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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农业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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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质量。基于此，在农业长期实践发展

的过程中，应当与时俱进的完成产业的升级转型。休闲农业是现代逐渐兴起的一项新型农业形态，充分迎合社会市场需求。

一方面，为农业经济规模的扩大提供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有利于农业的长期稳定发展。下文对此进行详细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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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gricultural economy directly affects the quality of production and life of 

the people. Based on this, in the process of long-term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we should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to 

complete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Leisure agriculture is a new agricultural form rising gradually in modern times, 

which fully meets the needs of social market. On the one hand, it provides a good environment for the expansion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conducive to the long-term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The paper introduces it in detail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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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休闲农业充分展现农业生产、乡村生活的综合魅力。在我国深入推进休闲农业产业的发展，可以充分开发农村多

元化的经济建设功能。一方面，积极响应国家脱贫攻坚战的号召，通过休闲农业为人民群众创造经济收入。另一方面，

在全面小康社会建成的背景下，人民群众对绿色生活、生态生活的需求逐渐强烈。基于此，为休闲农业提供良好的发

展契机。本篇文章，对目前休闲农业进行系统的分析。并且，充分研究休闲农业对农业经济产生的影响。保证休闲农

业与农业经济的协调发展，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创新休闲农业的发展路径。 

1 休闲农业概述 

休闲农业是新型的农业发展形态，在长期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多样性的活动功能。通过观察与研究可以将其总

结为以下几种：农业生产、乡村风貌、乡村生活、农业文化等。主要为人民群众提供农业的休闲观光、种植采摘、农

家体验等乡村服务。在现代化社会环境的作用下，主要衍生出农家乐、休闲山庄、休闲乡村、采摘园等行业。一方面，

拓宽乡村农业经济发展路径，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农作物种植、售卖服务，帮助农村区域内居民实现经济收入的提高。

另一方面，打破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工作弊端，实现多样性的农业经济文化。与此同时，对休闲农业的具体内涵形成

清晰的认识。现阶段的休闲农业主要依靠农业的自然景观、原始生态环境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在此基础上，开展农

业观光、休闲旅游等乡村生态生活服务。在长期实践的过程中，逐渐成长为新型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弥补农业经济

开发单一的工作形式，优化目前农业经济发展结构。有利于农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农业环境的现代化建设。 

由此可见，休闲农业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休闲农业之所以有如此活跃的发展动力，主要得益于充

足的市场需求。目前，在城市现代化建设工作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城市人口数量急速攀增。人民群众的生活压力逐年

增加。因此，对乡村生活的体验欲望逐渐强烈。休闲农业的产生有效弥补市场服务的空缺，为其提供良好的产品基础。

并且，有利于传承、弘扬、保护我国的乡村文化。拉近城市经济与农业经济之间的距离，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通过休闲农业的发展，为农业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2 休闲农业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意义 

2.1 拓展农业经济持续发展的新路径 

上述文章已经详细说明休闲农业的具体概念、内容，由此可见休闲农业发展的稳定性。并且，休闲农业与农业资

源的联系较为紧密。依托于农业中的各项产业资源，进行优化创新，提高农业总体经济水平。因此，休闲农业的发展

具有生态化、绿色化、规范化的特点。避免农业经济因传统农业模式的不足，产生发展迟滞的现象。 



现代经济管理 

Modern Economic Management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15 

2.2 实现农业经济的全方位创收 

传统的农产品售卖形式，不仅利润较低、需求弹性较小，而且整体的竞争力较强。因此，通过休闲农业的发展，

可以打破农业从业者的小农工作模式。将自身具有的农业资源依靠科学化的管理进行有效衔接，逐步拓宽自身的利润

空间。为整体农业经济的全方位创收提供良好的条件。并且，解决农业污染、农业垃圾问题。通过休闲农业将废弃资

源进行二次利用，保证优化农业生态效益。 

3 休闲农业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3.1 拓宽农业市场客源，创新农业经济发展形式 

休闲农业的客源市场具有多元化的发展特点，因此在休闲农业的影响下，我国农业经济市场在逐渐扩大。与此同

时，创新自身的发展形式。通过长期的观察，可以将休闲农业的影响总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休闲农业的发展开拓了农业的观光旅游市场。充分利用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形成的优美的自然景观。与此同

