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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旅游系统是一项复杂的巨系统 ,它既有农业本身运行的自然、社会属性 ,同时也具有旅游

发展的经济属性。农业旅游系统主要由供给子系统、需求子系统、通道子系统、控制子系统和保障子系统构

成 ;人们的需求、农业发展、政府政策等是农业旅游系统运行和演化的动力 ;农业旅游系统的有效运行需要

有完备的投入机制、转换机制、调控机制、产出机制及反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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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the O pera tion of Agr itour ism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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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tourism system is a huge comp lex system and has both natural and social attribute of agriculture and econom ic attribut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gritourism system is composed of supp ly subsystem, demand subsystem, channel subsystem, control

subsystem and ensuring subsystem, and human dem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governmental policy and so on are operational and

evolution power of agritourism system. The effective operation of agritourism system demands comp lete input mechanism, transform ing

mechanism, regulating mechanism, output mechanism and feedback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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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农业旅游作为一项新的旅游项目 , 已成为世界

潮流。农业旅游源于欧洲的西班牙 , 20世纪 60年

代初 , 有些西班牙农场把自家房屋改造装修为旅

馆 , 接待来自城市的旅游者前往观光度假 , 被认为

是农业旅游的起源。[ 1 ]我国的农业旅游实践最早在

20世纪 80年代的广东深圳出现 ,但正式的“农业旅

游 ”官方名称则是出现在 2001年。[ 2 ]

正当农业旅游实践活动在我国发展得如火如

荼的时候 ,国内学者也开始进行相应的理论审视 ,

他们的审视角度有从理论入手 ,
[ 324 ]也有从实践进

行 ; [ 7210 ]有从国外借鉴 , [ 11212 ]也有国外和国内相结合

进行。[ 13214 ]成果虽然不少 ,但总体看呈现出“重应

用 ,轻理论 ”的现象 ,研究方法多为定性研究 ,定量

研究的很少。一些新技术、新方法 ,如遥感、GIS等

在该领域的应用目前还是空白。基础理论研究的匮

乏和过分强调案例研究为主的定性研究方法 ,将会

影响农业旅游研究的深入展开。为此 ,笔者运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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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学相关理论来剖析农业旅游系统运行状况及趋

