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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热带特色农业禀赋跟现代旅游业有天然的耦合性。在海南创建全域旅游示范省的大背景下，分析了热带特
色现代农业拓展海南旅游产业链的必然性，介绍了热带特色现代农业对海南旅游产业链的拓展方法，从旅游带动、特色
农业、美丽乡村和现代农民发展方面指出了热带特色农业禀赋拓展海南旅游产业链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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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dern tropical agriculture had a natural coupling with the modern tourism indus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reating a global tourism demonstration province in Hainan，analyzed the inevitability of modern tropical agriculture which integrat-
ed into Hainan’s tourism industry chain，and introduced the way of the modern tropical agriculture which integrated into Hainan＇s
tourism industry chain． Finally，took about the value from driven by tourism，special agriculture，beautiful countryside and
modern farmers’development．

Key words: Tropical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Hainan tourism; Industrial chain; Global tourism

热带特色现代农业是利用热区良好的阳光、水、
空气、土壤等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优势，建设特色鲜
明、优势突出、产品安全的热带特色农业产业体系，

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途径来提升农业生产力
水平和农民收入水平。海南建省近 30 年来，始终坚
守生态底线，在“十三五”开局之年，更是提出了要创
建全域旅游示范省，做大做强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现代
服务业，把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打造成海南经济的一张
王牌。全域旅游把一个行政区当作一个旅游景区来
规划，是资源优化、空间有序、产品丰富、产业发达的
科学的系统旅游，把具备鲜明特色的热带农业、美丽
乡村、土著文化纳入旅游规划，是对当前海南省农业
和旅游业的升级转变。因此分析热带特色现代农业
禀赋对海南旅游产业链的拓展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1 当前利用热带特色现代农业禀赋拓展海南

旅游产业链的有利因素
1．1 热带特色现代农业禀赋与旅游业有耦合性
热带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

强，农业生产的承载力主要取决于土地产出能力，并
受到光合生产、光温生产潜力和气候生产潜力等多因
素的影响［1］。世界上能够进行热带作物种植的土地
面积 5300 多万 km2，中国约 50 万 km2。海南地处北
纬 18 ～ 20°之间，拥有世界少有、国内珍稀的凉爽热带
气候，按最冷月平均温度大于 17 ℃的标准，中国热带
国土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千分之一，全部在海南，夏
鲁平认为，这种资源的稀缺性，在全球 12 个人口超过
一亿的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2］。

2014 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第一产业增
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9． 2%，各省份中海南占比最
高，达到 23．1%［3］。热带的土地资源非常宝贵，以如
此稀缺的资源发展传统农业无疑是巨大的浪费，而因
势利导创新发展热带特色农业则可以实现效益最大
化。热带的农业、农村、农民与非热区对比具有鲜明
的特色，对中国广大的非热区人民来说具有无穷的吸
引力。随着气候的恶化和生态游、乡村游、农村休闲
等旅游形态的发展，海南农业和旅游业这两个产业系
统具有互相亲和的趋势，它们可以逐渐结合为高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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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体，实现系统耦合。杨红认为无论是农业系统
的农产品能量投入旅游业系统，使得旅游业系统拥有
能量或元素的投入进行正向催化，还是旅游业系统促
进农产品的消费，带走农产品能量的方式负向催化，
都会使能量和元素有序而畅通的定向流动，提高生产
效率［1］。
1．2 政府重视发展旅游业和热带特色农业，有利于
两者相得益彰
海南有着得天独厚的滨海旅游资源和气候条件，

旅游业和农业是其支柱产业。2009 年 8 月，海南省
在全国第一个设立了休闲农业发展局，2010 年，海南
国际旅游岛建设被国家批复，同年，海南省制定了休
闲农业发展 2011 ～ 2020 年规划。2014 年省长蒋定
之指出，“海南发展乡村旅游条件、优势独特，乡村旅
游是国际旅游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带动效益明
显，发展前景广阔。2015 年 6 月，省长刘赐贵召开专
题座谈会，要求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做大做强热
带特色高效农业。
海南省旅游经济总体保持稳定较快的发展态势。

