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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斯卡纳发展农业旅游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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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托斯卡纳是意大利农业旅游发展最为突出的大区,在世界上享有盛名。为了促进我国农业旅游的健康发展,

可借鉴托斯卡纳农业旅游发展的部分成功经验。托斯卡纳发展农业旅游主要有以下经验:以法律法规规范农业旅

游发展;以农业为本;以网络作为营销媒介;以乡土生活方式为卖点;以多样化的培训和学习增强农场吸引力等。由

于我国农业旅游在快速发展中存在着大规模扩张、重复建设、旅游活动单一、旅游服务质量低、渐趋城市化等问题,

可以借鉴的经验主要包括:1)加快国家和地方的农业旅游立法,以法律法规规范农业旅游发展,从食、住、行、游、购、

娱等各方面做出制度性规定;2)准确定位农业旅游,保证农业的主体地位;3)加强旅游目的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建立专业的农业旅游网站,发挥农业旅游网络营销优势;4)强化农业旅游的乡土性,保持当地风貌或生活习惯,强调

随意休闲;5)丰富旅游活动,增强农业旅游教育性、学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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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现代农业旅游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后

期。1988年6月28日至7月8日深圳举办首届“荔
枝节”[1],被认为是我国农业旅游的开端。进入21
世纪,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农业旅游如雨后春笋般

快速发展起来。2004年国家旅游局公布了首批306
个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名单,其中203个单位成

为首批“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2]。2005年末,又有

233个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通过验收,其中156
个单位成为第二批“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3]。尽管

农业旅游在国内遍地开花,成功经营的案例却很少,
普遍存在着大规模扩张、重复建设、旅游活动单一、
渐趋城市化等问题。我国有90%以上的农业园区

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即使没有亏损,也大多处于惨淡

经营的困境[4]。意大利托斯卡纳农业旅游在欧洲乃

至全世界都极富盛名,在长期发展农业旅游的过程

中积累了许多经验,学习和借鉴这些成功经验,有助

于我国农业旅游的健康发展。

1托斯卡纳发达的农业旅游

意大利是世界上旅游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

意大利旅游业中,农业旅游作为新兴的生力军发展

极为迅速。截止到1996年,全国20个大区已全部

开展农业旅游[5]。2002年,全国大约有1.15万家

专门从事“绿色农业旅游”的经营企业,当年夏季就

招徕了120万本国旅游者和20万外国游客到各地

的“绿色农业旅游区”休闲度假[6]。
意大利农业旅游发展程度可以用农业旅游农场

数来衡量。托斯卡纳位于意大利中西部,拥有意大

利最典型的民间建筑和最纯正的生活方式,是意大

利农业旅游最为发达的大区。全区共有40000座

农场,1991—1997年间,开展农业旅游的农场数量

增长了225%。2002—2009年间,托斯卡纳农业旅

游农场的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图1),数量增加

了1554,增长率为162%。托斯卡纳是意大利拥

有农业旅游农场数量最多的大区,比如,2009年

意大利共有农业旅游农场19019家,托斯卡纳则

拥有4046家,占全国总数的21.27%,是意大利各

大区平均数的4倍,比排名后10位的大区农业旅游

农场数量的总和还要多(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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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2—2009年间托斯卡纳农业旅游农场数量变化

资料来源:意大利国家统计局(Istat)。

表1 2009年意大利各大区农业旅游农场数量

排名 区名
农业旅游

农场数量/家

占全国农业
旅游农场总数
的百分比/%

1 托斯卡纳 4046 21.27
2 特兰蒂诺-上阿迪杰 3192 16.78
3 威尼托 1261 6.63
4 伦巴第 1246 6.55
5 翁布里亚 1020 5.36
6 皮埃蒙特 963 5.06
7 艾米利亚-罗马涅 896 4.71
8 坎帕尼亚 849 4.46
9 撒丁岛 775 4.07
10 马尔凯 771 4.05
11 拉齐奥 704 3.70
12 阿布鲁佐 663 3.49
13 西西里 538 2.83
14 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 524 2.76
15 卡拉布里亚 482 2.53
16 利古里亚 441 2.32
17 普利亚 282 1.48
18 巴西里卡塔 224 1.18
19 莫利塞 89 0.47
20 瓦莱达奥斯塔 53 0.28

