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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观光休闲农业崛起的社会背景与 

发展状况分析 

7O年代末以来，台湾兴起了观光农园、 

休闲农业等新的农业生产经营型态。观光农 

园即开放式农园生产经营，让消费者在参与 

农作物收获中推销农产品}休闲农业则是观 

光农目的扩大与深化，即利用农业经营活动 

与设备，及农村自然环境、空间与人文资谭等 

综合条件，并辅 以旅游设施和服务，经过规 

划设计，将农业的生产、生态与农村生皤三 

者结合于一体，形成一种具田园之乐的休憩 

农业目区，也就是 “农业 +旅游业”性质的 

经营型态，既可发挥农业生产、生态维护及 

乡村游乐的功效，又可达弼提高农民收益与 

繁荣农村的作用。观光农园、休闻农业这种 

新型的农业生产经营型态，在 日本及欧美一 

些发达国家，已有成功的经验， 目前在台湾 

也成为逢勃发展的热门产业，甚至有台商已 

跨过海峡前来福建华安等地投资兴办这种新 

型态农业，因此探析其在台湾幅起与发展的 

过程、趋势和问题，对 当前我国大陆的拓宽 

农业发展途径，探索高、恍农业发展路子， 

将有现实的参考意义。 

一

、 台湾观 光农圈、休闲农业嗣起的社 

会背量与发展前量 

7O年代末，台湾农业出现了通过开放成 

熟期的果园，供消费者既观赏果实累累的农 

园美景，又可亲自采摘、品 和购买最新鲜 

之水果的观光果园。8O年代后期，观光果园 

逐渐向内涵更丰富的体闲农业发展。窥析台 

湾这种新的农业生产经营型态的崛 起 与 发 

展，有其—定的社会基础或发展的必然性。 

首先，台湾观光农园与休闲农业是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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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发展，人均所得达到较高水准，民 

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们的经济收入不仅 

能满足日常丰衣足食的需求，而且有相当剩 

余的情况下应运而起的。台湾人均所得，50 

年代初不足100美元，70年代 未升迭250oR 

元时，始出观光果园。80年代束台湾人均所 

得增达6800美元左右，90年代以来已向1万美 

元发达国家水准靠近，民众具备 了追求更高 

层次的文化偷乐享受的经济基础，这便是观 

光农凰、休闲农业在台湾 盛的基本社会背 

景。如果进一步剖析台湾个人 经济福 利 情 

况，可以增进认识发展这种新型态农业经营 

的社会基础。观光农园兴起的70年代末，台 

湾人均收入、消费支出及储蓄等经济福利指 

标， 以1979年的统计为蜊，台湾人均收入、 

消费支出和储蓄分别为新 台 币 63275元 、 

34924元和8923元。当时，平均消费支 出 和 

储蓄分别 占个人所得的5 2％和14 1 ，而 

到了发展体闲农业的80年代束，以1989年的 

统计为例，台湾人均收入已达新臼币181936 

元，人均消费支出为103462元，。人均储蓄增 

达29631元。平均消费支出和储蓄分别 占个 

人所得的比率达56,9 桁l B．3 。即在l0年 

问人均所得增长了1．9倍的情况下，平 均 消 

费支出和储蓄占个人所得的比率又 增 长 了 

1．7个 百分点和2．2个百分点，这种经 济 福 

利的提升，是使台湾的社会擂动开始遥惭从 

劳动型文化向休闲型文化转变的社会基础 

虽然可以预计，休闲型文化将成为2l世纪人 

类社会皤动的一种趋势，休闲农业的前景极 

其美好，但是不可勿视兴办休闲农业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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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基础，盲目地操之过急的兴办，不仅会 

