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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休闲、休闲活动和休闲生活，从来就与人类本身的生存发展相生相依。
古希腊哲入亚里士多德说：“幸福存在于闲暇之中，我们是为了闲暇而忙碌。
”马克思指出休闲和劳动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双重社会生活基础，将休闲看作人的基本生存状态之
一。
休闲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在国外已有百年，在我国大约也就十年光景。
时间虽短，从原来一般视“休闲”为游手好闲、享乐主义，到当下重视休闲、研究休闲，发展休闲业
，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象征，是人向自身本来意义和价值的一种回归。
　　“休闲”语词极为简单，理解却众说纷纭，所涉领域与内容也极其广泛。
社会、经济、产业、文化、身体、心理等皆有所涉，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体育学等都可
研究，游戏、娱乐、运动、学习等一切有助于使人实现身心愉悦与放松、获得生活与乐趣、体验到人
生快乐与意义的各种活动，都能纳入休闲的范畴。
也因为如此，休闲学研究与应用，既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宽广空间，又给我们深入探
索和构建学科提出了充满希望的挑战。
　　希望是一种引导，挑战是一种激励。
休闲学研究与应用的深入，需要我们会创造、会创新，现实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在为此准备问题，建立
基础，也需要我们会借鉴、会摹仿，海外多年休闲研究与实践的成果，已经为此提供了经验、积累了
资源。
休闲学研究与应用中，重视创造、创新，做好借鉴、摹仿，是循着希望的引导迎接挑战的应循之路、
可行之道。
　　据此，浙江大学亚太休闲教育研究中心（APCL）组织编辑出版的“休闲书系”，分为译作和著
作二类，亦包括有价值的研究报告，另加一个《休闲评论》。
所收论著的内容与研究方法，不受学科门类之限，只求围绕休闲学研究与应用主题的好书好文；学术
性与通俗性兼顾，但以学术性为重。
　　休闲事业前景广阔，休闲研究任重道远。
我们诚邀学界、业界和政府相关部门的管理者，共同关心休闲学研究与应用的发展，协力推进我国休
闲文化研究与翻译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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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辑《休闲评论》的主旨是“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论文编选主要来自2008年8月在浙江省德清县举
办的“2008海峡两岸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高峰论坛”（也即“浙台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学术研讨会”
）的部分论文。
此次会议由德清县人民政府、浙江大学主办，德清旅游局和浙江大学亚太休闲教育研究中心、人文旅
游研究中心承办，浙江大学人文旅游研究中心负责其中的学术策划与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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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旅游商品和活动项目缺乏文化含量。
在旅游商品方面，所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是：农副产品向旅游商品的开发转变落后，旅游商品开发深
度不够。
多数休闲农业旅游景区出售的旅游商品，多为未经加工或简单加工的初级农产品，并且包装简单粗糙
，缺乏地方特色和农业特色，对游客缺乏吸引力，使游客有购物的想法，但难以实现其购物行为，从
而造成农业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经济优势。
休闲农业旅游景区的游乐项目雷同，且仅限于麻将、棋牌、卡拉0K、钓鱼、骑马等一般性消遣活动，
缺乏文化内涵，不能满足多层次游客，尤其是少年儿童求真、求知、求趣的需要。
　　第四，景区建设地点缺乏科学论证。
部分旅游景点地域和文化特色不够鲜明，内容与形式上基本雷同，主题单一。
上海郊区（县）的农场纷纷开辟休闲农业旅游景区，其中不乏成功的例子，如东海农场、前卫农场和
五四农场等，但也有许多失败的例子。
近年各区县都较偏重于园艺场、生态园林式景点景区建设，对发掘更新现有老景点，开发利用新农村
原生态自然景观重视不够，甚至存在重复建设现象，降低了综合经济效益。
有的休闲农业旅游景点建设者不考察市场，也不分析自身条件，只重规模，不讲质量，仅凭一腔热情
投资建设，忽视游客需求和满意度，最终不得不以关门告终。
　　第五，宣传营销力度不够。
目前郊区农业旅游景点、景区市场促销普遍薄弱，许多景点、景区靠自然散客维持经营。
一些景点、景区与旅行配套连接不够，交通不方便，游客主要靠自行解决交通或乘一般公共交通到达
，这严重影响了游客数量和经济效益。
某些休闲农业旅游景点除了当地居民知晓外，其他游客对它们都不熟悉甚至从没听说过。
上海市区居民知道的上海休闲农业旅游景点就不多，游览过的景点则更少。
甚至有一些硬件设施、服务质量和水平基本过关的景点，却由于开发经营者的宣传力度不够而鲜为人
知。
　　2。
问题产生的原因　　第一，在休闲农业旅游的具体开发管理中，由于涉及林业、农业、环保、国土、
工商、税务等多个部门，仅靠旅游部门无法对旅游项目设置、配套设施建设、旅游资源开发等进行统
一部署和管理，这使得在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管理过程中，尤其是涉及多部门利益时，协调工作量大，
很难付诸实施，从而造成重复建设和布局不合理等问题。
　　第二，上海休闲农业旅游地大都位于经济水平相对较低的郊区或农村地区，娱乐设施简单，旅游
购物设施少，有的景区甚至卫生条件差，景区基础设施在数量和档次上都满足不了城市游客食、住、
行、游、购、娱多方面的需要，使游客享受不到相应的服务，从而影响市民的出游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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