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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发展分析及前景预测 

——以云南省为例 

王瑞雪 孙海清 朱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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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农业大学，云南 昆明 650201） 

【摘 要】：为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现代化农业体系,亟需对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协调发展状

况进行研究分析。以协同创新理论为基础,论文选取 2003—2017 年云南省农业与旅游业的相关数据,构建农业与旅

游业的指标权重系数与耦合协调度模型,通过GM(1,1)模型预测云南省农旅融合未来10年的发展轨迹,分析云南省农

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和未来发展路径。研究发现:云南省农业与旅游业的发展并不均衡,耦合协调程度

总体偏低,整体呈逐渐上升趋势,2003—2009 年处于中度失调阶段,2010—2014 年处于轻度失调阶段,2015—2017 年

两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尚处于调和协调阶段,云南省农旅亟待进一步融合,预测表明 2018—2027 年两产业耦合协调度

处于稳步上升阶段。基于研究结果,提高农旅良性耦合协调发展,需丰富农旅产业内涵,加强人才培养力度,延伸产业

链,加强政府引导,健全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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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一、二、三产业融合是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产业融合不仅能降低发展成本,还能够提高工作效率。

农业与旅游业产业融合发展,不仅有利于构建现代化农业经济体系,加快传统农业结构优化升级,也有利于发展现代服务业,增强

旅游产业的多样性和旅游业产业链的延展性。 

20 世纪 80 年代,产业融合起源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行数字技术研究时导致的产业交叉,并逐步衍伸至各学科的融合研究,

近年来我国关于农业与旅游业融合研究逐渐兴盛。目前国内文献关于农业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发展的研究较为丰富,不仅从产业融

合的角度对农业与旅游业进行了定性研究,还于多视角下从多种农业模式角度对二者融合机制进行了定量研究。如从创意农业的

角度探索与旅游产业的融合路径研究,并构建了创意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模式图[1];基于生态经济视角探索了农业与旅游业

的驱动力,提出了农业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策略等[2]。同时,将产业融合理论与实践进一步结合,分析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进程,并探

索了田园风光、乡村生活、农业科技三大类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构建[3]。张白平和彭瑛[4]通过研究黄果树景区的现状,探索了“政

府+农户+景区”式的农业与旅游业的发展模式。 

与此同时,关于农业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发展的动态研究也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周蕾等
[5]
通过分析四川省农业和旅游业

发展的耦合状况,构建了耦合协调机制及评价指标体系。孔庆书等[6]通过数据包络法探索了休闲旅游农业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综合效益。钟真等[7]通过描述性统计研究,认为外来工商资本投资比重对村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效益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

王中雨[8]通过耦合协调度分析,指出了河南省休闲农业中农业与旅游业一直处于低耦合协调度等级。陈文[9]通过对舟山地区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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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旅游业发展现状的实证研究,提出了推动良性耦合的改进措施。王丽芳[10]通过对山西省农业与旅游业的动力机制及发展路径探

析,对其提出了政策性的建议。以上研究主要以耦合协调度模型的构建对农业与旅游业的耦合现状进行描述性分析为主,多数研

究直接对耦合协调分析结果进行解释,缺乏对未来农业与旅游业协调发展模式的深入探索。本文通过分析农业与旅游业的耦合协

调发展机制,以云南省为例,从时间序列的角度动态地分析2003—2017年云南省农业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发展的情况,通过GM(1,1)

模型对云南省农业与旅游业未来融合发展路径进行预测,并根据整体协调度偏低的结果针对云南省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提

出新型发展模式,以期促进云南省农业与旅游业的优化升级。 

1 研究数据与方法 

1.1云南省农业与旅游业整体发展概况 

云南省气候类型丰富多样,有高原气候区、南温带、中温带、北亚热带、中亚热带、南亚热带、北热带 7 个气候区,不仅适

宜种植多种农作物和经济作物,还有利于旅游业的发展。截至 2017年,云南省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达 120.94千公顷,农业总产值达

3808.84 亿元。2001—2010 年,云南省加快农业“走出去”步伐,促使全省农业向产业化、集约化、效益化发展,2017 年,云南省

推出《关于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的指导意见》,将“以农为本,三产联动”提上日程,通过产业融合建设农业产业园、观光旅