造成经济损失，丽且还将影响今后的顺利发 

展。 

其次，台湾为突破农业困境，进一步提高 

收益，发展有益于扩大经营规模及能吸 引社 

会消费的观光农国或休闲农业，势在必行。 

50、60年代，台湾农业以增加产量为目标迅 

速发展，7O年代以后则逐渐呈现停滞状态， 

甚至出现1g 82、I981年两年连续农业成长率 

为一1·0 和 一0．6 的 负成长情况。台湾某 

些农产品已生产过剩，如近十多年来稻米供 

过于求，靠稻田转作措施调适粮食生产，畜 

产品因生产过剩、大跌价，导致大 量淘 汰 种 

猪、种鸡，甚至导致农民上街游行等异常状 

况。因此，进入gO年代的六年经济建设计划 

中，农业成长率定为零，显见台湾农业困境 

之严重。台湾农业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是 

经营规模的狭小，家庭农场面积不满l公 顷 

者占72．6％，小规摸生产不仅成本高，而且 

产品零星，品质不一，因此经营效益和市场 

竞争能力难以提高，严重阻滞了台湾农业生 

产率的增长。观光农园和休阔农业在游憩旅 

游渗入农业经营的情况下，必然促使扩大农 

场经营规模和范围，从而将改善农业收入偏 

低的状况 (台湾农业收入仅为社会平均收入 

的73 左右，以刺激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因 

此台湾观光农目、体闲农业为其开创农业发 

展第二春的重要途径。由此可见，观光农周 

和休闲农业今后在台挎农业发展中的地位和 

前景。 

再次，台湾生态环境保育迫在眉睫，发 

展休闲农业将为绿化，美化农村宅 立典范， 

深得社会支持 在 台 湾 农 业的发展中，生 

态环境已经付出了引1人瞩目l妁代价，如仅养 

猪业污染一项，就占台湾环境污染的23 ， 

农产养殖的发展，每年约需抽取地下淡水35 

亿立方米，西海岸地区下陷地面积已达l010 

平方公里，下陷严重舶屏东地区，地面已下 

沉2．5米。因此，如何在农业发展与 环境 保 

护之间取得平衡发展，已成为台湾农业发展 

的中心课题之一。观光农园，休闲农业作为 

具有一定旅游休憩功能的农业经营，必须维 

护、美化刍村自然景观，将有助于实现环境 

保育之目标，因此作为维护生态平衡的途径 

之一，受到普遍关注。 

此外，观光农园、休闲农业还是一种无 

接进口的产业，将作为保护台湾农业在加入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减少农业受进 口冲击 

的一种农业发展措施。总之，台湾发展观光农 

目，休闲农业，既是社会前进中之需求，也 

是进一步发展农业的措施，巳是当前台湾农 

业方兴未艾的产业。 ． 

=、台湾现光农田与休闲农韭的发晨戢 

况 

观光农园与休闲农业存在羟营范围与规 

模的差异，台湾农政部门对其管理则分别曲 

“农委会”的农粮处辅导观光农园，辅导处 

管理休闻农业。台湾观光农目及休闲农业的 

发展，备具不同特性。 

观光农园是自70年代末农民开放成 期 

果园促销而逐渐发展起来的。1983年台湾农 

政当局便开展了 发展观光农业示范计划 ， 

迄止199 2年政府用于发展该计划的总经费巳 

达l 330l万元新台币，辅导总面积达 1448公 

顷，观光作物种类有柑桔、百香果、文旦 

莲雾，杨桃、金枣、李、桃、草莓、葡萄、 

柿、红枣，荔枝，龙眼，番l石榴、香菇、茶 

叶及各种花卉等20多种。台湾观光丧园的发 

展历经了1O余年的推动，目前各项工作已步 

入正轨，农民设置观光农同首先须向乡镇农 

会提出申请，并由县政府及省农林厅和区农 

业改 良场协同实地勘察，适者纳入 辅 导 对 

象，草拟计划由省农林厅审核编立 年 度 计 

划，再由 农委会 拨给补助经费。观光农 

园经营的范围是以作物生产为主，仅开放供 

观光者短时间 《—天以内 )入团活动，而不 

提供食宿假务，因此j与作物栽培无关的设 

施与活动，观光农圄牵均不办理，农硬部门 

对观光农园辅导的重点也是作物品羼馥良 

产期调节、肥培管理改进，斑果套袋，一：娶全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用药等栽培技术的改进，以及作物种类，品 

