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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管理视角的创意农业发展探究 

——以乌村农业综合体为例 

许尔烜
1
 

（辽宁师范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00） 

【摘 要】：创意农业产生于 20世纪末，将人文与科技融入农业生产，开拓农业资源，变传统农业为现代农业。

目前，我国的创意农业发展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专业人士缺乏、资源利用不当、宣传不到位等诸多问题。结

合乌村农业综合体的实践，利用案例研究方法，分析乌村农业综合体创意农业的潜在问题，从人才管理、资管理源、

媒体管理、政府管理四个方面探讨创意农业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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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农业发展至今，不仅仅是一个理念，更是一种能带来巨大收益的产业。我国创意农业主要通过销售各类特色农产品以

及与旅游业结合的方式取得一些成效。虽处于起步阶段，但发展前景良好，进步空间极大。结合乌村创意农业发展现状，可以

看出“管理”在其中起着“助推器”的作用。而我国各地农村的创意农业大多缺乏系统管理。借鉴乌村成功经验并结合现代管

理知识，对促进我国创意农业发展必然会有所帮助。 

1 乌村创意农业发展现状 

乌村与我们所熟知的乌镇不同。更多的是以本地农业为核心，以人文风俗为半径，结合现代科技所形成的综合农业体，是

创意农业的完美诠释。乌村紧邻乌镇西栅，依京杭大运河而立，总面积 30hm
2
，天然的地理位置为其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据统计，疫情爆发前，乌镇累计接待游客 918.26 万人次，同比增长 0.35%。乌村原有的吸引力与乌镇游客量的加持，使得其当

地农产品、风俗文化以及由乌村故事衍生出的创意物品都取得了良好的收益。乌村悠久的历史文化与当地独具特色的农村生活

不断吸引着各地城市居民前来游览。 

在乌村，伴随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农民们开始了一天的耕作。在这里，稻田、水牛、鱼虾、甚至锦鲤，无论是作为当地

人还是体验者，都可以全天候与其接触，深切体验江南水乡的生活，从种地摘菜，到沏茶斟酒，从和风细雨，到杨柳飞絮，从

白日里热闹的乌村小巷，到夜晚枕水人家旁静静地扎灯笼，这一切仿佛电视剧中才会出现的完整情节。来到乌村，只需点一曲

心爱的歌，好心情就能在船中伴随你摇晃到天明。每当被平日里喧嚣吵闹的城市生活扰得心烦焦躁，就可以携全家人来到乌村，

只需一个周末，便可以用乌村的宁静与祥和净化市区的尘埃。对城市人来说，这是人间天堂；对农民来说，这是未来发展的新

航向。况且，创意农业没有剥夺乌村人原有的生活习惯，而是帮助他们，用全新的模式，使本就美好的乡村生活锦上添花。不

失平日之朴素，还更多了一份包容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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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村在专业团队的管理运营下，成功保护了原有村落的地貌，将创意农业理念融入其中。据乌村官方数据统计显示：乌村

保留原有老房屋建筑面积 1600m2，新增房屋建筑 1800m2，农业占地 2.30hm2。江南水乡的渔家、磨坊、酒巷、竹屋、米仓、桃园

一应俱全，在保证这些产业能够正常经营的情况下，通过人文宣传，使得传统农业披上人文情怀的外衣，加之现代农业中科技

的推动，乌村焕然一新。游客们可以与当地的农民一同采菱、捉虾、捕鱼、下地；同时，对于农业生产过程中所丢弃的木材、

布料等可通过当地文创项目的帮助进行回收再利用，变废为宝。乌村中的各个小巷，都分别设置了大小作坊、食肆，甚至于将

现代的酒吧与咖啡馆也插入其中，不仅不失分寸，还凭添一份创意。创意农业，不再是纸面上的提议、脑海中的想象，而是真

实地将生态、生活和生产融于一体。无论是当地农民还是慕名而来的游客，都可体验春种秋收的幸福，冬暖夏凉的愉悦。乌村，

承袭经年古韵，在创意中发展农业，在农业中迸发创意。相信在未来，乌村依然能够在创意农业的帮助下砥砺前行，不负韶华。 

2 创意农业发展前景分析 

创意农业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活动，更是某种程度上农业文明的高度展示。创意农业的发展目标，就是将丰富的文化内涵

