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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农业旅游开发的 SWO T分析
 

刘　敏 ,甘枝茂
(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2)

摘　要: 通过对农业旅游概念的辨析 ,提出农业旅游的概念和基本内涵应包括旅游形式、交叉产物、生态旅游、

体验参与性 ,同时分析了其特征。并以陕西省为例 ,对农业旅游的开发进行全面的 SWO T分析 ,包括对农业旅游资

源分类体系的探讨 ,初步将农业旅游资源分为 6大类 , 20个亚类 , 50个基本类型。最后提出陕西农业旅游的分区和

开发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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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旅游的开发具有丰富旅游产品 ,淡化旅游

发展区域不平衡 ,延长游客逗留时间 ,增强社会参

与 ,促进农业结构调整 ,加快乡村城镇化进程 ,保护

传统乡土文化等多重意义。 农业旅游在国外已有

100多年的历史。20世纪 80年代在我国也开始兴起

农业旅游 ,但对历史悠久、农业资源丰厚的中国来

说 ,农业旅游的理论与实践还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

需要 ,因此加强农业旅游的开发研究十分必要。

1　农业旅游的内涵和特征

1. 1　农业旅游的内涵

目前 ,农业旅游的概念较多 ,尚不统一。其典型

代表有王莹
[1 ]
和舒象连

[2 ]
的。笔者认为 ,农业旅游是

在凭借农业资源及农业生产生活的基础上 ,从旅游

内涵为主题出发的集农业生产和旅游活动于一体的

一种有极强参与和体验性的新型旅游形式 ,其本质

是生态旅游。 其基本内涵应包括: ( 1)农业旅游是一

种旅游形式 ,尚未形成一项产业。理论上 ,产业指其

主要业务和产品大体相同的企业类别的总称 [ 3] ,农

业旅游经营者不由同类企业构成 ,产品由诸多产业

或行业提供的 ;实践上 ,农业旅游在我国起步较晚 ,

也未形成一项产业。( 2)农业旅游是农业和旅游业相

交叉的产物。它是旅游领域不断拓展 ,在农业基础上

附生的产物 ,必须要有一定规模的、真实的农业内

容。 ( 3)农业旅游实质是生态旅游。农业旅游的对象

是人地关系和谐的农业系统 ;农业旅游追求的是人

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并注重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 4)农业旅游强调旅游者的体验性和参与性 ,以发挥

游客的潜力和个性。

1. 2　农业旅游的特征

农业旅游除受农业和旅游活动特点影响 ,还有

自己鲜明的特征:

( 1)市场特征。农业旅游市场以城市人群为主 ,

因此开发中必须保持“农”“土”“野”“异”的本色。

( 2)时距特征。农业旅游目的地需要可进入性

强 ,时间距离应满足城市人群双休日娱乐、休闲的需

求 ,因此开发中要精选区位。

( 3)效益特征。首先 ,农业旅游可利用原有资源

设施 ,投资小 ,见效快 ,资金周转期短 ,关联带动作用

强 ,可产生多层次收入 ;其次 ,与一般旅游相比 ,农业

旅游更注重当地居民的参与规划和管理 ,更有益于

给当地农民带来实惠 ,实现真正的“旅游扶贫”;最

后 ,旅游者在农业旅游中成为生态环境的欣赏者和

保护者 ,而经营者为经营持续发展 ,重视农业旅游资

源保护 ,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较小。

2　开发农业旅游的 SWOT分析

SWO T分析是现广泛用于旅游开发分析的一

种较成熟的市场分析方法 ,现以陕西省为例对农业

旅游开发进行初步分析。

2. 1　优势

( 1)旅游业受到高度重视。目前我国已把旅游

业列为新兴产业发展的首选。 国家旅游局将农业旅

游列为 2001年工作要点。陕西提出在“十五”期间要

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 ,推动传统农业加速向现代化

农业转变 ,充分发挥陕西省的高新技术、旅游、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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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科技和能源化工五大特色产业的优势。西安现

代农业综合开发区、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等都在各级领导的关怀支持下蓬勃发展。

( 2)资源优势。陕西省自然地域差异大 ,历史文

化悠久 ,拥有大量高质量的农业旅游资源。为使旅游

吸引物有一定的附存物 ,更利于开发 ,笔者依据农业

旅游资源的性状 ,将陕西农业旅游资源分为以下六

大类 (见表 1):