时，新奇的农业生产方式对城市居民产生较强的吸引力。为迎合人民群众的乡野生活需求，利用农业开拓了农场种植、

花卉欣赏、动物养殖等产业链。将农业文化与农业作物进行深度融合，创新农副产品的售卖形式。与此同时，休闲农

业针对城市居民建立系统的休闲农业旅游区。通过度假村、采摘园等产业的建立，满足城市居民的农业游乐需求。打

破传统春种秋收单一的农业生产形式，将农业通过服务的形式进行售卖，充分利用农业生产中的各个环节，提高农业

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实现农业产品的创收。 

其次，休闲农业针对于学生市场，推出乡村修学旅游。并且，创设新型的怀旧市场。由于部分城市居民具有乡村

生活经验，因此在迁居城市后激发自身田园生活的欲望。休闲农业针对这一市场群体，建立怀旧式的旅游游览区。通

过渲染民俗风情，营造良好的农业观光氛围。重点突出农耕文化、时令民俗，积极宣传农业的民族气息。帮助乡村农

业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优化农业经济的开发力度。 

最后，休闲农业针对原生农村居民开拓新兴农业生产观光园。丰富其农业种植基础知识，创新其农业生产经营思

路。主要通过农产品展览馆、农业科技生态园、农业博览馆，刷新人民群众对农业历史、农业文化、农业技术的认知。

为人民群众农产品种植技术的引进奠定基础，帮助人民群众优化自身的种植手段、加工技术。在实践的过程中，完成农

业种植结构的自动化、机械化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强化农产品的附加值，提升农业种植人员的综合收益。由此可

见，休闲农业在客源市场方面具有较强的实力。有利于农业经济开拓多元化的市场渠道，加提升其生产经营的创造力。 

3.2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实现农业经济转型发展 

休闲农业的主要发展模式就是连片发展，形成以农家乐、山庄旅游为主的主要经营项目。由区域内政府或者投资机

构组建，带动乡村居民利用区域农业生产特色建立观光农业。现阶段，此类观光农业的水电设施、网络设施等配套设备

在不断完善。对市场的调研力度在不断强化，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并且，充分研究当地的农业特色、产品特色，依

托于农业产品建立起集休憩、度假、娱乐、餐饮为一体的产业结构。而农家乐形式，主要以乡村个体为主。在实践的过

程中通常以食宿为主，对城市游客具有较强的吸引力。由此可见，休闲农业对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休闲

农业长期作用下，有助于农业经济的升级转型。帮助农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避免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丧失竞争优势。 

在互联网经济作用下，通过休闲农业的开展营销自身的农产品，可以丰富农产品的销售路径。依托于网络信息技

术，通过自媒体平台开设直播拓宽农产品的营销范围。在休闲农业的影响下，扩大区域特色产品的影响力度。并且，

区域内休闲农业可以通过网络资源，优化自身的宣传路径。完善自身休闲农业的产品品牌形象，积极引进与区域内气

候、地质相协调的新奇农作物、农产品，形成独特的发展特点。使消费者在休闲旅游的过程中，还可以进行特色产品

的采购，开设农业经济的多种创收途径。避免传统集聚式的农作物收购形式，损害农业从业者的经营效益。 

3.3 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经济和谐发展 

村镇旅游是休闲农业的基础建设模式。在实践的过程中，主要通过改造村镇的配套设施、农村格局、宅院建筑，

吸引旅游者的注意力。主要以民族村寨、新农村风貌为主，在实践的过程中，可以逐渐提高整体的农业基础建设水平、

建设质量。完善区域内的人文景观，以农业文化建设为切入点，促进农业经济与服务业、旅游业的协调发展。并且，

休闲农场的建立，有利于宣传现代化农业技术、农业结构。通过田园农业、科技农业、观光农业等多种农业类型的建

设，提高农业技术设施建设质量。与此同时，休闲农园以“认养”的方式，委托村民进行代种、代养。通过市民的参

与，完善农产品投资、种植、生产、销售的产业链接。 

3.4 转移农村闲置劳动力；实现农业经济现代化发展 

休闲农业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完成农业多产化、农村景区化、农民多业化、资源产品化的建设工作。基于此，