势 ,以期能为农业旅游发展在理论上起到一定的指

导作用。

系统论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和规律的

学问 ,它研究各种系统的共同特征 ,用数学方法定

量地描述其功能 ,寻求并确立适用于一切系统的原

理、原则和数学模型 ,是具有逻辑和数学性质的一

门新兴的科学。加拿大籍奥地利人、理论生物学家

L. V. 贝塔朗菲 (L. Von. Bertalanffy)是其创立者。整

体性、关联性、等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时序性等

是系统的基本特征。本文将据此对农业旅游系统

进行分析。

一、农业旅游系统概述

农业旅游系统是农业旅游经济运行过程中各

要素构成及其相互关系 ,各要素结构及其变动以及

整个农业旅游经济运行动力、机制及其演变趋势的

复合体。

1. 农业旅游系统构成要素

(1)供给要素。农业旅游供给要素指的是农业

旅游产品的系统设计和开发。所谓农业旅游产品

是指能满足农业旅游者体验需求的有形或无形载

体 ,其构成主要包括核心产品、有形产品和附加产

品三部分。

(2)需求要素。农业旅游需求要素是促使系统

运行的外部拉力因子 ,它包含农业旅游需求者需求

现状及未来变动规律 ,其中需求现状包括需求结构

类型、消费水平、需求偏好等基本因子。

(3)通道要素。农业旅游通道要素是连通供需

要素体系的中间桥梁 ,一般指游客的出行体系 ,包

含交通线路和营销体系。农业旅游产品的不可移

动性、价值不可储存性等特点使通道要素在整个系

统处于关键地位。

(4)环境要素。农业旅游系统是个开放系统 ,

任何的环境变动都会对系统的运行产生直接或间

接影响。影响农业旅游系统的环境因素有自然因素

(气候、土壤、水文、光照等 )、经济因素 (区域农业经

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等 )、社会因素 (旅游者价值

观、家庭结构、职业、教育等 )、技术因素 (计算机技

术、生物工程技术等 )。

(5)控制要素。系统控制要素是农业旅游系统

运行的中央枢纽因子。作为一个经济系统 ,农业旅

游系统要受价值规律控制 ;同时 ,由于农业旅游的

特殊性 (农业基础上的增加旅游附加值 ,农业属性

不能改变 ) ,其也要受政府的宏观调控。政府的宏

观调控指的是政府对农业旅游的战略定位、布局等

安排。

2. 农业旅游系统结构

农业旅游系统是农业系统和旅游系统的复合

系统 ,但又主要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旅游系统特征。

根据旅游系统研究的一般理论 , [ 15 ]笔者构建起农业

旅游系统的基本结构功能要件 (图 1)。在此结构

中 ,需求子系统起到系统推力作用 ,供给子系统起

到系统拉力作用 ,通道子系统起到桥梁和信息沟通

功能 ,控制子系统起到调节和约束作用 ,环境子系

统起到保障功能作用。五大子系统相互作用 ,共同

推动和维护农业旅游系统的整体演进。

二、农业旅游系统运行动力

1. 需求动力

人类任何实践活动都是为了满足其自身的特

定需求 ,需求的存在激发起人类探求自然与社会的

欲望 ,欲望转化为具体的行为 ,良好的行为推动人

类社会的进步。人类的需求是具有一定层次性和

一般性演化规律的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人

只有在基本的生理安全需求得到满足情况下 ,才可

能有自尊、归属、自我实现等高级的精神需求。而

旅游需求恰恰是以精神需求为主的需求形态。这

一点可以从人类旅游行为产生的条件得到印证。

人类的旅游活动最早在奴隶社会开始出现 ,到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大规模盛行。早期的旅游活动尽管

规模小并具有较强的社会阶层限定性 ,现代意义的

旅游活动尽管人数多且参与者阶层扩大 ,但它们都

有一个共同属性 :有较强经济实力和一定的余暇时

间。即首先具备一定物质基础才可能产生旅游行

为。旅游需求产生后 ,受外界环境变化 ,其也处在

由低向高的逐级提升演化之中 ,如从一般性的浏览

浅尝辄止到专题性的深度感悟 ,从团体性寻求生命

共同保护前提下的旅游体验到个性化超生理旅游

品尝等。农业旅游正是迎合如此变化的旅游需求

而出现 ,其不同于一般性自然景观的动态参与性、

与自身生活密切性、浓厚的怀旧性等都促使其成为

满足新旅游需求的绝佳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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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业旅游系统分析结构框架模型 [ 15 ]

2. 农业发展

如果说旅游需求的深度发展是促成农业旅游

系统形成和演进的外生力量 ,那么农业生产的自身

发展则是推动农业旅游系统演进的内生动因。当

工业产业形态出现后 ,依靠科技水平推动和自身优

势 ,其庞大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管理理念迅速确立起

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而农业生产虽然延

续历史时间较长 ,但其依靠自然生物本身的再生产

条件制约和农业生产管理、技术落后使农业产业地

位迅速下降。但农业的基础地位的不可动摇性迫

使农业必须进行改革 ,因而现代农业形态就应运而

生。所谓现代农业就是要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

业 ,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 ,用现代产业体系提

升农业 ,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 ,用现代发展理

念引领农业 ,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 ,提高农业

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 ,提高土地产出率、资

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 ,提高农业素质、效益

和竞争力。[ 16 ]根据其含义中的“用现代产业提升农

业 ”表述 ,现代农业包括都市农业、观光农业等农业

旅游类型 (图 2)。

3. 政府政策等其他因素

农业对地区国民经济贡献率偏低和农业产业

地位的基础性作用不能动摇迫使政府出台推动农

业发展的新政策。以我国为例 ,仅 2008年发布的旨

在推动农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或规划就有 46项。从

2003年开始 ,党中央一号文件都与农业发展有关。

为配合推动“三农 ”问题改革 ,国家旅游局也开始了

农业旅游示范点建设工程、“华夏城乡游 ”主题旅游

年活动、农业旅游扶贫试验区建设等活动。农业部

等相关部门对现代农业发展也给予资金、技术、人

力上的大力扶持。政府对农业及其旅游的政策扶

持为农业旅游系统良性发展提供较大的外部推动 ,

促进了农业旅游的较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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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农业发展演化动力过程