总计 19019 100

  资料来源:意大利国家统计局(Istat)。

据托斯卡纳地区旅游者协会称,农业旅游意味着

农场主以为旅游者提供住宿作为农场多样化经营的

途径,农场主对开展农业旅游的态度积极。最初的农

业旅游是作为地区发展政策的一方面而开展的,是城

市化的应对之策。2009年托斯卡纳共有4046座经

营农业旅游的农场,但在各省的分布又是不平衡的,
锡耶纳省是托斯卡纳最著名的度假胜地,拥有农业旅

游农场数量最多,约占托斯卡纳全区的1/4,是拥有农

业旅游农场数量最少的普拉托省的36倍(图2)。

图2 2009年托斯卡纳各省农业旅游农场数量

  资料来源:意大利国家统计局(Istat)。

2托斯卡纳发展农业旅游的经验

2.1以法律法规规范农业旅游发展

意大利是欧盟唯一一个有专门的农业旅游法的

国家,主要是为保证住宿设施的质量和特色,保证和

促进农业旅游的规范发展和健康成长。如规定接待

游客用房必须是非农业生产活动用房;游客的食物

必须全部或大部分是本农场或当地农场的产品;组
织接待游客的有关人员必须是非农业直接耕种和饲

养人员;农业旅游应以从事农业活动为主要内容;农
业旅游主要利用农场的现有资源和条件,允许维修

原有的庄园或别墅,不准盖新的[5]。
托斯卡纳作为农业旅游发展最为突出的大区,

除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外也制定了本地区的法规。

1987年,托斯卡纳第一部地区性的农业旅游法律出

台。主要是关于建设准则、可接受的重建以及农场

新建筑的建设。如农场不允许修建新的建筑物,发
展农业旅游必须是现有的但修缮完好、内部装修现

代化的建筑;农场主为游客提供食物或出售手工艺

品必须要有许可证;如果农场有餐厅,只有客人才有

权利拜访,而且食物的原材料必须来自于农场;农业

旅游所得一半收入是作为农场的投入,另外一半则

作为税收等。

2.2以农业为本

在托斯卡纳,农业旅游大多定位为增加农场收

入的有效途径之一,农业是收入的主要来源,始终占

主体地位。虽然农业旅游发展总体规模很大,整个

大区开展农业旅游的农场颇多,但是单个个体的规

模却是偏于中小型。无论是官方还是农场主个体都

有意控制农业旅游的发展规模,保证农业的主体地

位。托斯卡纳大区农业旅游发展最好的5座农场,
从旅游业所得收入占农场总收入的比例均控制在

30%以内,且农场主并无扩大规模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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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斯卡纳地区开展农业旅游的农场已经形成农

