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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视角下农业文化遗产生态价值旅游实现策略
———以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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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环境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２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人民政府，赤峰　 ０２４３００

３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农业遗产保护中心，赤峰　 ０２４３００

４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镇人民政府，赤峰　 ０２４３２３

５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小米生态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赤峰　 ０２４３２３

摘要：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具有丰富生态价值，体现人地和谐关系的遗产系统。 旅游发展是推动农业文化遗产地动态保护

和生态价值实现的重要方式。 然而符合供需双方需求，能够充分实现农业文化遗产生态价值的旅游发展模式还有待进一步探

索。 从供需视角出发，以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为例，采用半结构访谈和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测度社区居民和游客的生态价值认

知、旅游参与意愿及需求，并基于此提出遗产地生态价值的旅游实现策略。 研究发现：（１）供需双方对遗产地的生态价值总体

认知较低；（２）游客对品尝当地美食、生态小米品尝和销售、博物馆表现出较强的参与意愿，对农家乐、品尝当地美食、休闲度假

及研学活动表现出较强的支付意愿；（３）社区居民对传统食宿为主的旅游方式参与意愿较高，但个人生计资产及能力，组织模

式和利益分配机制缺乏是制约社区参与的主要因素。 依据上述结果，提出了拓展生态价值解说的广度和深度、丰富旅游产品以

推动供需匹配和建立合作社带动的社区旅游参与模式这三条促进敖汉旱作农业系统生态价值旅游实现的建议。 研究基于供需

关系拓展了农业文化遗产地生态价值旅游实现的研究视角，能够为敖汉及其他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动态保护及可持续旅游发

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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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ｏｈａｎ Ｄｒｙｌａｎｄ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 ｂｒｅａｄ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Ｔｈｉｒｄ，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ｄｒｉｖｅ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ｅｘｐａｎｄ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ｏｈａｎ Ｄｒｙｌａｎｄ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ｏｈａｎ Ｄｒｙ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

用系统和农业景观” ［１］。 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不仅保留了杰出的农业景观，维持了可恢复的生态系统，传承了

高价值的传统知识和文化活动，同时也保存了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农业生物多样性［２］。 与一般意义上的农

业文化和知识技术不同，农业文化遗产系统是一类典型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３］，强调农业生态系

统适应极端条件的可持续性，多功能服务改善居民的可持续性，传统文化维持社区和谐发展的可持续性。
农业文化遗产系统具有高度的生态价值，主要包括生物多样性价值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４］。 遗产

地物种多样性能够减少病虫害、促进土壤保持、提高农作物品质、提升气候变化适应性，并加强资源循环［５—７］。
多样的传统品种保证了农业生物多样性，也是优质的种质资源［８］，提高了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９］。

“新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划分为 ４ 类 １１ 项，包括供给服务，支持和调节服务，以及文

化和美学服务［１０］，该评估认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人类与生态系统互动的产物［１１］。 农业文化遗产地是典型

的人类与生态系统和谐互动的场所，农业文化遗产地提供农作物产品、水源涵养和水质改善、改善土壤肥力、
防治病虫害、调节微观生态、旅游发展等多样化的生态系统服务［１２—１４］，支撑当地农民的生计和生态环境的

改善［１５］。
由此可见，农业文化遗产地多元的生态价值为旅游发展赋予了巨大潜力［１６—１９］。 前期研究显示，旅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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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推动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的有效途径之一［２０—２１］，能够体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产生的外溢效应［２２—２３］，
有助于改善人居及自然环境、提升游客生态认知和保护意愿、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２４—２７］。 然而，现阶段农

业文化遗产旅游研究和实践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面临如社区参与不足、价值感知及传递较弱、产业融合发展

不强等诸多挑战［２８—３０］。 大部分农业文化遗产旅游主要依托农业景观，发展“农家乐”式乡村旅游，未能有效

利用遗产地的其他生态价值，形成更具吸引力的旅游体验，游客的生态价值认知和当地居民身份认同构建不

足［３１］。 因此，旅游发展对传统农业和社区发展的支持作用尚不明显，未能形成适合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特征，
充分实现其生态价值的独特旅游发展模式［３２—３４］。

农业文化遗产地是“人⁃地⁃业”协同发展的综合系统［３５］，遗产地社区和游客是生态价值传播和旅游参与

的重要主体［３６］，其生态价值认知和旅游参与意愿是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发展的基础［３７—３８］，也是旅游实现农

业文化遗产生态价值的保障条件。 现有研究或从游客需求端切入［３９］，或关注社区参与［４０］，尚缺乏供给和需

求端的综合对比，以识别既符合遗产地社区发展需求又满足游客遗产体验的旅游发展模式［４１］。 鉴于此，本研

究从供需对比的视角切入，选取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敖汉旱作农业系统开展实证研究，分析游客与遗产

地社区的生态价值认知、旅游参与需求及意愿，试图识别有效匹配供需、充分实现遗产地生态价值的旅游发展

策略，以期为农业文化遗产地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１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图 １　 敖汉旱作农业系统生态价值

