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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岛湖休闲农业开发可行性分析与模式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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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休闲农业是农业和旅游业相结合的一种新型产业。文章分析了千岛湖丰富多样的休闲农业资源 , 优越的开发区位条件以及
前景广阔的客源市场条件 ,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千岛湖休闲农业的开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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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sibility Analysis and Pattern Discussion of Leisure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n Qiandao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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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isure agriculture was a kind of newindustry which combined agriculture withtourismi ndustry . In this article the rich and various leisure
agriculture resources ,advantageous exploitation location conditions and the tourist market conditions with wi de foreground in Qiandao Lake were ana-
lyzed . On this basis , the exploitation pattern of leisure agriculture in Qiandao Lake was discuss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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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闲农业是顺应休闲时代到来的需要 , 是开发农业文

化功能和生态功能 , 使第一产业具备第三产业的性质, 提高

农业效益的一种有效探索 , 也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在推

进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种新的组织形

式。休闲农业自20 世纪60 年代在美国出现后 , 立即显露出

其在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创造上的优

势, 从而迅速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普及 , 成为农业经济

的重要组成部分。

千岛湖景区空气清新 , 湖水晶莹澄碧, 林木繁茂, 人文

景观丰富 , 生态环境优良。景区内以农业生产为主, 村民基

本以农、林、渔等生产活动为生, 因而可以开展不同种类的

休闲农业旅游 , 实现千岛湖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

1  概述

“休闲农业”首先出现在西方旅游业发达的国家, 它是

由传统意义上的农业与现代旅游业相结合的一种复杂系

统, 它以农业生产为基础 , 以实现娱乐为目的, 以农产品的

观赏价值和农村优美的自然环境为依托 , 为游客提供观光、

体闲、度假、体验、娱乐、健身等多项需求的包括了林业、渔

业、牧业和农家乐等内容的集生产、生活、生态“三生”为一

体的产业。休闲农业的这种特殊对象能让游客在没有压力

的状况下 , 以身体、心灵去体验人与自然相融的感觉, 实现

休闲的目的, 因此 , 休闲农业在本质上是人们为了体验与自

然和谐相处, 在大自然的环境下放松心情 , 舒缓压力的一种

休闲活动方式。

2  意义

( 1) 有利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传统农业相比, 休闲

农业强化了旅游观光功能 , 所以其结构和内容受市场的导

向作用较为明显, 致使观光农业具有生产多样性、经营灵活

性等特点 , 必然会冲破千岛湖传统农业的束缚, 使农业生产

格局出现转变和优化。

( 2) 有利于充分利用千岛湖山区土地资源。随着千岛

湖旅游业的发展、旧风景区范围的不断扩大, 新景区的不断

开辟, 千岛湖原有的农用地与旅游业发展的用地矛盾也变

得突出。而休闲农业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上, 农业生产

及农耕文化首先是作为旅游资源进行开发 , 并重视农业经

济效益, 这就从根本上缓解了这一矛盾。

( 3) 有利于缓解因农村劳动力过剩而造成的人地关系

紧张的矛盾。观光休闲农业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 更注

重提高土地的生产率。在进行规划设计时, 调减一部分土地

用在消耗劳力较多, 产出较高的养殖、加工、种植业以及配套

服务项目上 , 可以增加劳动就业机会, 提高农民收入。

( 4) 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 。以大农业资源为依

托的观光休闲农业强调生产性、科学性、知识性、艺术性、生

态性和商品性的融合 , 寓农业生产、教育于休闲旅游, 提供

田园之乐, 成为都市市民与村民交流交往的重要途径 , 也有

利于提高农民素质, 改善农民物质与精神文化生活。

( 5) 有利于为长三角城市居民和游客提供高质量的自

然感受。随着城市群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长三角地区城市

化率将进一步提高, 将集中更多的人口, 他们的消费需求与

消费能力也将进一步增强。城市人口日益增强的消费需求

和消费能力 , 对农业和农村而言不只表现为对优质、安全、

新鲜、多品种的农产品的需求 , 也表现为对农业生态环境、

农产品生产与加工知识、农村历史文化、乡村风貌等的追求

与向往。城市化水平越高, 此类非物质形态的消费需求就

越强烈 , 而休闲农业的开发, 不仅能让这一群体享受到纯天

然的果蔬, 还能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美, 在得到休闲和享受

自然风光的同时 , 感受农村的风土人情 , 加强农业教育。

3  可行性分析

3 .1 客源市场环境分析

3 .1.1  旅游客源地空间分布状况分析。千岛湖客源市场主

要分布在处于长江三角洲的江浙沪地区的14 个城市。其

中, 江苏的游客占近1/ 3 , 其次为浙江 , 上海作为长三角的龙

头城市, 也占了14 % 之多( 图1) 。这三地距千岛湖相对较

近, 在节假日完全有可能前往千岛湖休闲游玩, 是理想的客

源地。

图1 千岛湖旅游客源地空间分布

3 .1.2  客源市场经济水平分析。千岛湖位于长江三角洲区

域内 , 该区域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 民众收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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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较高( 表1) 。随着城市群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长三角地区

