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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发展状况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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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工业大学，安徽 宣城 242000） 

【摘 要】：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对发展乡村经济，缩小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有着积极作用。

通过对安徽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促进安徽省乡村旅游业发展的合理应对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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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农村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中共中央对农村问题也越来越重视，中央人民政府在近些年发表的《第一号文件》

多次指出要发展壮大乡村新型服务业，拓展农民增收渠道，发展适宜当地的休闲旅游业，完善乡村旅游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响

应这一号召，安徽省人民政府专注于休闲农业的发展，努力建设经济繁荣并稳定增长、农民逐渐富起来强起来的美好安徽，并

在这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效。安徽省的乡村旅游业在规模上有逐步扩大趋势，发展速度喜人，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本文针对其

所面临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发展对策，期待改善安徽省各市县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不成熟的现状，推进安徽省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壮大。 

1 国内外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1.1国外发展现状 

20世纪 50年代，国外开始对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业进行研究，发展至今，同时休闲农业已成为世界潮流，德国政府将土地出

租给市民，市民在土地种植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作为商用，让更多的居民体验到朴素的乡村风情。法国则推出农庄旅游，城郊建

有休闲果园，供大家观光放松。荷兰则更加强调农业与环境的协调，荷兰牛奶花卉都在世界非常出名，更是有很多国家效仿荷

兰的农业发展。美国则是独家农业和观光牧业联合，在农产品的生产与消费之间架起桥梁。日本很早就开始研究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业，并以此得到了很大的收益。 

1.2国内发展现状 

中国休闲农业于 1990年开始发展，直到如今，国内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业已经开始全面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投入到休

闲农业中，并且得到了高收益，甚至带动了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国家也开始发布各种政策来支持休闲农业的发展，鼓励闲置

宅基地、荒地发展乡村旅游业。从 1949 年开始，国务院中央一号文件开始注重农村问题，但是到 21 世纪，国家开始将农村问

题更重点的放在休闲农业上，引导国内大力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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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徽省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安徽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连续实施多部指导农业旅游发展意见、年度规划等，深入贯彻中央文件精神，积极推进乡村旅

游与扶贫开发的有机融合，支持贫困区创新创业，以达稳定脱贫的目的；且 2017年安徽省休闲农业协会成立，为新农村建设及

经济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形成锦上添花。 

安徽省地处长江三角经济区，右接浙江、江苏沿海发达城市，连接人口大省河南，具有很强的地理优势。2018 年，生产总

值达 3000亿元左右，其中乡村旅游业 2018年旅游人数达 4.5亿，占据总 GDP的 10%。近年该省乡村旅游发展迅速，在 2018 年

国家乡村旅游评定的重点村落中，以黄山市黟县宏村为代表的重点村落共计 12个入选，入选数量位列全国第一。同时省内也评

出“安徽省优秀旅游乡镇”和“安徽省乡村旅游示范村”200多家。在周边乡村旅游环境上，已经拥有了合计 600家优秀民宿和

省级优秀旅游度假村。在交通方面上，公路汽车已经能够开往各个旅游村落。安徽省的乡村旅游发展带动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

同时，也为县区发展注入新动能，成为提高农村经济水平的强大抓手，对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具有重大意义。 

3 安徽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3.1乡村旅游业发展模式单一，定位不准确，没有特色 

大多数景区仅有观光旅游项目，缺乏其他乡村体验项目。游客住宿条件存在着档次和区域的不平衡，且不具备当地的特色，

无法令游客真正的满意。当地居民大多数没有融入到景区的发展中，很难将当地特有的风俗文化传递给游客，游客体验不到乡

村韵味。 

3.2政府收入分配不公允，补助标准不公开 

门票收入分配不公允。门票收入大部分为开发公司所有，剩余部分被政府收取作为其他用途。开发旅游业占据了居民的资

源，但是发放补贴不合理，使用的途径也未公开。这种不均衡的利益分配导致居民的生存压力大，影响居民对发展旅游业的态

度；不合理的政府补助政策导致贫富差距增大。例如《绩溪县文化旅游产业专项奖补资金实施细则》中提到，利用现在闲置房

产开发建设特色民宿的，每 1m2投资强度超 3000元以上，每个房间给予一次性 5000元建设补助，虽然这种政策促使大家将闲置

资产投入到旅游业中，但是有闲置资产的人得到补助，贫富差距增大；政府补助制度评判标准不公开易滋生腐败。据实践调查

得知，有些未达标的民宿却被评为金银民宿，从而获得相应的补助，导致其他民宿经营者心理不平衡，打击其提升服务质量的

积极性。 

3.3景区缺乏优质文创产品 

景区缺乏现代流行元素与当地传统文化、旅游文化相结合的特色旅游产品，难以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购物需求。现有旅

