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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指出西南多民族杂居地区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贫困，并提出今后基本的发展思路。文章在介绍了观光农 

业的类型和特点之后，对西南多民族杂居地区发展观光农业的条件及前景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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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points out obvious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western China inhabited by multi-·ethnic groups：p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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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tions an d prospect of developing a 一tourism in southwestern China inhabited by multi-ethnic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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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南民族地区发展的基本状况 

(一)概况 

西南多民族杂居地 区(以下 简称西南 民族地 区 ) 

包括 ：云南 、贵州、四川、广西壮 族 自治 区和重庆 直辖 

市 (不 含西藏 自治 区) J。全 区总面积 为 137．7万 平 

方公里 ，少数 民族分 布在 91．5万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 

民族地区面积约占全区总面积 的 2／3。据第五次全 国 

人 口普查资料 (2000年 11月 1日止)，全 区总人 口为 

23 379．3万人 ，共有少数民族人 口5 083．5万人 ，少数 

民族人 口占全 区总人 口的 21．7％ 。全 区主要 少数 民 

族有 33个 ，多聚居在大凉 山区、武岭 山区、乌蒙 山区、 

横断山区等贫困偏远 山区。 

(二)西南民族地 区发展 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 ，贫 困落后 ，少数 民族聚居地 区贫困问题突 

出。由表 1可知西南 民族地 区经济总量很小 ，除 四川 

省 GDP总量排名第十位 ，其余 四省 、自治 区都在全 国 

排名靠 后。即使是情况 相对较好 的四川 ，它仅 占全 国 

GDP总量的4．7％ ，而贵州仅 占全国的 1．3％。由于西 

南民族地区人 口多 ，经济总量小 ，人均 GDP远远落 后 

于全 国平均水平 ，如贵州 的人均 GDP水平不及全 国平 

均水平的一半 。而少数 民族 聚居地 区大多 位于偏 远 

山区 ，交通不便 ，经济发 展水平 极其低下 。据 有关 资 

料显示 ，西南 民族地 区是全 国贫 困面 最大 的地 区 ，仍 

有 80个贫困县 ，约 2 000万人 口未解决温饱问题 。 

其次 ，人 口多 ，农 村剩余 劳动 力数量 多 。西南 民 

族地区总人 口逾两亿 ，且增长 速度快 ，人多 地少 的矛 

盾与经济落后问题交织 ，恶性循 环的现象突 出。本 地 

区的贫困落后集 中反 映在农村经济 的落后上 ，农村剩 

余劳动力数 量很 大 ，仅 四川省 20OO年就 有 1 124．42 

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其转移任务十分严峻。 

其三，资源开发利用不合 理 ，生态环境严重 失调。 

自然资源相 当丰富是西南 民族地 区的显著优势 ，可丰 

富 的水 、土地、生物 和矿藏 资源开 发利用 程度低 。就 

水能资源而言 ，可开发量 为 19 245万千瓦 ，实际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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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不到 5％ 。在 已利用 的资源情 况 中还存在严 重 

的不合理现象 ，造成 森林 面积锐减 、水 土流失等问题 ， 

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 

表 I 2002年西南多民族杂居地区经济总量情况 

注：数据来源自《中国统计年鉴2003) 

其四 ，资金 、人 才 、技 术缺 乏 ，人 们 观念 落后。除 

少数城市有 一定 资金 、人 才 和技术 支撑外 ，大部分农 

村 山区缺乏资金 、人才 、技术 的支持 ，加之长期贫 困带 

来 的等靠要思想 和缺乏市场竞 争意识 ，这些陈 旧落后 

的观念严重制约 了整个地区的发展 。 

(三 )西南民族地 区发展的基本思路 

积极促进西南民族地 区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就要 

解决贫 困问题 ，广大贫 困落后 的农 村是 工作 的重点 。 

立足发展生 态农 业 ，促进 传统农业 向现代农 业转化 ， 

是促进农业 的可持续发展 ，增加农 民收入 的有效途径 

之一 。生态 农业 是按生 态学 、经济学原理 ，应用现 代 

管理手段和系统工程方法建立起来的能带来经济、环 

境综合效应 的现代农业 体系 。推广 生态农业是 我 国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西南 民族地 区农业 

