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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休闲农业发展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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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休闲农业已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途径和新亮点，国内国外许多城市都大力推广与发展休闲农

业。基于对重庆市休闲农业发展状况的研究，结合国内外休闲农业发展经验，提出了重庆市发展休闲农业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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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休闲农业相关概念介绍

休闲农业源于休闲产业，而休闲产业泛指提供休闲服务及满足休闲需求的产业。目前，国际上对休闲农业概念的界定尚未

统一，国内外文献中常常出现如“休闲农业”、“观光农业”、“旅游农业”等多种说法，国内学者一般认为休闲农业与观光

农业、旅游农业等同。根据国内学者对休闲农业概念研究的不同侧重点，现行的休闲农业概念分为三类：以“农”为主的休闲

农业、以“旅”为主的休闲农业以及复合型产业的休闲农业。

2 重庆市休闲农业发展状况

2.1 休闲农业市场初具规模并且市场经济效益明显

重庆市旅游资源丰富，有 4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5个国家级森林公园、7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休闲旅游产业初具规

模。重庆的休闲农业发展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之前主要集中在主城歌乐山、南山等一带，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如今

重庆各个区县休闲农业项目遍地开花，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和休闲农业产业整合，休闲农业消费市场扩大。

2.2 休闲农业的发展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重庆市休闲农业发展存在缺乏整体规划，各个地方发展不均衡，休闲农业各区县非常分散；同一地区旅游景点单一，配套

设施需完善；个别区县盲目追求经济效益缺乏环境保护意识造成休闲农业缺乏可持续发展；经营管理人才不足，缺乏高素质队

伍等问题。

3 重庆市休闲农业发展条件

3.1 重庆资源优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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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山地和丘陵面积达 80%以上，森林覆盖总量 303.42km
2
，山地农业资源丰富；重庆江河众多，构成了以河谷流域的垂直

景观、丘陵低洼部分的平坝农业景观等多种休闲农业立体景观带；重庆动植物资源丰富，北碚缙云山、南川金佛山、武隆仙女

山等国家级森林公园环境优美，夏季避暑，冬季滑雪等活动逐年增加。重庆民俗文化深厚又独特，聚集了汉族、苗族、土家族、

回族等少数民族，各民族之间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特色饮食文化、生活方式等。

3.2 重庆交通条件优越

重庆除了被称作“山城”，它还被称为“水城”，全市贯穿嘉陵江和长江，水路通达；近年来重庆逐渐形成了以主城为中

心，直接连接全市 90%以上的区县高速公路骨架，农村道路整修良好，只要各区县有有价值的休闲农业项目活动，打造出旅游品

牌，人们都可以有机会坐车前往。

3.3 重庆消费市场大

重庆拥有近 3000 万人口，人均 GDP 逐年增加，繁重的工作压力让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强烈的旅游动机，休闲旅游农业市场

也逐渐扩大。重庆拥有“山城”之称，许多游客都慕名前来游玩，浓厚的巴渝文化深深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游客。另外，重庆“火

锅”和“美女”这两张名片也吸引了不少消费者，来重庆游玩吃地道正宗的重庆火锅也成为了不少游客来重庆的动机之一。

4 重庆市休闲农业发展模式

休闲农业大致有七种模式，包括田园农业休闲模式、民俗风情休闲模式、农家乐休闲模式、村落乡镇旅游模式、休闲度假

模式、科普教育模式、回归自然休闲模式。目前，各个省份田园农业、农家乐、村落乡镇旅游、休闲度假模式已经相当成熟，

民俗风情休闲模式和科普教育模式也越来越受欢迎。重庆市休闲农业发展模式单一，旅游精品不精，难以适应旅游市场需求，

重庆应该构建多种多样的休闲农业发展模式，打造旅游精品，做好品牌建设。

十八大和两会多次提到养老产业，与养老相结合的农业旅游休闲养老模式将会是今后经济新的趋势增长点。截止 2010 年重

庆人口数量约为 2885 万，2015 年 60 岁以上老龄人口已经突破 650 万，因此养老休闲农业发展空间巨大。目前重庆已有很多企

业建设休闲农业和养老结合的“城乡融合型”新农村，新农村社区达到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度假服务的标准，周边发展以花果

