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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农家乐旅游模式及生态问题对策研究 

刘江海
1
 

(江西青年职业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3) 

【摘 要】：江西省在农家乐旅游项目开发和带动地区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形成了多种形式并存的农

家乐旅游项目。但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也给乡村的生态环境带来破坏。通过调研,我们依据

经营范围和管理模式两个维度对目前江西省农家乐进行梳理归类,分析当前江西省农家乐旅游项目的总体特点。从

农家乐旅游对乡村物理生态环境、生化生态环境和服务生态环境等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着手研究,试图探析生态问

题存在的内在原因。并从构建生态友好型农家乐旅游项目出发,在政府引导、监督等多方面提出了开发与经营管理

农家乐项目的对策建议,为农家乐旅游项目开发与经营管理者以及农家乐旅游研究者提供参考。 

【关键词】：农家乐 旅游 模式 生态问题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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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农家乐旅游是乡村旅游的重要环节,是以“吃农家饭菜、住农家房屋、做农家事情、享农家快乐”的体验农村生活的旅游形

式。发展农家乐旅游项目,有利于带动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增加农民收

入,改善农村生活条件。 

2013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美丽乡村,是要给乡亲们造福,不要把钱花在不必要的事情上,比如说

“涂脂抹粉”,房子外面刷层白灰,一白遮百丑。不能大拆大建,特别是古村落要保护好。国家农业部于 2013 年启动了“美丽乡

村”创建活动。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农家乐。农家乐旅游成为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重点。2015 年,国家旅游局开展创建

“金牌农家乐”,评选出 10000家“中国乡村旅游金牌农家乐”,各地积极响应,并以次为契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的环境治

理工作,深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作为中部地区的农业大省,江西省拥有独特的民风民俗,丰富的红色、绿色、古色、彩色旅游资源,逐渐成为沿海城市的后花

园,尤其是农村资源的吸引力不断增强。江西的农家乐旅游业起步较晚,虽然总体来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不严重,但是局部

地区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已初步暴露出来,在服务上也体现出诸多不足,影响了江西旅游业的整体形象。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江西要发挥后起优势,规范现有农家乐经营项目对生态的负面影响,高起

点谋划走好农家乐生态旅游之路。 

2 江西农家乐旅游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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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基于经营范围类型分类 

