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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生态建设和 

农旅产业融合的研究 

——以江苏省徐州市为例 

胡封秋 彭庆雯 韦嘉 吕荔 周仕通
1
 

（徐州工程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0） 

【摘 要】：在乡村振兴政策全面落实的背景下，通过对淮海经济带中心城市——徐州市农旅产业进行调研，发

现徐州市农旅产业的重点已经从发展农业逐渐向旅游和文创产业转变，并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商业模式，农旅产业

的融合对乡村经济发展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响。但农旅产业融合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很多问题，通过使用层次分析

法，选取 5个抑制农旅产业融合发展的主要因素，并计算权重，得出目前乡村农旅产业主要存在主体产业发展能力

不足、发展模式创新力差和旅游潜力尚未完全挖掘等问题，据此提出促进农业聚集、开展电商模式等相应对策，旨

在助力乡村振兴。 

【关键词】：乡村振兴 农旅融合 电商模式 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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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州农旅产业现状 

徐州是江苏省第二大城市，素有“五省通衢”之称，为淮海经济带的中心城市。2019 年，徐州市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

1181.72 亿元，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为 1177.92 亿元，粮食总产量为 501.54 万 t，徐州的农业发展在江苏省内遥遥领先。因此徐

州政府在尊重农业产业的基础上，合理使用农业旅游资源，将农业和旅游业进行结合并推广，形成“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

发展之道。 

徐州市是农业大市，其乡村旅游起步相对比较晚，但在政府对其开发后，从 2018年起，其农旅产业发展势头逐渐强劲。徐

州市的农旅产业主要集中于铜山区，且目前有 5 个发展较为良好的农旅产业生态村，分别是徐州市铜山区的柳泉镇北村、利国

镇西李村、三堡街道潘楼村、汉王镇紫山村和伊庄镇倪园村。在徐州市没有发展之前，这五个村都是以发展农业为主，以耕作、

种田为主，在徐州市政府将旅游业作为战略发展目标后，这五个村与旅游业进行融合，衍生出一系列多元化的活动，吸引一大

批游客来此地，感受农村的氛围，体会农家乐的快乐(表 1)。 

这五个徐州市发展较好的典型地区，均是从农业为主的，发展到以旅游业和文创产业为主，徐州市政府出资大力支持这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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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村的农旅产业的发展，以积极响应乡村振兴的号召。在农区发展旅游业时，主要会显现 5 种典型的模式，如表 1 所示。目前

徐州市这 5个村已然形成了各自独居特色的商业模式，同时每年也吸引了大量游客涌入其中。 

表 1五个农旅村发展主要模式 

主要活动 柳泉镇北村 利国镇西李村 三堡街道潘楼村 汉王镇紫山村 伊庄镇倪园村 

家庭农场、体验农事活动 √ √ √ √ √ 

观赏农区特色地形地貌、观光、旅游 √ √ 
 

√ √ 

农业庄园、休闲度假胜地 √ 
 

√ √ √ 

体验农村文化、文化遗产 
  

√ √ 
 

健康养生、供中老年修养身心 √ 
 

√ 
  

 

表 2徐州农业产业结构 

 
GDP总量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农林牧渔业占比 农林牧渔业增速 

2019 7151.35 1118.12 15.64% 5.6% 

2020 7319.77 1248.34 17.05% 5.6% 

 

如表 2所示，在 2019年，徐州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118.12亿元，2020年，达到了 1248.34亿元，相比 2019年有所增加，

同时，农林牧渔业占 GDP总量 2020年比例有所增加，增速与 2019年保持一致，仍然有发展的空间。 

同时，2020年，徐州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7319.77亿元，同比增长 3.4%，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增长率分别为 2.8%、

4%及 3%，可以看出，第二产业发展速度较快。而农业所处的第一产业及旅游业处的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较慢，因此加快农旅产业

融合，能够快速地提升徐州经济发展速度。 

2 农旅产业融合对乡村的影响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我国农村产业、产品结构

不断优化，质量不断提升。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观光休闲农业、“互联网+”、农产品加工业、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等产业

的进程在促进农民就业增收等方面都展现了很深远的意义。以农带旅、以旅兴农，不同产业间互动融合的发展思路，大力推进

农业结构调整，提升了农民的经济收入总额，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上摸索出了一条促农增收致富之路。 