2015 年，海南省接待游客 5335．6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4%，乡村旅游游客 674． 8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39% ; 2016 年海南省开展全国首个全域旅游示范
省创建工作，确立“十三五”发展目标为到 2020 年接
待旅游总人数超过 8000 万人次。在旅游发展的初级
阶段，旅游开发主要集中在对拥有优势旅游资源地进
行景区开发，对热带特色农业、农村、文化等旅游非优
区资源的开发较少。随着全域旅游的兴起和自由行、
自驾游、亲子游、家庭游等旅游形态的盛行，热带特色
农业禀赋必将与传统优势旅游资源协同演化，拓展了
海南省旅游产业链，促进了农业和旅游业的更好发展。
1．3 乡村休闲旅游的迅猛发展为海南旅游业提供了
拓展良机
海南由于错过了一个发展阶段，基本不具备完整

的工业化发展基础［3］，2014 年完成工业投资 340． 4
亿元，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 11．2%。夏鲁平指
出，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20 年了，农业仍然是海南的
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优势产业。实际上农业禀赋作
为旅游资源非优区，在 21 世纪国际休闲回归乡村、回
归生态的新趋势下，反而是海南的宝贵财富。乡村回
归的休闲方式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蔚然成风，法国
目前在农村居住的非农户占 96%，日本在农村居住
的非农业户超过 80%，台湾划定休闲农业区 67 个，
拥有休闲农场 1124 家和农民营业民宿约 8000 家［4］。
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台湾农业主管部门负责人陈保
基表示，休闲农业将成为深度旅游台湾新亮点产业，
将打造台湾成为国际级农游新乐园［5］。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以及闲暇时间的
不断增多，中国开始进入大众旅游的休闲时代，国民
旅游也出现了回归乡村的潮流［6］。2015 年全国旅游
总人数 41．2 亿人次，旅游产业对 GDP 综合贡献达到
了 10．1% ;旅游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 10．2%，旅
游收入超过 4 万亿元。旅游日趋大众化，中国《国民
旅游休闲纲要( 2013 ～ 2020 年) 》指出，到 2020 年与
小康社会相适应的现代国民旅游休闲体系基本建
成［7］。中国已经根据发展需要开始推动国民休闲工
作的开展，2015 年国家旅游局将推动地方和企事业
单位创造条件让员工错峰休假、弹性休息，探索夏季
2．5 天休假模式。这些都为发展休闲农业和热带特
色现代农业拓展海南旅游产业提供了良好机遇。

2 热带特色现代农业禀赋对海南旅游产业链

的拓展
2．1 海南旅游产业链
旅游产业链思想来自于产业链理论，国内学者关

于“旅游产业链”的研究目前处于各抒己见的状态。
张朝枝等［8］提出旅游产业链的本质是以不同的价值
创造来划分产业环节，Kaukal M 等［9］认为旅游产业
链包含了旅游开发商、供应商、旅行社和游客 4 个单
链。根据产业链理论和旅游产业特征，一般将旅游产
业链定义为: 以行业优势企业为链核，以旅行社、饭
店、旅游交通、旅游商品、旅游景区等相关行业和企
业的共同利益为基础而结合起来的，直接或间接地为
旅游者提供旅游产品和服务，满足旅游者需求的旅游
企业生态综合体［10］。
游客活动主要包括食、住、行、游、购、娱等环节，

因此旅游产业链是一种由各价值环节连接起来的网
状结构，它的核心是围绕各环节进行价值创造。海南
旅游产业链也是这样一个多支路的放射状链集［10］，
任何参与到游客旅游过程相关环节的热带特色现代
农业禀赋，都可以为旅游者提供旅游产品和进行价值
创造，都是对这一产业链的拓展。旅游不仅是经济现
象，更是社会现象; 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人们
的一种基本权利;旅游活动本质上是游客的一种休闲
消费行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旅游产业链节点追求
的是经济价值，而旅游价值链终点的游客需要满足的
是体验价值［8］，两者的一致性是海南旅游产业链稳
定并动态优化的前提条件。中国已经站在“旅游社
会”的大门口，重新认识旅游业的地位、作用和产业
链及其拓展，海南旅游业才能释放更大潜力，在为经
济提供新动能的同时增加人们的获得感。
2．2 横向拓展产业链
热区的美丽乡村、特色农业、土著文化等旅游非