与创意赋予原本朴实无华的农业体，使得消费者能够切实体会到农业带来的美好与愉悦之感。 

从农业生产的角度看，可以把创意农业定义为与农业生产过程相关的各类创意活动及其载体。 

从创意产业的角度看，创意农业是无边界的创意产业与农业产业的融合，创意农业不仅生产创意农副产品，而且创新农业

发展新模式。 

从产业的角度看，创意农业是把创意作为农业生产的一种新型要素和生产力，将农业生产，通过创意产业的逻辑思维与发

展理念，不断创新，有效地将科学技术与人文要素融入其中，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农村各项功能、优化资源配置、拉长产业

链，把传统农业发展为融生产、生活、生态为一体的新型农业业态。 

毋庸置疑，创意农业打破了传统农村运营模式与管理机制。各专业团队紧随时代步伐，敏锐地观察到当代人民对美好生活

追求的强烈愿望。通过农村所在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辅以必要的经济支持，在获得政府许可的情况下，结合国外经验，精心

设计当地创意农业发展蓝图，制作出能够扎根于中国土壤的方案。对农民来说，是一次打破原有经营模式的机会，对城市人来

说也是一次了解农村的契机。创意农业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当地农业经济发展，提高农村本身及其产品的知名度，民俗文化得到

广泛宣传，提高了农村各部分资源的利用效率，优化了资源配置，同时还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3 当前创意农业的潜在问题 

通过乌村近年来的发展，我们能够保证的，是创意农业这条路在促进农村发展方面是正确的。相信只要不断更新科技设备，

巧妙利用当地资源，结合国外成功案例的经验，如乌村一般的其他农村农业也能得到良好的发展。 

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的创意农业发展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目前还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并非所有创意农业都能做到高投入、高产出。没有独具匠心的创意方案，一味单纯模仿如乌村等成功案例，投入大

量资金人力，未必能得到如乌村一样的访客量与知名度。可见这并非长久之计，加之近年公共危机事件的打击，疫情的严重影

响，大多往往本末倒置。想要成功地使各地乡村得到符合其特征的创意发展方案，应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江南

水乡不同于西北大漠，捞鱼捕虾更不同于田间耕作。抓得住发展好趋势，也要能控制得住投入力度与程度。 

其次，缺乏总体的创意农业战略规划。大多数所谓创意农业没有像乌村那样能够得到专业团队的设计与引领，农村中衣食

住行各个“部门”各自为伍，销售产品零散，在没有专业管理的情况下还会出现不良竞争现象，没有形成品牌意识，浪费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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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宝贵资源。使得农产品销量不增反降，文化创意未得到宣传反而状况频出。同时，广招游客并非创意农业的唯一发展渠道，

酒肆咖啡馆也未必适合所有乡村。 

第三，缺乏专业的管理人才。目前创意农业并未普及，多由开发商等进行投资建设，仍然以营利为主要目的，而忽略了管

理人员的素质问题。如甘肃榆中县的玉泉山庄，虽然将古驿站文化、民俗文化、农耕文化、丝路文化、生态文化等融于一体，

但真实体验过后的直观感受是服务水平亟待提升，尤其是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与能力。可见乌村虽是成功案例，但我国各地农

村在创意农业方面，仍然缺乏同时具备独特创新理念并了解农业知识的人才。考虑到创意农业的特殊性，仅有管理知识的工作

人员，远远不够工作条件。从员工管理到整个农村的未来发展管理，都需要精细的规划与适时的调整。招聘员工、实施培训、

评价反馈，绩效考核缺一不可，优秀管理人员的配合与协调如同一个项目生产的氧气，他们的存在是成功的一半。 

第四，缺乏恰当的宏观管理机制。无规矩不成方圆，一个项目的实施，从开始到结束，都需要完备的计划与管理机制。而

是否投入运行，需要反复的试点试验与修改。特别是对于此类牵扯到大量人力物力等资源的情况下，更应保证计划实施的高效

与完整。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创新作为管理的五大职能，如今依然能够对大大小小的项目产生指导性的作用。创意农业

的发展也不例外，理应吸收管理职能的精髓，将其灵活运用于管理方案之中。 

第五，缺乏政府支持。截至目前，具体支持创意农业发展的政策十分有限，利于创意农业发展的市场机制也有待完善。同

时，农业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无法形成规模效益与品牌优势。长此以往，原本的创意将会因不断被复

制而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彼时创意农业将变成又一代的“传统农业”。 

第六，缺乏大众媒体传播。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各行各业都在利用社交媒体宣传自己的产品，如：抖音、快手、新

