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 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 农农农农农农农农农农 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 探探探探探探探探探探 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
ＴＡＩＷＡＮＮＯＮＧＹＥＴＡＮＳＵＯ

２０１３年第５期（双月刊）
总第１２４期·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ｗｗｗｔｗｎｔｃｎ

目　　次

□ 台湾现代农业

台湾南元花园休闲农场特色餐饮检视与分析 章国威，黄建宾 （１）…………………………………………

台湾精致农业政策导向与实施 周　琼，曾玉荣 （９）…………………………………………………………

台湾特色农产品 “黑珍珠”莲雾发展策略分析 李晗林 （１７）…………………………………………………

□ 两岸合作交流

台湾生鲜农产品在大陆流通的模式与创新思考 周向阳，赵一夫 （２２）………………………………………

后ＥＣＦＡ时期深化闽台金融合作的新路径 张萍香，邓美珍 （２６）……………………………………………

两岸产业合作的比较优势动态分析 范　芹 （３０）………………………………………………………………

台湾休闲农业对福建茶文化产业发展的启示 郭心雯，郭雅玲 （３５）…………………………………………

□ 农业经济管理

福建农民创业园建设现状与对策分析 刘宇峰，曾玉荣，黄　颖，等 （３９）…………………………………

基于后ＳＣＰ分析范式的 “公司＋合作社＋农户”契约关系分析 郑少红，王诗俊，郑小玲 （４７）…………

福建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与措施研究 刘　玲 （５２）…………………………………………………

海峡西岸生态农业园区建设实践与对策———以泉州市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为例

　 庄卫东，林金秀，陈明贤，等 （５６）…………………………………………………………………………

生态市建设背景下福州都市农业空间布局研究 许标文，王　丰，郑百龙 （６１）……………………………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满意度研究———以安溪县为例

　 武晓静，韦素琼，刘　静 （６４）………………………………………………………………………………

福建省新兴低碳产业发展的ＳＷＯＴ分析 陈燕煌，刘伟平，陈　琳，等 （７０）………………………………

武警８７１０部队农副业基地发展现代循环农业初探 彭世民 （７４）………………………………………………

企业创业创新孵化模式探究———以福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创业服务中心为例 王德喜 （７６）…………………

□ 两岸农业资讯

第六届两岸农产品采购订货会在福建南安举行 （２１）……………………………………………………………

漳浦对台农业合作　种植三角梅效益初现 （３８）…………………………………………………………………

武平县推动对台基层交流 （４６）……………………………………………………………………………………

闽台首次携手力推 “两岸红”茶叶 （５５）…………………………………………………………………………

海峡两岸交流特殊物品 平潭将开 “绿色通道” （７３）……………………………………………………………

□ 图文广告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封二）…………………………………………………………

《台湾农业探索》杂志网 （封三）…………………………………………………………………………………

期刊基本参数：ＣＮ３５－１１９０／Ｓ１９７９ｂＡ４８０ｚｈ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６２０１３－１０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ｃｔｏｂｅｒ）

Ｎｏ５　２０１３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Ｍｏｄｅｒ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Ｔａｉｗａｎ
Ｓｔｕｄｙｏ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Ｆｏｏｄ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ｎｙｕａｎＬｅｉｓｕｒｅＦａｒｍｉｎＴａｉｗａｎ 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ｗｅｉ，ｅｔａｌ （１）………………………………

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Ｔａｉｗａｎ ＺＨＯＵＱｉｏｎｇ，ｅｔａｌ （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ＢｌａｃｋＰｅａｒｌ’ＷａｘＡｐｐｌｅ，ａＴａｉｗａ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

　 ＬＩＨａｎｌｉｎ （１７）……………………………………………………………………………………………………………………

Ｃｒｏｓｓｓｔｒａｉ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Ｔａｉｗａｎ’ｓＦｒｅｓｈ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ｓ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ＺＨＯＵＸ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２）……………………………………………………………………………………………………

ＴｈｅＮｅｗＰａｔｈ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ｕｊｉａｎａｎｄＴａｉｗａｎｄｕｒｉｎｇＰｏｓｔＥＣＦＡＰｅｒｉｏｄ