表 1　农业旅游资源分类体系表

Table 1　 Cla ssifying sy stem of ag ri-tourism resour ces

主类 Sort 亚类 Subso rt 基本类型 Basic s ort

田园风光
Rural landscape

山地林业景观
Moun tainous fores t ry

山地森林植被垂直景观
Vertical landscape of mountainous forest ry

农业景观
Farming land scape

山地农业梯度变化景观
Terraced land scape of m ountainous farming

平原农田风光及物候景观
Plain f ield scenery and phenology

牧业景观
Animal husband ry landscape

山地牧场景观
Landscape of mountainous pas ture

湖泊渔业景观
Landscape of lak e fi shery

湖泊及渔业劳作场景
Lake and w ork scene

农业现代产业旅游地
M odern ag ricul tural
ind ust ry tou ri st
des tination

特色农作物种植地 (园 )
Special crops plan tation

高稳产农田示范区
S table and high yield d emons t rative cropland

高效农业示范区
Highly-ef fective agricultural d emons t ration

品种试验园 Variety tes t ground特色规模经济种植地 (园 )
Special large-scale
comm ercial crops plantat ion

大田烟地、瓜地 Tobacco and m elon plantation

新特蔬菜地 Novelty vegetable plan tation

药材种植地 M edicinal h erbs plan tation

果园及茶园
Orchard and tea gard en

苹果、柑橘、板栗、核桃、枣、石榴等果园 Fruit o rchard

茶园 Tea gard en

林场及养殖园
Fores t ry and breeding ground

特种林林场 Special fores t ry

特种养殖场 Special b reeding g round

花卉园及苗圃
Flow ers plan tation and nurs ery

花卉种植园 Flow ers and plan ts plan tation

大型苗圃 Large n ursery

农事活动及辅助设施
Farm w ork and
at taching facili ti es

农贸活动 Rural t rade 鱼市、果市、花市、瓜市等 Coun try markets

农作活动 Farm wo rk
耕作、灌溉、修剪等
Cul tivation, i rrigation, pruning , etc.

制作加工 Manu facture and processing

农业辅助设施及建筑
Attaching facili ti es
and bui ldings

水库、堤坝 Reservoirs and dam s

渠道 Canals

特色生产工具 Characteri st ic implements of production

民居及附属建筑
Folk h ouses and
at taching
b ui ldings

民居
Folk houses

典型民居 Typical folk houses

特色街区 Characteri s tic blocks

传统聚落 Tradi tional hou sing es tates

附属建筑
Attaching buildings

乡土庙宇 Nativ e temples

宗祠 Clan ances tral temples

陵园和墓 Tombs and su rrou nding park s

标志性建筑 Mark ed buildings

井 Wells

桥 Bridg es

茶馆、棋牌馆等休闲娱乐设施
Recreational faci liti es

农业物产
Ag ricul tu ral
p rod ucts

干鲜果品
Fresh and dried f rui t

干鲜果品
Fresh and dried f rui t

药材补品
medicinal materials
and tonic

名贵药材 Rare medicinal h erbs

特色补品 Special tonic

名烟名茶 Famous cigaret te and tea

名烟 Famous cig aret te

名茶 Famous tea

小吃佳肴
Snack s and delicacies

风味小吃 Local f lavour snacks

乡土菜系 Local s tyles of coo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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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
Folk cus toms
and cul ture

民间习俗
Folk cus toms

人生与交往礼仪 Life and social etiquet te

岁时节日 Festival s

宗教活动与庙会 Religious activi ties and temple fai rs

民间赛事 Folk games

民间集会 Folk gatherings

民间艺术 Folk art s

民间曲艺 Folk m usic and opera

民间剪纸 Folk s ciss or-cu ts

民间绘画 Folk paint ings

编织刺绣 Kni t ting and emb roidery

其他民间工艺品 Other folk art s and craf t s

　　陕西农业历史悠久 ,景观多样 ,生产地众多 ,设

施较好。陕西拥有大量质优价廉的农业产品 ,如临潼

石榴 ,周至猕猴桃 ,渭北苹果 ,陕北红枣 ,商洛核桃、

板栗、关中秦椒 ,汉中黑米、天麻、陕西青茶等农土特

产及米皮、肉夹馍等传统小吃。独特的农作和生活方

式及关中婚俗、传统节日活动、秦腔、社火、木偶戏、

皮影剧、陕西锣鼓、秧歌、民歌、农民画、面花等民间

习俗和民间艺术锦上添花 ,丰富和活化了陕西农业

旅游资源。

( 3)客源优势。第一 ,陕西现有人口 3589. 5万 ,

2001年西安、汉中、安康、延安、榆林各大城市市辖

区非农业人口分别达到 258. 90万、 22. 94万、 18.