Ｆｉｇ．１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Ａｏｈａｎ Ｄｒｙｌａｎｄ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１．１　 研究区域

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位于内蒙古赤峰市东南部（４１°４１′—４３°０２′Ｎ， １１９°３０′—１２０°５３′Ｅ），占地 ８２９４ｋｍ２。 该

遗产地具有 ８０００ 年的种植历史，以粟和黍为主要种植作物，于 ２０１２ 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系统，充分体现了其典型性和代表性。 如图 １ 所示，敖汉旱作农业系统在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服

务方面具有多重生态价值。 首先，谷子、高粱、糜子、杂豆等适应当地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的传统品种［４２］支

持了遗产地杂粮产业发展。 此外，杨树、沙棘、杏等多样的物种有利于促进防治病虫害，提高作物抗性和品质，

４１８８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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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土壤侵蚀［４３］。 施农家肥、间作套种、交替灌溉等传统生产方式不仅保证当地传统品种的生产，也能改善

土壤，调节微观生态，加强资源循环［５—７］。 此外，围绕当地特有旱作农业生产，当地社区形成了包括传统耕作

方式、农业景观、农业谚语、食品文化和节事习俗等独特的旱作农业文化［４２］。
敖汉旗兴隆洼镇嘎岔村是遗产地核心区域的代表性村落之一，下辖 １０ 个村民小组，总土地面积 ５４０００

亩，村民 ３０７７ 人，以合作社带动传统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要产业（图 ２）。 以村内兴隆洼小米生态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及村民作为供给方，以合作社产品消费者及周边居民为需求方，综合供需双方认知及意愿，探究遗产

地生态价值的旅游实现策略。

图 ２　 嘎岔村区位图

Ｆｉｇ．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Ｇａｃｈａ Ｖｉｌｌａｇｅ

１．２　 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针对遗产地居民和游客分别采用半结构访谈和问卷调查方法开展数据收集。 分别于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１６—１７
日和 ８ 月 １１—１９ 日，与嘎岔村管理者、村民、合作社负责人开展半结构访谈，旨在了解社区居民对于农业文化

遗产的生态价值认知水平，旅游参与意愿、方式及阻力，及合作社运营情况等。 如表 １ 所示，调研共完成 ２０ 位

主体访谈，包括村级管理者 ２ 名、村民 １８ 名，访谈时长为 １５—９０ｍｉｎ，搜集了案例地相关政策文件、新闻报道、
公众号推文等文本资料作为辅助和支撑。

表 １　 受访社区居民人口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ｅ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ｒｓ

人口统计变量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人数
Ｎｕｍｂｅｒｓ

人口统计变量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人数
Ｎｕｍｂｅｒｓ

年龄 Ａｇｅ 受教育程度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２０—３０ 岁 ２ 　 　 初中及初中以下 １２
　 　 ３０—４０ 岁 ３ 　 　 高中 ４
　 　 ４０—５０ 岁 ４ 　 　 大专及大学 ３
　 　 ５０—６０ 岁 ３ 　 　 研究生及以上 １
　 　 ６０ 岁以上 ８ 出生地 Ｂｉｒｔｈｐｌａｃｅ
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本地 １７
　 　 男 １１ 　 　 非本地但长在本地 ３
　 　 女 ９ 　 　 均不在本地 ０

课题组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至 ５ 月 ４ 日，对现有游客（生态小米消费者）和潜在游客（赤峰市内及其他城

市居民）发放电子调查问卷，评估游客的遗产地知晓度、对生态小米的满意度、遗产地生态价值认知、参与旅

游的意愿与方式，及对不同类型旅游活动的支付意愿。 其中，基于图 １ 梳理的生态价值维度，通过 １（非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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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不愿意）到 ５（非常了解 ／愿意）的 Ｌｉｋｅｒｔ 量表测度游客的生态价值认知、旅游参与意愿及支付意愿。 共

回收有效问卷 ４３１ 份。 如表 ２ 所示，受访者中，女性占比较高（６０．７％），年龄分布较为均衡，以 ２０—６０ 岁年龄

段为主（８９．３％），教育水平集中在大专和大学本科（２２．７％和 ３７．２％）。 从地域分布来看，５６．６％的受访者来自

赤峰市。 其中，购买和未购买过敖汉生态小米的受访者比例相当（４８．５％和 ５１．５％）。 通过 ＳＰＳＳ １７．０软件对

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表 ２　 受访游客人口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

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男 ３９．３ 受教育程度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小学及以下 ４．１
女 ６０．７ 初中 ６．７

年龄 Ａｇｅ ２０ 岁及以下 ３．９ 高中 １０．２
２１—３０ 岁 ３８．９ 大专 ２２．７
３１—４０ 岁 １３．４ 大学本科 ３７．２
４１—５０ 岁 ２０．６ 硕士 １３．６
５１—６０ 岁 １６．４ 博士及以上 ５．５
６１—７０ 岁 ５．３ 现居住地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赤峰市内 ５６．６
７１ 岁以上 ２．４ 内蒙的其他盟市 ７．６