　 ＺＨＡＮＧＰｉｎｇ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６）…………………………………………………………………………………………………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ａｎｄＴａｉｗａｎ ＦＡＮＱｉｎ（３０）………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ｏｆＴａｉｗａｎＬｅｉｓｕｒ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ｅ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Ｆｕｊｉａｎ ＧＵＯＸｉｎｗｅｎ，ｅｔａｌ （３５）……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ａｂｏｕｔ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ＰａｒｋｓｏｆＦａｒｍｅｒｓｉｎＦｕｊｉａｎ

　 ＬＩＵＹｕｆｅｎｇ，ｅｔａｌ （３９）…………………………………………………………………………………………………………

ＴｈｅＮｅｗＳＣＰＭｏｄｅ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ｎ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Ｆａｒｍｅｒ”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ＺＨＥＮＧＳｈａｏｈｏｎｇ，ｅｔａｌ （４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Ａｇ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ｉｎＦｕｊｉａｎ ＬＩＵＬｉｎｇ （５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ｃｏ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ａｒｋ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ＣｏａｓｔｏｆｔｈｅＴａｉｗａｎＳｔｒａｉｔｓ———Ｔａｋｉｎｇ

　 ＱｕａｎｚｈｏｕＭｏｄｅｒ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

　 ＺＨＵＡＮＧＷｅｉｄｏｎｇ，ｅｔａｌ （５６）…………………………………………………………………………………………………

Ｓｔｕｄｙ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ａｙｏｕｔｏｆＵｒｂａ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Ｆｕｚｈｏｕ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ｔｈｅＥｃｏｃｉｔ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ＸＵＢｉａｏｗｅｎ，ｅｔａｌ （６１）…………………………………………………………………………………………………………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ＲｕｒａｌＨｕｍａｎ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Ｑｕａｌ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Ｆｕｚｚｙ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Ａｎｘｉｃｏｕｎｔｙ ＷＵＸｉａｏｊｉｎｇ，ｅｔａｌ （６４）…………………………………………………………………

ＳＷＯ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ｔｈｅＮｅｗ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Ｆｕｊｉａｎ ＣＨＥＮＹａｎ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 （７０）……………………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Ｍｏｄｅｒｎ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Ｂ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Ｂａｓｅ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ｓＡｒｍｅｄＰｏｌｉｃｅＦｏｒｃｅ８７１０

　 ＰＥＮＧＳｈｉｍｉｎ （７４）…………………………………………………………………………………………………………………

Ｓｔｕｄｙ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ｆｏｒ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ＣａｓｅｏｆＦｕｚｈｏｕ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ｅｎｔｅｒ ＷＡＮＧＤｅｘｉ（７６

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殎

殎殎
殎

）……………………………………………………………………………………

本刊声明

（１）凡向本刊投稿者，如无特殊声明，稿件一经采用，即视为作者同意授权本刊使用其作品，包括作品的数字化

方式复制、汇编、发行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作者著作权使用费与稿酬在刊发后一次性支付。
（２）本刊所载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看法，不代表编辑部及其主管、主办单位立场，作者文责自负。
（３）来稿请勿一稿多投，严禁抄袭、剽窃，否则作者自负其责。
（４）本刊有权对来稿进行必要的编辑加工处理。若作者不允许对内容做任何改动，请务必在来稿中说明。
（５）本刊来稿一般不退，敬请作者自留底稿。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４－２２
作者简介：郭心雯 （１９９１－），女，研究方向：金融专业Ｅ－ｍａｉｌ：１２９０４３９４６８＠ｑｑｃｏｍ
通讯作者：郭雅玲 （１９５８－），女，副教授，主要从事茶叶加工与品质资源评价研究．Ｅ－ｍａｉｌ：ｙａｌｉｎｇ７８１９＠１２６ｃｏｍ
基金项目：福建省科技厅重点项目 （２０１０Ｉ００２２）

台湾休闲农业对福建茶文化产业发展的启示

郭心雯１，郭雅玲２

（１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２；２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２）

摘　要：休闲农业是未来农业发展的热点之一，台 湾 休 闲 农 业 在 其 发 展 过 程 中 积 累 了 许 多 成 功 经 验，值 得 发 展

中的福建茶文化产业借鉴。该文通过探讨台湾休闲 农 业 和 福 建 茶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的 共 性，对 如 何 促 进 福 建 茶 文 化

产业发展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台湾休闲农业；发展；福建茶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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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是产茶大省，产茶种类丰富，其中武夷山