游等。2017年云南省乡村旅游接待游客 1.8亿人次,总收入达 1600亿元,据此直接从业人员累计达 46万人,间接就业人员达 135

万人,直接带动了 18 万贫困人口脱贫,320 个乡村旅游村实现脱贫。近几年来,旅游业强大的辐射力量涌入农村,农旅融合新业态

促进了两产业飞快地发展。 

1.2理论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改进的协同创新理论展开研究。协同是战略管理的鼻祖安索夫于 1965 年提出的概念,主要指企业间的资源共享与

价值创造关系,后发展为协同创新理论,广泛应用于探索跨部门、跨单位、跨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中,形成新的链状结构,推动资

源优化配置。基于此,本文将改进的协同创新理论应用于跨主体、跨产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中,形成新的产业耦合关系,发挥更大的

能量。农业是支持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性产业,是我国人民赖以生存的基础。旅游业是以旅游资源为凭借,为游人提供“行、

游、住、食、购、娱”的综合性服务业。农业与旅游业的发展必然存在一定的融合性,二者在合适的时间与地点相辅相成,催生

出一批农业旅游业新业态,如休闲农业旅游、乡村旅游、农业产业园旅游等,有助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发展多样化旅游、延伸

产业链,不仅推动健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或隐性失业者的重新就业问题,也为一成不变的旅游业注入新鲜

活力。 

1.3实证研究方法 

1.3.1熵值法 

为更精确、更客观地解释农业与旅游业体系的指标,本文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再通过熵权法来确定指标体系的

权重。 

(1)原始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由于选取的原始数据的量纲不同,正逆指标的意义也不同,所以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将原始指标数据归一化到区间

[0.2,0.8]内,其中ymax表示所需映射区间的最大值,ymin则表示所需映射区间的最小值,maxxij表示原始数据中的最大值,minxij表示原

始数据中的最小值,而 表示原始数据无量纲化后的标准化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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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指标表示数值越大越好,因此,若所取指标为正向指标,则用式(1)表示: 

 

逆向指标表示数值越小越好,因此,若所取指标为逆向指标,则用(2)式表示: 

 

(2)各指标权重的构建。 

为减少人们主观地对指标赋权带来的误差,选取熵值法构建指标权重系数 αi 的值,熵值法可以根据各指标的现实情况,利用

熵对各个指标进行客观加权。其中,Pij表示第 i年第 j项指标的指标值权重,Ej表示第 j项指标的熵,Wj则表示第 j项指标的权重,

可用公式表示为: 

 

其中,各指标权重 Wj构建的矩阵即为权重系数αi的值。在农业系统中,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和粮食产量的

权重系数较大,即对农业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影响相对较大;在旅游业系统中,旅行社数量和旅游院校数的权重系数较大,说明其

对旅游业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影响相对较大。 

(3)综合发展指数的计算。 

将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后,与指标权重的乘积求和得出各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农业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 A(x)和旅游业系统的

综合发展指数 T(y)可用以下公式表示: 

 

1.3.2耦合协调模型 

耦合原指物理学中能量从一种介质传播到另一种介质的过程,现常用来表示两个或多个系统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黄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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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丹[11]认为系统间的耦合作用会使系统间的无序状态转向有序状态,从而达到系统间的融合。王丽芳等[12]认为耦合度可以用来表

示系统间的协调程度,耦合协调度越高,系统间的相互渗透程度越深。耦合不仅包括系统间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良性耦合,还包

括相互摩擦、彼此抑制的恶性耦合,本文研究的农业与旅游业系统间的耦合协调作用主要指良性耦合,即整个系统熵值逐渐减小

的过程。建立农业与旅游业的耦合度模型为: 

 

式中:C 表示农业与旅游业系统间的耦合度,取值范围通常为[0,1][13]。一般情况下,可根据 C 值的大小判断耦合程度,当

C∈[0,0.3]时,云南省农业与旅游业体系处于低度耦合阶段;当 C∈(0.3,0.5]时,云南省农业与旅游业体系处于拮抗阶段;当

C∈(0.5,0.8]时,云南省农业与旅游业体系处于磨合阶段;当 C∈(0.8,1]时,云南省农业与旅游业体系处于高度耦合阶段。 

为进一步探究整体协调发展效应,本文在了解云南省农业与旅游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引入了耦合协调度模型,如

公式(9)所示: 

