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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现代化社会物质文明的逐步提升，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而传
统旅游产业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旅游文化需求，农业旅游便应需而
生。城镇中的人们渴望在忙碌的工作后，在闲暇周末之余亲近大自然，回
到日益远离的田园生活，人们向往农业旅游是人们对精神文化建设的需
求和净化升华自己的迫切要求，而茶叶在农业中占有较大比重，所以以
茶叶为主导的农业旅游对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影响日益提升，所以探讨
茶叶经济主导下的农业旅游开发与发展不仅对当代社会经济建设具有
重要指导意义，同时对人类精神文明建设与发展能够提供借鉴意义，这
是当下多元化复杂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与客观需求。

1 农业旅游建设开发背景分析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农业经济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史上占
有重要地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日益繁荣昌盛，尤其是现代化农业经济发展建设日新月异，并产生了
一系列新时代的农业经济形式。其中农业旅游更是迅猛发展，并且成为
当今社会旅游业的一大重要经济支柱。
1.1 人们消费能力提升，消费结构转型升级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物质文明建设的进一步发

展，人们的经济收入得到迅速的提高，消费能力也随之大大提升。在人们
的初级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开始更加注重自己对于更高级的精神
文明消费的需求，开始不断加大对精神文明需求的投入，这就促使当前
以物质文明为主的消费结构开始逐渐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和谐发展
的消费结构升级转型，以符合当前人们的消费理念与趋势。这是人类文
明更加进步的具体体现，也是当代多元化社会持续和谐文明发展的必然
要求。
1.2 人们消费理念转变，更加重视生态绿色旅游
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影响下，在精神文明发展的推动下，人们的整

体素质逐渐得到提高，人们开始越来越重视到环境的重要性，意识到我
们只有一个地球，消费理念开始悄然转变，从铺张浪费到勤俭节约，从破
坏环境到注重生态保护，生态绿色旅游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类的青睐和大
力支持，而农业旅游属于生态绿色旅游，农业旅游有着广阔的市场需求，
农业旅游是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对提高农
业经济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3 农业旅游建设能够综合利用各种经济资源，实现经济发展
从根本上说，农业旅游建设是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更充分的开发

利用，是将多种农业资源与社会资源的优化与整合，是统筹农业经济发
展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此外，农业旅游建设能够促进当
地剩余劳动力进行再就业、再创业，能够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能够提
高当地居民生活幸福指数，能够促进社会安定团结，从而实现经济的平
稳、合理、健康的可持续发展。

1.4 农业旅游地区有着适合旅游开发的资源优势
从广义上讲，农业旅游地区有着丰富的农林渔等资源，农业旅游地

区接近大部分人们生活工作的城市，旅游半径相对较小，同时，农业旅游
地区的田园风光与生活方式更加亲近大自然，人们在这里旅游可以更好
的接触亲近大自然，更好的放松、放空自己，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净化与升
华，这是许多在城市钢铁水泥中生活的人们所向往的生活方式。所以农
业地区的旅游资源开发有着广阔的消费市场。

2 我国茶叶经济内涵分析

2.1 我国茶叶经济的基础是茶叶产品开发
我国茶叶经济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经济产业链，其基础是茶叶产品

的开发，茶叶是茶业经济的源泉，只有不断开发新的茶叶产品，对茶叶产
品进行更深层次的加工与再创造，不断创新，探索茶叶产品发展的新模
式、新思路，才能使我国茶叶经济的发展满足更多消费者以及现代化经
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2.2 茶叶经济创新需要融入体验式采茶经济
茶叶经济是我国的传统经济，但是一些传统的茶叶经济模式发展至

今遇到了很大瓶颈，无法满足现代化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无法突破这
些瓶颈，茶叶经济的发展将放缓步伐。为了适应更广阔的消费者和市场
的需求，茶叶经济需要融入体验式采摘模式，将茶庄农家乐与采茶、摘
茶、茶叶初步加工、品茶相结合，使广大消费者亲自体验茶叶文化，更好
的融入到茶叶文化中，了解茶叶经济，为茶叶经济的发展赋予更多的文
化价值及经济价值，为茶叶经济的发展提供新思路。
2.3 茶叶经济需要将农业、服务业、旅游相融合，构建综合旅游服务
体系
茶叶经济不是简简单单的种好茶叶，而是农业、服务业、旅游业相结

合的一体化经济结构，这就需要政府提供大量政策支持、经济支持，大力
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茶叶旅游业的宣传力度，将茶叶种植与旅
游业服务业相结合，形成也茶叶经济为主导的农业旅游立体化经济体
系，挖掘茶叶经济内涵，丰富茶叶经济内容，将其构建成一套综合的旅游
服务体系。
2.4 茶叶经济发展需要融合茶文化内涵，深化茶叶经济体系
茶叶文化为茶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与信念的支持，茶叶经济的

进一步发展又促进了茶叶文化的深化与发展，所以说，茶叶经济与茶叶
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影响与促进。这就要求我们在大力发展茶叶经济的
同时需要进一步融入茶叶文化的内涵，丰富茶叶经济产品的文化价值内
涵，深化与完善茶叶经济体系。

3 基于茶叶经济主导下的农业旅游开发思路分析

3.1 注重茶叶产品研发，充分融入市场需要
茶叶产品是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结晶，是中国传统茶叶文化的浓