大红袍、安溪铁观音更是驰名中外。深厚的茶文化

底蕴、优美的茶区自然生态景观、异彩纷呈的茶俗

茶礼茶事，是福建省开发茶文化旅游产业得天独厚

的优势条件［１］。随着两岸农业交流与合作 的 深 入，
休闲农业成为两岸农业合作升级的必然选择。充分

发挥福建茶产业发展优势，合理借助台湾休闲农业

的发展模式和经验，大力发展福建茶文化产业，是

深化闽台农业合作的潜力所在。本研究探讨了台湾

休闲农业和福建茶文化产业的发展共性，提出福建

茶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及策略。

１　台湾休闲农业与福建茶文化产业的

共性分析

１１　共同的历史渊源

长期以来，两岸地缘近、血缘亲、文缘深、商

缘广、法缘久，农业合作源远流长，特别是与台湾

隔海相望的 福 建 等 沿 海 地 区，更 具 有 独 特 的 “五

缘”关系。从地缘上看，福建与台湾在农业发展方

面有着相似的地质条件。从血缘上看，闽台人民有

着同宗共祖的血缘关系。据明确史料记载，大陆沿

海特别是福建泉州、漳州一带的居民，唐宋期间为

躲避战争和灾荒，已移居澎湖和台湾；元朝时期已

归入当时政府管辖；明末清初，大陆居民开始大规

模移居台湾，或以姓氏宗族聚族而居，或以同府同

县同乡聚 居 一 处。这 种 “血 缘 聚 落”和 “同 乡 聚

落”，极大地推动了台 湾 的 社 会、经 济 和 文 化 的 发

展，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福建家乡祖地的传统文化和

风俗习惯，使得闽台两岸在传统文化和社会风俗上

极为相近。台湾与福建具有相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

氛围，是其共同发展休闲农业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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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共同的自然条件

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农业地理和气候条件相

似，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为闽台农业合作创造了重

要的前提条件。相邻的地理位置使两岸的气候条件

颇为相似。在史前时期，福建沿海岛屿和台湾同属

于闽台半 岛 华 夏 古 陆 的 一 部 分。后 来 经 过 地 质 变

化，台湾与大陆逐渐分离，形成东西相望的局面，
中间间距最窄处 为１３０ｋｍ。此 外，闽 台 两 地 的 地

质土壤等生态环境也具备农业合作的基础。

１３　共同的机遇

两岸休闲农业的合作与一体化面临着共同的机

遇：（１）大陆多方位制定加强两岸农业合作战略方

针，从中央的层面把两岸农业与休闲农业的合作提

高到国家经济战略层次，提供了宏观政策的指导和

国家财政上的大力支持；（２）大陆各地也纷纷出台

各种促进两岸农业与休闲农业合作的相关措施。积

极贯彻响应中央政府的主张，将两岸农业与休闲农

业的合作付诸实践，逐步推进中华两岸农业界合作

互惠，共同携手走向世界［２］；（３）当前两岸休闲农

业产业对接出现了巨大的机遇，一方面台湾休闲农

业需要产业的升级、转移，许多企业面临经营效益

下滑等问题；另一方面，大陆地区休闲农业产业正

处于迅速发展的时期，需要资金、技术以及经营管

理的经验等。这就需要两岸积极合作，优势互补。
台湾休闲农业可以通过对自然文化条件相似的福建

进行产业转移，福建也可以为台湾提供更丰富的资

源和廉价的劳动力。福建茶文化产业便可利用此机

遇吸收资金，对接台湾休闲农业的技术，借鉴其管

理经验，加速自身发展。

１４　共同的挑战

两岸休闲农业的发展面临的挑战也是共同的：
（１）共同面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不稳定的