 

式中:D 为耦合协调度,C 为已求出的农业与旅游业的耦合度,T 为产业融合系统的综合协调指数,λ、μ 为待定系数,A(x)和

T(y)分别为农业系统和旅游业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根据农业与旅游业是相互渗透、交叉融合的特点以及云南省农业与旅游业

对本省经济发展的影响地位,本文将待定系数λ、μ分别赋值为 0.5、0.5。根据公式所求的耦合协调度 D值的大小,可将系统间

的耦合协调度划分为几个等级,如表 1所示。 

表 1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体系 

耦合协调度 D 耦合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度 D 耦合协调等级 

0.00～0.10 极度失调 0.50～0.60 初级协调 

0.10～0.20 严重失调 0.60～0.70 中级协调 

0.20～0.30 中度失调 0.70～0.80 良好协调 

0.30～0.40 轻度失调 0.80～0.90 优质协调 

0.40～0.50 调和协调 0.90～1.00 极度协调 

 

1.3.3GM(1,1)模型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邓聚龙教授[13]创立了灰色系统理论,该理论以不确定性系统为研究对象,推演多种系统的运行规律。

灰色预测基于灰色系统理论建立,通过研究原始数据预测未来发展趋势。为克服单一化模型的局限性,提高灰色模型预测精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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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采用改进的 GM(1,1)模型,对灰色方程进行组合优化[14]。具体步骤如下: 

(1)建立累加生成数列。 

设原始数据的时间序列为[X0(1),X0(2),…,X0(n)],其中 n 表示原始数列有 n 个观测值,通过对原始数列的一次累加(1-AGO)

形成新的数列[X1(1),X1(2),…,X1(n)],将凌乱的、无规律的原始数据进行规范化处理,则 GM(1,1)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式中:参数α为发展灰数,参数μ为内生灰数。 

(2)构建预测模型。 

构建 GM(1,1)的矩阵 B,通过 B矩阵采用最小二乘法求解参数向量ξ(其中 ),求解公式为ξ=[BTB]-1·BT·Y,据此得到

预测模型: 

 

(3)预测具体步骤。 

根据已知 GM(1,1)模型预测未来一个新的值,剔除原始数列年度最久远的一个数据后,利用新值补充数列,不断地利用模型新

旧更替,直到达成预测目标。 

(4)精度检验。 

通过系列原始数据减去还原数据的差值与原始数据的比值,即用公式 进行模型的拟合精度检验。当平均误差值

|ε(k)|<0.1|时,则认为达到较高要求;当平均误差值|ε(k)|<0.2 时,则认为达到一般要求,否则需要引入残差序列对公式进行

修正。 

1.4指标体系设计 

农业与旅游业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结合数据的科学性、可得性原则,为充分、客观、全面地反映云南省农业与旅游

业的发展水平及融合程度,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指标的选取与构建,并对各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运

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系数,进而构建云南省农业与旅游业的耦合度模型及耦合协调模型。 

选取指标主要基于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动力机理,既反映农业与旅游业的产业内涵与发展特征,又能满足研究需要。农

业与旅游业两大系统体系囊括的要素错综复杂,本文指标设置主要包含两产业的资源禀赋、经营规模、经营效益与资源利用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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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17]。 

根据以上原则,借鉴已有的理论基础,构建了云南省农业与旅游业两大产业子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如表 2所示。农

业系统包含的 9 项指标中,第一产业总产值、农林牧渔总产值、粮食产量指标反映农业的经济产出,第一产业从业人数指标反映

农业的就业支撑,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耕地有效灌溉面积和农业机械总动力指标反映农业现代化的投入及农业资源利用率,农村

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指标作为对反映农业经营效益的补充。旅游业系统包含的 9项指标中,国内旅游收入、国内

旅游人次、国际旅游收入、海外旅游人次等指标反映旅游业的资源禀赋及旅游吸引效应,旅游企业营业收入、旅行社数量、星级

饭店数等指标反映当地旅游业的接待能力与服务质量,旅游企业从业人员和旅游院校数指标反映旅游业的发展规模与质量。 

1.5数据来源 

表 2云南省农业与旅游业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权重 

子系统 评价指标 权重 子系统 评价指标 权重 

农业 

第一产业总产值/百万元 0.0533 

旅游业 

国内旅游收入/亿元 0.0592 

农林牧渔总产值/亿元 0.0536 国内旅游人次/万人次 0.0549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0.0606 国际旅游收入/亿美元 0.0541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元/人) 0.0668 海外旅游人次/万人次 0.0494 

