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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人

类经过悠久的历史形成具有复杂结构的传统农业景观及农业耕作

方式，与现代农业系统有着很大的差别，存在着生物多样性和

宝贵的传统遗产，受到农业现代化的冲击，传统农业文化和生

产技术正面临着多种威胁，需要人类采取行动进行有效地保

护。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可以为经济与文化发展起到推动作

用，而旅游开发是对中遗产进行动态保护有效措施之一，我国

入选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共有15处，本文将从青田稻鱼共生系

统入手对全球重要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特点与开发的可行性方面进

行分析与研究。

2  农业文化遗产的旅游资源特点

2.1乡村聚落特点

乡村居民的生产与生活具备的地域结构特性也就是聚落属

性，是由聚落规模、空间分布等构成，为遗产地体系的重要

构成部分，遗产地间在结构、形式上有着很大的不同，是受

到地域文化和人地关系相互影响而导致的。例如，东非放牧、

遗产地聚落属性差异比较大，放牧区聚落呈现出逐水草而居的

特点，每个聚落间为分散状态，是一种零星状的分布方式。聚

落间的风格、结构和功能等方面不同，使得不同聚落间存在着

多样性的旅游资源，是旅游产品中最为吸引人的亮点，也可以

为开拓旅游市场提供前提条件。

2.2社交活动特点

开展社交活动是以表达友情、亲情和经济活动为目的，会

以某种表现形态融入到农业文化遗产当中，例如乡村居民在年

节、赛会时举办的乡村戏台等，浙江嵊县区域自清朝中后期，

每个村都有庙，有庙则必有戏台，在一些没有庙宇的乡村也会

采用祠堂中的万年台来做为戏台，社交活动会以多种形式渗透

到农业文化遗产当中，是进行旅游开发时最具备活力的部分。

2.3经济活动特点

乡村居民特殊的经济表现方式也会融入到农业文化遗产当

中，形成具有乡村特点的经济属性，在旅游开发的价值方面主

要体现在：1）农业生产活动的参与性，农业活动与现代的工

业生产有着很大的不同，农业活动多呈现出悠闲、松散的生产

状态，处于忙碌而紧张状态的城市居民可以到乡村中寻求放

松，可以通过耕锄、采撷等农业活动来获取身心的愉悦，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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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乡村旅游来丰富经历。2）农业景观具备的观察性，农业生

产活动和农业成果会以某种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马格里

布绿洲、金泽能登半岛山地与沿海乡村等，这些都是极其宝贵的

旅游资源，为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构成部分。

2.4生态脆弱特点

农业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长期以来发挥着生产职

能，没有对农业的生态职能给予足够的重视，需要全球重要的

文化遗产具备良好的生态服务能力，使农业生产与生态发展可

以共同发展。但农业文化遗产生态比较脆弱，很多物种都处在

灭绝的边缘，生物承载力较低，多在勉强保持在生态平衡的特

点，生态脆弱的激化多来自于人类经济活动，如果没进行有效

地管理，会使文化遗产受到破坏。

生态和谐发展的农业生态系统，是一种人与自然生态

环境的和谐相处，是目前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诉求，也可以作

为旅游开发的项目，在城市居民旅游的同时还可以感受到人

与自然的和谐同共，还可以让人们感受到做好生态保护的重

要性。

2.5区域分布特点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多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落后的区域，

具体见图 1 所示，主要的分布特点有：1 ）人口密度高。很

多农业文化遗产都位于人口密度较高的区域，土地资源很满足

大量的人口，在农业的持续发展过程中，村民不断探索所在区

域农业生产方式，适应农业生物的多样性，通过传承与发展建

立起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模式，人地紧张是驱动农业生产方式转

变的动力。2 ）经济欠发展、气候条件恶劣。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主要存在于东南亚、非洲和南美洲，遗产所在地位置十分

偏僻，生态环境比较脆弱，气候条件都十分恶劣。村民为了

生存与发展，经过长时期的探索与创新，形成了新型的土地应

用与管理技术。同时，所在区域人口密度较大，村民根据环

境条件建立起的创新型生产方式就显得更为宝贵。因为经济发

展水平不高，还没有较大规模地利用新型工艺技术进行农业开

发，使得农业多样性保到保护。3）历史悠久。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的形成需要十分悠久的历史时期，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对农业