局面。后金融危机时代到来的标志是，欧美实体与

金融业好转，新兴国家因为通胀压力普遍实行货币

紧缩，两岸农业的发展和产业转移面临不稳定的经

济大背景：（２）两岸休闲农业的合作与一体化面临

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加入 ＷＴＯ后，两岸休闲农业

产业的发展面临的是共同的竞争环境，包括内在的

竞争与对外的竞争［３］，内外竞争环境的加剧给两岸

合作带来了困难：（３）从技术层面来分析，两岸休

闲农业产业的发展面临的生产技术问题和自然灾害

具有很多相似性，这也是两岸社会文化背景和自然

环境条件带来的。因此，两岸休闲农业的合作与一

体化 需 要 共 同 的 技 术 力 量 来 解 决 大 家 面 临 的 困

难［４］。

２　台湾休闲农业对福建茶文化产业发

展的启示

　　休闲农业发展模式促使单纯的农业生产从第一

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过渡延伸，通过改善农业的产

业结构增加农村就业机会，为农民开创了一条致富

之路。台湾休闲农业模式已突破传统农业经营方式

的限制，通过不断改革创新向第二、三产业拓展，
涉及旅游、餐饮等多方面，形成综合经营的模式。
台湾休闲农业将岛内各地的自然、文史资源和乡村

生产、乡村景观相结合的经营策略为福建茶文化产

业提供了很好的发展借鉴［５］。

２１　规划整体布局，有效配置资源

休闲农业突破传统农业的范围，以当 地 自 然、

文史资 源 和 特 有 的 农 村 生 产、自 然 景 观，融 合 旅

游、餐饮等综合经营，为人们提供休闲活动服务。
所以，休闲农业是综合利用当地资源，将农业延伸

至休闲服务业的新产业。台湾发展休闲农业的成功

经验在于规划整体布局，有效配置资源。为了发展

县域经济，有效整合配置全县资源，台湾农业主管

部门利用本地广阔的森林资源发展生态旅游，结合

民宿、观光农园等服务产业，进一步推进农业向服

务业多元产业结构转型。而福建各类茶叶产区分布

明显，闽东主要盛产绿茶、红茶、白茶等，闽南和

闽北主要盛产乌龙茶、闽西也有独特的水仙茶饼、
武平绿茶等、省会福州有地理标志产品茉莉花茶。
这些区域是相对独立而区隔的，但如果能加强整体

的规划布局，整合各地的资源，发展生态旅游，必

会促进福建茶文化产业新发展。

２２　完善服务体系，提高服务质量

旅游产品不仅包括有形的资源，还包括无形的

服务，而且随着旅游产业竞争的加剧，服务质量的

竞争力更为凸显，包括旅游服务和售后服务，所以

台湾的休闲农业经营很重视不断提高其服务的竞争

力。人文 素 质 是 服 务 质 量 的 重 要 成 分，在 阿 里 山

上，交错布点的土特产窗口，经营者总是能面对来

客，不论是否购买，都不厌其烦的接待和重复回答

同样咨询，给顾客带来了文明礼仪之感，这些点滴

事项，参与 并 影 响 了 休 闲 农 业 整 体 服 务 质 量 的 优

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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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完善法律法规，有序有效发展

台湾休闲农业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充分保证

了这一项产业的可操作性和发展前景。各个休闲农

场、农园，依照法律规定从事生产运作，避免了无

序的盲目开发，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休闲农业模式发

展的盈利性和长远性，信任度保障了消费力，也给

休闲农业带来了可观的效益。

２４　坚持创新理念，创意文化产业

台湾休闲农业的经营者，在与消费者的不断交

流沟通中转变经营理念，根据市场的变化，坚持创

新理念，及时调整产品的开发策略，发展创意文化

产业，针对不同的目标市场开发不同的产品，培养

高端、多 元 的 休 闲 农 业 消 费 市 场。台 湾 的 不 少 专

家、学者十分关注农耕文化创意，改变艰苦的耕种

环境，旨在促进青年人乐意走进田园。

３　促进福建茶文化产业的发展的思考

３１　加强政府的引导与扶持

政府在茶文化旅游业中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
政府要从整体规划茶区的发展，包括制定相关的法

律条文以规范茶文化旅游业的发展，重点做好茶区

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茶区景点和茶文化产业

的宣传工作。如武夷山市构建的印象武夷和武夷茶

博馆，已逐渐显现规模；安溪县在茶都建设成功的

基础上规划了茶博汇、安溪茶学院，形成整体升级

态势；漳平市政府出台促进茶产业发展政策为茶业

企业以及当地的茶园观光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其中推动组织茶艺大赛，邀请各大茶业企业参加起