三、农业旅游系统运行机制

系统运行机制是系统各要素在运行过程中 ,各

环节内部以及各环节之间本质的内在的相互关联、

相互制约的工作方式的总和。[ 17 ]从系统论角度研究

运行机制 ,就是一个不断投入各种要素、产出商品

(包括知识 )的系统 ,这个系统的运作需要有投入机

制、转换机制、调控机制、产出机制和反馈机制等

内容。

1. 投入机制

农业旅游系统的投入按投入内容可以分为自

然投入和非自然投入。自然投入主要是农业旅游

景观靠自然界本身给予的能量、物质维系其生存的

那部分投入 ,它具有波动性大、持续时间长等特点。

非自然投入主要指农业旅游景观及其他要素通过

人为的技术、政策等投入所带来的特征变化。它具

有可控性、灵活性特征。当然 ,这两种投入机制实

际上是可以相互影响的 ,即非自然投入可以影响自

然投入进程 ,自然投入也制约非自然投入效果。农

业旅游系统投入非自然投入要考虑投入时机、投入

效果、投入类型差异等。

2. 转换机制

自然和非自然投入的物质或能量进入系统后 ,

依靠转换机制在系统内部进行流动并最后转换为

农业旅游产品。外来物质或能量要素进入农业旅

游系统后 ,首先在供给系统进行汇集 ,供给者根据

农业旅游市场需求特征和宏观环境要求进行要素

配置 ,将资金、技术和人才进行合理组合 ,并建立起

一整套完备的管理体制来实现这种配置的最优化 ,

最终提供给农业旅游市场合适的旅游产品。

3. 调控机制

农业旅游系统调控过程按照调控主体可以分

为自发调控和人为调控。自发调控就是农业旅游

系统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 ,影响供求关系进而达到

系统运行平衡。其调控手段是价格和价值的关系。

人为调控是当市场调控失灵时 ,管理者或经营者通

过人为控制系统能量或物质流动的速度、强度、方

向 ,改变系统运行状态 ,从而使系统从持久的不平

衡迅速合理地向平衡过渡 ,减少系统的物质和能量

的不必要的损失。其调控手段是资金、政策、人力

等。当然在进行系统调控时 ,都会有一个明显的系

统运行危机指示器 ,即一定时期内系统价格与价值

严重背离 ,导致供需严重失衡 ,农业旅游供给者大

幅减少 ,农业旅游产品质量显著下降。

4. 产出机制

产出机制就是系统投入要素通过转换和调控

机制作用最后提供给农业旅游市场的产品的过程。

其产出过程包括产出前的市场调研决策、产出的产

品结构类型及评估、产出产品质量监控等。产出前

的市场调研是通过农业旅游市场调查确定系统最

终需要产出的产品特征 (价格、品质、独特卖点等 )、

产品类型及结构等 ;产出产品结构类型是指农业旅

游系统产出产品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 ,即如何在有

限的投入要素下 ,实现产出产品的效益最大化 ,它

类似于市场营销中的产品组合策略

5. 反馈机制

反馈机制指农业旅游系统失去平衡后或出现

漾动后 ,系统自动通过某种特定的符号来反映出这

种状况 ,提示进行系统调节或干预的过程。农业旅

游系统运行提示符号分为两个层面 :一是深层次作

用符号 ,即价值规律作用 ;二是表象作用符号 ,即由

价值规律或其他外界因素变化 (自然灾害、社会事

件等 )所导致的供求数量变化 ,即在短时期内农业

旅游供给者大幅减少或增多 ,农业旅游需求者的大

幅减少或增多。农业旅游系统反馈机制过程为 :农

业旅游产品恶性变化 (自然灾害毁损、恶性社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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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 —需求减少 —供给者利润下降 —供给品数量减

少 —系统自发调控 (外来力量调控 ) —恢复供给 —

需求增多 —系统平衡。

总之 ,农业旅游系统运行 ,首先需要外界物质

和能量等要素投入 (自然的光照、水分和人工、政

策、资金等 ) ,要素进入系统后通过转换机制 (传导

机制 )和产出机制提供农业旅游产品 ,再通过反馈

机制及时提供产品的供需平衡信息 ,当出现产品供

需不协调时候 ,系统通过调控机制采用自动或人为

的调节实现系统的平稳运行 (图 3)。

图 3　农业旅游系统运行机制示意图

四、农业旅游系统演变趋势

对农业旅游系统的运行趋势研究比较复杂 ,主

要是其受外部环境和系统自身要素的双重影响。

笔者从农业旅游系统动力角度来剖析系统未来的

可能变动趋势。

1. 基于需求动力的农业旅游系统演化

农业旅游系统首先是个经济系统 ,所以需求是

推动农业旅游系统演变的第一动力 ,而旅游者农业

旅游需求的变动规律也将直接影响农业旅游系统

的未来演进路径。根据需求变动的一般规律 ,可以

大致归纳出农业旅游需求变动的一般特点 : ( 1)从

内容上看表现为普通农业观光 —农事体验 —农俗

感知 —农业教育 —农情回归。在这里 ,农情回归更

多是强调在农业旅游中实现了自我和环境的同一 ,

并在同一中升华自我价值。 ( 2)从参与方式看表现

为团队式 —家庭式 —个体自由式。在此过程中 ,个

体从农业旅游过程中由最初的陌生恐惧逐步转变

为自由忘我意识 ,真正摆脱生理束缚而进入到心理

的至高境界。 (3)从与环境关系上看表现为下意识

破坏环境 —有意识保护 —无意识融入环境。在此 ,

下意识破坏环境是指旅游者由于受自私心理的本

能作祟 ,对美好的农业景观从最初的感叹到下意识

的采摘等破坏行为 ;有意识保护环境是指旅游者在

多次的农业旅游体验中通过前一阶段试错行为反

省进而内化为有意识的保护的过程 ;无意识融入环

境是指农业旅游体验时 ,旅游者已经超脱于以前美

好的农业景观要求 ,表现为“漠视 ”景观本身特征 ,

进而进入到超越景观境界的体验过程。[ 18 ]