生产经验进行积淀，也是文化遗产入选的标准之一。比如，菲律

宾形成的伊富高梯田，就具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使农业与社会进

行高度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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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开发的可行性模式分析

3.1 借助城市近郊资源，加强旅游产品的营销

针对距离城市比较近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由于交通比较便

利，具备良好经济条件，乡村的地域空间要比城市更为开阔，空

气中负氧离子含量会更高，生态环境也更为清洁，植被有着更好

的保护，农业生产呈现出多样性特点，农业生产伴随的生物也极

为丰富，有着十分鲜明的特色，会给城市游客一种鲜明感，与城

市生活方式与节奏产生强烈地反差，就会吸引稳定的城市游客。

但多区域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近效农业文化遗产可以与城市旅

游资源形成互补，可以从资源、市场、空间等角度来进行结合，

这样可以更好地推动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

借助网络渠道做好农业文化旅游产品的宣传与营销，可以为

其树立起鲜活、独特的景区形象，需要从农业文化遗产旅游中获

取到营销灵感，深入分析与研究文化、农业和艺术等多方面内

容，了解旅游产品受众的喜好、习惯等，采用新型的宣传与营销

理念，深入挖掘生态元素、文化元素，通过讲好农业文化遗产故

事，给予旅游产品新的生命力。

3.2 借助名牌旅游线路，强化农业文化遗产元素

如果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具备良好地交通区位、网络链接优

势，需要借助名牌旅游线路来进行旅游资源开发。所谓的旅游

线路，是每个旅游景点、区域或空间的组织形态，而旅游线

路则是一张完整的经济网，每个结点都可视作经济体，对不没

看过类型与等级的经济进行整合，会形成整体超过部分总和的

效应，这样就可以提高每个旅游景点的吸引力。当前，很多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旅游产品不太成熟，需要借助多种名牌旅游

线路来提升景区的吸客能力，是开发旅游资源最为有效而快捷

的方法。

通过深入学习与借鉴国内外同类型农业文化遗产的典型事

件，深度解读农业文化遗产内涵，关注旅客的体验反馈，打

造出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还应该避免旅游产品中缺失文化内

涵，还要防止生硬地将农业遗产元素强加给旅游产品。需要结

合不同游客的需求与特点，将农业文化遗产与区域内的亲子、

图1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区域分布图

研学等产品进行组合，打造出复

合型的旅游产品，推动其它产业

的健康发展。

3.3借助风景名胜区，打造农

业文化遗产公园

对于不具备区位优势的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需要从其它的角

度来寻找旅游资源开发的突破

口，借助于风景名胜区进行旅游

开发是有效的开发方式。将风景

名胜资源作为开发前提条件，把

景区客源作为依托，再与农业文

化遗产的优势高度结合，引导并

鼓励农民开展独具特色的民俗项

目，与风景名胜区资源进行整合

与互补，建立起客源共享的旅游

开发模式。

建设并打造农业文化遗产公园，管理体制可以按照国家公

园进行设计，给予景区充分的管理权限，把农业文化遗产与多

种旅游资源整合起来，做好统一管理、科学管理，政府部门

做好引导工作，对文化遗产进行充分地利用，尊重村民的意

见，把文化遗产的获益惠及到村民。政府部门做好旅游景区的

规划开发工作，制定出切实有效的景区保护措施，调动起村民

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引导村民共同保护好文化遗产。还应该注

重文化遗产公园的教育功能，吸收借鉴其它农业文化遗产的旅

游产品与成果，把旅游产品与体验、研习作用进行结合。

4  结语

综上所述，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具有很好的旅游开发与应用

价值，需要从文化遗产的旅游资源的乡村聚落、社交活动、经济

活动、生态脆弱与区域分布等方面进行分析，作好旅游价值研究

工作，再从不同的旅游开发可行性模式进行探讨，探索最适合文

化遗产的旅游资源开发模式，这样才能在保护好农业文化遗产的

同时做好旅游开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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