缩，但是传统的茶叶产品已经无法满足目前社会物质文明的需要，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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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茶叶经济是是农业经济的一种重要形式，占有农业经济中的比重极高，自古以来便为中国社会经济做出杰出贡献，在
社会经济中具有重大价值。在现代农业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茶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旅游开发与发展，便成为现代人类的迫切需
求与当代多元社会的客观要求。本文拟从茶叶经济内涵入手，探讨茶叶经济与我国农业旅游发展的切合点，从而为茶叶经济主导
下的现代化农业旅游发展提供重要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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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产品必须走向自主创新的道路，才能是茶叶经济在当代市场经济的
发展中立于不败之地。市场需求决定消费需要，任何茶叶产品的研发，都
要充分融入市场的需要，立足于现代多元化、多层次、多方位的立体化市
场需要，完善茶叶产品研发体系，丰富茶叶产品的开发，从而满足现代消
费者的众多口味与喜好，从市场出发，来源于市场并要领先于市场，引导
茶叶经济的市场向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3.2 注重消费者需求入手，构建体验参与式采茶经济
茶叶经济下的农业旅游开发，需要从消费者日益增长的精神文明需

求的角度出发，打开传统茶叶经济的局限性，开放传统茶叶生产的封闭
环境，使消费者能够亲身融入大自然中的茶园生活环境，身临其境般的
体验传统茶叶文化的精粹，更加深刻的理解茶叶文化的千古传承和茶叶
经济的生产发展模式，从而更大程度刺激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扩大市场
需求，同时又传播了茶叶文化，将茶叶文化中的精华又发扬光大，这种体
验参与再消费的采茶经济将为茶叶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更多可能。
3.3 注重多重资源利用，构建综合旅游服务模式
以茶叶经济为主导的农业旅游业，实质上是茶叶文化、农业经济、旅

游行业、服务产业等诸多经济资源、文化资源、人力资源相融合的产物，
在探讨茶叶旅游业的发展模式时，就是为这些资源优化整合寻找出路。
只有结合当地茶叶经济发展模式的具体实际，充分利用当地的丰富资
源，完善丰富综合旅游服务模式，创立品牌效应，加强当地茶叶经济宣
传，想群众之所想，为消费者尽可能的提供更大的旅游便利，并且提供更
优质的服务，使消费者能够全身心的融入到愉悦的旅游过程中。
3.4 注重传统茶文化内涵的融入，提升农业旅游开发品质
随着农业旅游经济的发展，消费者对自身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出了更

高的需求，这就迫切要求我们要提升农业旅游的品质开发，充分融入传
统茶叶文化的内涵，提升茶叶旅游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深度。加强传统茶
叶文化内涵的融入，同时是对消费者精神文明需求的一个更高层次的满
足，它能够升华消费者的精神境界，将博大的传统茶文化继续发扬，尤其
是将茶文化与亲子教育相相结合，使青少年更好的领悟和学习茶叶文
化，从而将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因此，注重传统茶文化的融入，不仅

仅提升农业旅游的品质与内涵，更是将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高
度契合，使现代文明建设全面发展。
3.5 应用茶叶经济开发与发展现代农业旅游的相关意义分析
通过将茶叶经济开发与发展现代农业旅游相结合，首先能够满足人

们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文明需求，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同时提升了现
代农业旅游的产业品质, 优化当前的旅游产业结构，整合和完善旅游资
源、农业资源、文化资源、人力资源，减少不必要的基础建设，引导消费者
形成健康的消费理念，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增
加农民收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4 结语

随着现代经济的迅速发展，旅游业开始成为新的经济发展力量，人
们对于农业旅游更是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而茶叶经济又是农业经济
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开发以茶叶经济为主导的农业旅游对于农业现代
化建设、现代经济建设和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此外，开发茶叶旅
游经济为我们传承茶文化提供了有效载体，同时也丰富了茶叶经济的内
涵，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也大大增加了茶农的经济收入，实现了文化传
播、经济提升、产业发展的综合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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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乡生态旅游的构建是茶文化发展的产物，并且也是旅游业和茶业的
完美结合。游者能够进入到茶乡，在美丽的风景中感受茶乡的美景以及传
统文化的内涵。

1 茶乡生态旅游的意义以及特征

1.1 茶乡生态旅游的意义
1.1.1 能够增加茶农的收入

就现阶段来说，我国产业都产自山区，其难易程度以及经济基础较差，
对于大多数茶区来说，提高收入的最好方式就是积极的进行茶乡生态旅游
的构建。因此，茶乡生态旅游项目的构建已经成为现阶段的热门旅游项目，

并且受到许多国家的重视，同时，还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1.1.2 能够增加茶乡就业率

在茶乡发展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是
由于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使得一些企业倒闭，对于劳动力的需求降低。茶
乡生态旅游业的发展，能够为茶乡剩余的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并
且对于文化水平的要求不高，只需要对其机械能短暂的培训就能够上岗，
因此，茶乡生态旅游的构建，不仅能够提高茶乡经济效益，而且还能推动茶
乡第三产业的发展。
1.1.3 能够提高茶乡人口素质
在城市化进程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城乡交流，能够有效提高茶乡人

茶乡生态旅游开发与旅游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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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茶文化历史悠久，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茶乡是茶文化的发源地，并且我国茶乡众多。在市场经济不断
发展过程中，人们涉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更加注重养生、体闲，因此，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茶乡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对其进行
生态旅游开展能够有效的提高当地的收入，但是现阶段茶乡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只有对其进行研究分析，才能
推动茶乡生态旅游的发展。文章主要针对茶乡生态旅游开发与旅游效益进行研究分析，并且依据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意见，希望
能够推动茶乡生态旅游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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