是否购买过敖汉生态小米 是 ４８．５ 其他城市 ３５．８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ｓ ｏｆ Ａｏｈａｎ ｅｃｏ⁃ｍｉｌｌｅｔ 否 ５１．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需求视角的生态价值认知与参与意愿

２．１．１　 游客生态价值认知

如表 ３ 所示，游客对生态价值的总体认知水平一般（均值＝ ３．１２）。 其中，游客对生态功能（均值＝ ３．２８）、
文化服务（均值＝ ３．１６）和供给服务（均值＝ ３．１２）认知略高于游客对小米和其他传统物种（均值 ＝ ３．０９）、支持

和调节服务（均值＝ ３．０６）的认知，且游客生态价值认知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Ｐ＜０．０１）。

表 ３　 游客生态价值认知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题项
Ｔｉｔｌｅ ｉｔｅｍｓ

均值
Ｍｅａｎ

单样本 ｔ 检验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ｔ⁃ｔｅｓｔ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ｔ Ｐ

生物多样性 传统品种 遗产地存在较多传统农作物品种 ３．１０ ０．０７３ ５．３３２ ０．０００∗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遗产地的小米品种具有生态适应性 ３．０７

物种丰富性 遗产地多物种能够发挥防风固沙功能 ３．２８

生态系统服务 供给服务 遗产地能够提供高质量生态产品 ３．１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支持服务 遗产地能够控制水分和肥料流失 ３．０６

遗产地用塑料膜覆盖土壤能够改善土壤肥力 ３．１１

调节服务 遗产地能够有效防治病虫害 ３．０７

遗产地的耕作技术可以减少用水量 ３．０１

文化服务 遗产地能够提供教育机会 ３．１９

遗产地能够提供审美机会 ３．１２

遗产地能够提供休闲旅游机会 ３．１６

　 　 ∗表示估计结果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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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居住地及是否购买过生态小米对游客生态价值认知存在显著影响。 如表 ４ 所示，来自赤峰市、内蒙

其他盟市及其他城市的游客对于农业文化遗产生态价值的认知，除在审美及休闲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尤
其体现在生物多样性、支持和调节服务维度（Ｐ ＝ ０．０００）。 其中，赤峰本地游客对生态价值的认知程度更高。
购买过生态小米的游客对于生态价值的认知显著高于没有购买过生态小米的游客（Ｐ＜０．０１），显示出生态农

产品消费会提升游客的生态价值认知。

表 ４　 游客生态价值认知差异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题项
Ｔｉｔｌｅ ｉｔｅｍｓ

现居住地（均值）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Ｍｅａｎ）

赤峰市内
Ｗｉｔｈｉｎ
Ｃｈｉｆｅｎｇ

（ｎ＝ ２４４）

内蒙的其
他盟市

Ｏｔｈｅｒ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ｎ＝ ３３）

其他城市
Ｏｔｈｅｒ ｃｉｔｉｅｓ
（ｎ＝ １５４）

Ｐ

是否购买过敖汉生态小米？
（均值）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ｓ ｏｆ Ａｏｈａｎ ｅｃｏ⁃
ｍｉｌｌｅｔ （Ｍｅａｎ）

是
Ｙｅｓ

（ｎ＝ ２０９）

否
Ｎｏ

（ｎ＝ ２２２）

Ｐ

小米品种具有生态适应性
Ｍｉｌｌｅｔ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ａｄａｐｔｅｄ ３．２８ ２．７３ ２．８２ ０．０００∗∗ ３．４９ ２．６８ ０．０００∗∗

存在较多传统作物品种
Ｍｏｒ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ｏｐ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３．３１ ２．８２ ２．８４ ０．０００∗∗ ３．４７ ２．７５ ０．０００∗∗

发挥防风固沙功能
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ｓ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３．４８ ２．８５ ３．０６ ０．０００∗∗ ３．５４ ３．０４ ０．０００∗∗

提供高质量生态产品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３．２５ ２．７６ ２．９７ ０．００９∗∗ ３．５２ ２．７３ ０．０００∗∗

控制水分和肥料流失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ｕｎｏｆｆ ３．２６ ２．６７ ２．８１ ０．０００∗∗ ３．４２ ２．７２ ０．０００∗∗

防治病虫害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ｐ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３．２３ ２．７３ ２．８８ ０．００２∗∗ ３．４０ ２．７６ ０．０００∗∗

耕作技术可以减少用水量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ｃａｎ ｒｅｄｕｃｅ ｗａｔｅｒ ｕｓｅ ３．１９ ２．５２ ２．８２ ０．０００∗∗ ３．３３ ２．７１ ０．０００∗∗

塑料膜覆盖土壤的耕作方式能够改善土
壤肥力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ｆｉｌｍ ｔｏ ｃ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ｃ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ｏｉ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３．３０ ２．７０ ２．９２ ０．０００∗∗ ３．４２ ２．８３ ０．０００∗∗