受农业旅游需求动力变化的影响 ,农业旅游系

统首先在供给要素上做出变革 :一般性农田景观设

计 (伴随乡村旅游进行 ) —农事体验产品设计 —农

业教育型旅游产品 (科普农园 ) —为旅游而旅游的

农业公园 —农俗型旅游产品 —超脱型原真性产品 ,

整个过程呈现螺旋式回环。其间 ,受市场竞争影

响 ,农业旅游产品供给的个性化特征越来越明显 ,

其市场的覆盖群体越来越窄 ,对土地资源、人力资

源耗费就越来越大 ;供给者成本增加 ,利润下降 ,部

分实力弱的供给者被市场淘汰 ,系统实现自我调

节。但由于农业用地的刚性特点 ,政府必然要实施

宏观调控 , 这样 , 双调控又推动系统的相对平

衡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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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基于需求动力下的农业旅游系统变动特征

　　2. 基于农业发展的农业旅游系统演化
农业旅游离不开农业生产基本功能。受农业

在一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约束 ,为旅游目的而专

设的农业公园将在建设用地等宏观调控上受到较

大限制 ,因此 ,更多的农业旅游都是离不开农业生

产背景的。而农业生产随着农业科技水平、城市

化、人们更高的农产品需求等外部条件影响也是处

在发展变动之中的 ,因而分析农业生产变动规律为

探寻农业旅游系统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农业生产发展离不开生产主体、生产方式、生

产对象三个核心内容 ,分析农业生产发展变革对旅

游系统变动的影响也要从此三方面进行。 ( 1)农业

生产主体 ,即农业生产者。传统的农业生产者文化

水平相对较低 ,农业生产的市场化意识淡薄 ,基本

上是自给自足式生产 ;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生产者具

有较高的农业科技文化素质、较强的市场开拓意

识和敏感性。因此 ,农业生产者的这一变化有可

能推动农业旅游的更为广泛普及。 ( 2 )在农业生

产方式上 ,传统农业生产基本具有靠天吃饭、畜力

依靠、类型单一等特点 ;现代农业在生产类型上出

现了都市农业、观光农业、精确农业、设施农业、农

业科技园等新的变化。[ 19 ] ( 3 )在农业生产对象上 ,

传统农业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 ,土地制度比较僵

化 ;现代农业在土地制度上允许农民进行土地流

转 ,土地制度的这一变革为农业旅游用地打开了

方便之门。总之 ,现代农业生产的上述变革必然

影响整个农业系统的变动 ,即农业旅游产品类型

增多、供给者增多 ,导致竞争加剧、供求失衡、利润

下降 , 进 而 使 农 业 旅 游 系 统 失 去 平 衡 并 演

进。 (图 5)

图 5　基于农业生产发展变革的农业旅游系统变化

　　3. 基于政策等外部要素作用的农业旅游

系统演化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导致其必然要

受到政府的高度关注。我国为解决“三农 ”问题 ,出

台了较多的推动政策 ,譬如在资金筹集上专门设立

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 ,并且还有农业专项补贴

等 ;在税收上 ,取消了存续上千年的农业税 ;在土地

制度上 ,从实行承包制到土地流转制度 ;在农产品

定价政策上 ,由统购统销到市场定价和统购统销结

合 ;在农业发展生态环境政策上 ,从一味追求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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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面积增长、毁林开荒到提高耕地单位面积产

量、适度增加耕地面积及退耕还林保护农业生产环

境。国家在农业生产上实施的政策变革为农业旅

游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农业生产基础

上的旅游活动可以获得方便的资金来源 ;在税收上

可以得到较优惠的减免 ;在定价上可以自由实行市

场定价 ,同时国家还提供保护性价格 ;在土地制度

上农业旅游用地可以方便获得 ;农业生态环境改善

也为农业旅游提供了直接的环境保障。总之 ,国家

的农业推进政策为农业旅游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

件 ,推动了农业旅游系统中供给要素的变革 ,当然 ,

也间接影响了供需平衡 (图 6)。

图 6　基于政策变动下的农业旅游系统变化

结 　语

农业旅游系统是一项复杂的巨系统 ,它既有农

业本身运行的自然、社会属性 ,同时也具有旅游发

展的经济属性。探究农业旅游系统运行特征对当

前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同

时对于推动农业旅游的理论研究也会有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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