城市化率将进一步提高 , 将集中更多的人口, 他们的消费需

求与消费能力也将进一步增强。城市人口日益增强的消费

需求和消费能力对农业和农村而言, 不只表现为对优质、安

全、新鲜、多品种的农产品的需求, 也表现为对农业生态环

境、农产品生产与加工知识、农村历史文化、乡村风貌等的

追求与向往。因此, 在风景如画的千岛湖开展休闲农业旅

游必然会吸引长三角地区的都市人前来游玩。

  表1 长三角地区城市GDP 情况

层次 GDP∥亿元 城市

1 >9 000 上海

2 >4 000 苏州

3 >2 000 南京、杭州、无锡、宁波

4 >1 000 南通、绍兴、常州、台州、嘉兴、温州、盐城

5 <1 000 扬州、镇江、泰州、湖州、舟山

3 .1 .3  潜在游客的偏好分析。通过相关分析( 图2) , 前往

千岛湖的游客中对休闲观光旅游的偏好最大 , 占62 .5 % , 其

次是度假旅游 , 占20 .9 % , 商务占4 .4 % , 探亲访友占2 .8 % ,

而对会议旅游的偏好最少, 仅占2 .6 % 。千岛湖休闲农业的

开发利用能很大程度上满足客源市场对休闲旅游的偏好。

因此, 千岛湖应该充分利用有利的资源优势, 开发休闲农

业, 促进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

图2 千岛湖游客偏好分析

3 .1 .4  客源市场现状分析。千岛湖是中国首批国家级风景

名胜区之一, 是“杭州—千岛湖—黄山”名山名水名城黄金

旅游线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 被台湾游客和媒体评为台湾市

民赴大陆旅游的三大热点之一, 与北京、长江三峡齐名。

2001 年又被评为首批中国 AAAA 级旅游区,2002 年被评为

全国保护旅游消费者权益示范景区和浙江青年文明号示范

景区。时至今日 , 千岛湖旅游业已迈上新的台阶 , 游客总

量、旅游收入上都有很大提升( 表2) 。

  表2 2000～2005 年千岛湖旅游接待人次与旅游收入

项目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接待总量∥万人次 81 .81  90 98 .14  100 119 .7  150