提供教育机会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３．３２ ２．９４ ３．０３ ０．０２０∗ ３．５１ ２．８８ ０．０００∗∗

提供审美机会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３．２０ ２．７９ ３．０６ ０．０９６ ３．４４ ２．８１ ０．０００∗∗

提供休闲旅游机会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３．２３ ２．９１ ３．１１ ０．２２ ３．４７ ２．８８ ０．０００∗∗

　 　 ∗∗、∗分别表示估计结果在 １％、５％的水平上显著

２．１．２　 游客遗产旅游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

游客问卷分析显示出游客对不同类型活动的参与意愿存在显著差异（表 ５，Ｐ＜０．０１）。 其中，品尝当地美

食、生态小米品尝和销售、博物馆是最具吸引力的旅游项目（均值＝ ３．９９、３．８４ 和 ３．８１），而参与农事活动（均值

＝ ３．４９）和购买旅游纪念品（均值＝ ３．４８）的参与意愿相对较低。
如表 ６ 所示，游客对不同类型旅游活动的支付意愿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１）。 约一半的游客认为农事活

动、博物馆、节事活动、生态小米品尝和销售应免费提供，旅游纪念品应控制在 ５０ 元以下（５８．２４％）。 约三分

之一的游客认为品尝当地美食、休闲度假和研学活动适合的价格区间在 ５０—１００ 元。 此外，４８．２５％的游客愿

意为农家乐支付人均 １００ 元以上费用。 可见，游客对农家乐的支付意愿最强，其次是品尝当地美食、休闲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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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研学活动，最后是旅游纪念品。

表 ５　 不同类型旅游活动的游客参与意愿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题项
Ｔｉｔｌｅ ｉｔｅｍｓ

均值
Ｍｅａｎ

单样本 ｔ 检验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ｔ⁃ｔｅｓｔ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ｔ Ｐ

农业文化解说游 文字资料 ３．７１ ０．１３９ １８．０４８ ０．０００∗∗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ｕｒ 影视资料 ３．７２

讲座 ３．６８

博物馆 ３．８１

农业观光体验游 节事活动 ３．７１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ｉｇｈｔｓｅｅ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ｔｏｕｒ 农事活动 ３．４９

休闲度假 ３．７３

研学活动 ３．７８

品尝当地特色美食 ３．９９

农家乐 ３．７７

农业特色购物游 生态小米品尝和销售活动 ３．８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ｔｏｕｒ 旅游纪念品 ３．４８

　 　 ∗∗表示估计结果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表 ６　 不同类型旅游活动的游客支付意愿

Ｔａｂｌｅ ６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ｐａｙ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支付额 ／元
Ｐａｙ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 单样本 ｔ 检验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ｔ⁃ｔｅｓｔ
农业文化解说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农业观光体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ｉｇｈｔｓｅｅ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农业特色购物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博物馆
节事
活动

农事
活动

休闲
度假

研学
活动

品尝当地
特色美食

农家乐
生态小米品
尝和销售

旅游
纪念品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ｔ Ｐ

免费 Ｆｒｅｅ ５５．６８ ４７．１０ ５６．８４ ０ ０ ０ ０ ４０．８４ ０ ７．５５７ ０．０３０ ０．９７８

５０ ２８．３１ ２０．４２ １８．３３ ２８．３１ ３０．８６ ３５．０３ ０ ２９．２３ ５８．２４ １２．２３７ －４．３７０ ０．００３∗∗

５０—１００ １２．３０ １８．５６ １０．９０ ３２．２５ ３１．３２ ３８．９８ ５１．７４ １９．０３ ２４．８３ １３．３０２ －５．２６５ ０．００１∗∗

１００—２００ ２．５５ ９．９８ ８．１２ ２３．９０ ２２．０４ ２０．１９ ３２．７１ ７．８９ １１．６０ ９．７２９ －１０．６５６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３００ ０．４６ ２．５５ ３．４８ １２．５３ １２．０６ ５．１０ １２．３０ ２．０９ ４．１８ ４．８３９ －２７．２２５ ０．０００∗∗

＞３００ ０．７０ １．３９ ２．３２ ３．０２ ３．７１ ０．７０ ３．２４ ０．９３ １．１６ １．１８ －１２２．３１６ ０．０００∗∗

　 　 ∗∗表示估计结果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分析了游客居住地、年龄及是否购买过敖汉生态小米对旅游参与及支付意愿的差异（表 ７—８）。 研究结

果显示，在农业文化解说方面，除文字资料外，其他城市游客对其他解说活动的参与意愿显著高于赤峰市内游

客，而内蒙其他盟市游客的参与意愿最低。 同时，２０ 岁以下及 ６１—７０ 岁的游客更愿意参加讲座。 此外，购买

过生态小米的游客的参与意愿显著高于未购买过生态小米的游客。 然而，居住地及年龄对于农业文化解说活

动的支付意愿基本没有显著影响（Ｐ＝ ０．０８３ 和 ０．９８３）。
在农业观光体验方面，其他城市游客对农事活动表现出较强的参与意愿。 ２０ 岁以下及 ６１—７０ 岁的游客