第一产业从业人数/万人 0.0587 旅游企业营业收入/万元 0.0313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千公顷 0.0614 旅行社数量/家 0.0648 

耕地有效灌溉面积/千公顷 0.0516 星级饭店数/家 0.0514 

农业机械总动力/万千瓦 0.0581 旅游企业从业人员/人 0.0198 

粮食产量/万吨 0.0672 旅游院校数/所 0.0824 

 

农业自身具备的资源禀赋及旅游业具备的强大的产业助推力,促使两产业相辅相成、互促发展,根据其各自的特点,按照科

学、可得、全面等数据选取原则,本文所有的数据均来源于 2004—2018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云南统计

年鉴》、2004—2017年的《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04—2005年的《云南旅游年鉴》和《2018年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及云南省农业局官网的数据,全文数据及运算都遵循科学性、客观性的原则进行选取及构建。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系统的综合水平呈上升发展趋势 

基于标准化原则运用公式(1)、(2)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根据公式(3)～(5)计算各指标的权重系数,在此基础上,通过公

式(6)～(7)计算农业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 A(x)和旅游业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 T(y),如表 3所示。由计算结果可知,2003—2017年

云南省农业与旅游业的综合发展指数均呈稳定上升的趋势,但总体上农业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比旅游业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上

升趋势大,其中,2003—2007年,与旅游业相比,农业综合发展指数较低但呈现逐渐上升趋势,这是由于2003—2004年,云南省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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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非典”和“禽流感”的冲击期。2005 年,云南省委、省政府根据旅游业现状作出了“二次创业”决策,使得云南省旅游业的

综合发展水平在 2006 年有了明显回升。而云南省农业规模较小,作为农业的主力区域坝区规划程度较低,农业产业化程度较低,

且 2003 年始,我国农业产业化结构调整进入第四阶段,正式实施《土地承包法》,推动建设大型粮食基地,稳定了农作物生产,且

云南省农业的综合发展水平在 2007年实现幅度回升,如图 1所示。这是由于 2006年始,我国全面落实了农业税,政策的稳步实施

推动了农业的健康发展。2008—2017年,云南省农业的综合发展水平逐渐高于旅游业的综合发展水平。2007年,云南省农业厅与

云南省财政厅联合颁布了《云南省 2007年度省级财政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专项实施方案》等,此后,云南省农业开始向规模化、机

械化迈进,工商资本等开始如雨后春笋般下乡。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既给云南省旅游业发展带来了机遇,也增加了挑

战,2008 年旅游业过度开发、交通欠佳、恶性低价竞争等问题层出不穷,致使 2009 年云南省旅游业的综合发展水平小幅度下降,

因此,云南省旅游局等联合制定了《云南省旅游业发展十五计划与 2020年远景规划纲要》,继续加强实施“七彩云南保护行动”,

促使云南省旅游业的综合发展水平有所提高,但后期出现的市场秩序混乱等问题给云南省旅游业带来了新的冲击。 

表 3云南省农业与旅游业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 

年份 A(x) T(y) C T D 耦合协调度等级 

2003 0.108 0.116 0.4997 0.1118 0.2364 中度失调 

2004 0.122 0.133 0.4995 0.1274 0.2522 中度失调 

2005 0.132 0.136 0.4999 0.1337 0.2586 中度失调 

2006 0.129 0.151 0.4985 0.1402 0.2644 中度失调 

2007 0.144 0.157 0.4995 0.1503 0.2740 中度失调 

2008 0.168 0.167 0.5000 0.1675 0.2894 中度失调 

2009 0.192 0.156 0.4974 0.1741 0.2943 中度失调 

2010 0.204 0.202 0.5000 0.2032 0.3187 轻度失调 

2011 0.246 0.218 0.4991 0.2325 0.3406 轻度失调 

2012 0.294 0.233 0.4966 0.2636 0.3618 轻度失调 

2013 0.328 0.253 0.4958 0.2905 0.3795 轻度失调 

2014 0.357 0.262 0.4940 0.3095 0.3911 轻度失调 

2015 0.377 0.275 0.4938 0.3258 0.4011 调和协调 

2016 0.395 0.299 0.4952 0.3467 0.4144 调和协调 

2017 0.409 0.334 0.4974 0.3718 0.4301 调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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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03—2017年云南省农业与旅游业综合发展指数和耦合协调度趋势图 