构建度假村庄、乡村旅游风景服务。为城镇村民提供多种类型的岗位。村民在非种植季节，可以通过个体经营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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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收入。并且，现阶段休闲农业的个体农户经营模式已经逐渐成熟。以村民为主体，对自身生产经营的农产品资源

进行系统的改造。以点带面的推动农业手工产品的发展。并且，可以积极吸引区域内部的闲置劳动力资源参与到新农

村的建设工作中，为自己创造副业收益。 

与此同时，农户与企业联合发展的模式也是休闲农业开发的核心手段。通过企业的投资，建设休闲农业设施，为

区域内部村民提供丰富的就业机会。并且，企业可以以分红的形式，激励村民全身心投入到休闲农业改造工作中。对

休闲农业的全方面建设起到示范作用，充分维护村民的个人利益、集体利益。不仅可以提高休闲农业中村民的参与度，

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而且可以避免农业生产中闲置资源的浪费，实现农业经济的良性可循环发展。 

3.5 促进农业生态循环，创新农业发展模式 

休闲农业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开创特色的农业旅游模式，具有系统性、综合性、实用性、创新性的特点。与

此同时，通过农业产业、村镇体系、城乡统筹、旅游规划、风景园林等一系列资源的规划利用，可以促进农业生态循

环的高速发展。实现农业产业模式的优化创新。改变农业传统的以农作物为主要来源的经济结构。在实践的过程中，

通过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并且，通过发展休闲农业中的旅游业，可以实现乡镇居民的转移就

业。农村人力资源得到高效利用，为农业模式的创新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与此同时，农业经济的蓬勃发展对人

才起到一定的吸引作用。通过度假山庄、教育农园、农场庄园等新型农业结构的建立健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一方面，实现人民群众与生态农业环境的高效互动。另一方面。实现农业产业结构的现代化调整。 

由于我国是农业经济大国，整体的农业资源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依据不同区域内部的农副产品特色、地域结构，

进行不同种类的休闲农业开发。做到因地制宜的农业经济发展，帮助人民群众刷新自身对现有农业产业结构的认识。

通过向乡镇居民进行信息、科技、观念的广泛传播，优化其农业经济创收工作路径。有效改善单一的农业经济收入来

源，为人民群众整体产业结构发展思路的优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3.6 优化村镇交通环境，建立农业发展配套设施 

休闲农业的发展，对城镇居民起到积极的吸引作用。并且，由于休闲农业整体的运行结构，符合城镇居民的乡村

生活体验需求。因此，增加城乡的交流频率。在发展的过程中，可以逐步完善农村的交通结构。农业与旅游逐渐形成

交叉的发展状态。并且，在休闲农业规模不断扩张的背景下，整体农业旅游市场的竞争力度在逐步强化。保证提高区

域内休闲农业的竞争优势，交通网络与配套设施的建立健全工作迫在眉睫。并且，依靠区域内的民俗特色，建立具有

乡村文化的工作机制，形成文明新型乡风。 

3.7 优化农业筹资渠道，增加农业经济投入 

休闲农业的发展，形成农村景区化、农业多产化、资源产品化的发展特点。贯彻落实生态、环保发展理念，有效

处理农业产业结构发展中的各项要素。上述文章详细说明企业加农业的休闲农业开发形式，基于此，为现阶段休闲农

业的投资工作营造良好的环境、条件。休闲农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依靠招商引资的形式，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

动力。与此同时，逐步引导工商业投资、外资投资等多元化的资本对其进行扶持。拓展农业的筹资渠道，保证休闲农

业在发展的过程具有充足的资金量。并且，休闲农业通过将自身的产品进行初步包装加工，可以增加整体附加值。 

4 结语 

综上所述，休闲农业对农业经济具有积极的影响。并且，在休闲农业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从资源、模式、技术等

多方面，改善农业的产业结构。上述文章就从农业客源市场、农业产业结构、农业闲置劳动力、农业基础设施等多个

方面，全面论述休闲农业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保证我国休闲农业发展工作的规范性、科学性、合理性，为乡镇人

民群众的副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条件。优化我国农业经济结构，提高农业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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