更愿意参加休闲度假活动，４０ 岁以下的年轻游客更愿意参加研学活动，而品尝当地美食活动的参与意愿则存

在随着年龄增加而递减。 此外，购买过生态小米的游客呈现出更强的参与意愿，尤其体现在休闲度假和节事

活动中。 同时，除农事活动外，其他城市游客的支付意愿显著高于内蒙其他盟市和赤峰市内游客。 研究结果

显示 ３０ 岁以下的年轻游客有较强的支付意愿，且游客的支付意愿随年龄增长而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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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游
客
旅
游
参
与
意
愿
差
异

Ｔａ
ｂｌ
ｅ
７　

Ｄ
ｉｆｆ
ｅｒ
ｅｎ
ｃｅ
ｓ
ｉｎ

ｗ
ｉｌｌ
ｉｎ
ｇｎ

ｅｓ
ｓ
ｔｏ

ｐａ
ｒｔ
ｉｃ
ｉｐ
ａｔ
ｅ
ｉｎ

ｔｏ
ｕｒ
ｉｓｍ

ｏｆ
ｔｏ
ｕｒ
ｉｓｔ
ｓ

题
项

Ｔｉ
ｔｌｅ

ｉｔｅ
ｍ
ｓ

现
居

住
地

（均
值

）
Ｃｕ

ｒｒｅ
ｎｔ

ｒｅ
ｓｉｄ

ｅｎ
ｃｅ

（Ｍ
ｅａ
ｎ）

赤
峰

市
内

（ｎ
＝
２４

４）

内
蒙

的
其

他
盟

市
（ｎ

＝
３３

）

其
他

城
市

（ｎ
＝
１５

４）

Ｐ

年
龄

（均
值

）
Ａｇ

ｅ
（Ｍ

ｅａ
ｎ）

２０
岁

及
以

下
（ｎ

＝
１７

）

２１
—

３０
（ｎ

＝
１６

８）
３１

—
４０

（ｎ
＝
５８

）
４１

—
５０

（ｎ
＝
８９

）
５１

—
６０

（ｎ
＝
７１

）
６１

—
７０

（ｎ
＝
２３

）
７１

岁
以

上
（ｎ

＝
５）

Ｐ

是
否

购
买

过
敖

汉
生

态
小

米
？

（均
值

）
Ｐｕ

ｒｃ
ｈａ

ｓｅ
ｓ
ｏｆ

Ａｏ
ｈａ

ｎ
ｅｃ
ｏ⁃
ｍ
ｉｌｌ
ｅｔ

（Ｍ
ｅａ
ｎ）

是
（ｎ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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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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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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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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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２

３．
８２

０．
０５

３．
７６

３．
７２

３．
７４

３．
８

３．
６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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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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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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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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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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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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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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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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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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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８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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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９

