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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休闲农业非假日经济发展路径探析

郭双庆，刁 兵，朱世桂，崔 峰，殷志华/江苏省南京市农业委员会

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休闲农业发展势头迅猛。2017 年江苏休闲观光农业综合收入超 420亿元，

江苏休闲农业综合发展指数列全国第一。南京市 2017年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游客人次达 2000万人次，综合收入 57亿元，

休闲农业呈现出发展加快、布局优化、质量提升、领域拓展的良好态势。然而，在休闲农业总体发展形势良好的背景下，假日

经济和非假日经济的不平衡性成为困扰南京休闲农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共性“痛点”。

一、休闲农业“非假日经济”问题的提出

假日经济是指人们利用节假日集中购物、集中消费的行为，带动供给、带动市场、带动经济发展的一种系统经济模式。假

曰经济具有的空间特征是流动与聚合，包括人流、物流和资金流，其最显著的表现是在周末或法定节假日等较短的特定时间内

集中了大量的客流，而在非周末或非法定节假日等较长的时间内又无法吸纳足够的客流。假日经济热闹的背后，也带来其他交

通拥堵、服务标准降低、客户体验感削弱等负面问题，以假日短期高密度消费，即便拉动短期收益，但从长期看，并不利于旅

游地生态均衡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没有带来多赢的结果。当前我国己经进入大众消费时代，打破假日经济与非假日经济的界限

和不平衡性，提出并解决“非假日经济”问题，发展休闲经济与休闲产业成为必然。

休闲农业是指以农业为基础、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为场所，贯穿农村一、二、三产业，融生产、生活、生态和文化功能

于一体的一种新型产业形态和消费业态。发展休闲农业，引导人们到广阔的乡村去，将农村打造成人们休闲的主阵地，把人们

从“假日经济”的拥堵与粗放消费中解脱出来，使休闲农业耦合于文体娱乐、旅游度假、健康养生等，提高休闲农业竞争力和

附加值。发展休闲农业“非假日经济”，可以促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成就一系列农业休闲娱乐、旅游度假、文化创意产

业。直面休闲农业“非假日经济”问题与原因，提出如何通过政府有效的引导和合理的制度安排、企业的产品创新和市场运作、

行业部门间的协同合作等途径，以此进一步吸引各类休闲农业和乡村游泳消费主体，提尚休闲农业综合竞争力和附加值，带动

乡村旅游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南京休闲农业非假日经济发展现状与现实挑战

近年来，南京凭借丰富的农业资源基础、独特的区位优势、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良好的政策环境，休闲农业不断快速发

展，己成为南京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农民增收、丰富市民休闲生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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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己有较大规模的休闲农业景点（区）500多个，先后涌现出江宁“金花村”、高淳国际慢城、浦口“珍珠村”、六合“茉莉村”、

溧水“五莓”等一批休闲农业典型；连续成功举办十三届“中国•南京农业嘉年华”；江宁区、高淳区、溧水区、浦口区成功创

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区；全市获得省部级以上荣誉的休闲农业景点近 50个。

当然，和所有休闲农业景点一样，不可回避的是南京休闲农业假日经济和非假日经济的矛盾非常突出。游客一周内出游的

高峰时间在周末，一年中出游的高峰时间在法定节假日，由此造成周末和法定节假日不少休闲农业企业游客盈门甚至人满为患，

而在非周末和非法定节假日不少休闲农业企业又“门前冷落鞍马稀”。如溧水区某现代农业园，双休日的游客量可达 4000〜

5000人/天，但在工作日则几乎无人问津。这种情况给休闲农业企业经营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两天打仗，五天休养”，忙的时

候一团糟，空间局促、人员紧张，无法为游客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甚至无暇顾及游客的体验；空的时候设施设备又大量闲置、

浪费，工作人员无所事事，企业经营成本加大。这种不平衡性，尽管主要以游客数量、游客花费、交通、就业等关键因素的波

动直接体现出来，实则会造成农业休闲旅游需求和供给的双重波动，如此恶性循环，最终结果是不少休闲农业企业既无法保证

假日期间的旅游接待，也无法维持平曰的旅游接待，企业经营效率低下、经营收入较低、亏本赚吆喝的现象明显，不利于南京

休闲农业健康发展。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除与所在区域农业资源条件、游客出游习惯和时间安排有关外，主要在于：一是政府的引导扶持作