到了突出的作用［６］。福建在建设台湾农民创业园基

础上，启动了福建农民创业园建设，这种融会闽台

农业休闲产业的实体性建设将对今后的福建茶文化

发展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３２　加强行业协会对台交流

福建茶叶学会曾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启了闽

台茶叶学术交流，取得了良好成效。如今，又有了

海峡茶协会、创意文化产业协会等社团组织，与台

湾相关协会互动交流，优势互补，这是发展茶文化

产业中拓展视野的环节之一。如何更好地借鉴台湾

休闲农业发展的成功模式，福建茶叶学会要充分发

挥媒介功能，邀请台湾有创办休闲农业经验的专家

学者到大陆茶区考察指导，吸引有休闲农场经营经

验的企业家前来投资创业，加之各级农业主管部门

出台的相关政策配合，增强对有识台商来大陆投资

的吸引力，加强与台湾方面的交流合作［７］。福建和

台湾联手互补发展休闲农业，其中福建茶文化产业

更具优势和潜力，除和台湾相似的自然环境和人文

历史条件减少合作阻力，福建在土地资源和农村自

然、人文资源方面更具优势条件。

３３　优化茶文化旅游资源的布局

茶叶生产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忙闲有序，一般

对于非茶季，可以大力发展茶文化旅游，这就为茶

文化旅游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了很好的时间安排。
名山出名茶，很多茶区同时也是观光旅游的圣地，
以武夷山最为闻名。武夷山以奇山秀水、幽谷险壑

等诸多美景，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众多的文物古迹享

有盛誉，武夷岩茶则 以 独 特 的 “岩 韵”名 扬 四 海。
武夷山以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和博大精深的茶文

化相 结 合，为 发 展 茶 文 化 产 业 创 造 了 有 利 的 条

件［８］。这些地方的茶区可以发挥景区的旅 游 优 势，
进一步开发当地茶区资源，开发福建的一茶一景休

闲观光产业，大红袍与武夷山、金骏眉与黄岗山、
东峰茶叶与两岸乌龙园、北苑贡茶与建盏古窑、天

山绿茶与三都澳、坦洋工夫茶与白云山、白毫银针

与太姥山、茉莉花茶与三坊七巷、尤溪苦竹茶与朱

熹、铁观音与清水岩、永春佛手与牛姆林、漳平水

仙与九鹏溪、白芽奇兰与闽南第一峰大芹山、华安

茶与华安竹馆、南靖茶与土楼云水谣、武平绿茶与

梁野山等，发展特色的茶文化旅游。

４　结语

茶具有自然属性也有人文属性，使其成为发展

茶文化旅游产业的范畴，具有独特的旅游功能。茶

具、茶诗、茶画、茶 歌、茶 馆、茶 文 化 极 具 “特、
奇、异、古”等旅游特色，可满足游客 “求新、求

特、求奇、求 知”等 旅 游 需 求，创 意 旅 游 空 间 极

大［８］。以茶为主题、以茶园 （场）为特色、以旅游

活动为主体，开展以茶为主题的综合旅游，促进茶

旅一体化发展［９－１０］。福建是历史悠久的产茶大省，
但是福建茶文化产业发展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对

于休闲农业资源的盲目开发，追求短期旅游效益的

现象普遍存在。通过对台湾地区休闲农业产业发展

的研究，探索两者发展的共性，汲取台湾休闲农业

发展模式中已相对成熟的部分，还要看到其发展过

程中走过的弯路，结合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

和福建的实际条件，在福建茶文化产业这个新兴产

业的婴幼儿时期就为其树立好一个健康长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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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浦对台农业合作　种植三角梅效益初现

　　漳浦县盘陀镇农民和台农合作种植三角梅效益初显，让当地不少农户走上致富新路。
台农孔维国介绍，２０１３年他带着台湾四季三角梅品种与当地农民合作建立４ｈｍ２ 的种植示范基

地。不到半年时间，５０万株的种苗已经卖出去一半，收益近３００万元。当地农民看到良好的市场前

景纷纷仿效种植。目前周边已形成将近６６７ｈｍ２ 的种植规模。
目前，漳浦县已引进台资农业企业２４７家，台商投资领域从交流初期的单一海水养殖，拓展到蔬

菜、食用菌、畜牧、花卉等相关农业及农副 产 品 加 工 业，当 地 共 引 入 蔬 菜、花 卉 苗 木 等 台 湾 新 品 种

２００多个、台湾高新农业技术３００多项，推广种植面积２３３３万ｈｍ２，闽台农业合作成为漳浦外向型

农业的一大亮点。

［摘自：福建 农 业 信 息 网 （２０１３－１０－２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ｊａｇｒｉｇｏｖｃｎ／ｈｔｍｌ／ｍｔｈｚ／ｍｔｄｔ／２０１３／

１０／２３／１１４８５２ｈｔｍｌ］

８３ 台 湾 农 业 探 索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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