发展 的方 向。它有利于应用先进 的科 技与管理 ，协调 

农业 生产 、资源 利用 和环境保 护的关 系 ，促进传 统农 

业 向现代农业 转化 。建设 生态 农业 的重 要模式 之一 

就是发展观光农业 。 

二 、观光农业的特点 以及意义分析 

(一)观光农业的特点 

观光农业是农 业 与旅 游业相结 合 的一种 复合型 

产业 ，它作为一种产业在欧洲 已有 130多年历史 ，而中 

国观光农业 的发展也有 2o多年的历史。它是 以大农 

业资源为依 托 ，融农 业生 产与旅游 、环保 为一体 的生 

态农业建设模式 之一。观光农业 根据其功 能分 为观 

光农 园、市 民农 园、农业公 园、教育农园 、休 闲农场 、森 

林旅游 、民宿农庄 、民俗旅游等八种 。【2 

观光农业又有 别 于传统农业 。传统农 业是单 纯 

依 靠直接经验操作 ，运用传统生产手段来进行简单再 

生产 ，产业 结构 单一 ，粗 放式经 营 的封 闭式 农业 。它 

仅是对人们物质需要 的满 足，且从事传统农业 的农 民 

科学文化素质低 。观光农业属于现代农业 ，它运用现 

代科学技术及 管理 ，面 向市 场集约化 经营 ，满 足人们 

多层次的精神 物质需 求 ，实 现 了产供 销一体 化 ，是开 

放式高效农业 。 

观光农业 与传统农业 相 比，有 以下优势 ：一是 观 

光农业直 接面向市场 ，为农产 品的销售提供 了新的渠 

道 ，能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农 产 品销售难 问题 ；二 是采 

用先进管理 和技 术 ，促进 劳动者 素质 的提 高 ，进 而有 

利于转变落 后 的思 想 观念 ，产 生 持久 的内部 发展 动 

力，真正走上农业 可持续发 展之路 ；三是在 提供传 统 

物质产品的同时 ，还满足 了消费者 的精神需 求 ，将 以 

前单一的农业资 源发展成农 业、旅游 双重 资源 ，这将 

是满足消费者未来更多层 次需求 的 良好途径 ；四是注 

重环境 的保护和美化 ，是追求 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 

双赢模式 。观光农业虽然具有旅游功能 ，但它 的整套 

体系的建设还有赖于城市旅游业和 国内、国际旅游热 

线的推动 。 

(二)西南民族地 区发展观光农业的现实意义 

第一 ，观光农业把农业 与旅游业结合 起来 ，延 长 

了农业 的产业 链条 ，可以带动 工业 、商业 、建 筑业、运 

输业 、服务业等多个行业 的发展。这势必要调整社会 

劳动资源的投 向，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对改变西南 多 

民族杂居地区广大农 村贫困落后 的面貌有积极意义 。 

第二 ，实现农业 生产 的高 附加值 ，提高农 产品 的市 场 

竞争力 ，增加农 民收入 ，这是直接 改变农 村经济 落后 

的有效途径之一 。第三 ，农业 与旅游业本 身是劳动密 

集型产业 ，两者的结合注定对劳动力具有很强 的吸纳 

力，这种内部消化 的方式 ，将 为农 村剩余 劳动力提 供 

大量的就业机会 ，有利 于打破农 村经济 的恶性循 环 ， 

创造稳定 的社会环 境。第 四，以观光农业 为媒介 ，形 

成经济科技信 息交流 与合作渠道 ，有助 于引进 资金 、 

技术 、人才 ，能有效改 善西南多 民族杂 居地 区经济信 

息较闭塞 ，生产 要素缺乏 的情况 。第五 ，观光农 业合 

理开发农业资源 ，能积极保护西南 民族地区脆弱 的生 

态环境 ，是既能产生经 济效益 ，又能美 化环境 的绿色 

产业 。 

三、西南地区发展观光农业的条件分析 

(一 )自然资源条件 

西南地区大多数属 于“喀斯 特”地 貌 ，且 呈丘 陵、 

盆地、高原等复杂 多样 的地 型地貌 ，这是发 展观光 旅 

游业的必备 条件 。如 桂林 山水 、昆 明石林 等世 界 闻 

名 。西南地 区大部 分属 于亚热带 ，温暖湿 润 ，适 宜旅 

游观光 ，云南南 部随着地 势和纬度 的降低 ，气候 逐渐 

向炎热多雨的南亚热带过渡 ，其 中西双 版纳则属 于热 

带气候 ，也是著名 的旅游胜 地。地 下水充 沛 、地 表水 

丰富 ，水质优 良，森林 、生物资源丰富。其 中有 占全 国 

近 30％的草场资源 ，667万平方公里的淡水面积 ，均 未 

有效地开发 利用。另外 ，特色农 产 品种 类繁 多 ，如 种 

植业方面 ，有 云贵高原 的桑蚕 、茶 叶 ；林 果业方 面 ，有 

四川 的柑橘 ，云南 的香 蕉 ，还 有许多名 贵 中药 材。在 

云南南部热带气候区 ，还盛产甘蔗、橡胶 、紫胶及 热带 

水果等 

(二)人 文背景 

历史上西 南多 民族 杂居 地 区地形 复 杂 ，交 通 不 

便 ，很多地方都保有原 汁原 味的 民风 民俗。本地 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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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少数 民族共 有 33个 (彝 、白、哈尼 、壮 、傣 、苗 、傈 