77万、 14. 58万、 12. 16万
[4 ]
,这为陕西农业旅游的

开发和经营提供了一个运作平台。第二 ,我国经济持

续高速增长 ,陕西在“九五”期间 GDP以年均 9. 9%

速度增长 ,居民收入显著提高 , 2001年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5484元 [4 ]。 第三 ,随着闲暇时间增多

和居民环保意识、健康意识的觉醒 ,农业旅游将成为

城市居民出游的重要形式。 第四 ,中国人的亲土观

念 ,“上山下乡”的经历 ,大多数城镇居民的农村出身

使农业旅游有很强的亲近感。

( 4)政策优势。农业旅游因其农业特色 ,会直接

受国家项目政策的倾斜 ,有更多土地、税收、投资等

方面的优惠政策。 再加上西部大开发的有关优惠政

策将更有利于农业旅游的发展。

( 5) 交通便捷 ,可进入性强。近年来 ,渭南至潼

关、宝鸡至汉中、西安至蓝田、西安绕城高速公路北

段、西安至黄陵等高等级公路的建成和阳安铁路改

造 ,西康、神延铁路通车 ,大大改善了旅游业的交通

状况。“十五”期间陕西将加快公路建设及铁路、机场

改建、扩建、新建 ,使城市到各景区的时间距离拉近。

2. 2　劣势

( 1)受传统习惯影响 ,农村的卫生环境较差。城

市游客视卫生条件为自身健康的首要因素 ,习惯于

城市的卫生标准 ,而大多数农村的卫生标准与城市

相差甚远 ,尤其厕所和卫生 ,往往使旅游者望而生

怯 ,需花大力气加以改变。

( 2) 农业旅游相对起步晚 ,产品组织、宣传、销

售渠道尚不通畅。作为旅游市场的后进者 ,旅游门槛

相对较高 ,要打破已有的市场格局 ,建立自己的市场

网络 ,有效参与市场竞争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和

努力。

( 3)大多数农村基础设施不完善 ,农业旅游地

(景区 )水、电、通讯尚不配套 ,将影响开发进程和旅

游质量 ;陕南、陕北部分地区的水土流失和生态环境

退化及某些不良习俗都将影响游客对旅游地的

印象。

2. 3　机遇

( 1) “休闲度假”热的兴起。随着交通拥挤、环境

污染、人际淡泊等问题的出现 ,旅游者的旅游价值观

逐渐由观光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 ,返璞归真情怀日

益浓厚 ,陕西丰富独特的农业旅游资源正迎合了这

种需求。

( 2)西部大开发 ,陕西大发展 ,陕西旅游业作为

特色产业进入一个全新的黄金发展时期。 2001年陕

西省接待国际旅游者 75. 92万人次 ,国际旅游收入

3. 1亿美元 ,分别比 1990年增长了 1. 93倍和 6. 47

倍 , 2001国内旅游者 3363. 7万人次 ,国内旅游收入

142. 2亿元 ,分别比 1999年增长了 21. 37%和

61. 59% [ 4]。旅游业占陕西省 GDP的 9% [5 ] ,这一良

好的势头将带动农业旅游的全面发展。

( 3) 我国加入 W TO,传统农业面临严重冲击 ,

传统农业在向二、三产业延伸 ,提高附加值的转轨变

型过程中 ,将极大促进农业旅游的发展。

( 4)随着国家对假日的调整及呼之欲出的带薪

假日的来临 ,民众闲暇时间日益增多 ,是农业旅游发

展的新契机。

( 5)城市化发展迅速 ,城镇人口不断增多。第五

次人口普查表明 ,陕西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从

1953年的 11. 44%升至 2000年的 32. 26% [4 ]。

2. 4　威胁

( 1) 21世纪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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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网络技术的传播与应用 ,电子商务的全面渗

透 ,将为陕西农业旅游提供全新的思路。陕西现代旅

游管理和经营理念的落后将直接威胁农业旅游的开

发和发展。

( 2)其他旅游产品和目的地的激烈竞争 ,产业

素质提升缓慢 ,缺乏创新将制约陕西农业旅游的开

发经营与发展。

( 3)乡土文化的“商业化”和“舞台化”有可能使

农业旅游丧失特色和真实性 ,失去其核心吸引力 ,严

重威胁其发展。

经过 SWO T分析可以看出 ,陕西有发展农业旅

游的强大优势 ,面临着发展的极佳时机 ,应大力开发

农业旅游 ,但在开发中要大力改善旅游地的卫生条

件和生态环境 ,避免乡土文化的严重商业化 ,同时积

极吸收新的方法手段 ,总结前人教训 ,不断创新在高

起点上起步发展。

3　陕西农业旅游开发构想

3. 1　陕西农业旅游开发区划

为揭示资源的区域特征 ,挖掘其潜力 ,笔者依据

农业生产环境、全省区域开发布局及农业旅游资源

差异对陕西省农业旅游资源进行分区 (见表 2):