优势资源积极参与到全域旅游，实质是对海南旅游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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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的横向拓展，拓展的本质是对承载力的拓展，它
将稳定增长的游客从有限的优势旅游景点“拓展”到
更广阔的游客能够接受的非传统旅游优势资源的农
业禀赋旅游地。旅游产业承载力是指一个点，它关系
到旅游产业链节点所涉及的接待规模、经济效益、环
境效益、社会效益等诸方面［11］，超越了这个点后再增
加游览人数或者开发，将会对景区生态、设施和旅游
者经历造成破坏。海南开展全域旅游创建工作必须
认识到承载力在游客与旅游资源之间所起的轴心作
用。在全域旅游示范省的创建过程中，必须对旅游目
的地的社会承载力、设施承载力、环境承载力进行测
算，使游客的休闲要求和旅游地的碧水蓝天、阳光沙
滩以及人文生态保护要求均得到满足。
旅游资源是形成旅游产业链的基础和起点，是构

成旅游产业链的核心环节。海南的热带特色农业禀
赋在整个链条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任何一
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旅游产品的生产过程。横
向拓展旅游产业链的核心目标是更好服务于旅游者
在旅游目的地的休闲过程。它是从封闭的旅游自循
环向开放的“旅游”融合发展方式转变，从旅游企业
私营独享向社会共建共享转变，充分调动各方发展旅
游的积极性，以旅游为导向整合资源，强化企业社会
责任，从而实现从“小旅游”格局向“大旅游”格局转
变。旅游业的关联产业超过 110 个，且近年来对相关
产业贡献不断凸显，加大旅游与农业等产业的融合力
度，横向拓展将形成综合新产能。
2．3 围绕旅游产业链链核来拓展
核心企业是产业链的链核，在传统产业链中，往

往是以市场前景比较好、科技含量比较高、产品关联
度比较强的优势企业为链核［12］。在全域旅游产业链
中，链核其实是客源营销实体和旅游运营平台，而对
于自发形成的自驾游产业链体系，则不存在核心企
业［13］。随着大众休闲时代的来临，游客的旅游需求
正逐渐由游览广度向体验深度转变，“赏、采、尝、学、
耕、戏、憩、养、淘、归”等反映了游客休闲需求的多元
化，需要进行空间全景化、体验全时化、休闲全民化
的全域旅游发展，来满足休闲大市场的需求。
打铁还需自身硬，发展全域旅游，强有力的旅游

资源建设是基础。海南热带现代特色农业禀赋涵盖
农业、渔业、药业( 南药 ) 、种植业、养殖业、晒盐业等
多种行业，包括农业文化、农业思想、美丽乡村、风情
小镇、历史古村、热带历史名人等元素，分布全岛的
植物园、种质资源圃、示范园、现代农业示范温网室
大棚，一村一品、各类作物种植带和热带农业休闲中
心都可以成为拓展旅游服务业产业链的节点、链核。
从景点游客饱和量，旅游舒适度，旅游产品特色化，

旅游形态散客、家庭自驾车化，旅游观念从观光性向
体验性、注重游览舒适度转变以及无景区旅游趋势等
方面考量，热带现代特色农业禀赋将成为拓展后海南
旅游产业链的链核，促进海南原生的生态、资源与旅
游业的完美融合。

3 热带特色农业拓展海南旅游产业链的价值
2015 年海南乡村游达到 674．85 万人次，同比增

长 12．39%，乡村旅游收入 17． 75 亿元。整个“十二
五”期间，海南省累计接待游客 20118．96 万人次，年
均增长 11． 7% ; 旅游总收入相当于 GDP 的 15． 5%。
旅游对住宿餐饮业、民航和铁路客运业、文化娱乐
业、商品零售业的贡献率分别达 90%、80%、50%、
40% ;旅游业直接就业人数 37．28 万人，带动相关产
业就业约 140 万人，其中带动农民就业 2 万余人。
3．1 热带特色农业禀赋与旅游交融，促进海南新型
城镇化建设
在创造就业、增加收入和带动区域发展方面，旅

游业在一些可选择发展、机会有限的欠发达地区显得
比其他产业更加有效［1］。海南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速
1．45%，低于同期国家城镇化率; 按户籍人口计算，海
南实际城市化水平仅为 32%。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
由之路，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李金早指出，
中国旅游已经到了全民旅游和个人游、自驾游为主的
全新阶段。热带特色农业与旅游业的协调演化是推
动海南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拓展产业
链的重要抓手。2016 年中国旅游要变革发展模式，
创新旅游发展战略，推动旅游从“景点旅游”向“全域
旅游”转变，海南被确定为首个全域旅游创建省，将
享受到国家旅游局推出的多项支持措施。传统“景
点旅游”模式下，封闭的景点景区建设、经营与社会
是割裂的，甚至是冲突的，造成景点内外“两重
天”［14］，而“全域旅游”就是要改变这种格局。“全域
旅游”是空间全景化的系统统筹规划，是跳出小旅游
谋划大旅游，将有效带动海南新型城镇化发展。
3．2 保护热带农业文明，践行旅游观念转变提出的
新要求
旅游产业本身就是以区域特色文化作为依托发