旅游收入∥亿元 4 .86 6 .03 7 .2 8 .6 10 .5 15

3 .2  区位条件分析  处于淳安县内的千岛湖景区, 位处长

三角经济圈、交通圈、生态圈、生活圈的“四圈”之内, 并已然

融入杭州的1 .5 h 交通圈, 进入上海、宁波、苏州等大中城市

的3 h 经济圈 , 长三角绝大多数城市4 h 内都可到达 , 无论是

公路、水路还是铁路及至航空都已建立起便捷的网络。

3 .2 .1 公路条件。东北有淳( 安) 新( 登) 05 省道直达杭州 ,

中途与320 国道线交汇 ; 东南有淳( 安) 建( 德) 06 省道直达

建德并与320 国道接轨 ; 杭千高速公路2006 年将开通; 西南

有淳( 安) 开( 化) 公路直达开化, 并延伸至衢州 , 中途接205

国道至黄山市, 并有千岛湖至开化的杭千开化公路 ; 北有淳

( 安) 分( 水) 05 省道转16 省道至临安於潜与杭徽公路交汇

直达黄山。

3 .2 .2  铁路条件。金( 华) 千( 岛湖) 铁路直达千岛湖站 , 经

金华中转可与浙赣线连接 , 进而可以连接金温线、京广线 ,

从而西可达四川、重庆, 北可至北京乃至东三省 , 南可以连

接福建及两广, 中间又可方便湖南、湖北等地的游客。已然

形成的四通八达的铁路网络 , 在中国当今仍以铁路为主要

交通工具的时期 , 极大地促进了千岛湖旅游事业的发展。

3 .2.3  航空条件。千岛湖距离杭州萧山国际机场156 km,

萧山机场航线总量有62 条之多, 可直飞全国各大城市如北

京、上海、广州、香港、重庆、西安、三亚、珠海等地 , 国际线路

也有9 条之多 , 而且多为中国的主要入境旅游国的重要城

市, 如韩国首尔, 日本东京、福冈, 新加坡的吉隆坡等。

3 .2.4  水路条件。湖内开通航线23 条341 km,127 个大小

码头遍布湖区沿岸 , 可以沿新安江顺流而下 , 观赏湖中美

景, 并可随时停靠在大小码头登岸驻足游玩, 感受绿色世界

的无穷魅力。西北可达安徽省黄山歙县, 往东可连接钱塘

江, 游人可尽情享受湖光山色之美。

3 .3 农业资源条件分析

3 .3.1  气候、土壤条件。由于森林与千岛湖水质调温的综

合效应 , 在湖区范围形成了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春暖早、秋

寒迟的特殊小气候, 年平均气温 17 ℃。湖区内有高山、盆

地、丘陵、河湖多种地形和多种土壤 , 土壤主要为黄红泥土 ,

土体中常含半风化的页岩碎片 , 下部风化层较深 , 酸碱度pH

为5 .5 ～6 .0 , 含有机质3 .110 % , 全氮0 .152 % , 全磷0 .042 % ,

土壤肥力中等, 适于多种农作物的种植和生长。

3 .3 .2  林木资源条件。全县森林面积为29 .15 万hm2 , 林木

蓄积量 833 万 m3 , 森林覆盖率达65 .8 % , 名列全省前茅 ; 竹

子产业、人造板工业、森林旅游业等二、三产业蓬勃兴起 , 呈

现出较好的发展势头。生态公益林建设不断加强 ,2001 年

区划界定生态公益林 137 658 hm2 , 其中国家级生态公益林

122 632 hm2 , 省级生态公益林 13 405 hm2 , 县级生态公益林

1 621 hm2 。

3 .3 .3 渔业资源条件分析。千岛湖水域面积5 .626 万hm2 ,

湖岸线长达900 余km, 港、溪、源、坞纵横交错, 湖水体中有

机质和无机盐类丰富 , 给鱼类创造了很好的生存繁育环境 ,

现有鱼类13 科85 种, 年产鲜鱼3 861 t , 产值1 551 万元。已

成为浙江省四大淡水鱼商品生产基地之一, 产品远销10 个

国家。

4  开发模式分析

休闲农业的开发模式多种多样 , 不一而足, 关键要因地

制宜, 发挥优势。临湖可开发休闲渔业, 开展渔家乐为主体

的一系列休闲项目; 近林可实施休闲林业、休闲果园开发战

略, 开发四季果园, 观赏果园、结合畜牧业等开展休闲项目 ;

耕地条件好的可发展休闲园地 , 开展让游客体验农家生活

为主题的项目, 也可实行休闲农庄的发展模式 , 综合农、林、

牧、渔的开发模式, 让游客充分体验农家生活和农村的方方

面面。

休闲农庄是以绿色生态农业为主题, 以休闲农业为主

导的综合性观光休闲农业旅游区。可以在岛上面湖近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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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建立集农、林、渔、牧为一体的体现千岛湖特色的休闲农

