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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休闲农业人才培养规范发展探讨 

张建国 

( 浙江农林大学 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旅游与健康学院，浙江 临安 311300) 

【摘 要】浙江休闲农业的规模扩张与内涵提升在人才需求方面产生了量和质的新需求。以全日制、自学考试和

短期培训为主的 3个层次构成了浙江休闲农业人才培养体系，整体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层次低、规模小和管理不规

范等问题。浙江休闲农业人才培养方面面临着行业有需求，政府有要求和投入有保障等诸多利好，应多元并举加快

推进人才培养体系的高效规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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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西方的发展经验，在人均 GDP 达到 7 000美元以后，休闲农业旅游产品消费特征将由以观光采摘为主转变为以操作、

体验为主要特征的度假阶段
①
。2010 年浙江省的人均 GDP 按当年平均汇率折算为 7 690 美元，首次超过 7 000 美元

②
; 2012

年浙江省的人均 GDP 达到按当年平均汇率折算为 10 022 美元，首次超过 10 000 美元
③
。随着浙江区域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城市居民的消费观念不断转变，对休闲农业旅游产品的消费需求也逐步从量的增长转变为质的提升，使得休闲农业产业的发展

面临转型升级的迫切要求。一个产业的规模扩大和内涵提升离不开强有力的人才队伍支撑，浙江休闲农业的持续发展对支撑其

持续发展的人才队伍，在规模和素质两个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研究浙江休闲农业的人才培养现状对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提出

相应的提升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休闲农业产业持续发展对专业人才需求提出新要求 

1. 1 快速发展的浙江休闲农业产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长 

研究表明，浙江省休闲农业游的萌芽可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人们对绍兴上旺大队的参观访问，但真正产业意义上作为旅

游产品的休闲农业出现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
④
。进入 21 世纪，随着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工商业主投资农业势头日益旺盛，

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休闲观光活动内容不断丰富，经营模式不断创新，休闲农业的产业规模发展速度明显加快。 

截至 2009 年底，浙江省休闲农业区累计达到 1 678个，年接待游客 3 915. 11万人次，年总产值达到 78 亿元
⑤
; 截至 2010 

年底，各类休闲农业区累计达到 1 683个，年接待游客 4 214. 29万人次，年总产值达 52. 8 亿元
⑥
; 截至 2012 年底，各类

休闲农业区 ( 点) 累 计 达 2 106 个，总 产 值 达 到 131. 9 亿元，年接待游客总人数达 5 900 多万人次，旅游观光总收

入 97. 5 亿元
⑦
; 截至 2013 年底，全省累计建成休闲农业园区 ( 点) 2 334个，全年休闲农业实现产值 144. 1 亿元

⑧
。浙江

休闲农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需要更多的人才进入休闲农业行业，以支撑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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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面临转型升级的浙江休闲农业产业需要不同类型的高素质人才加盟 

浙江省休闲农业产业形态多样，有休闲农庄、农业科技园、观光采摘基地、农业公园、农家乐村点等
④
。休闲农业产业园区

在经历了起步发展、引导发展和规范发展 3 个阶段以后，已进入提升发展阶段。产品形态逐渐演化为以高科技项目开发与科普

教育为主要发展目标的园区，以特色农产品观光采摘和品尝体验促进销售为主要目标的园区，以乡村自然生态或民俗文化体验

为主，提高农户经济收益的园区，以增加游客数量，提高各项旅游收入为主要目标的园区等 4 种主要类型。每种类型又因开发

模式、发展阶段、主导产业 ( 产品) 、经营目标市场、当地乡村民俗、农耕文化、园区功能、经营理念与模式等不同而呈现出

经营形态的多样化。经营形态的差异导致了对各类专业人才的需求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态势。 

总体上来看，在休闲农业发展过程中，仍存在着布局分散、内容单一、特色缺乏、配套产业发展滞后、产业链较短、带动

能力不强等问题
①④

。随着市民休闲农业旅游产品消费需求的日益提升，休闲农业产业在规模扩大的同时也面临转型升级的局面。

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最大的瓶颈是人才队伍支撑问题。 

休闲农业是农业和旅游业的有机结合，这一产业需要既懂旅游又懂农业的导游、营销和经营管理人才
①④

。但由于这一产业

形态出现的时间不长，同时高校的专业设置受到各个方面的束缚，不能形成系统专业人才教育平台。目前休闲农业园区经营管

理人员大多是原来从事生产、加工和营销工作的人员，对旅游业缺乏管理经验; 在休闲农业园区从事旅游接待服务方面的人员，

绝大多数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素质教育。虽然有关方面专门组织了短期的岗前职业培训，但整体素质仍然偏低，制约了休闲