３．
６８

３．
８３

３．
２

０．
４４

９
３．
９３

３．
７

０．
００

５∗
∗

节
事

活
动

Ｆｅ
ｓｔｉ

ｖａ
ｌｓ

ａｎ
ｄ
ｅｖ
ｅｎ

ｔｓ
３．
７２

３．
５８

３．
７４

０．
６３

３
３．
９４

３．
７９

３．
６４

３．
７２

３．
６３

３．
５７

３
０．
３０

９
３．
８２

３．
６２

０．
０１

９∗

农
事

活
动

Ａｇ
ｒｉｃ

ｕｌ
ｔｕ
ｒａ
ｌａ

ｃｔ
ｉｖ
ｉｔｉ
ｅｓ

３．
４８

３．
０６

３．
６１

０．
０１

４∗
３．
７６

３．
４５

３．
５２

３．
６

３．
４１

３．
５７

３
０．
６０

９
３．
６１

３．
３９

０．
０２

１∗

休
闲

度
假

Ｌｅ
ｉｓｕ

ｒｅ
ｖａ
ｃａ
ｔｉｏ

ｎｓ
３．
７９

３．
６７

３．
６５

０．
２７

７
４．
１２

３．
６７

３．
７８

３．
７

３．
７７

３．
９６

２．
６

０．
０２

１∗
３．
８３

３．
６３

０．
０１

５∗

研
学

活
动

Ｓｔ
ｕｄ

ｙ
ａｃ
ｔｉｖ

ｉｔｉ
ｅｓ

３．
７６

３．
７３

３．
８２

０．
７２

７
４．
２９

３．
７８

３．
８８

３．
７１

３．
７２

３．
８３

２．
８

０．
０３

８∗
３．
８４

３．
７３

０．
１９

４

品
尝

当
地

特
色

美
食

Ｔａ
ｓｔｉ

ｎｇ
ｌｏ
ｃａ
ｌｓ

ｐｅ
ｃｉ
ａｌ
ｔｉｅ

ｓ
３．
９３

３．
９１

４．
０９

０．
１２

７
４．
１２

４．
０７

４．
００

３．
９６

３．
８０

４．
１７

３
０．
０２

１∗
３．
７９

３．
７４

０．
５３

８

农
家

乐
Ｅｘ

ｐｅ
ｒｉｅ

ｎｃ
ｉｎ
ｇ
ｆａ
ｒｍ

ｈｏ
ｕｓ
ｅ

ｌｏ
ｄｇ

ｉｎ
ｇ

３．
７４

３．
４８

３．
８７

０．
０５

４．
０６

３．
７９

３．
８３

３．
６９

３．
６９

３．
９１

３．
２

０．
３６

３
３．
６１

３．
３６

０．
００

７∗
∗

生
态

小
米

品
尝

和
销

售
Ｅｃ

ｏ⁃
ｍ
ｉｌｌ
ｅｔ

ｔａ
ｓｔｉ

ｎｇ
ａｎ

ｄ
ｓａ
ｌｅ
ｓ

３．
８２

３．
７３

３．
９０

０．
４９

１
４．
２９

３．
８６

３．
８３

３．
８９

３．
６８

３．
９１

３
０．
０７

６
３．
９４

３．
７４

０．
０２

１∗

旅
游

纪
念

品
Ｔｏ

ｕｒ
ｉｓｍ

ｓｏ
ｕｖ

ｅｎ
ｉｒｓ

３．
４８

３．
０６

３．
５６

０．
０２

２∗
３．
８８

３．
５５

３．
５２

３．
４６

３．
２８

３．
５２

２．
４

０．
０３

５∗
４．
００

３．
９８

０．
８１

８

　
　

∗∗
、∗

分
别

表
示

估
计

结
果

在
１％

、５
％

的
水

平
上

显
著

９１８８　 １９ 期 　 　 　 苏明明　 等：供需视角下农业文化遗产生态价值旅游实现策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表
８　

游
客
旅
游
支
付
意
愿
差
异

Ｔａ
ｂｌ
ｅ
８　

Ｄ
ｉｆｆ
ｅｒ
ｅｎ
ｃｅ
ｓ
ｉｎ

ｗ
ｉｌｌ
ｉｎ
ｇｎ

ｅｓ
ｓ
ｔｏ

ｐａ
ｙ
ｆｏ
ｒ
ｔｒ
ａｖ

ｅｌ
ｏｆ

ｔｏ
ｕｒ
ｉｓｔ
ｓ

题
项

Ｔｉ
ｔｌｅ

ｉｔｅ
ｍ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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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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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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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

ｒｒｅ
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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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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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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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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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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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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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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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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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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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ｅａ
ｎ）

２０
岁

及
以

下
（ｎ

＝
１７

）
２１

—
３０

（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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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３１

—
４０

（ｎ
＝
５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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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

（ｎ
＝
８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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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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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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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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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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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９８

３

节
事

活
动

Ｆｅ
ｓｔ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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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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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农业特色购物方面，不同居住地和不同年龄游客均对购买旅游纪念品的参与意愿存在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表现为其他城市游客、年龄为 ２０ 岁以下及 ２１—３０ 岁的游客更愿意购买旅游纪念品。 购买过生态小米

的游客则更愿意参与到小米的品尝和销售中（Ｐ＜０．０５）。 同时，其他城市游客的支付意愿显著高于内蒙其他

盟市游客及赤峰市内游客（Ｐ＜０．０１），但不同年龄游客的支付意愿差异不显著（Ｐ＝ ０．８４２ 和 ０．０８９）。
由此可见，不同类型游客对不同旅游活动类型参与意愿及支付意愿存在显著差异。 其他城市、２０ 岁以下

及购买过生态小米的游客对三种类型的旅游活动均显示较高参与意愿。 其他城市及 ３０ 岁以下的游客对农业

观光体验和农业特色购物具有更强的支付意愿。
２．２　 供给视角下的生态价值认知及参与意愿

基于半结构访谈的内容分析，本文分析了社区居民生态价值认知水平及旅游参与意愿。 在生物多样性方

面，全部 ２０ 位受访村民都知晓遗产地存在丰富的作物品种，且其能够发挥防风固沙功能。 其中，１６ 位受访村

民了解小米的生态适应性。 在生态系统服务方面，全部受访村民都了解遗产地的供给服务，并对支持和调节

服务认知较高。 其中，１７ 位受访村民了解遗产地的种植方式能够控制水分和肥料流失，且防治病虫害；１４ 位

受访村民了解遗产地的耕作技术可以减少用水量；１５ 位受访村民了解遗产地的耕作方式能够改善土壤肥力。
然而，村民对文化服务的认知较低，仅有 １１ 位受访村民知晓遗产地提供的教育机会，１３ 位受访村民知晓遗产