业与旅游业良好互动的局面。如比萨的Aglioni农

场,其生产的葡萄酒、橄榄油都是纯绿色食品,且非

转基因。农场除生产水果、蔬菜、葡萄酒、橄榄油外,
还生产无防腐剂的卡纸。这些都是农场的主要收入

来源,旅游占据次要地位。卢卡的ACasadelTosi
农场,是一家专营蜜蜂产品的农场,生产蜂蜜、蜜露

蜂蜜、蜂王浆、蜂胶、花粉和蜂蜡。农业旅游仅是其

收入来源之一。

2.3以网络作为营销媒介

托斯卡纳区有专门的农业旅游网站———agrit-
urismoinToscana,在这里游客可以很容易地找出

所有托斯卡纳的农业旅游宾馆。托斯卡纳共有13
920家宾馆,其中农业旅游宾馆4152家,约70%都

有自己的网站。网站的设计包括主页、位置、画廊、
房屋、价格、活动、课程、联系我们等几个板块,各板

块的主要内容见表2。网站语言一般以意大利语和

英语为主,也有少数网站设有德语、俄语、西班牙语、
日语视窗。网站的背景色多姿多彩,很少有单调地

以一种颜色为背景的。有的网站首页将自己的农场卡

通化展示,如皮斯托亚省小城夸拉塔的ABBONBRÌ农

业旅游宾馆(网址为http://www.abbonbri.it/index-
en.html),首页便是以卡通形式展示农场,并且分为

白天和夜晚视窗,白天阳光明媚伴随鸟鸣,夜晚星光

点缀时有虫吟。

表2 托斯卡纳农场网站的主要板块及内容

序号 板块名称 具体内容

1 主页 农场的介绍,包括农场设施、特色等

2 位置
链接 Google地图,并提供乘车、船、飞机

等的路线

3 画廊 农场一年四季的景色及游客的部分照片

4 房屋
介绍各种类型房间,包括房间型号、等级

及室内设施等

5 价格

主要是房屋价格,有最高价、最低价、淡季

价、旺季价等,并有在线查询、预定系统以

及最新房屋信息

6 活动
主要介绍农场开展的活动,如骑马、钓鱼、

观赏动植物等

7 课程

介绍农场开设的一些课程,与农业生产有

关的如葡萄酒酿造,或烹饪、瑜伽、按摩、

室内装饰等

8 联系我们 农场的联系电话或邮箱

另外,turismoinToscana是托斯卡纳旅游的专

用门户网站,备有游客需要查看的托斯卡纳的艺术、
大海、高山、SPA、高尔夫俱乐部、公园和自然。托斯

卡纳区政府网站和意大利国家旅游局网站也都可以

查询到托斯卡纳农业旅游的相关信息。

2.4以乡土生活方式为卖点

乡土性,即农村或农庄、农场所体现出来的简

单、淳朴、天然、平和特质。失去了乡土性,农业旅游

便不再是农业旅游,也就没有了吸引力。托斯卡纳

所有的农场主都一致认为他们提供的是一种生活方

式,以真实的农场生活为卖点。食、住、行、游、购、娱
等各方面都体现真实的农场生活,绝不造作和修饰。

位于阿雷佐省的“拉孔卡”山庄,没有一间客房

有电话或者电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大火炉,屋外是

自由自在玩耍的麋鹿和小兽,完全是一派与世隔绝

的世外桃源景象。锡耶纳省的Agra农场度假中心

的两个农场S.Giuseppe和L′Elmo的住房,均是在

原有基础上修缮而成,都保持了典型的托斯卡纳风

格。蒙特卡罗宾纳的天使之县(LaConteadegli
Angeli),所有的住房都是遵循托斯卡纳传统用石头

修建而成的,内墙刷上了天然涂料。
托斯卡纳农业旅游活动丰富多样,且与农业、农

场、农民紧密相连。在格罗塞托的安东尼奥百合农

场,游客可以自由地进行旅游活动。美食者可以尽

情地品味农场自产的食材制作的美食,还有众多的

以促销当地产品为目的的节日可以参加,如七月野

猪宴、八月啤酒节、马铃薯节、鳕鱼节、板栗节等。

2.5以多样化的培训和学习增强农场吸引力

托斯卡纳农业旅游,活动多样且非常重视游客

的参与性。游客可以亲自采摘葡萄,亲身体验酿酒

的乐趣,可以自由自在地垂钓或骑马。除此之外,还
开设有众多课程或培训班,以此来增强农场的吸引

力,延长游客游览时间,为农场创收。如卢卡的Ab-
bacca-là农场,开设了烹饪班,主要教授皮萨、栗子

粉蛋糕、提拉米苏、盐渍farro蛋糕、Lella杏仁饼干

等的制作,并提供食谱。蒙特卡罗宾纳的天使之县,

2011年6月举行西塔基因治疗研讨会,是基本+高

级课程班,以“改变你的思想来改变你的生活”作为

活动的主题。另外,还有足底按摩课程、专业推拿课

程。比萨的BioB&BPodereLaSterza,开设托斯卡

纳有机烹饪课程,为期1周;天然装饰实验室课程,
为期3天,参加人数最少为8人。这些课程都是在

酒店顶层的房间上课。另外,还有瑜伽、太极拳、传
统医学、自然疗法、花精疗法等课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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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我国的启示