2.1.1“纯餐饮”型的农家乐。 

这类农家乐通常只提供游客的就餐服务,以农家菜、土鸡、土鸭、土猪肉和农家土灶等原生态绿色餐饮服务为卖点,基本家

庭经营模式。这类农家乐大多分布在旅游景区景点附近、前往景区的沿途或城市的近郊。 

2.1.2“餐饮+民宿”型的农家乐。 

这类农家乐以住宿服务为主,融入农家文化和现代时尚元素,主要突出民宿和乡村生态养生。这类农家乐大多分布在景区附

近或风景较好的依山傍水区域,例如婺源的民宿分布最为广泛,三清山、庐山、井冈山、梅岭附近区域的民宿也较多。 

2.1.3“纯采摘型”或“餐饮+采摘”型的农家乐。 

提供特色水果或蔬菜采摘服务,例如草莓、橘子、西瓜、蔬菜等,游客可以自己摘菜购买带回,也可以自己现场烹饪制作,这

类农家乐以休闲采摘的体验与参与为卖点。这类农家乐大多为利用区域种植资源优势开展的,项目分部也相对集中。例如湾里的

葡萄采摘、南丰的蜜橘采摘、柴桑的桑葚采摘,等等。 

2.1.4“农事体验+观光+娱乐”型的农庄或综合产业园。 

这类农家乐大多为公司制综合型旅游项目,区域相对独立闭合,例如景德镇的向阳公社农家乐、新余的渝水区芦茅沟山庄、

吉安的泰和蜀口人家乡村生态旅游休闲农庄等都属于这一类。 

2.2基于经营管理模式分类 

2.2.1“自主、分散”的模式。 

这种模式门槛相对低,农民利用少量资金来改造自家的房屋和院落,为游客提供休闲娱乐和就餐服务。在这种模式下,以农户

家庭为单位,分散经营,农家乐所有权和经营权为农户所有,自负盈亏。这类经营模式在数量上占主体。 

2.2.2“农户联合经营”的模式。 

这种模式是在某一农家乐或政府的带动下,紧邻农户自愿联合、形成农家乐联合体。在联合经营中统一进行宣传,拓展消费

市场,共同分享客源信息,避免恶性竞争,提升本地区农家乐的影响力,提高与周边市场的竞争力,获得更多的农家乐旅游客源,促

进整体脱贫致富,比较典型的是井冈山市茅坪乡神山村。 

2.2.3“承包租用”的模式。 

这种模式是由当地或者是外部资金拥有者通过租用农户房屋土地或承包集体山地等方式,对农村资源进行统一规划和建设,

形成农家乐旅游项目,农户通过收租金获得收益,但不享有对农家乐的经营管理权。这一模式在目前占有一定比例。 

2.2.4“合作社+集体+农户”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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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模式是由合作社、集体和农户三方形成的经济联合体进行统一管理。通过租用村集体山林、土地等资源开发农家乐项

目,利用本地绿色资源、旅游资源、人文资源等鼓励村级组织成立农村各种股份合作社,以“合作社+集体+农户”的方式,集体流

转农户的承包耕地、山地等资源进行土地整理,连片开发,以租赁或股份合作形式给农业企业,在保障农民财产权益的前提下,使

村集体在土地租金级差和分红中获得集体经济收益。例如新余仙女湖区欧里镇的昌坊村。 

3 江西农家乐旅游的总体特点 

目前,江西全省农家乐旅游项目众多,已经形成了不少成规模有影响的农家乐品牌,如江西凤凰山庄、安义绿都生态谷、浮梁

向阳公社农家乐、芦溪县仙凤三宝农业休闲观光园、新余渝水区芦茅沟山庄、万年县稻源生态农庄、鹰潭市金土地庄园、庐山

市三石饭店、抚州市东乡涵溪山庄、吉安市吉州区硕丰柚乡园等等是都市居民乐于选择的农家乐旅游去处。但更多的农家乐旅

游项目是“自主、分散”模式,且以“纯餐饮”型农家乐和“餐饮+采摘”型农家乐为主,绝大多数农家乐开发者为农村居民,依

靠宅基地区位优势模仿农家乐经营模式,缺乏创新,项目凌乱,没有整体规划。服务项目和内容照搬复制,大多都是吃农家饭、摘

农家菜、喝自家茶,外加下棋、打牌、K 歌、钓鱼等形式,特色不明显,追求短期效益,存在低层次竞争,对周边的生态环境影响也

较大,需要进一步规划引导提升。 

4 江西农家乐旅游的生态环境问题 

4.1物理生态环境问题 

在农家乐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景区建设和旅游服务设施的建设过程中,为了节约成本,往往不经过科学论证,直接进行粗

放式开发建设,造成了许多不可挽回的资源毁坏,如对植被的破坏、对树木乱砍滥伐、地形的改变,等等。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

违规修建道路、娱乐设施,新建饭店、民宿等住宿设施时随意开挖,或者盲目扩大旅游区域范围,修建过多的人造景观。我们在考

察中发现不少农家乐住宿设施未依山就势,直接推平斜坡、直接砍掉大型树木的随处可见,对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建设性破坏,造

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有些农家乐由于是独立经营,缺乏长期投入和经营理念,新建的建筑在风格和色彩上与周边的建筑、自然、人文景观不协调。

还有一些经营者对名胜古迹随意修葺翻新,甚至在古建筑上安置空调机柜等电器设备,内部铺设人造大理石、地砖,人工修整痕迹

明显,导致景观的不协调,破坏了景观的完整统一,大大降低了美学功能。 

4.2生化生态环境问题 

4.2.1土壤环境的污染。 

农家乐的发展对当地土壤的破坏主要表现在:车辆和人员的来往导致表土流失,土壤被侵蚀的几率大大增加,破坏了植被的

生长环境,造成植被枯萎死亡;部分游客在旅游途中随意丢弃垃圾,任意搭建帐篷,乱挖乱采现象严重,破坏了活动区域的土壤;农

家乐经营者为了节约成本,没有建设垃圾清理系统和污水处理系统,垃圾随意堆放、直接将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排放到土地中,导

致土壤污染。 

4.2.2大气环境的污染。 

许多农家乐在经营过程中,为了节约成本选择便宜的燃料,如柴火、煤炭等,而且用量大缺乏废气处理设施设备,导致大量的

废气污染。有不少农家乐标榜以农家“土锅土灶”为特色,有些还给游客提供野外烧烤服务,产生大量的浓烟污染大气。因为要

砍烧大量树木,破坏了当地的植被,大大降低了对二氧化碳等废气的净化能力,游客生活产生的垃圾选择就地焚烧,对空气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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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严重。 