用有待有效发挥。上级财政专项资金引导扶持的用于项目建设的资金较多，但用于休闲农业宣传推广资金不多，特别是直接用

于相关与乡村旅游消费者对接的系统性政策支持有待加强。二是企业客源市场定位不准。不注重细分市场的研究，东施效颦、

“眉毛胡子一把抓”，亦步亦趋，缺少对市场需求及其变化的关注，目标消费人群过于分散，特别是非假日经济的客户群体缺

少有针对性的项目开发，适销对路的项目和产品较少。三是产业融合度不高。休闲农业收入主要来自餐饮和门票，住宿和体验

等活动收入所占比例明显偏低。从产业链纵深方向的发展来看，休闲农业与文化、艺术、教育、体育等其他产业的融合程度明

显不足，往往只停留于简单的叠加，挖掘和融合深度不够，农业产业链条较短，体验类项目不丰富，游客停留时间不够，高附

加值产品较少。四是服务质量亟待进一步提升。从事休闲农业经营管理和服务的人员，大多仍是原来从事农业生产和管理、农

产品加工和销售的农民或个体工商户，未曾接受过专业、系统的培训，缺乏相应的管理经验和服务技能，整体素质偏低，服务

意识、服务态度较差，与游客的需求还有一定距离。

三、南京休闲农业非假日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结合休闲农业的产业特点及南京休闲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为进一步促进南京休闲农业非假日经济发展，本着政府引导、

企业运作、消费者买单的思路，多管齐下，多方发力。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切实发挥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作用，用好休闲农业发展的政策红利。第一，出台“以奖代补”及金融信贷等优惠政策。

市财政应每年统筹安排一定资金，通过以奖代补方式，支持休闲农业企业参与各级休闲农业示范点（区、园）的创建活动，打

造一批知名度高、运作和管理规范的休闲农业示范点与精品点；加大休闲农业宣传推广力度，增加财政资金用于宣传推广活动

和农业节庆的比例，通过以奖代补的方式，鼓励社会各界的力量向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集聚，提升南京休闲农业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将休闲农业纳入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休闲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南京市总体建设规划，并享受相关扶持

政策，给予休闲农业项目税费优惠，经工商注册的休闲农业企业，免征属于登记类、证照类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并落实促

进就业收费减免政策。对工商新登记的休闲农业企业，工商、税务、卫生、消防等部门免收办证费用。休闲农业企业用于宣传

促销的费用纳入企业经营成本，自产自销农产品、休闲农产品、创意产品免征税费。同时，鼓励金融机构为休闲农业发展提供

信贷支持，适当加大信贷投放力度，适度降低贷款准入门槛，通过大额农户贷款、生产经营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等形式，扶持

休闲农业企业的发展。对获得市级及以上休闲农业示范点的项目，金融机构要优先予以信贷支持，各级财政给予一定额度的贴

息扶持。第二，推出专题旅游线路，开通点对点直通车。针对休闲农业非假日期间的主要客源为老年人、全职妈妈与孩童的特

点，可考虑量身定制与开发“老年游精品线路”和“亲子游主题线路”，在此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加强与南京市农委、南

京市旅委、南京旅游集散中心、南京市公交公司、旅行社、社区服务中心等部门的合作，多方推动，开通点对点的直通车，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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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创新合作方式和盈利模式（由做“项目”转向做“平台”，打造区域性闭环旅游平台，进而产生各类边际效益），力争直