3.1以法律法规规范农业旅游发展

法律法规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农业旅游从业人

员和游客的权益,调动双方的积极性,更好地投入到

农业旅游发展中。目前,我国还没有针对农业旅游

的法律法规,致使农业旅游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呈
不规范状态。各个农业旅游目的地,任意开发,大规

模扩张,旅游服务质量低。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加

强立法,必须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明确农业旅游各负

责部门和机构的职责,明确农业旅游从业人员和游

客的权利和义务,规范从业人员的行为,保障游客的

合法权益,确保农业旅游健康有序地发展。
首先,要建立完整的纳入国家法律体系的完整

农业旅游法律,在宏观上指导全国的农业旅游发展。
其次,开展农业旅游的省市,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

前提下,制订符合本地实际的农业旅游法规或管理

条例。无论是国家法律还是地方管理条例,都可以

借鉴托斯卡纳大区的立法内容,从农业旅游食、住、
行、游、购、娱、农业旅游审批、农业旅游从业人员等

各方面做出制度性规定。如规定发展农业旅游过程

中,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对于破坏生态者要给予一

定程度的惩罚;规定农业旅游用地或用房不能占用

农业生产用地或用房;游客的食物必须是全部或大

部来自本地,而不是从城区购买;农民直接销售农产

品要经过评估和鉴定,以保证其质量;农业旅游活动

与农业紧密相连;住宿设施要保证安全、卫生,考虑

用水、用电、灭火条件等;严格农业旅游审批制度,避
免重复、低水平建设;农业旅游从业人员要经过专业

培训,保证服务质量;规定农业旅游税收比例等。

3.2准确定位农业旅游,保证农业的主体地位

目前,我国的农业旅游存在大规模扩张,农业渐

趋次要地位,有的甚至脱离农业,渐趋景区化等问

题。众多农业旅游景区(点)将农业资源完全用于旅

游,如改良果树品种,仅用作赏花而不结果,渔业资

源也仅用来垂钓等。保证农业的主体地位既是农业

旅游发展的要求,也是农业发展的要求,更是国家稳

定的前提。
农业旅游本就是农业与旅游的交叉产业,二者

是密不可分的。在农业旅游发展过程中,无论是政

府、企业还是农民,都要准确定位农业旅游。农业旅

游,立足于农业,不能超越农业。农业旅游是农业开

展多种经营的一个方面,紧密依托农业生产而开展

的。农业为了开展旅游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建设,
但农业主体地位是不能被削弱的。从一定意义上

说,旅游的收入可能要大于农业生产本身的收入,但
农业旅游仍然是农业的一个副产品,多样化经营的

途径之一,是对农业的旅游再开发。
保证农业主体地位,首先要用法律来规范;其次

要引导农民,提高素质,改变思想。通过宣传教育,
使农民意识到农业主体地位的重要性。旅游业占主

体,农业渐趋此次等地位,农业旅游受外部环境,如
经济、政治等影响会较大,收入波动较大。保证农业

主体地位,也就保证了农民的基本收入。农民有了这

种意识,便会自觉地控制旅游规模,保证农业占主体。

3.3发挥农业旅游网络营销优势

与其他营销方式相比,网络营销具有经济性、时
域性、一体性、个性化和无形性等优点,更重要的是

我国具备农业旅游网络营销的可行性。其一,拥有

巨大的网络消费群体。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

33.9%,已经超过了30%的世界平均普及率。另有

统计显示:中国的手机用户数量目前已逾8亿。其

二,我国现有农业旅游营销方式不足,为网络营销提

供巨大商机。农业旅游类网站较少,网络营销渠道

不健全。第三,农业旅游与网络营销完美互补。农

业旅游地区经济相对薄弱,支付电视广告、报纸、杂
志等庞大的营销费用比较困难,而且在分布上呈现

分散性和广泛性,营销效果不佳。网络营销具有经

济性,无需花费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并且覆盖面

广、传播速度快,非常适合农业旅游营销。
截至2009年12月底,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仅为