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 

2 休闲农业人才培养体系整体处于较低水平 

目前浙江省休闲农业人才培养体系主要呈现出全日制教育、自学考试 ( 成人教育) 和短期培训“三足鼎立”之势。从总体

上来看，全日制教育和自学考试教育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等较为规范，师资力量相对较为齐全，培养质量可以得到保证，但

培育规模偏小; 而短期培训因为承办主题多元，导致师资力量参差不齐，课程体系较为随意，培养质量难以得到保证，但因其

培训针对性强、短期速成和价格低廉等特点，培训规模较大。 

2. 1 全日制教育 

浙江省全日制休闲农业人才培养方面，主要以专科 ( 高职 高专) 为主。由 于 “休闲 农业” 或“观光农业”未进入教

育部本科专业目录，目前在浙高校里面没有开设相关的本科专业。只是在旅游管理、农学、园艺等相关专业里开设 “休闲农业”

等相关专业课程。其中，浙江农林大学旅游与健康学院在 2005 年率先为本科生开设 《观光农业概论》课程。 

2004 年教育部将 《观光农业》 列入 《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教育指导性专业目录 ( 试行) ( 教高 ［2004］ 3 号) 》 

中，启动了专科 ( 高职高专)层次的休闲农业人才培养项目
⑨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观光农业专业 ( 高职专科) 与 2008 年

率先开始招生，隶属于生态环境学院 ( 系) ，为浙江省政府资助免费专业，招生规模为 1个教学班 59 人，但 2011 年因为就

业困难等原因而停止招生;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的观光农业专业 ( 高职专科) 2011 年开始招生，隶属于生物技术系，为浙

江省政府资助免费专业，招生规模为两个教学班，90 人，目前仍在招生。 

在浙江大学和省属高等院校里面，以 “休闲农业”及相关内容作为毕业论文选题的研究生越来越多，从理论体系、产业支

撑、规划设计、经营管理等多方面进行研究。但目前仍没有一级及二级学科博 ( 硕) 士点及专业方向，毕业生也较少直接进入

休闲农业园区经营管理的人才队伍行列。 

2. 2 自学考试 ( 成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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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广播电视大学以自学考试 ( 成人教育)方式为浙江省培养休闲农业人才。该校依托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 《观光农业》 

( 专科层次、成人教育) 专业培养体系，2011 年开始招生，至 2012 年每年招收 83 人; 2012 年开始纳入浙江省政府资助免

学费专业，2013 年招生 382 人。 

该校还在 2011 年开始设立并作为主考学校开办 《农家乐经营与管理》 自学考试专业 ( 专科层次) 。2011 年开始招生，

当年秋招生 34 人，2012年招生 28 人。 

2. 3 短期培训 

为了应休闲农业产业规模扩张的人才需求之急，政府、高校、行业等举办了数量众多的短期培训班。具体数量由于培训主

体归口多元而难以统计，据估计每年均有数万之众。 

2009 年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发布了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服务员培训规范》
⑩
，将休闲农业人

才培训进行规范化，对培训的核心课程、知识体系和操作技能提出了详细要求，并组织编写了系列教材供各地使用。浙江省组

织休闲农业园区的管理人员参加农业部主办的相关培训，也与农业部相关部门一起举办浙江片区的培训班。据不完全统计，参

加培训的人员在 1 000人次以上。 

浙江农林大学和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等高校开展了以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家乐等为主要内容的培训，各单位每年都主办 10 

期以上的培训，每班次规模以 30 ～ 100 人不等; 各市、县 ( 区) 、乡( 镇) 甚至村，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才需求，委托

相关高校提供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家乐等为主要内容的培训。自 2013 年开始，浙江省启动“农民大学-农民学院-农民学