通车常态化运营，以此拉动休闲农业非假日消费市场。第三，将休闲农业纳入政府采购系统。扩大市级单位会议、培训定点选

择范围，试点将休闲农业园区纳入市级会议、培训定点单位，鼓励市级采购单位将会议、培训安排在符合要求的休闲农业园区

举办，旨在更好地发挥政府采购促进休闲农业企业发展的政策功能，进一步支持休闲农业的发展。为严肃财经纪律，有效防范

各种违规、违约现象，须出台有关规定，要求定点休闲农业企业不得乱收费、随意增加收费项目或变相提高会议场租、餐饮及

其他服务的价格标准，不得以各种理由拖延、推迟接待或无故拒接采购单位的会议、培训，不得为采购单位虚报参会（训）人

数、开会（班）次数或者为虚列会议、培训费用提供便利。否则，一经查实将取消其定点资格，并按照供应商注册及诚信管理

等有关规定，记入不良行为记录或列入供应商“黑名单”，情节严重的将予以公开曝光，并将履约和诚信情况作为下一期定点

采购的重要参考依据。第四，向市民发行“旅游惠民卡”或“乡村旅游微信红包”。为增加休闲农业景区在非周末和非法定节

假曰的客源，有效解决非假日期间休闲农业景区吃不饱、市民游不起的问题，可适时向市民推出并发放覆盖南京市主要休闲农

业景区的“旅游惠民卡”（年卡或次卡），可与市民卡或市公园年卡功能整合。还可利用微信红包功能，由财政资金补贴部分，

休闲农业企业让利部分，市民消费部分，每周定时举行手机摇一摇，获得乡村旅游红包活动，既宣传推广南京休闲农业景点，

又能有效拉动市民下乡旅游消费，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二是大力提升企业的运营水平，彰显休闲农业的创意和品质。首先，要做好“消费导向”大文章，关注社会人口结构的变

化及其对休闲农业需求的影响，深入研究不同类型、不同年龄人群特别是银发族（老年人）、时尚族（自由职业者）、全职妈

妈、亲子一族的消费行为、消费方式、消费结构的差异。其次，要结合休闲农业园区自身特点，针对非假日游客消费群体，重

点打造养老、亲子、婚庆、素拓、研学、团建、会议、节事等特色化、细分化、定制化、针对性的休闲项目、活动和产品，力

争形成“一区一品”、“一园区一特色”。第三，要把文化创意作为新的生产要素融入休闲农业，大力加强三产融合和延长产

业链，发展网络营销、在线租赁托管、食品短链、社区支持农业、电子商务、体验经济等多业态融合发展方式，不断催生农业

新产业。通过幵展休闲农业创意大赛，创意开发、文化提升，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提高农业加工、服务及文化附加值，培育

一批创意休闲农业品牌。第四，要确保农产品生产品质，积极推进以无公害农广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

为核心的“三品一标”工作，一方面满足休闲农业消费者对优质产品的需要，另一方面则为生产者提高了收益。第五，要努力

提升管理与服务水平，为游客营造舒适、整洁、卫生、温馨的环境，不断扩大客源和吸引回头客。

三是有效构建公共服务平台，打造休闲农业发展利益共同体和跨界合作平台。为有效规避节假日时间由于游客过多带来的

休闲农业园区旅游接待“疲于应付”的状况，而在非假日时间由于游客过少造成的休闲农业园区设施、人员闲置和浪费的局面，

可通过以下方式推动建立共享机制，实现有效的跨界合作。第一，采取股份合作制、合作制、股份制等多种组织形式，通过产

权明晰、利益直接、风险共担、机制灵活的制度安排，抱团取暖，打造休闲农业企业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第二，加强各

大旅行社、休闲观光农业协会、老年服务中心、户外（单车骑行、自驾游等）倶乐部、南京市农委、南京市民委、南京市旅委、

南京市教委、南京市公交运输公司、南京市旅游集散中心、长客集团、媒体广告商之间的合作，优势互补，共同组织客源，利

益共早，有效提尚休闲农业企业非假日期间的集客能力。第三，努力搭建创意休闲农业的公共服务平台，把创意设计、科技、

文化、艺术、教育、体育、养老等与农业相结合，整合社会各方资源，建立创意农业+模式，探索成立南京市休闲农业创意设计

中心、孵化基地等，组建跨界、跨部门、跨行业的专家指导团队，为全市发展创意休闲农业提供有效的信息、指导、培训、孵

化、推广等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