种的多样化，生产设施化和园内环境美化等 

辅导。目前台湾观光农园的规模，从现有分 

布在15个县49个乡镇的68个观光农园的面积 

情况看，4O 左右的观光农园面积不上1O公 

顷，但面积最小也不少于5公顷，大者达100 

公顷以上的还仅有苗栗县大湖 镇 的 草莓 园 

(280公顷 )，桃园县龙谭镇的茶园 (IO3公 

顷 )，新竹县湖口镇的茶匿 (10O公 顷 )等 

三个，犬部份观光农圈的面积为10～3c公顷 

之间。对台湾观光农园的前景评估，据 “农 

委会 委托 “民意测验协会”，对曾经前往 

观光农固郊游采果的辩客的滟【验， 仅 1．8 

游客表示不愿意再度前往游观，有51．5 的 

游客以观光郊游为主要动机，有17．5 的游 

客以购买较新鲜果品为主要动机，说明这种 

新型态农业开发的游憩场所能 广受游 客 欢 

迎，而且可以促进消费，确保农产品新鲜， 

节省运销成本，增加农民收益。因此，随着 

观光农园的不断扩大、发展，8O年 代 末 开 

始，一种比观光农园更具游乐功能的农业新 

型态——休闲农业，在台湾深受关注地发展 

起来了。 - 

为了促进休闹农业的发展·台湾 农委 

会”于19'89年4月举办了第—次 “发 展休 闲 

农业研讨会”，．对休闶农业的观念、想法与 

作法进行了广泛的研讨，指曲休闲农业的基 

本概念应是利用农村设备与空间、农业生产 

场地、农业产品、农业经营活动， 自然 生 

态，农业自然环境、农村人l文资源等，经过 

规捌改计，以发挥农业与农村休阏 旅 游 功 

能，增进民众对农村与农业的体验，携升旅 

游品质，并提高农民收益，怩进农村发展的 
一 种新型产业，有人称l之为。“六级产业 

其经营管理的内容应包括农业生产 农村生 

皤，文化插动等三个层面，即将生活化的农 

业经营加以台罐缇或企业北是休闷农业经营 

肇翟妁目橱·取得上述共锻居r 嗷 委会” 

通过省农会鼓励备地农会、农 民或备种经营 

主体申请经营体闲农业 ·1990年 “农委会 

在 改革农业结构提高农民所得方案 中， 

研订了 “发展休闲农业计划 ，订下了一些 

最简单条件，如面积至少要大于5O公顷，而 

且必须邻接在一起，有较多农民可以参加而 

受益，有当地农产品可供销售，有美丽景观 

可以观赏，有丰富农业经验可让人体验t并 

且要能维持农业本质以区别于一般游乐区等 

条件。计划还预定6年内达成5O个休闲 农 业 

据点。计划讲订后仅两年，即1991年底，就 

有2O几个地点被 “农委会 选为辅导对象。 

为使体闲农业的发展能维持农业本质， “农 

委会”对准备发展抹闲农业的地点， 聘情了 

专家进行实地考察与评f醅 通过详细的规划 

与设计，并由乡村社会，社会心理，展 俗文 

化、景现生态、水土保持，森林、-园艺，环 

境工程、旅游观光、 农村建设、 她政等番方 

面有关专家学者及单位代表组成‘ 休闲农业 

咨询小组 ，执行休闲农业规划没甘的决策 

咨询。获得评审核定的休闲农业 区，均 由 

农委会 支助经费，经营主体亦提供配台 

资金。 “农委会 为加速休闲农业的发展， 

还协助发晨休闲农业贷款及辅导体闲农业经 

营管理。从 农委会 对发展休阏农业的计 

划研订、组织辅导、资金支助等一系列措施 

的实施情况，充 分显示 台湾农政当局对发 

震该产业的重视程度，但’目前台湾真正达到 

休闲农业标准的，据 报道，仅有8个点 可 以 

J 部开放提供休潞活动o ’ ． 

兰、戚藏与向曩的分析 

观光农园、休闲农业被认为是农业革新 

进步中的新兴事业J有 利农业、农村的进一 

步发展。台湾发展观光农园、休闻农l韭的主 

要成熟  ， 

1．扩太农亟量t莞■与蔫曩，宥t手簟捆农异 

收蕾 ’ 『 一 

观光农周、株阿农业使农业前经营型巷 

l从生产农产品的一级产业及农产品加工制造 

的二级产业 发展为包括农业生产 加l工， 

并且结合三苏产业的服务功能，有益于农业 

资源的利用得到更充分盼发挥，周此，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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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农园、休闲农业实质上是扩大农场经营 

