展。一方面龙现村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稻田养鱼的发展很难靠机械生产，而只能依靠人力劳作，这样

生产成本很高；另一方面，土地流转在当地也比较困难，由于农民对土地存有的依赖和天然的感情，再加上即使没有农业收入，

依靠家人的外汇来源，农民依然能够生活，导致当地大部分农民宁愿让土地荒着，也不愿将土地承包给他人进行生产。 

2.旅游业发展单一、环境污染问题凸显 

目前，龙现村的旅游发展主要是依靠稻田养鱼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知名度，吸引周边游客前来旅游，通过开展农家乐、

渔家乐获得旅游收入。然而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仅仅依靠旅游餐饮业来获得旅游收入，收入来源较为单一，今后可尝试增加

传统文化类节目演出，发展旅游观光等不同形式，丰富旅游形式多样性；另一方面，旅游本身就容易造成环境污染问题，特别

是餐饮业发展，在监管缺失的情况下，污水和垃圾废弃物容易被随意排放，调查发现，河流上游餐馆边的山泉水已经受到很大

程度的污染，严重影响到水环境。 

3.食物链不完善，稻田养鱼受到威胁 

通过实地调研发现，近些年龙现村总体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特别是生物多样性方面，但生物多样性的增加也面临着一些问

题。比如，随着生态环境的好转，野猪的数量明显增加，对于靠近森林的水稻梯田，由于受到野猪的践踏和破坏，已经逐渐荒

芜；白鹭原来不是本地的物种，由于龙现村生态环境极其适宜其生存，大量白鹭迁移定居于此，并主要以田鱼为食，使得农民

养鱼受到严重损失，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农民养鱼的积极性。 

四、农业文化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1.制订具体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规划 

农业文化遗产依然属于新的遗产，社会对于农业文化遗产的认识还很不充分。地方政府，特别是村级政府，对于如何保护

农业文化遗产，如何根据农业文化遗产的品牌来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仍然缺乏一个系统的、可实践的规划来指导。因此，

龙现村政府应积极和科研机构合作，根据农业文化遗产地实际条件，明确制订适合当地使用的具体保护和发展规划，为地方政

府提供决策参考，如稻田养鱼如何保护和发展，当地民俗文化如何传承和发扬，如何依托遗产地知名度带动农村经济社会水平

提高等措施。 

2.加大农业文化遗产的宣传教育力度 

农业文化遗产相对于世界自然遗产、文化遗产依然处于起步的阶段，因此，除了基础研究，宣传教育是当前最为重要的工

作。除了需要国家在全社会加强对农业文化遗产的宣传以外，对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农民宣传教育尤为重要，农民作为农业文化

遗产的保护主体，通过宣传教育，如建立科研示范基地、开展教育培训宣传、建立博物馆、展览馆等，使当地人民明白自己祖

祖辈辈流传下来的耕作方式具有丰富的遗产价值，从而对自己所耕种的土地和生产方式产生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并自觉承担起

保护的责任。 

3.稻田养鱼保护和产业化发展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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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文化遗产重要特征之一是具有活态性，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要保护稻田养鱼这种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从而留住

农业文化遗产的“根”。在农业文化遗产地，应建立一定规模的稻田养鱼保护区，政府给予一定的扶持；另外应由有实力的企

业带动，农民参与以及科技支撑的方式，鼓励稻田养鱼的产业化发展，通过经济效益的诱惑，激励农民进行稻田养鱼生产，并

主动进行土地流转，提高稻田养鱼产业化程度。 

4.适度发展乡村旅游业 

农业文化遗产地一般具有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生产方式、独特的景观以及丰富的民俗文化，具是发展乡村旅游业的良好

基础。龙现村应充分挖掘地方特色，开发生态观光旅游和文化旅游，发展多种形式旅游产品，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增长极，

为农民增收提供新的渠道。同时，应对龙现村旅游发展进行合理规划，严格管理，防止旅游发展超过当地生态环境承载力，造

成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影响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 

5.给予遗产地政策支持，建立资金多方投入机制 

一方面，农业文化遗产的动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有力支持，政府应依据当地实际条件，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

提高遗产地的发展能力；另一方面，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全社会多方共同参与，除了政府和农民以外，还需要企业家、科

研人员的参与。在此基础上，拓宽资金渠道，加大政府资金补偿力度，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充分利用当地华侨资源，吸纳社会

资本和民间资本，从而建立资金多方投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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