4.2.3水体环境的污染。 

大部分农家乐没有科学的排水、排污处理系统,在经营过程中将污水直接排入河中和土地中,造成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污染。

而当地居民尤其是山区居民大多是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容易造成饮水安全。在旅游旺季,游客量大,生活垃圾及污水排放过多,

破坏更为明显。另外,有些不文明的游客直接将垃圾扔向水中,也会导致沿河的水体遭受污染。 

4.2.4生物物种环境的污染。 

当前农家乐旅游的经营过程中,由于缺乏相应的规划和法制约束,游客不文明行为和经营者砍伐及捕猎活动频繁,导致农家

乐区域内及附近的植物和动物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于植物来说,要面临踩踏及游客不文明行为带来的影响。有些野外用

火使地表植物被焚烧,还常常引发火灾,造成更大范围的生物遭受到危害。对动物而言,有些农家乐经营者为迎合游客需求,捕猎

野生动物,导致物种减少,生物链受到影响。 

4.3服务生态环境问题 

农家乐旅游管理人才欠缺,经营者没有经过系统培训,管理水平不高,服务理念缺失。大多数农家乐都是家庭式夫妻店,从事

农家乐旅游活动的经营人员的文化层次偏低,农民本身既是管理员又是服务员,旅游旺季时也基本是从乡村聘请留守的大姐和阿

姨做临时帮工。限于农家乐经营主体文化水平和服务意识,整体服务水平不高,服务意识薄弱。有些缺乏长远意识和规范经营理

念的农家乐经营者甚至通过宰客等违法行为来获取经营收益,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农家乐旅游在游客心目中的形象。游客对提升服

务与管理水平的需求迫切。 

5 建设生态友好型农家乐的对策 

5.1加强政府引导,注重整体规划 

目前,不少农民开办农家乐依然紧盯短期经济效益,缺少远期规划的意识和能力,乱砍乱伐现象严重,服务品质也不稳定。要

培养农家乐经营主体的环保意识,着眼长远,让他们认识到农家乐的吸引力源自于保护完好的生态环境,离开了绿水青山,农家乐

就失去了长久的发展后劲。尤其是对一些农家乐旅游发展具有一定规模的乡村,应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农家乐的发展制定科学的

规划,以“生态优先、结构合理、特色突出”作为农家乐项目开发的基本要求,做好区域规划。引导各地区根据自身特色合理布

局,做好旅游发展规划,保持农家乐旅游项目与所在区域的整体性和可持续发展。 

5.2做好宣传,加强环保教育 

环境保护要从环保意识着手,使包括农家乐旅游经营者、农家乐从业人员、农家乐的游客以及农家乐区域所在地的居民在内

的相关人员能够自觉维护生态环境。印制发放免费的宣传册倡导绿色生态旅游开发,通过生态保护宣传与教育使农家乐旅游参与

者能够充分认识到环境保护的必要性。针对破坏生态的行为定期进行曝光,起到警示教育的作用。地方政府要指导农家乐项目经

营者设立宣传牌和标语等倡导低碳环保的理念,最大限度地引导游客的旅游行为。对农家乐区域居民展开教育与宣传工作,综合

提高村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规划发展一批农家乐生态保护示范项目,做好宣传,突出生态友好的导向。从生态文明的高度出发,引

导农家乐项目坚持走生态友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5.3规范建设,加强生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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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乐旅游项目中各种建筑、住宿设施要与周围环境相协调,体现地方原本特色。建筑使用的材料要符合环保要求,充分利

用可再生的生态能源,如光能、水能、风能、沼气能等资源及雨水循环再利用等,最大限度地降低农家乐经营活动对环境的污染

破坏。 

加强农家乐环境污染防治执法力度,确保执法到位,落实责任追究制度。采用随机抽查的方式对执法人员监督不力给予严惩,

保证执法质量,包括对农家乐经营前后和经营过程中的监督。对影响生态的项目和行为坚决叫停,明确责任范围,保证规划的有效

落实。利用先进的环境监测仪器对农家乐旅游区进行环境监测,定时通报监测结果,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审计,把握环境承载

容量。包括水、土、空气等环境的质量状况,资源回收利用情况,垃圾无害化处理的数量,环境卫生容器如垃圾箱、废物箱的保有

量和使用情况,厕所种类及数量、位置、档次及使用与管理等信息,收集并形成环评的资料和环境质量报告。 

5.4创新机制,构建智慧评价和推荐平台 

网络信息技术的使用已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人们越来越习惯于从网上进行购物,线上选择、线下体验、线上评价已成