15%,城乡互联网差距拉大。农村互联网相关基础

设施薄弱,公共上网资源匮乏是导致农村互联网增

速放缓的重要因素之一。加强农业旅游目的地计算

机网络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建设,提高计算机网络

覆盖率是农业旅游充分利用网络营销的先决条件。
农业旅游目的地应在政府主导、多方合作下,大力推

进信息网络向数字化、移动化、宽带化、融合化和智

能化方向发展,加快城乡宽带网、用户接入网、信息

资源数据库和综合信息平台等城市及农村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扩大城乡有线通信、无线通信和信息网络

覆盖率。其次,建立专业的农业旅游网站,把景区

(点)、旅游线路、饭店、旅行社、旅游消费品、交通、气
候等旅游信息,通过技术手段采集、编辑、处理转换

成文字、数字、图形、图像、声音、动画等形式,实现共

享。另外,将虚拟旅游纳入网络营销,在农业旅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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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上设立虚拟旅游模块,将景区(点)立体呈现,让虚

拟旅游者获得更多的体验,激发其潜在旅游动机[7]。
但要注意老年人群体对方便性、丰富性和仿真性最

为看重,年轻人更强调体验的仿真性、新奇性和体验

性。学历越高对虚拟景观和文化的仿真性以及体验

性的要求就越高[29]。

3.4强化农业旅游的乡土性

农业旅游产品是整个休闲游乐市场中的一种产

品形态,具有较大的竞争性和替代性。产品的差异

性越小,替代性越强。当一定区域内农业旅游“普
遍”发展起来时,农业旅游产品的地方特色和个性化

就成为了产品“不可替代”的生命源泉[9]。特色是旅

游业的灵魂与生命,没有特色,发展趋同,便丧失竞

争力和生存基础[10]。农业旅游之所以在短期内能

快速兴起,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乡土性。我国不少

的农业旅游景点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变了味,城市

化、商业化、人工化等“三化”现象严重,建筑物密度

大、无特色,与周围的乡土环境不协调,与城市环境

反差不大,游客缺乏乡土环境体验的真实感受[11]。
湖北省宜昌的梦里老家车溪和西陵峡石碑三峡

人家,在开发中存在着民俗项目庸俗化问题,破坏人

文生态的现象十分显著,有的为适应某种预先设定

的“主题”而大拆大建,扰乱了村落自然形成的历史

文化脉络;还有的民俗项目将农村生活、乡土仪式和

民间表演平面化、暧昧化、低级趣味化甚至丑化。从旅

游者的角度来说,这些旅游项目,没有真实感、没有亲

切感,也没有文化的深度,起不到人文熏陶的作用[12]。
在发展农业旅游的过程中不能刻意改变当地风

貌或生活习惯,要强调随意休闲,真正显现农村天

然、朴实、绿色、清新的环境氛围,以及农民真实的生

活方式。如乡村道路尽量不要硬化,保留原来的乡

间土路;房屋也要保持原貌,修旧如旧;游客饭菜的

原材料必须是本地农产品,不必刻意丰富食材,烹饪

技艺也是乡村原有的,就餐环境可以是室内可以是

室外,保持原真,随意而为;旅游活动内容与农业生

产紧密相关,真实展现农业生产活动,不能舞台化甚

至低级趣味化。

3.5丰富旅游活动,增强农业旅游教育性、学习性

我国农业旅游活动项目千篇一律,长期停留于

吃农家饭、喝茶、打麻将、唱歌等常规活动,缺乏持久

的吸引力。大部分果园只有采摘,鱼塘只开发垂钓,
不具有 链 状 开 发 的 产 业 发 展 思 路,综 合 效 益 不

高[13]。柳州多数农业旅游目的地均提供采摘、垂

钓、农家饭、农业观光、棋牌娱乐等项目,个别开发区

又形成了完全同质的旅游产品[14]。合肥市农业旅

游产品开发层次上,普遍较为粗糙,只停留在提供住

宿和餐饮的低层次上[15]。
要让游客最大限度地体验农村生活、感受农村

的乡土性,旅游活动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浅层次的采

摘、垂钓、吃农家饭等,要深入开发。首先要丰富旅

游活动内容,尽可能多的综合农林牧副渔,以丰富的

产品组合吸引游客,延长其停留时间,提高消费水

平。可以举行一些以当地主要农产品为主题的节

日,同时配合传统节日。节日的设计要迎合各类人

群。其次要增强农业旅游的教育性和学习性。在这

方面应充分借鉴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的经验,在农

业旅游中加强对游客农业知识、农业技术、农村生存

方式、农村艺术等的传授与培训。根据季节,实地教

授游客水稻插秧、小麦种植或其他农产品种植技术。
可以开设简单的课程班,讲授农具的使用、农作物习

性、农产品的多种食用方法等。这些课程班可以是

免费也可以收取少量费用。另外,还可以将土地分

为若干小块,承包给游客,游客可以自己选择作物种

植,周末或假期可以到自己的地上劳作,平常由农户

照料。这样既欣赏了乡村美景,舒缓了心情,也体验

了劳作的乐趣。