僳 、回、拉祜 、佤 、纳西、瑶 、藏 、景颇 、布 朗、普 米、怒 、阿 

昌、德昂、基诺 、水 、蒙古 、布依 、独龙 、满 、侗 、佗佬 、土 

家 、羌 、毛南 、仫佬 、京 、仡佬 )，其多 民族 杂居 ，多文化 

交融 的特点。无论是对 于现代都市人 的探幽览胜 ，还 

是寻险猎奇都具有无 比的魅力 ，是一块极具旅游潜力 

的宝 地 。 

(三 )社会经济条件 

首先 ，西南 民族地 区人 口众多 ，有大量 的农 村剩 

余劳动力 ，可 以担 负 观光 农业 劳动 密集 的工作。其 

次 ，旅游市场 已经初 具规模 ，目前 已有 国 内外 知名的 

风景名胜 ：九寨沟黄龙景区 、乐 山大佛 一峨眉 山景 区、 

桂林 山水、大理 、丽江 、西双版纳 、黄果 树瀑布、三峡景 

区等 ，这些旅游热线带来的大量游客也是观光农业的 

重要客源市场。再次 ，在国家西部大开发和加入 WTO 

的背景下 ，地区开 放意识有所 增强 ，有 利于加 大开放 

力度 ，吸引更多 的资金 、人才及先进技术 。同时 ，国家 

给予西部大量优惠政策 ，并 直接投入大量资金支持西 

部建设 ，落后的基础设施已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 。 

四、西南民族地区发展观光农业的前景分析 

(一 )大农业环境 中发展观光农业的前景分析 

首先 ，农业产业 结构方面 ，2002年西南 民族地 区 

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 为 4 147亿元 ，约 占全 国的 15％。 

其 中农业 总产值 2 261．2亿元 ，占农林牧 渔业 总产值 

的 比重为 54．5％ ，高于东部 (51．7％)，反 映了此地 区 

种植业 比例偏高 的特点 J。其次 ，在主要农产 品产量 

方 面 ，2002年西南民族地区粮食产量为 8 160．5万吨 ， 

约 占全 国的 18％ ；油 料产量 392．5万 吨 ，约 占全 国的 

14％ ；肉类 产量 1 343．9万 吨，占全国的 20．4％。农产 

品产量可 观 ，在全 国居 于重要地位 。再 次，农 产品 的 

销售方面 ，2002年西南民族地 区农村人均粮食不超过 

100公斤 ，远远低于全 国的 281．15公斤。人均 出售水 

果和油料方面 ，分别低 于全国人均 出售 水果 的 49．06 

公斤 和全国油料 18．47公斤 的人均 出售水平 ，与西南 

地区农产品产 量形成 巨大 的反差 ，说 明不管是粮食还 

是油料 的生产 、销售都有很大的潜力 。 

观光农业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及管理 ，面 向市场集 

约化经营，实现 了产供销一 体化 ，减 少农 产品的采摘、 

装货 、分级 、包装 、加工 、运销等环节 ，节约 了生产成本 ， 