表 2　陕西农业旅游资源分区

Table 2　 Reg iona liza tion o f ag ri-tourism resources in Shaanx i Prov ince

农业旅游区
Ag ri-tou ri sm area

主要景观类型
Sort

精品资源
Excellen t res ources

陕北高原农业旅游区
No rth Sh aanxi
plateau area

田园风光

Ru ral landscape

梯田 ;坝地 ;山地牧场 ;果园风光

Terraces; sil t-p recipi tation dam; pasture; orch ard

民居及附属建筑

Folk houses and at tach ing buildings

黄土窑洞 ;特色乡村聚落

Loes s cav e dw ellings; ch aracteri s tic housing es tates

农业物产
Agricultural products

大枣 ;小米 ;苹果
Ju jube; millet; apple

民俗文化
Folk cus toms and culture

秧歌 ;陕北民歌 ;剪纸 ;腰鼓
Yang ko; No rth Shaanxi folk songs; s cis sor-cu ts; wais t
drum dance

关中平原农业旅游区
Cent ral Shaanxi
plain area

农业现代产业旅游地
Modern agricultural
indus t ry touris t destination

高新农业试验基地 ;畜禽蛋奶生产基地 ;大型露天或温室
蔬菜地 ;花卉地 ;果园
High and new agro-tech nology tes ting farm; animal breed-
ing bas e; larg e op en-ai r or greenhouse v egetable planta-
tion; f low ers and plants plantation; orch ard

农业物产
Agricultural products

羊肉泡、油泼面等特色小吃 ;石榴、柿子等干鲜果品
Special snack s; Fresh and dried f rui t

民俗文化
Folk cus toms and culture

关中秦腔 ;关中婚俗 ;社火 ;农民画
Shaanxi opera; w edding customs; vi llage perfo rmance;
painting by peas an ts

秦巴山区农业旅游区
Qin-Ba mountain area

田园风光
Ru ral landscape

山地及北亚热带农业景观 ;山地林业
Agricultural landscape in moun tainous region and th e
north sub t ropical zon e; mountainous fo res try

农业现代产业旅游地

Modern agricultural indus t ry
touri st des tination

中草药基地 ;桔园 ;桑园

Medicinal herbs base; orange garden; m ulberry f ield
　

农事活动及辅助设施
Farm w ork and at taching facili ti es　

采茶等农作活动 ;水磨等特色生产工具 ;堤坝 ;渠系

Farm w ork like picking tea- leaves; characteri sti c imple-
men ts like w ater mi ll; dam; canal

民俗文化
Folk cus toms and culture

端公戏 ;哭丧歌 ;民间编绣工艺品
Duangong opera; funeral song s; folk craf ts

3. 2　农业旅游开发

3. 2. 1　农业旅游开发现状　现陕西省已有一些农

业旅游地 ,如临潼的石榴、草莓生产区 ,杨凌、蓝田、

草滩示范农业区 ,东晋桃园休闲度假村等。尤其是杨

凌高新科技产业示范区凭借无土栽培的樱桃番茄、

彩色辣椒等和郁金香等花卉资源 ,每年接待上万游

客 ,形成一定规模。但陕西农业旅游还存在产品单

一 ,功能单调 ,个性不强等缺陷 ,应在现有基础上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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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开发新的产品 ,完善功能。

3. 2. 2　农业旅游产品开发　根据现状及区域特点 ,

遵循突出特色原则、可持续原则和农业与旅游业共

同发展的原则 ,陕西农业旅游资源可进一步开发如

下旅游产品:

( 1) 观光休闲系列产品。 如观光茶园、观光林

场、观光梯田坝地、观光牧场等。

( 2)观光参与系列产品。如多功能花卉盆景园、

特色药材种植园、娱乐型渔场、动手果园、动手菜

园等。

( 3)教育知识系列产品。如教育农场、高科技农

业观光示范园等。

( 4) 体验农村生活系列产品。 如寄宿农庄 ,即

“农村留学” ,城市居民将子女送入农庄寄宿、生活 ;

分时农场 ,将农户或田地对游客进行分时经营等。

( 5) 民俗文化体验学艺系列产品。如参观、学

习、品尝风味小吃 ,自己动手学习手工制品 ,让游客

参加各种岁时节日、节庆活动、社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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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WOT analysis of agri-tourism development in

Shaanxi Province

LIU Min, GAN Zhi-mao

(College of Tourism and Env ironmental Science , Shaanx i Normal University , Xi 'an , Shaanx i 71006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 sis of the concept of agri-tourism , the paper proposes it s conno ta tion in-

cluding tourism type, alternate products, eco-tourism and experience, and analyses the cha racters of ag ri-

tourism. Taking Shaanxi as a case, the paper comprehensiv ely ana lyses ag ri-tourism development by using

the SWO T analysis, classifying ag ri-tourism resources into 6 sorts, 20 subsorts and 50 basic sorts. Fur-

thermore, the paper puts fo rwa rd the regionaliza tion and the developments of project ag ri-tourism in

Shaanxi Prov ince.

Key words: ag ri-tourism; th e SWOT analysis; development pro ject; Sha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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