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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重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的枢纽,占据着过“渝新欧”国际班列和长江黄金水道的优势,将进一步带动

重庆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旅游业,作为重庆产业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项,也是带动经济快速发展的要素之一,在重庆产业占据

着重要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强重庆市旅游产业发展研究,促进重庆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奠定了重要的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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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的枢纽,占据着

过“渝新欧”国际班列和长江黄金水道的优势,将进一步带

动重庆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旅游业,作为重庆产业发展

必不可少的一项,也是带动经济快速发展的要素之一,在重

庆产业占据着重要地位。 

1 重庆市旅游产业发展现状 

1.1 旅游产业总体规模快速增长 

近年来,重庆市旅游行业围绕“把旅游业培育成为综合性

战略支柱产业和加快建设国家知名旅游目的地”的目标,全力

推进旅游业改革发展、转型升级,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2000-2016 年重庆旅游总人数从 031 亿人次上升至 451 人

次,17 年间年均增幅约为 17.13%；此外,从 2000 年至 2017 年

17 年间,重庆市旅游总收入从 137.05 亿元增长到 2645.21 亿

元,年均增长率为 19.02%,不管是从旅游总人次还是旅游总收

入来说,重庆市旅游产业总体规模在17年间得到快速增长。 

1.2 旅游资源数量相对丰富 

旅游资源作为旅游产业发展的依托物,是旅游业得到快

速发展的核心要素。因此,重庆旅游产业的发展必须要梳理

旅游资源数量与品质。2016 年,重庆市拥有国家 A级旅游景

区 214 个,比 2015 年增加 16 个,其中,5A 级景区 7 个,4A 级

景区 76 个,3A 级景区 80 个,重庆景区在 3A 级以上占据一半

以上。此外,截至 2016 年,拥有市级以上旅游度假区 15 个,

包括 1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1.3 旅游产业结构不断调整 

旅行社、酒店、旅游景区一直以来是旅游发展的三大支

柱。从旅行社数量来看,2016 年重庆市旅行社数量达到 587

个,比 2015 年增加了 28 个。其中,2016 年出境旅行社数量

为 73 个,比 2015 年增加了 11 个；一般旅行社数量 520 个,

比上年增加了 23 个。从旅行社总量变化来看,旅行社的服务

质量逐步提升,行业内部结构不断优化。从酒店业来看,2016

年重庆市星级饭店总数为 225 个,比 2015 年减少了 7 个,其

中,撤销星级酒店 11 个,新增星级酒店 4 个。从星级酒店数

量的变化这个指标来说,行业内部对酒店进行整合。此

外,Airbnb、蚂蚁短租等共享经济模式下的短租、民宿等对

重庆市酒店行业也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刺激重庆市酒店行业

不断进行自身内部转型升级。从旅游景区来看,景区服务质

量逐步提升,提供的旅游资源类型较为丰富。 

1.4 旅游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不断完善 

为实现把旅游业作为全市综合性战略支柱产业的目

标,2016 年重庆市做出了各方面的努力,拥有五星级游轮 22

艘,积极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乡村旅游建设突出,拥有全国

特色景观旅游名镇 14 个,有 46 个市级重点旅游项目,20 个

国家旅游优选项目,8 个国家重点建设营地项目即自驾车房

车项目。此外,2016 年重庆市旅游商品企业 267 家,生产销

售总额 86.52 亿元。总而言之,重庆市在旅游基础设施及配

套设施方面不断完善,为实现国家知名旅游目的地的目标不

断努力、不断完善。 

2 重庆农业旅游资源的开发方向 

2.1 农业生产与园林建设相结合 

随着重庆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非农产业对可耕地的

进一步侵占,重庆未来可耕地面积将会急剧减少。尤其值得

一提的是,重庆还有一些特色坡耕地水土流失严重,农业生

态系统日渐衰减,农产品品质不高。在这种不利的社会及经

济条件下,我们既要考虑在土地贫贱的特色坡耕地上生产出

人们所需的农产品,又要考虑怎样创造目前广大城市居民迫

切需要的用于调节身心的园林环境。这种情况下,可以借鉴

传统园林中农业景观的实用与观赏价值部分,利用城市附近

的部分农业用地将农业生产与园林建设相结合,使农业生产

和园林艺术相得益彰协同发展。农业生产与园林建设相结合,

就是要融农业与园林的多种功能于一体来发挥多功能效应,

打破以前传统农业生产与农产品销售相脱节的尴尬局面,凭

借富有特色的农业生产内容和用于旅游观光和休闲娱乐的

农业耕作环境而吸引众多的游客,参观游览者可以在休闲观

光的同时,直接从农业观光园里购买自己所喜爱和需要的新

鲜农产品,另外,农业观光园经营者还可根据参观游览者的

实际需要及时调整自己的种植结构,从而达到提高自己经济

收入和促进农业生产持续发展的效果。 

2.2 因地制宜选择适宜建园地址 

园林选址首先要选择一种“天时、地利、人和”的理想

环境以便“构园得体”,重庆观光农业园的建园地址选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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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遵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贴近自然,因地制宜。