满足了游 客 的多层 次需 求。同时 ，游 客亲 自采摘 、品 

尝挑选 ，能带来 良好 的宣传 效果 ，拓宽了农 产品销售 

市场 ，直接增加农 民收入。 

(二)观光农 业的客 源市场前景分析 

调查表 明 ：西 南 地 区大 量优 良资 源处 于 闲置状 

态 ，尤其 是少数 民族 多姿多彩的 民族 文化资源 尚处深 

闺。同时 ，观光农业在 国内发展 中也存在项 目重复建 

设 、经营水平较低 、客源市 场定位 单一或 者不 明确 等 

问题 ，因此 ，西南 民族地 区发展 观光农 业 要特 色鲜 

明，科学定位 ，精心规划 。 

都 市休 闲型 依托 区内主要 大中城 市 ，以及连接 

这些城市 的交 通干线 。如观光农 园、教育农 园 、市 民 

农园、民宿民庄。 以满足城市居 民周末 闲暇 的休 闲活 

动 ，重点培育 回头客市场。这无疑要求有更高 的服务 

质量和文化 品位 ，以及相应 的物美价廉 的绿 色农 产品 

的供给 。应尽量减少农 产 品生长季节对游客 的影 响 ， 

形成全年比较稳 定 的客流量和 产品销售 量。此类 观 

光农业 既要突出地方特色 ，又协调 区内各 自发展的侧 

重点 ，避免重复建设 和低水平 开发。已有项 目中较有 

特色 的有 ，重庆的永川市倾力打造 的茶 山竹 海 ，以茶 、 

竹相互呼应 ，在优美 的 自然风景 中加 入采茶 、制茶 、制 

陶等参与性活动 ，给城市居 民带来高品质的休 闲与娱 

乐感受。 

旅游观光型 主要 面对 国 内外游 客。主要依 托 

自然风景名胜 和少数 民族 聚居 的 民风 民俗。适宜 发 

展森林公园 、休 闲农场 、民俗旅 游。这 是开发 价值 较 

大的一种类 型 ，其深 受旅游 季节 的影 响 ，所 以应对 国 

内外游 客的旅游高峰期作详细深入的调 查 ，安排丰富 

多彩的、满足不 同层次的旅游者 的消费需求的参与性 

休 闲活动 ，注重旅 游 特色产 品的开发 ，把握好 旺季 这 
一 时期的商机 ，使 游客吃 得好 、住 得下 、留得住 ；同时 

精心策划淡季的旅游资源的有效运转和内部调整。 

边 贸72．民俗型 主要依托云南 、广 西的国境 线附 

近的大量跨境 少数 民族聚居地 。这 里与越南 、老 挝 、 

缅甸、泰国接壤 ，异 国情调 与少数 民族风格 交织 出独 

一 无二的边境特色 。根据该 地 区边 境贸 易这一 最大 

特点 以及 目前并未形成旅游热线 的情况 ，可 以将客源 

市场定在黄金周期间的国内外游客 ，分 流一部分被旅 

游热线吸引的游客。因此 ，发 展观光农业 的着眼点应 

放在边境贸易上 ，并 结合 特色旅 游产 品的销 售 ，走 出 

一 条边贸加民俗旅游的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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