4结语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旅游已

开始进入普通百姓的生活中,加之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进程的加快和新农村建设的持续开展,农业旅游

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但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存在

着诸多问题。托斯卡纳不仅是意大利农业旅游发展

最为突出的地区,也是全世界农业旅游的典范,在农

业旅游发展方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其中,特别值

得现阶段我国农业旅游借鉴的经验主要包括:1)加
快国家和地方的农业旅游立法,以法律法规规范农

业旅游发展;2)准确定位农业旅游,保证农业的主

体地位;3)加强农业旅游目的地网络基础设施建

设,发挥农业旅游网络营销优势;4)强化农业旅游

的乡土性,保持当地风貌和生活习惯;5)丰富旅游

活动,增强农业旅游教育性、学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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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evelopmentExperienceofAgritourisminToscanaandtheInspirationto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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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scanaisthemostprominentregionindevelopingagritourisminItaly,andhasgreatreputationintheworld.The
developmentofToscanaagritourismhasfollowingexperience:lawsandregulationstostandardizethedevelopmentofagritour-
ism;agriculture-based;webasamarketingmedium;thelocalwayoflifeasasellingpoint;avarietyoftrainingandlearningto
enhancetheattractivenessofthefarm.Therearemanyproblemsintherapiddevelopmentofouragritourism,suchaslarge-
scaleexpansion,redundantconstruction,singletourismactivities,lowqualityoftourismservices,graduallytourbanization.
InordertopromotethehealthydevelopmentofChina’sagritourism,wecanlearnsomesuccessfulexperiencesfromToscana
agritourism,including:(1)Speedupthelegislationofnationalandlocalagritourism,standardizethedevelopmentofagritourism
throughlawsandregulations,andmaketheinstitutionalprovisionsfromtheaspectsoffood,shelter,transportation,travel,shopping
andentertainment;(2)locatethepositionofagritourismaccurately,ensurethedominantpositionofagriculture;(3)strengthenthe
networkinfrastructureoftourismdestination,establishmentprofessionalagritourismwebsite,andplaytheadvantagesofagritourism
internetmarketing;(4)strengthenthelocalityofagritourism,maintainlocalstyleorhabits,emphasizecasualandleisure;(5)enrich
tourismactivities,andenhancetheeducationalandlearningmeaningofagritourism.
Keywords:agritourism;experience;inspiration;Tosc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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