游特色产品缺乏创意、同质化严重、缺乏时尚感、品质低劣、包装简陋。产品贩卖地点装修简陋，销售人员服务质量良莠不齐。 

3.4景区宣传不到位，没有形成品牌效应，限制了消费市场的开拓 

景区多借助杂志、电视、展览会对景区做单一景点的宣传，缺乏景区特色活动、文化内涵的介绍，存在宣传效果薄弱、对

游客吸引力低的问题；景区品牌定位缺乏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形象，口号不响亮，难以提升知名度。例如天柱山风景区，作为

安徽省三大名山之一，知名度却远低于黄山与九华山，没有打出品牌效应，市场占有率低。 

3.5产业发展良莠不齐，缺乏引导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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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旅游业东风而起的产业，总是裹挟着多、杂、乱的属性，这也是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发展升级的必经瓶颈。从实践调

查来看，一是产业多却没有代表性，地域文化特色与优势发挥不完全，自身发展定位不清晰；二是行业内没有形成系统化的产

品体系，一些产品零散销售不成规模，没有统一质量标准的同时，价格也参差不齐，总呈现出门庭若市与门可罗雀的鲜明对比；

三是参与者自身素质和经验不足，伴随景区发展，愈来愈多之前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加入到旅游相关行业经营管理之中，由于

内部导向的局限性，经营效果不佳，游客体验感有待改善。 

4 安徽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应对策略 

4.1集多元化旅游模式于一体，增加游客的乡村旅游体验感 

乡村旅游业发展可在自身基础上增加多元模式，例如田园旅游体验模式注重当地政府和居民一同合作，在果园成熟的季节

推出游客采摘果子的乡村旅游活动，让游客通过自己的劳动摘取果实，切身体会到乡村的风土人情和当地农耕文化，体验返璞

归真，修身养性的生活；特色民俗体验模式强调居民结合当地的民风民俗，推出民间歌舞、民间技艺、等表演节目，让游客参

与到活动中来，与当地居民融于一体，深层次地体验当地的特色民风民俗；特色农家乐模式结合当下流行元素——民宿，当地

居民装修自己的房子后作为民宿提供给游客。游客在旅游期间从生活起居切身感受当地民俗文化。同时游客可以和居民一同去

菜园采摘新鲜食材，品尝当地特色美食。 

4.2公开门票收入的使用途径，并积极接受群众的监督 

政府在取得门票收入后，应该公开每年的项目使用情况，防止非法使用，同时提倡群众积极监督。评判标准合理且透明，

督促相关产业进行整改，奖金落到实处，推动产业发展。政府应该更多地支持潜力大却缺乏资金的居民，为其提供补助或者发

放贷款，帮助其进入旅游业，从而缩小贫富差距。 

4.3提高旅游产品质量，合理改善销售环境 

一是从旅游纪念品上深刻挖掘地域文化内涵。鼓励居民或商家设计、开发、售卖特色手工艺品，丰富产品的多样性，充分

了解消费者需求，考虑游客的审美标准和购物需求，针对不同细分市场客户设计不同类型旅游纪念产品，让游客的消费需求得

到满足。例如，徽派篆刻、印有景区文化元素的丝绸品、展现风景区美景的明信片、带有徽州特色文化元素的手机壳等。二是

将景区内现有特色不鲜明的文化产品进行改造，形成一系列带有主题特色的产品，赋予产品更加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改善产

品包装，提高产品质量，给游客提供独特且优质的纪念品，借助产品让游客领略地域的特色文化。三是改善特色产品贩卖环境。

将贩卖特色产品的店铺进行装修，形成与产品相对应的主题装修风格；改善销售人员服务质量，通过产品鲜明的特色和良好的

购物环境吸引游客。 

4.4多样化渠道宣传景区特色，打造区域品牌 

景区可以借助网络浪潮，重点进行线上宣传，扩大景区的知名度。策划高品质的内容，利用新兴的网络红人、抖音短视频、

微博大 V 等自媒体进行形象传播和产品宣传，激发年轻群体的旅游动机，为景区赢得更多的市场；可以结合自身优势与文化特

色，在景区内多举办特色活动，并邀请媒体到景区进行新闻造势；重视与邻省旅行社的合作宣传，搭建与游客之间的桥梁，保

证景区有稳定的客源，促进其稳定发展；积极开展与中小学、高校的合作，促进景区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推动景区传播地域特

色文化；重视挖掘当地特色文化，加强乡村旅游品牌建设，喊出与品牌形象相适应的旅游口号，打出景区品牌，提高景区知名

度与品牌影响力。 

4.5合理定位引导，促进产业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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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在农业旅游发展规划中，要发挥自身农旅结合产业上得天独厚的优势，锐化地域特色，实行差异化发展。针对地方特

色产品，相关管理部门可以适当介入，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达到规模经济化，进行统一管理。在当今大数据环境中，把握住地

区产业与互联网+结合趋势，形成创新业态产业集群。除此之外，地方可开展针对不同产业工作者的培训，提高回游率，促进农

业旅游衍生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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