为常见的消费流程。农家乐旅游项目经营者也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积极借助客户端,在运营中推出农家乐线上营销模式,引导并

为客户提供网络下单服务,然后前往线下区体验农家乐。政府部门可以以此为契机,打造地方农家乐采购服务平台,同时开启客户

评价窗口,把环境友好型农家乐旅游项目作为优先推荐的目的地,以此引导农家乐经营者关注对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护。 

5.5兼顾共赢,构建生态保护和补偿机制 

在农家乐旅游开发与经营过程中,环境污染问题是必然存在的。只要有游客活动,就难以避免地产生生活垃圾,农家乐旅游区

也必然要承受一定的生态压力。如果处理措施不到位,其自身生态环境就会遭到严重破坏。此外,在追求短期经济利益也容易忽

视环境保护,从而导致生态环境的污染问题出现。客观地讲,开发农家乐旅游和保护农村环境间存在着矛盾统一的关系。如果开

发与管理的不得当,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的破坏,农家乐项目就失去了吸引游客的优势,或者是过分重视短期的效益,而给生态环境

带来很大的破坏,使资源失去长久发展的动能;如果要求农家乐经营者过分侧重生态保护,限制项目的发展,经营者的积极性就会

下降,导致服务质量难以跟上。只有农家乐旅游项目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各地可以结合实际

情况推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调动农户、农家乐经营者的积极性,引导社会各方参与到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中来,既保护了环境,

又能保持农家乐经营者的持续动力。 

5.6完善制度,引导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可以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让公众知道自己有权参与有关环境保护政策决策过程,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能对政

府、企业及其他组织影响生态环境,破坏自然资源的活动进行监督,并且能够有效的参与进来。加大环境监测信息的公开化,拓宽

社会公众参与的途径和方法。可以通过建立环境公益诉讼损害赔偿制度,鼓励农家乐区域内及附近的居民与民间的环境保护组织

参与农家乐区域的环境监督,促使农家乐的经营管理者合规合法经营与管理,自觉保护区域环境,使农家乐旅游项目能够更加健

康地发展。同时,政府可以拓宽农家乐救济的方式,为农家乐区域的农户提供有效的环境权益受侵害的救济平台,更好地保护农户

的环境权益。可以通过建立环境污染法律援助站、建立环境纠纷仲裁制度,建立居民环境维权组织,以此调动区域居民参与环保

监督的积极性。还可以建立网上申诉与曝光平台,多途径维护农家乐旅游区的生态环境,提高环境污染的成本,使农家乐环境问题

得到有效的解决。 

5.7培养人才,构筑人才高地 

农家乐旅游项目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培养是关键。但在目前来看,高层次管理人才十分缺乏,大多数农家乐

经营模式决定了其从业人员素质相对较低,服务水平相对不规范。基于此,江西省应该加大区域人才培养力度,可以成立农家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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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训中心,对农家乐从业人员进行培训。可以鼓励高校或科研单位成立公益性的帮扶组织,帮助农家乐从业人员提升服务意识,

规范服务行为,从整体上提升农家乐的服务质量和形象。把农家乐经营者培养成善于经营管理,具有现代经营理念,掌握营销知识

和服务技能的应用型人才,进而推进江西省农家乐旅游的进一步发展。另外,省内高职院校和应用型本科学校可以开设农家乐经

营管理专业,培养农家乐旅游开发运营管理专门人才,不断充实区域内农家乐产业人才队伍。也可利用自身专业优势开设人才培

训班,将农村实用人才培养与农家乐从业人员培养相结合,不断提升农家乐旅游项目在开发、管理、经营和服务等方面的整体水

平。 

6 结语 

本文在前期对江西农家乐旅游的基本类型和存在的生态问题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政策层面提出了生态改善的对策,相对比

较全面,但也存在描述不够细致的局限。限于我们目前考察的样本数量,虽然具有一定代表性,但还不足以覆盖全省大多数农家乐

旅游项目,梳理的结果并不一定能适用其他农家乐旅游项目。另外,生态文明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概念正式提出时间较短,我们对生

态友好型农家乐的研究也还处在前期探索阶段,尤其是在生态响应机理方面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因此,对不同地区农家

乐旅游项目与其所在生态环境间存在的相互影响的机理还需要通过更多的调研来进行横向对比,并做进一步研究。我们希望以此

推动基于生态保护的农家乐旅游项目开发与经营管理的规范性政策出台,探索出生态环境友好的农家乐旅游项目开与发运营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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