地的审美价值，１２ 位受访村民认为遗产地是休闲旅游空间。
在旅游参与意愿方面，村民的参与意愿整体较高（７５％），但对不同参与方式的态度显示出较大差异。 其

中，９３．３％的受访村民愿意提供食宿服务，而受访村民对于讲解或导游服务、生态小米售卖、小米种植或食品

教学的参与意愿略高于 ５０％，仅有 ４６．７％的受访村民愿意参与旅游纪念品制作（表 ９）。

表 ９　 村民的生态价值认知及旅游参与意愿

Ｔａｂｌｅ ９　 Ｖｉｌｌａｇｅｒ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ｔｏｕｒｉｓｍ

生物多样性认知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小米品种具有生态适应性 ８８．９％ 存在较多传统作物

品种 １００％ 发挥防风固沙功能 １００％

生态系统服务认知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提供高质量
生态产品
１００

控制水分和
肥料流失
９４．４

防治病虫害
９４．４

耕作技术可
以减少用水
量 ７７．８

塑料膜覆盖
土壤能够改
善土壤肥力
８３．３

提供教育机
会 ６１．１

提供审美机
会 ７２．２

提供休闲旅游机
会 ６６．７

旅游参与意愿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ｆｏｒ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整体参与意
愿 ７５

食宿服务
９３．３

讲解或导游
服务 ６６．７

生态小米
售卖
６０

小米种植或
食 品 教 学
５３．３

旅游纪念品
制作 ４６．７

通过深度访谈发现，村级管理者认可并支持旅游在带动遗产地生态价值实现及乡村振兴的作用（Ｇ０１，表
１０），但基础设施和宣传推广不足，产品和线路单一被认为是当地旅游发展的主要障碍（Ｃ０４，Ｃ１１，表 １０）。 就

村民个人而言，年龄及身体因素、知识素养和管理能力、时间分配等因素限制了村民的旅游参与（Ｃ１４，表 １０）。
同时，对盈利情况及利益分配机制的顾虑也是村民参与旅游的制约因素（Ｃ０７，表 １０）。

此外，访谈发现兴隆洼小米生态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联结村民利益的重要主体，已探索出生态种植、
生态产品销售、开展暑期夏令营、举办农耕文化节、参与学术会议等多种方式，初步推动了遗产地生态价值传

播（Ｇ０２，表 １０），受到多数村民的认可和支持。 部分村民也表现出加入合作社的意愿，并认为合作社是推动当

地旅游发展的合理形式（Ｃ１８，表 １０）。 这表明，合作社具备带动遗产地生态价值的旅游实现的社会基础，有潜

力成为推动当地社区参与的重要引领者。

３　 供需视角下农业文化遗产地生态价值的旅游实现策略

生态价值认知方面，供需双方对敖汉旱作农业系统的生态价值总体认知水平较低。 其中，游客对生物多

样性的认知水平较低，社区对生态系统服务认知水平较低。 同时，赤峰本地人及购买过生态小米的游客对生

态价值的认知程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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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０　 部分访谈内容

Ｔａｂｌｅ １０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受访者类型
Ｔｙｐｅ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受访者编号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ｎｕｍｂｅｒ

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受访者观点展示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ｍａｉｎ ｖｉｅｗｓ

受访者观点分类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ｖｉｅｗｓ

村书记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Ｇ０１ 男

“旅游能够提升地方知名度，也能增加老百
姓收入，研学可能是比较适合敖汉的旅游发
展模式，未来打算探索合作社带动，但过程
可能很缓慢，前期需要政府培育和社会支
持，提供一些资源。”

１．旅游收益认知
２．旅游参与意愿
３．旅游参与的支持因素—合作社组织
模式的管理和群众基础

合作社负责人
Ｈｅａｄ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Ｇ０２ 男

“合作社不仅致力于推广生态种植，让消费
者放心，还要探索能够激发村民情感联结和
身份认同的路径，那就是用好产品背后的农
耕文化，要让村民发自内心接受它，认可它，
并为它自豪，向外界讲述它。 未来，我也有
扩大规模，与村里和村外组织合作的打算。”

村民
Ｖｉｌｌａｇｅｒｓ Ｃ１８ 女

“这几年合作社办得热闹，种的生态小米不
但让大家赚到了钱，办的活动也让大家开了
眼界，我将来也考虑加入。 如果是合作社带
头搞旅游的话，我很看好。”

村民
Ｖｉｌｌａｇｅｒｓ Ｃ１１ 女

“附近虽然有马鞍山和水库，但是没有连起
来。 目前活动花样少，大家基本呆大半天就
走了。”

旅游活动少
旅 游 参 与 的
阻碍因素

Ｃ０４ 男
“赤峰对敖汉旅游的重视和宣传还是不够
的，而且路不修很难走，这需要集体牵头
才行。”

旅游宣传力度低；交
通不便

Ｃ１４ 女
“不太想搞旅游，因为家里有地，孩子没人
管，也没有经验和能力，所以不想操那份心，
等孩子大了又得看孙子了。”

人力资本数量和能
力限制

Ｃ０７ 男
“我支持发展旅游，但不知道能不能保证收
入，谁主办，怎么合作，怎么分红，都还没
成形。”