庄, 实现休闲农业旅游。具体开发模式如下。

4 .1  渔业生产与休闲相结合  千岛湖水质清晰、无污染 ,

渔业资源丰富 , 生态环境优良等优点和悠久的渔业文化 , 为

千岛湖休闲渔业向更高、更深层次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拓展

平台。农庄内可尝试采用深水栏网工程 , 形成自然放养的

宜渔水面 , 为发展休闲渔业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同时还可

建造水上休闲垂钓小木屋、休息房和高标准水泥船网架结

构的鱼苗基地 , 并配置竹排、竹筏、平头手划小木船、橡皮

艇、充气床等水上休闲设施。另外, 还可建设具烧烤、垂钓、

娱乐等综合性水上浮台式平台和岸边纵伸型水上长廊。具

体可开发如下项目 : ①水上渔家。农庄内可根据千岛湖富

有特色的网箱养鱼户为基础和背景, 对现有的网箱按规定

进行改造 , 如浮道、集散地、休息设施、卫生设施、管理房、灯

光布置等。网箱修建后可供游客参与观鱼、喂鱼、钓鱼、戏

鱼、捕鱼 , 体验渔民的乐趣。②水上餐厅。以渔民生活环境

为蓝本 , 体现浓郁的渔村氛围。水上餐厅可将浮桥与岸连

接, 也可离岸, 以舟代步 , 与湖光山色融为一体; 水上餐厅以

食为主, 同时渗透具有千岛湖特色的饮食文化和鱼趣, 如搭

建舞台, 表演富有渔民特色文化的节目———斗虾舞( 斗虾舞

为古代渔民在新安江上创出的自娱自乐的娱乐方式, 舞台

上虾灯射时如彩虹, 腾时赛蛟龙 , 或贴地飞旋, 或腾空翻

舞) 。水上餐厅外部可装饰射灯、悬挂鱼灯 , 内部可实行主

题式装饰 , 如鱼具展览、船上人家、百鱼图形等。另外, 还可

开发特色品鱼宴 , 如全鱼宴、鱼头宴、鱼小吃等。③游钓渔

业。农庄内可采用深水栏网工程, 形成自然放养的宜渔水

面, 对库区鱼类品种进行优化, 放流一些生长快、个体大、宜

钓、品质好的新品种 , 同时加大宣传力度 , 吸引八方垂钓爱

好者 , 组织垂钓比赛, 使农庄成为游钓胜地。④水产休闲食

品开发。千岛湖水产休闲食品的开发已很有起色, 农庄可

借鉴淳安千岛湖野娇娇特色食品有限公司和杭州千岛湖水

产冷冻食品有限公司的水产食品制作的经验, 结合千岛湖

传统特色 , 开发诸如活鱼包装、小鱼干等等休闲食品, 提供

给追求自然、原味的游客。

4 .2  四季果园与农、畜牧相结合

考虑在农庄内分区种植杨梅、血橙、黄桔、白枇杷、甜樱

桃、红石榴等四季时鲜名优水果并形成一定的规模, 在成熟

季节 , 可吸引游客前往果园进行自由采摘 , 充分体验田园生

活的乐趣。果园中还可套种黑麦草、紫花苜蓿、白三叶等多

种牧草, 实行种养配套 , 长短结合, 推动园区建设的滚动发

展。在果园空隙之地种植蔬菜, 既可实现蔬菜增值目的 , 又

能吸引游者亲手耕作, 体验农家之苦乐。具体可开发如下

项目 : ①流连果园。果园内除果树自然遮荫外, 主要入口道

路可搭建葡萄长廊。果树行间除必要的间作利用外, 其余

的裸露土地可全部种植耐阴耐践踏的绿肥或观赏草坪 , 使

整个果园内清新无尘。果树开花时可开展赏花活动, 万紫

千红的各色花朵点缀在枝间树梢之间, 夺人眼球 , 芳香扑

鼻, 沁人心脾 , 会让游客流连忘返 , 沉迷其间。果实成熟之

际, 游客可品尝到纯正自然的水果 , 鼻尖嗅到清香诱人的味

道, 有回归自然之感。②喂养家畜。在果园内可随意放养

鸡、鸭、小香猪等小型家畜 , 游人在果园之中, 耳可听鸡犬之

声, 鼻可嗅果品之香, 能真正感受到农家田园生活的乐趣。

③品味时蔬。可在菜园种植各种名、优、稀、特蔬菜 , 并采取

多种栽培方式 , 如立体栽培、无土栽培、水培、架式栽培、盆

式栽培、墙面栽培、空中栽培、树式栽培等, 在生产的同时又

有很好的观赏作用。在观光棚内做到四季百花盛开, 常年

果实累累, 能吸引游客到园区内旅游、观光、散心, 消除工作

中的紧张和疲劳感。少年儿童在欣赏蔬菜、花卉、瓜果新品

种的同时又可增长知识, 还能摘食到各种新鲜的瓜果蔬菜 ,

游客还可亲自体验耕作、采摘蔬菜的苦乐, 感受农家之辛

劳。同时, 还可把所得的蔬菜委托农庄烧好, 配以千岛湖特

色的腊肉、笋干等 , 必会别有一番滋味, 令人回味无穷。

4 .3 生态林业与休闲相结合

可在农庄内遍植林木 , 并使之形成规模。游客行走林

间小道, 脚踩松软如地毯般的落叶 , 耳听松鼠在松梢枝间欢

跃、追逐, 会有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切身感受。具体可开发

如下项目 : ①森林氧吧。在农庄内的林间可点缀独特的木

房、木桌椅等, 供游人休憩, 或小憩、或阅读、或聆听 , 都是享

受不到的享受。②野营聚餐。在林间可专门设置一些疏林

地带 , 植以草被, 让游客在此聚餐野营 , 聊天聚会, 在亲朋好

友的笑语声中体验一下城市生活享受不到的一份温馨。

当然, 在进行休闲农庄开发时 , 要时刻注意到农庄内及

其周边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 , 推行污水处理与沼气综合利

用系统, 对生产、生活污染源, 旅游垃圾、废弃物等实行就地

综合治理, 实现污染物的零排放, 彻底保护农庄的生态环

境, 实现农庄农业休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5  结语

农业休闲旅游是利用农业生态环境开展休闲度假旅游

活动的一种新尝试, 千岛湖丰富的农业旅游资源、广阔的市

场空间无不昭示着其休闲农业旅游发展的美好前景。但

是, 必须清醒的认识到, 千岛湖的休闲农业旅游仍处于初步

发展阶段。因此 , 在开发的过程中 , 应从实际出发 , 科学制

定发展规划 , 审慎确定市场定位与区位优势, 有针对性地选

择开发模式 , 促进生态、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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