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原有的自然地形地貌,在保护自然景观的

前提下有效规划园地的建设,尽量避免大规模的人工建设和

土地平整工作；可以在造园材料选择上尽量多使用原有的植

物造景,这样既可节省大量成本,又能将浓厚的地方色彩融

于园中,使农业园区与周围自然环境天然一色,有利于农业

园区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 

2.3 营造农业田园文化景观 

近年来,随着重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范围的不断扩

大,城市绿地面积急剧减少,城市内生活空间变窄,拥挤喧闹

不断,人与自然的距离被迫越拉越开,人们难得找到一个休

闲的好地方。与此同时,随着人们闲暇时间的逐渐增多和对

高水平生活质量的不断追求,人们对享受自然的生活需求日

益迫切,由于城市人上溯几代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因而特别

希望能在具有良好生态环境的农村去放松自己,再次体验回

忆儿时的童真趣事和欢乐时光。而观光农业园提供了现代人

对享受生态自然的渴望与需求,他们可以在农业园里尽情地

欣赏田园风光,用赤脚再次感受踏在泥土上的惬意,感受拥

挤喧闹不断的城市生活里难得的祥和与宁静以获得身心放

松和片刻宁静,农业田园文化景观也就很自然地成为越来越

多的城市居民青睐向往的风景享受。 

2.4 将当地农业风俗融入农业园区活动 

我国有着厚重悠久的农业历史文化底蕴,各种劳动技艺

和绚丽多彩农业风俗、民俗文化别具一格,而在重庆境内就

有汉族及满族、苗族、土家族、侗族、蒙古族、回族、朝鲜

族、仡佬族等多个少数民族聚集地,经几千年的农业文化沉

淀,现在来充分挖掘这些散布于农村地域的农耕及传统民俗

文化,将发展观光农业与对当地农耕及传统民俗文化结合起

来,不仅投入成本低,而且能让游客体验不同民族的农业劳

动技艺和生活环境,在游玩的过程中感受农业文化的魅力与

内涵。比如说以重庆铜梁龙舞为代表的特色农耕、民俗文化,

不仅是具有巴蜀地域特色的一张文化名片,目前还成为了国

家级的文化品牌,由此产生的文化和经济价值将是不可估量

的。 

2.5 引入园林的季相美 

利用植物的季相变化来营造出“春季繁花似锦,夏季绿

树成荫,秋季硕果累累,冬季枝干虬劲”四时演变的园林时序

美景,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一大特色。园林中的季相景观

营造方式可有效解决农业生产季节性给观光农业园发展带

来的瓶颈,在农业观光园中我们可以以丰富多变的季相美和

鲜明的主题来吸引游客,而且我们在农业景园营造季相美的

同时,还可以利用动物造景来点 农业园中的动态季相景观,

好使两者相辅相成起到相得益彰的互补作用。 

2.6 尝试把观光农业园作为科学研究和教育基地 

目前中国大力提倡素质教育,注重开发学生的智慧潜能

和能力培养,但现在素质教育实践基地严重匮乏,尤其是动

植物知识农业科普教育基地更少,比如现在一些小学生和中

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观光农业园在满足城市居民

(特别是学生)向往田园之乐需要的同时,他们还可以亲自参

与体验“稼穑之艰难”“采桑”“酿酒”“纺织之辛苦”等农

业劳作活动,或可以利用 新的现代化农业栽培方式,向游

客展示农产品栽培技术及农产品的生产过程。此项活动可以

使游客了解传统农业技术和高新技术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

了解农作物的育种、栽培和动物的养殖过程,为青少年提供

增长丰富农业生产内容知识的科普教育基地。同时中小学生

对科普教育实践基地的渴求需要,也可促进观光农业园的进

一步健康持续发展。 

3 结语 

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双重战略下,重庆旅游业

发展面临着重大的发展和机遇。在了解重庆旅游产业发展现

状的基础上,提高重庆旅游农业产业竞争力,为转型升级奠

定良好的现实基础。同时,发展农业旅游是推进精准扶贫的

重要内容,是解决高山移民搬迁扶贫、整村连片扶贫脱贫致

富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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