2.2系统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逐渐协调发展 

由公式(6)～(10)计算得出云南省农业与旅游业的综合发展指数及系统间的综合协调指数 T、协调发展的耦合度 C 和耦合协

调度 D,如表 3 和图 1 所示。可知虽然云南省的农业与旅游业都在不断发展,但二者的发展步调不一致,云南省农业与旅游业的耦

合度 C 一直处于拮抗阶段(C∈(0.3,0.5]),始终在 0.4938 到 0.5000 之间徘徊,未能达到良性耦合。说明云南省农业与旅游业两

大产业各自发展、严重脱节,未能实现优势互补。如表 3和图 1所示,云南省农业与旅游业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由 2003年的 0.2364

上升至 2017 年的 0.4301,其耦合协调关系由中度失调转变为调和协调,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得到显著提高。总体看来,其

耦合协调发展状况主要分为三大阶段:2003—2009 年的中度失调阶段,2010—2014 年的轻度失调阶段,2015—2017 年间处于调和

协调阶段,初步表明云南省农业与旅游业系统增加互动,优化整合,逐步向协调方向发展。2010 年随着农业产业化的推进,云南省

农村龙头企业的引进,带动了休闲农业的发展,使得系统耦合协调发展从中度失调转变为轻度失调,耦合协调度稳步增长,云南省

农业与旅游业向着互促互进、相互配合的良性方向发展。 

2.3未来耦合协调度发展延续逐渐协调的趋势 

基于 GM(1,1)灰色预测模型,借助 Matlab软件,选取云南省 2003—2017年农业与旅游业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作为分析数据,

通过已知数列预测得到 2018年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同时去掉 2003年的值,组成一组新的数列,并据此预测 2019年的值,以此类

推,预测得到 2018—2027年的耦合协调度(表 4)。 

表 4云南省农业与旅游业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发展预测 

年份 预测 D值 

2018 0.4587 

2019 0.4796 

2020 0.5015 

2021 0.5244 

2022 0.5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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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0.5733 

2024 0.5995 

2025 0.6268 

2026 0.6554 

2027 0.6853 

 

由表 4和图 2可知,预测值与实际值大致吻合,经测算其平均相对误差为 0.12%,远远小于 0.1,说明预测值有较高的吻合度。

云南省农业与旅游业 2018—2027 年的耦合协调度将大致延续过去几年的发展,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并预计于 2020 年完成从调

和协调到初级协调的转变,于 2025年完成从初级协调到中级协调的转变,且耦合协调度发展趋势逐步加快,但直至 2027年未能达

成良好协调。 

 

图 2云南省农业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度趋势对比图 

2.4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农业与旅游业的耦合协调作用及云南省农业与旅游业的发展现状,构建了农业与旅游业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

并通过修正的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对云南省 2003—2017 年的农业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合修正的灰

色预测模型 GM(1,1)对云南省农业与旅游业 2018—2027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预测。研究发现:云南省农业与旅游业由最初的中度

失调转变为调和协调,由农业滞后于旅游业发展转变为农业略优于旅游业的发展,这是由于近几年来,云南省对农业逐步重视,积

极引进工商资本下乡,云南省由于其地理位置因素,适宜大面积种植粮食作物的坝区较少,土地流转速度的加快促使土地育种优

良化、耕种机械化、生产规模化,而过去几年,云南省旅游业市场乱象频出,严重滞后了旅游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为此,本文根据

云南省农业与旅游业的实际情况,为更详尽明朗地反馈产业融合的重点与方向,构建了农业与旅游业的互动机制模型,旨在推进

解决“三农”问题,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科技化、生态化等现代化发展,丰富旅游内涵,实现旅游业的多元化、

高质化、便捷化发展,为进一步促进云南省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协调发展做参考,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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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云南省农业与旅游业互动机制图 

3 讨论与建议 

3.1讨论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本文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得出的结果及用 GM(1,1)灰色模型对耦合协调度的预测与云南省的实际发展趋