浪微博等，但有关农业的视频却少之甚少，其中专门宣传创意农业的视频更是几乎没有。即便能够看到零星短视频，仿佛是谈

论创意农业带来的收益，如变废为宝，将农产品中不需要的木材制成风筝等视频，人们看到的也只是制作风筝本身，而非其背

后的创意用心所在，更不知正是创意农业的理念推动着这些行为的发生。除此之外，还可在各大平台如淘宝、拼多多等对本地

农产品与衍生产品进行销售。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在不能进行大规模的游览的情况下，依然可以通过这种渠道，对外宣传各地

乡村独有的风采。 

4 多方管理促进创意农业发展 

4.1人才管理 

在决定建设某地创意农业前，应配置相应人才，负责农村不同区域的文创发展。招聘前，应特别强调所需工作人员应至少

具备一定的农业方面知识或实习经验，且所招工作人员须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对其进行专业化培训，使其充分了解当地自然条

件、人文风情后，服务当地农民，带领农民们改变生产运营方式，帮助农民对外传播优秀农家文化风俗等。在团队选任领导者

是时，确保其具有优秀管理能力与充足农业知识和创新意识，为各项工作制定更明加确合理的目标。在此类员工上岗前，应经

过反复培训与检验。企业或团队还应该对工作人员采取定期考核制度，设置恰当的考核标准，以此来提高其责任意识，不断促

进其创新思想的发展。管理人员在接受考核的同时，也应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主动与当地村民交流，询问经营情况，获取

相应反馈并能够及时上报总部，使得有关问题能够及时解决。 

4.2资源管理 

专业团队在投入农村创意建设前，应深度挖掘当地可利用资源，在确保不破坏自然资源的前提下，整合各方资源，如房屋、

农舍、田地、水塘、驿站、酒肆等等，形成资源的优化配置。将当地的自然资源结合风土人情、传统文化，让原本古朴的农村

变得更具故事性，形成创意农业雏形，在此基础上循序渐进，使农业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同时获取比以往更高的收益。如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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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农民的磨坊、酒巷、竹屋、米仓等定期定时对外开放，允许游客参观并能够有机会参与其中，并且根据当地独有的文化与故

事出版相关的文艺著作与文创用品，为农村的未来渲染了新的色彩，也为综合农业体的完善出了一份力。 

4.3媒体管理 

互联网高速发展，加之短视频盛行，人们日常生活中很大一部分信息都来自于其中。除了利用平日里广播、电视、报纸，

期刊等媒体进行宣传，更应充分利用短视屏目前的发展趋势，推出有关创意农业的视频，让更多的人知道它的存在，看到它为

农村发展带来的力量。从国家层面出发，可以强制各大小媒体安插相应农业视频，增加其播放频率；从政府层面出发，有意帮

助本地区乡村进行宣传，在本地的电台、官方社交账号等加入创意农业内容，提高其知名度；在媒体层面，提高其主观能动性，

可主动与专门从事农业方面的自媒体博主合作，开发自媒体新领域，而不只是局限于娱乐搞笑等，此举不但能够促进创意农业

的宣传，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因相同信息推送而给人们铸成的“信息茧房”，可谓是双赢之举。 

除此之外，如淘宝、拼多多等平台也应与各地农村进行紧密联系，尤其是在疫情时期，如乌村等地虽然不能对外开放，却

依然可以在电商的帮助下，继续对外销售自己的农产品、当地衍生文艺作品与文创用品等，不受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影响，保

持宣传力度，待一切恢复后，迎接下一轮游客的到来。 

4.4政府管理 

为响应全国首部创意农业区块链白皮书《2020 中国创意农业区块链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白皮书)》中的提议，各地政府应出

台相关政策，支持当地创意农业的发展。比如：为创意农业提供资金支持、完善创意农业市场机制、配合社区高校加大创意农

业宣传力度，还可引导企业、市场与社会的广泛参与，甚至可以开展“创意农业进高校”或“创意农业进企业”等活动，让每

一位居民都有机会亲身体验这种农业发展模式，不但能够减轻日常学习与工作中的压力，更能够带动创意农业发展；其次，政

府还可设置有关发展创意农业的激励机制，对方案的开发与设计团队给予一定程度的鼓励，如颁发证书、提供各种优惠政策。

反向促进更多人才进入开发创意农业的团队中，使其得到更多的支持。最后，政府应设置相应的惩罚措施，有效阻止开发商不

利行为，促进各地区创意农业向好发展。 

5 结语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到 2025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

农业基础更加稳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应保障更加有力，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明显优化，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明显提

升，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基本形成，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相信在农业发展不断向好的情况下，坚持发展创意

农业，紧随国家步伐，及时结合科学技术创新与文化自信发展，挖掘每一个农村的闪光点，点亮每一个乡村的创新之光，让其

在创意农业的推动下，永远“向阳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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