我国农业和农村生态旅游资源十分丰富。通过利用田园景观等优势特色，结合经营活动及农村文化、农家生活，具有较好

的经济、生态和社会功能，这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乡村农业不仅具有食物保障、原料供给和就业增收这三大传统基

本功能，还有观光休闲、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三大新型功能。集休闲、观光、农产品采摘等为一体的乡村旅游业的蓬勃发展，

极大地改变了以前农村产业单一、覆盖面狭窄、产业结构不合理、可持续性不强的局面，展现出紧跟时代、朝气蓬勃、多领域

覆盖的崭新势头。由于旅游业是关联性强、综合效益高、带动性强的产业，旅游业的基本要素吃、住、行、游、购、娱涵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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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能起到“一业兴、百业旺”的作用。农业从以前重数量、轻品质向重质量、造品牌转变。 

农旅产业融合有利于促进农民增加就业，农旅融合能够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和农民收入水平的不断增加。据农业农村部统计，

2019年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营业收入超过 9000亿元，中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人数为 32亿人，同比增长 6.7%。全国农村

网络零售额达到 1.7万亿元，六年扩大 8.4倍，农村网店超过 1000万家，带动就业人数超过 5000万人。 

农旅产业融合促使整合现代园区建设、国土整治、农村公路建设等项目资金，完善了农村景区景点的基础设施，改善了乡

村原本缺失的交通等条件。农村旅游业的发展大力整治了村容村貌，推进环境的优化、亮化和美化，建设更多特色餐饮、住宿、

购物、娱乐等配套服务设施，促进了景区景点硬件升级。同时农村的农旅融合产品更加多样化，延长了产业链。 

3 农旅产业融合存在的问题 

3.1农旅融合发展的主要问题 

3.1.1主体产业发展能力不足。 

农业是新模式开展的基础，农业的发展非常重要，但是目前乡村主体产业发展受限，生产水平仍然有待提高，提高主体产

业的发展水平，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乡村总体的发展，对于乡村振兴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农旅产业的融合更有着指导性

意义。 

3.1.2基础设施不够丰富。 

由于部分农村地区地理位置较偏远，环境不适合发展新模式，农业与旅游相结合的成本较高，同时，由于位置劣势，交通

成本成为不可避免的因素，交通的问题也较大限制了乡村的发展，因此对于地方的投资谨慎性较大，资金链拥有很大短缺，基

础设施的建设难以推进，大大限制了游客数量。 

3.1.3品牌影响尚未形成。 

由于乡村的环境有特殊性，对于专业人才的吸引程度仍有待提高，缺乏专业人才，使得工作人员对于工作不够了解，使得

第一次来体验的游客，体验感受很差，造成品牌口碑下降，长此以往可能会形成恶性循环。 

3.1.4发展模式创新力差。 

很多地方仍然在参照过往的模式，对于自我优势不能完全发挥，限制了自我特色宣传的机会，现有的机制难以突破到更高

的水平。尤其是旅游产业和农业相融合的力度仍然不够，宣传仍然是传统方式，产品特色难以传播出去，难以达到融合应该有

的深度。 

3.1.5旅游潜力尚未完全挖掘。 

农业发展是农村的根基所在，但是旅游是振兴的助力，乡村的发展路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旅游和农业的结合，旅游的必要

性不言而喻，但是当前旅游的发展仍然较为受限，对于旅游的重视不够，发展较为僵化，需要在创新力的基础上，将旅游能力

发挥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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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问题影响的重要性 

由于问题范围杂而广，难以通过一种途径完全优化。因此采用层次分析法根据五种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确定权重的大小，

以简单地确定五种问题的重要性，在后续对策根据影响重要性加以改正。 

3.2.1量化指标。 

建立评价指标权重集，采用 1～9标度法对于评价指标进行比较从而构建矩阵，1～9标度法如表 3所示。 

表 3 1～9标度法 

比较的结果 标度 

i因素和 j因素，具有相同重要性 1 

i因素和 j因素，前者比后者稍重要 3 

i因素和 j因素，前者比后者明显重要 5 

i因素和 j因素，前者比后者强烈重要 7 

i因素和 j因素，前者比后者极端重要 9 

相邻比较的中间值 2；4；6；8 

j因素和 i因素重要性之比为 
 

 

根据各个因素的重要性程度，构建判断矩阵为 

 

3.2.2指标确定权重。 

计算矩阵每一行因素的乘积 MIi： 

 

计算 的 n次方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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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构向量 ： 

 