展起来的一个产业，深厚的文化内涵对旅游者具有强
大的吸引力［15］。将本土文化融合到旅游活动中，形
成不同旅游区的差异化，是整个旅游产业链构建的关
键，也是海南全域旅游区创建的核心。中国游客的消
费观念逐渐成熟，旅游活动从参团观光游向自驾体验
游转变，2015 年游客通过旅行社进入景区的比例已
经由 2010 年的 60% ～ 70%下降至 2015 年的 20% ～
30% ;自驾为主的自由行已成为旅游的主要方式，占
景区接待游客总人数的 75%。海南热带特色农业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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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融入旅游将实现从“3S”向“3N”的拓展，即到大自
然( Nature) 中去，体验人类曾经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怀
旧( Nostalgia) 情结，最终与自然融为一体，感受自然
天堂( Nirvana) 的博大精深［16］。游客的旅游活动从
重视身体享乐为主转向以精神追求为主的体验游，融
入热带现代特色农业禀赋的全域旅游有利于保护热
带农业文明，有利于体现休闲农业的农耕灵魂，引起
游客的情感共鸣，践行旅游新观念。
3．3 体验热带美丽乡村，拓展景区生态承载力和物
理空间
传统旅游时代各区域之间为争夺资源和市场先

机而进行的恶性竞争，使得区域间整体集成优势得不
到有效发挥［14］。2014 年以来，海南旅游形态发生了
变化: ( 1) 滨海、温泉、森林等度假旅游市场呈持续增
长态势; ( 2) 乡村旅游产品成为热点; ( 3) 游客自主意
识增强，散客化已成为趋势; ( 4 ) 家庭自驾游的数量
急剧增长。这些变化给景区的环境承载力和物理空
间容量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海南城市数量少、小城镇
居多，建设国际旅游岛也迫切需要打造一批各具特
色、生态宜居、产业支撑的精品小城镇来优化海南的
旅游产品供给，承接八方来客，满足多样化、个性化
的消费需求。“十三五”期间，全省要打造 100 个特
色产业小镇、1000 个美丽乡村，美丽乡村为快速增长
的游客提供了广阔天地，在游客体验中提升游客的满
意度，传播热带农村的美丽，这是海南未来发展的一
大特色和优势，将在全国成为独具魅力的品牌。
3．4 创新生产经营主体，全域旅游建设助力人的城
镇化
近 5 年来，海南省接待过夜游客人数、旅游业收

入年均分别增长了 12．5%、17．2%。2015 年全省接待
游客总人数 5335．6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4%，增速
比上年提高了 0．8 个百分点。海南农业人口占总人
口的 68．5%，让旅游发展惠及本地百姓的重要途径是
把游客引入到海南千家万户。把全省作为一个大景
区来建设，畅行全域旅游，让现代农民积极加入旅游
产业链，将促进民生发展，进而实现旅游目的地的吸
引力、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增加海南省农民收入，
促进产业链条延伸和各产业融合发展、良性互动。据
统计，“十二五”以来，全国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
了 10%以上贫困人口脱贫，总人数达 1000 万。很多
农民在开展旅游经营中视野开阔了，市场观念增强
了，谋生本领提高了，离土不离乡，就地实现了人的
城镇化。
习近平主席在视察海南时提出，使热带特色农业

真正成为优势产业和海南经济的一张“王牌”。海南
农业生产具有“环境特”、“体制特”和“产品特”的特

点，农产品大都与旅游产品联系在一起。以热带特色
现代农业禀赋拓展旅游产业链为视角，深入研究旅游
资源非优区的地域文化、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因地
制宜，做优做强热带特色现代农业和旅游业的协同演
进，对提升海南省农业、旅游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
用。旅游既是典型意义上的新消费，更是再生意义的
新生产，这种新生产是对人的活力进行再造，必须加
强旅游业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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