势基本一致。通过与其他学者研究的对比分析了解到,王丽芳[10]通过构建 2006—2016 年山西省农业与旅游业的耦合协调度模型

发现,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由严重失调向初步协调方向发展;李晓丽[17]基于熵权法构建的 2006—2016年河南省农业与旅游业的

耦合协调模型发现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由勉强协调向初级协调方向发展;苏飞
[18]
通过 VAR 模型发现 2006—2015 年徐州市的农业

与旅游业呈现初步耦合并存在不断上升的趋势。本文通过改进的协同创新法和熵值法探索了云南省农业与旅游业的耦合协调关

系,并建立了两产业互动机制模型,通过 GM(1,1)模型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可以为特色区域内的农业与旅游业协调发展提供

相关科学依据。该文也存在不足之处,从实际情况来看,农业与旅游业的发展是不同类型的小区域构成的,继续细分云南省内的区

域进行对比,更能动态地研究农业与旅游业协调发展的推力和障碍。 

3.2建议 

从分析结果来看,云南省农业与旅游业的耦合协调关系正向良性方向稳步推进,但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旅游业应发挥产业

优势,推动农业现代化体系的构建,农业也应加强与旅游产业的融合互动,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1)推进农旅产业深度结合,丰富农旅产业内涵。 

一是可依托农业场所为旅游业创造生长空间,如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农家乐、农业产业园、采摘园等,不仅如此,还可以进一步

深化农业旅游,带领压力负重下的成人、城市成长的儿童深入体验田园生活,体验“种豆南山下”的自然之美。二是利用云南省

优越的自然禀赋及气候特征,将多样性发展的农业融入流动性相对较强的旅游业,发展种植多样的特色农产品的同时,将主城区

如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等的游客分流,体验云南省真正的人文特色,不仅能够发挥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的优势,宣传云南省特色农

产品,还能丰富云南省的旅游产业,增添游客的体验乐趣,同时,特色农产品的难以转移性也能够增添旅游景点的吸引力。三是充

分依托旅游景点游客量的优势,集中有效的资金与资源,建设真正有益、有效、有得的农业旅游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产业

振兴。 

(2)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完备劳动力要素。 

加快推进农旅融合的同时,需注重云南省劳动力的有效流动,一是构建云南省旅游业人才体系,农业具有农忙、农闲之分,旅

游业也具有淡旺季之分,合理分配劳动力,选取云南省甚至本地的人员任职旅游工作人员,推进解决本地过剩的劳动力及人才外

流问题,吸引人才回流,有效地减少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的基数。二是集中有限的资金培育当地农业人才,增加职业农民的数量,

减少农村隐性失业者的数量。农业与旅游业之间劳动力的重合是农业分享到二、三产业利润的重要一步,结合现代的农业技术及

机械化朝向,专业性农业人才就成了必需,有助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3)发展特色农旅项目,延伸产业链。 

云南省特色产业突出,如花卉、蔬果、烟、茶等,已形成了如“云花”“云蔬”“云果”“云烟”“云茶”等“云味”,利用

当地资源支持基础产业的发展对于当地来说既有助于发掘市场潜力,又能够促进产业多样化发展。自 2017年起,云南省便提出了

“三产联动”的发展规划,促使农房变客房、田园变公园等农旅融合式发展,为此,应构建如“新型经营主体+产业园”“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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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休闲旅游”“田园+采摘+农家乐”等多种产业链模式,既推进云南省农业突破瓶颈,朝多样化、健康化发展,也促使农

业成为一个有利润的产业,使农村成为一个有竞争力的集体,使农民成为一个有希望的职业。 

(4)加强政府引导,完善设施建设。 

政策扶持是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与保障,为此,云南省政府应当在当前国家政策背景下,根据云南省农旅实际发展情况,

制定相关扶持政策。一是加快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先进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旅游产业的重要前提之一,为此,应充分考

察地区农业特色与优势,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尽快引入旅游产业的发展。二是加快构建农旅信息交流平台,通过政府引导、农旅企

业自由交流,打通农旅之间沟通合作的障碍,使农民在短期可视化一手信息的指导下选择性播种,避免盲目跟风,增强农产品的针

对性,降低产量过剩的风险。三是结合当地的风俗人情等特色进行合理辅助规划,推进农业稳定、农村先进、农民富裕,实现农旅

协同合作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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