对向量 正规化： 

 

运用 Matlab软件求得的五种因素的权重向量依次为：0.4756、0.0406、0.0773、0.2656、0.1409。 

3.2.3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 

计算一致性指标 CI： 

 

计算一致性指标 CR，其中的 RI为判断矩阵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的值是根据权重的标度法判断的： 

 

根据结果 CR=0.0603，当阶数大于 2时，一致性比率 CR小于 0.1被认为矩阵是具有一致性的矩阵。 

3.2.4综合评判。 

根据层次评价法对指标权重的评价，得到五个问题的权重大小，根据权重大小可以简单地认为目前乡村存在的问题主要是

主体产业发展能力不足、发展模式创新力差及旅游潜力尚未完全挖掘，对于这三个问题应该认真改进，加快建设和发展进度，

争取能尽快减少对农旅产业融合的影响，这对于整个产业链具有深远的意义。 

4 促进农旅产业融合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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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促进农业聚集，发展旅游农业 

建立集农产品生产、加工、休闲观光、特色产品销售等为一体的产业集群，打造地方特色农耕文化名片，促进农产品变旅

游产品，通过农业聚集，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提升旅游全方位的服务水平。如：云龙区潘塘社区实行农业集约化，促进产业大

调整。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村民们既取得土地租金，又通过劳动获得经济收入。同时，该社区大力发展近郊游，建设城

市后花园。潘塘社区占地 100hm2 的青龙湖座落于辖区内，旅游资源丰富，潘塘社区以“秋水湾”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项目，围

绕现代农业、非遗文化、研学拓展、乡村旅游，创新打造现代都市农业产业园。 

4.2发展生态农业，推进农旅融合 

在产业融合的大背景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将农业产业链某一环节赋予旅游功能，实现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有利于

新业态形成，提升农业产业价值，促进生态农业的有机发展。 

紧紧围绕“打造品牌+生态农业+农旅融合”等重点，依托资源优势，做大做强地域品牌，积极探索生态农业发展新路径，

并加强农旅融合发展。如：徐州棋盘镇充分发挥山水优势、区位优势，重点围绕山水大道、古镇大道、环湖大道两侧，依托丰

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结合“一山一湖一古镇”旅游发展，推进农业与文化、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大力提升休闲农业发展

水平。 

4.3提升城镇功能品质 

徐州大大小小上百个村落，都有其各自的特点，但城镇的品质参差不齐，许多村落依旧停留在传统的农旅结合模式，没有

足够的发展潜力。应该抓住不同城镇的独有的特点，创造加入情感和精神寄托的农村旅游，激活民间资本，将城镇打造成高品

质、有各自特色文化的村落，使来旅游的人们找到幸福感和归属感。如：徐州棋盘镇杨庄村新型农村社区在项目规划建设过程

中，主要体现出“马陵山居”的乡愁特色和“农旅融合”的富民强村产业特色，提升城镇功能品质，使周边村庄向镇区集中，

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提升综合品质，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4.4提升区域农旅融合竞争力 

要注重农业乡镇内涵式发展，准确把握旅游者回归自然、释放心灵的旅游需求与农业现代化、产业化发展的“融合点”，

挖掘村庄自然、历史人文资源，提升区域竞争力，开发出特色鲜明的农旅融合项目。一是夯实农业产业基础。二是培育乡村文

化，深挖文化价值。根据地域特点，整理、收集传统农耕手艺、民谣农谚，举办特色民俗活动，营造浓厚的乡土气息。三是丰

富传统农业乡镇农旅融合产业经营形态，抓住农旅融合产业与旅游者消费价值的“融合点”，突破单一生产农业向体验农业、

休闲农业的经营转变。 

4.5运用电商模式促进农旅融合 

互联网新媒体时代，传统农业必须抓住机遇，实现营销模式变革，构建农产品全网络销售模式，应利用自有平台加强与国

内大型电商平台之间的合作，完善农产品产销对接体系。在电子商务平台上结合代运营、托管等电商服务模式与最终用户进行

对接，优化传统农业经营发展模式，实现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市场间的良性互动，保证农产品交易的公开化、透明化。如：

徐州铜山区为借助“互联网+”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引入苏农电子商务农资平台，并和铜山邮政局、农商行、广电等部门合

作，利用“益农信息服务”“农牧旺”“e行无忧”电子商务平台，销售铜山名特优农产品，促进“互联网+农业”的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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