园、采摘园、无公害蔬菜园为主要内容的观光农业，呈现给游客一种生态养生、运动休闲、回归自然、绿色健康的田园养生养

老的生活方式。

除了农业旅游休闲养老模式，重庆休闲农业民俗风情休闲模式也值得大力推广。民俗风情休闲模式是指以农村的风土民情、

民俗文化为吸引物，充分突出农耕文化、乡土文化和民俗文化特色，开发旅游产品，是全面提高休闲农业产品文化品位的有力

手段。重庆民俗旅游文化浓厚，尤其是巴渝民俗文化增加了重庆休闲农业的文化内涵。另外，当地少数民族风情独特，如土家

族的摆手舞；苗族的芦笙舞、猴儿鼓舞；苗族乐器和工艺美术等等都别具一格。“万盛苗族踩山会”已被列入重庆市首批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秀山被文化部命名为“全国民间艺术之乡”，是全国著名的花灯歌舞之乡。

5 国内外休闲农业经验与借鉴

5.1 我国休闲农业经验借鉴

5.1.1 休闲农业的发展应要有政府大力支持。如果重庆政府大力支持和鼓励农业结构调整，结合农林牧渔业生产的农业经营

活动，实现休闲农业产业化经营，那么很多休闲农业项目就可以获得政府财政补贴，利用农村文化和农家生活的地域特色大力

发展休闲农业。同时，也应该加强立法监督，禁止不法分子使用发展休闲农业之地作为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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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休闲农业的发展必须因地制宜。我国每个省份地域风情独特，都有着不同的休闲农业发展优势，例如四川成都打造的

“五朵金花”是观光农业的标杆，形成了“一村一品一业”的产业特色，“花香农居”、“荷塘月色”、“东篱菊园”、“幸

福梅林”、“江家菜地”联动发展，打造了观光休闲农业品牌。它们都根据自己省份优势，宜果则果，宜景则景，有利于地区

和部门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协调发展。

5.1.3 休闲农业的发展模式应该适应市场需求。我国旅游业发展还停留在观光游览的单一模式上，限制了人们的消费，而发

达国家观光旅游只占 30％，休闲旅游和户外运动占 70％以上，我国急需构建以休闲活动为主体的旅游产业发展新模式。由于市

场需求多种多样，人们应该根据市场需求和当地特色休闲农业发展优势，才能吸引游客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5.2 国外休闲农业经验借鉴

5.2.1 休闲农业的发展必须要有特色。就目前中国各个省份休闲农业发展模式大致相似，大都依靠自己独有的先天条件再结

合现代化产业经营，每去一处农家乐或者农家休闲山庄，基本配备就是钓鱼、下棋、打牌等休闲娱乐活动加之食宿，缺乏创新。

加拿大休闲农业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种类繁多的乡村旅游项目，如特色农产品展销、乡村美食节、主题农业之旅等。总之，休

闲农业的发展应注重观赏性、娱乐性、保存性，突出“新、奇、特、趣”，体现乡土文化和地方特色。

5.2.2 休闲农业的发展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休闲农业作为现代都市农业向农村的延伸，是现代化农业发展的更高阶段，

它强调农业生产和人、都市、自然等诸多要素协调起来良性发展，而不应该以乱砍滥伐、破坏植被、滥占耕地等造成水土流失、

环境恶化为代价。“中国游客”一度成为热搜词，乱涂乱画、乱扔垃圾等不文明旅游现象十分严重，这给休闲农业良性发展带

来了挑战。因此，我们应该制定法律法规来约束人们不文明举止，更要提高人们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5.2.3 休闲农业的发展应大力培养复合型人才。人才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拥有一批高素质兼具系统知识的休闲农

业复合型人才对于休闲农业的发展十分重要。国外各个国家都很重视人才的培养，特别是专业人才的培养。政府相关部门应该

将人才培训纳入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组织有关人员进行休闲农业管理技巧、服务态度、风土人情等知识的培训，提升工

作人员诚信意识及行业规范水平，提高休闲农业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平。

6 总结

重庆市休闲农业处于健康发展阶段，已经形成良好态势，当然也存在一些阶段性问题，本文分析了重庆市休闲农业发展状

况、发展条件、发展模式以及国内外休闲农业发展经验，这对于进一步促进重庆市休闲农业的发展，更好地满足人们的休闲旅

游需求，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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