范围和规范，这种以农业经营为主体的新型 

产业的发展，经营者不需要冒太大的风险， 

而以稳健踏实的经营，逐步达到提高所得的 

目标。虽然目前尚未见到台湾休闲农业方面 

实际效益情况的官方统计资料，但从个别休 

农场经藿效益的报道，可略见一斑，如香 

格里拉侏时坡场鱼l988年正式开放经营观光 

果园，从8公顷发展到目前的7户农家联台经 

营l8公匾的规模，1990年总收^达35]． 万新 

台币，其中门票收^28]．5万元，农产 品 收 

入4O余万元，其他服务收^30余万元，扣除 

各项营业支出，净收益l40．7万余元， 每 户 

平均纯收益2O．1万元，、而据台湾农业年报及 

经济年鉴显示，台湾农家每户灼 农 业收 入 

198'7年仅11·5'7万元，1989年更降至8·45万 

元，可见休闲农业对增加农民收益的意义。 

2．观光衷■、休一农业冀社套稿费发晨墨供有 

盏身心■蠢、■冶慵■ 提升文化愉乐昌 曩 的塌 

所，深受社会各赜曩^士的毫蔓 

当社会经济发展珂某种程度之后，人们 

的消费必然不能满足于衣食住抒，将追求更 

高层次的文化愉乐。据台湾 经建 会 推 

估，台湾地区从事观光游憩括动的 总 人 数 

1981年为1·3368亿人次，而到2000年将增到 

5·9908亿人次，年成长率平均l7．4％。另据 

“台湾地区综台开发计划”资料显示，台湾 

1986~1996年观光旅游人数年均增 加 率为 

7·6％。总之，台湾游憩休闲人口 将 日趋增 

加，提供人们休闵活动场所是社会消费发展 

的需求，因此开发农业观光资源，引导人们 

接近大自然，热爱田园山光，端正 社 会 风 

气，已成为台湾当局发展民众游乐 休 闲 文 

化的重要措施之一，经过对曾经前往观光农 

园郊游的游客的民意测验，98．2 的游客表 

示乐意再度前往游观，显示了这一新型游憩 

场所 已广受游客喜爱。 

3．有利于了解台{I农符劳动力缺乏殛农产昌 

产铺失衡的压力 

观光农园由游客自行采收农产品，可减 

轻农民在采收、分级包装、运输，贮藏等方 

面的劳力和资材之负担，避免集运过程中的 

各种损耗，同时消费者又能得到最新鲜并无 

毒害之虑的食品，周此，这一蛏营型态不仅 

有利台湾农村劳力缺乏情况下的农业经营， 

更满足当今人们对健康食品的需求。 

． 台垮从观光农园至休阔农业的十余年发 

展中，虽然有相当的成效，但也隐存了不少 

问题。从发展方向看，由于进展太快，一些 

经营者过于偏向游乐经营的偏离问题，将不 

科于休闻农业的健康发展，这个问题已引起 

有关方面的关注，强调循序渐进加强导正， 

／AIt．~,上看，目前台湾观光丧园、休闲农业 

等的管理组织体制尚不健全，一般仍以共同 

经营的筮飙方式管理，经营分配及权力、义 

务等分担的问题尚未理顺，因此有识之士巳 

提窿当局要加强辅导，否则将有解散之忧} 

肌经营效益上看，目前已肯定观光菜园效益 

不佳，不再辅导，而观光果园影响经营效益 

的问题如 ④游客对果实成熟度不熟悉，乱 

采乱丢，造成果园的损失较严重，宣传B【导 

工作跟不上。@规模欠大，成熟期集中影响 

游观时间和游客兴致。@节候日游客过于集 

中，管理人员的调节安排困难。这些 题已 

成为台湾农业界研究探讨的重点o 

(本文责任编辑；革云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