收入和利益分配；组
织模式

　 　 Ｇ：管理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Ｃ：民众，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供给视角下，尽管遗产地村民整体旅游参与意愿较高，但主要集中在传统食宿服务，如引导讲解、食品及

纪念品制作等能提供丰富体验的旅游活动参与意愿不强。 然而，研究识别出村民个人生计资产和技能水平、
利益分配机制缺失是村民旅游参与的主要阻力因素。

需求方面，受访游客整体旅游参与意愿较高，其中品尝当地美食、生态小米品尝和销售、博物馆的参与意

愿最高。 然而，游客对于如博物馆及生态小米品尝的支付意愿不高。 相比，游客对观光体验活动（农家乐、品
尝当地美食、休闲度假、研学活动）和农业特色购物（旅游纪念品）显示出较高的支付意愿。 不同类型的游客

当中，省外、年轻及购买过生态小米的游客参与意愿更高，省外游客及年轻游客的支付意愿更高。
基于上述的供需对比分析可见，现阶段亟需针对游客和社区居民加强生态教育，提升供需双方对于农业

文化遗产生态价值的全面认知。 同时，供给方与需求方在旅游参与意愿方面存在不匹配情况。 社区参与意愿

最高的传统食宿服务只是游客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较高的多种旅游活动类型之一，不能满足游客的旅游体验

需求。 因此，遗产地社区在研学及度假服务、农事体验、旅游纪念品制作和销售等方面的参与还有待进一步培

育。 尤其，可对于旅游参与和支付意愿均较高的省外和年轻游客进行有针对性的市场推广和服务供给。 同

时，基于村民对合作社这种组织模式的信赖和支持，通过合作社组织村民旅游参与，协调技能培训和利益分

配，是可行的发展模式。
基于上述生态价值认知及旅游参与意愿的供需对比分析（图 ３），本文提出三点促进敖汉旱作农业系统生

态价值旅游实现的对策建议：
（１）需要拓展生态价值解说的广度和深度，提升供需双方对于农业文化遗产生态价值的认知水平。 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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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基于供需对比分析的敖汉旱作农业系统生态价值旅游实现策略

Ｆｉｇ．３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Ａｏｈａｎ Ｄｒｙｌａｎｄ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价值解说可采用不同人群都喜闻乐见的互动参与形式，以增强趣味性、仪式感和获得感。
（２）通过丰富旅游产品和服务，推动供需匹配。 当地社区可在传统食宿服务的基础上，配套如爬山、露

营、采摘等季节性研学及休闲度假活动，并提供导游及解说服务。 村民除现场售卖生态小米之外，可开发传统

餐饮和食品制作的参与式活动。 此外，聚焦省外及年轻游客的需求特征，开发带有生态小米标识的旅游衍生

产品，如背包、笔记本、钥匙链等。 多元旅游产品和体验的构建，一方面可以增强游客体验感和村民参与感，另
一方面也增加了生态价值的旅游实现渠道，实现经济效益。

（３）建立合作社带动社区居民旅游参与的发展模式，并提供政策保障。 基于居民对于合作社的信任，合
作社可作为运营主体进一步带动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并进一步完善利益分配机制。 同时，政府可以通过

政策、资金和培训等配套措施，为合作社带动村民参与旅游提供相应的保障。

４　 结论与展望

体现长期人地和谐互动关系的农业文化遗产系统蕴含着丰富和多样的生态价值，其保护与发展和遗产地

社区的经济生产及社会文化生活息息相关［４４］。 前期研究显示农业文化遗产系统多元生态价值的实现是其保

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旅游发展是促进农业文化遗产生态价值实现的有效途径之一［２４］。 基于农业文化

遗产地资源特征，识别适合社区发展和市场需求，且能充分体现其生态价值的旅游发展路径和策略是现阶段

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本文以具有代表性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为例，从供需对比切入，通过游客和社区

居民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数据，分析了社区居民和游客对遗产地生态价值的认知水平、旅游参与意愿的异同，辨
识了现阶段的供需错位情况和社区旅游参与的阻碍因素，进而提出进一步实现敖汉旱作农业系统生态价值的

三个旅游发展策略。
研究进一步支持了通过生态教育及价值解说增强供需双方生态价值认知对于促进农业文化遗产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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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发展，实现遗产地生态价值的重要意义［２４，４０，４５］。 同时，拟合供需之间价值认知及参与意愿的偏差是遗产

地生态旅游发展亟待解决的现实挑战［２４］。 研究结果有利于促进敖汉旱作农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也为其他

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保护及生态旅游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经验借鉴。
本文仅基于敖汉这一个农业文化遗产地开展研究，未能充分考虑到主体参与能力、地方资源禀赋、经济发

展水平、政策环境等影响生态价值认知、旅游参与意愿的多维因素［４６—４８］。 后续研究建议结合中国不同区域及

类型的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实际情况，展开多案例对比分析，综合探讨政府、社区、游客、社会组织等多主体在此

过程中的作用和互动关系，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农业文化遗产生态价值实现的旅游发展模式及开发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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