校”的 “三农”人才培训体系，为浙江省的农业现代化和美丽乡村建设提供支撑，这 3个层次的机构也开始培训休闲农业的相

关人才。培训周期一般为 5 天，大多采用 3 天课程培训和 2 天实地考察的模式。 

3 休闲农业人才培养面临诸多利好 

3. 1 行业有需求 

浙江省休闲农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内涵逐步提升，产生持续的人才需求和培训教育需求。无论是企业经营、田间管理、

规划设计，还是活动策划、市场营销和节庆会展等各方面，都存在着相当大的人才缺口。无论是重点农户、一线员工、休闲农

庄主，还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都存在着强劲的人才培训潜在需求。 

3. 2 政府有要求 

为了促进休闲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各级政府出台政策和编制规划，对人才培养提出具体要求，并提出了制度、经费等有

效保障措施。农业部出台的《全国休闲农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提出
○11
，要围绕休闲农业产业发展要求，依托职业院校、行

业协会和产业基地，分类、分层开展休闲农业管理和服务人员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素质。2011 年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提升发展农家乐休闲旅游业的意见 ( 浙政办发〔2011〕82号) 》中提出
○12
，要逐步开展农家乐经营业主和从业人员的培训。 

3. 3 投入有保障 

农业部将休闲农业人才培训纳入阳光工程培训体系，从师资、教材和经费等多方面保障了培训工作的有效实施。浙江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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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乐经营业主培训全面纳入 “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以解决休闲农业人才培养的投入不足问题。 

4 多元并举推进休闲农业人才培养高效规范发展 

休闲农业是农业和旅游业有机而产生的新型经营形态，因此这一产业需要既懂旅游又懂农业的导游、营销、生产和经营管

理人才。但由于这一产业形态出现的时间不长，同时高校的专业设置受到各个方面的束缚，不能形成系统专业人才教育平台。

同时政府的缺位，使得在职员工和乡土专业人才培训工作，因为缺乏资金和管理失控等问题而效率低下。 

4. 1 积极探索，依托相关高校，构建体系齐全的全日制人才培养体系 

国内相关高校在研究生和本科生层次的休闲农业人才培养方面做出了积极而有效的探索。福建农林大学在 “农业多功能性

产业” 博士点下设立了“农业多功能开发与休闲产业培育”、“休闲农业规划与管理”、 “三农文化与创意产业”3个研究方向，

并在农业推广学硕士点下设休闲农业培育研究方向; 南京农业大学在旅游管理硕士点下设立“休闲农业”研究方向，江西农业

大学在旅游管理硕士点下开设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 研究方向; 海南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开始观光农业应用型本科

专业人才培养。浙江高校应积极吸收国内相关高校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成功经验，尽快启动实施本科和研究生层次的休闲农业人

才培养计划，为浙江休闲农业产业的内涵提升提供高端人才支撑。 

通过修订专业课程体系和课程教学大纲，强化师资力量配备，逐步提升高职高专层次的休闲农业人才培养质量; 继续将休

闲农业列入省政府资助免费专业，扩大宣传，吸引优质生源就读休闲农业专业; 建立激励机制，科学引导毕业生在本行业内就

业，提高人才培养的有效性。 

4. 2 加大投入，鼓励从业人员通过自学考试等途径提升综合素质 

自学考试和成人教育是休闲农业从业人员在履行工作岗位职责的同时获得专业技能或综合素质提升的有效途径。政府应加

大投入，将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家乐等相关专业全面列入省政府资助免费专业或 “一村一名大学生” 项目，加大扶持力

度，满足休闲农业产业在职人员素质提升的意愿。 

4. 3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导承办主体提升短期培训班绩效 

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创新的构建农民大学体系，在省级层面成立农民大学，在市 ( 地) 层面成立农民学院，在县 ( 市、区) 

层面成立农民学校，构建立体复合式的涉农人才培训体系。为了确保休闲农业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应在每年的培训指标中明

确用于休闲农业及相关人才的培训，并通过充实师资力量、保障培训经费、开发培训教材等路径保质保量地完成短期人才培训

工作。为了满足不同层次的人才短期培训需求，各级政府应将休闲农业人才短期培训项目面向社会公开招标，以最合适的价格

购买优质服务，确保有限的财政培训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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