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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Key Ele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e Theme Park

赵  璁   ZHAO Cong

都市农业主题旅游是乡村旅游形态中“围绕中心城市型”的新产品，解决产品同质化、顾客偏好产品不足且缺乏深度、经

营主体未进行科学规划管理等问题，是此次研究的目的。通过文献、案例研究、问卷调研、专家研讨会等方法，研究顾客偏

好与核心要素的关系，确定核心要素的构成。得到以下结论：（1）农业主题公园建设核心要素包括运营管理模式、互动活

动、高科技设计创新、儿童设施、一二三产业结合、主题特色、交通餐饮住宿条件7大类。（2）现有农业主题公园未包含核心

要素的原因：一是由于经营者资金规模、开发时间不足，未进行完善调研；二是当前设计公司能力参差不齐，没有完善的指

导准则。（3）对国家相关政策提出建议，制定核心要素的评分体系，提供指导依据。

Urban agriculture tourism as a new product of rural tourism around central city solves problems such as project homogeneity, 

customer preference and depth insufficiency, and planning problems on operators, which is also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case study, questionnaire survey, expert seminar and other metho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stomer preference 

and core elements of agricultural theme park is studied. By interviewing existing operators about their construction idea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asons why they exclude certain core elements.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ing. (1) The core elemen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theme park includ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model, interactive activities, high-tech design innovation, 

children's facilities, industry integration, them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dition of traffic, food, and accommodation. (2) The reasons 

why existing agricultural theme park did not include core elements comprise two aspects, one referring to the capital scale and 

development time, the other referring to the capability of design teams. (3) This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me parks in the future.

0　引言

国土资规〔2015〕10号《关于支持旅

游业发展用地政策的意见》表明土地供应进

一步向旅游业发展倾斜，2016年4月15日，

国家旅游局组织编制的《全国旅游标准化发

展规划（2016—2020）》正式公布。一系列

政策标志着旅游红利时代的来临。同时国民

农业主题公园建设核心要素确定与应用

摘      要

Abstract

关  键  词

Keywords

作者简介

赵  璁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

硕士研究生

农业主题公园 | 顾客偏好 | 核心要素

Agricultural theme park | Customer preferences | Core elements

旅游市场需求旺盛，以大众旅游为基础的周

末周边游、观光旅游成为常态的旅游消费。但

是由于国家政策导向，地方政府打造康养文

旅产业的同质化现象严重。随着人均GDP的

提升，市场对于旅游方式、旅游产品的需求也

有所不同。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提

出 “低碳经济”，让我们从环保理念出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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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地改变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

念[1]。都市农业主题旅游作为乡村旅游形态中

“围绕中心城市型”的新产品，需要依托良好

的农业资源、田园景观、乡土文化，以及环都

市圈的便捷可达的区位优势，打破目前千村一

面、千镇一面、千城一面的市场格局，并挖掘影

响农业主题公园建设的核心要素，从而为未来

休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纵观休闲农业旅游现状，目前政府陆续

出台的相关政策弥补了国家对休闲农业的宏

观管理和政策扶持上的现状缺失，同时也标

志着休闲农业业态的红利时代到来。而作为

休闲农业业态本身，在建设中确定农业主题

公园的核心要素，并探讨如何优化产品同质

化、顾客偏好、需求产品不足且缺乏深度、经

营主体未进行科学规划管理等问题，是此次

研究的目的（图1）。

1　农业主题公园研究进展

1.1　相关概念界定

1.1.1　主题公园

国内学术界对主题公园有几种概念界

定，分别为：保继刚提出的以人造旅游资源营

造特殊环境吸引游客，一个或多个主题[2]；马

志民提出的对地域旅游资源贫乏地区适应游

客需求的补充[3-4]；魏小安提出的以特有文化

为主体，现代科技文化为手段，以市场创新为

导向的人工景区[3-4]。综上所述，主题公园是通

过特定主题的整体设计，创造特色的体验空

间，使游人获得沉浸式的休闲娱乐及教育体

验，并设置不同游憩线路满足不同客群层次的

需求的一种新园林形式[5] 。世界上第一座主题

公园是1955年美国加尼福利亚开业的迪士尼

乐园（Disneyland） [6]。它不是单一的机械游

乐场，公园有自己的主题，能让游客体验连续

的游憩经历[7]。现代的主题公园将顾客的体验

衍生到其运营的每个方面[8]。来福在1997年总

结出主题公园的12个基本特征[6]，包括一个专

题的标志，单个以上的主题区域，一个可供游

客游玩的固定封闭空间，单一的门票价格，主

要吸引以家庭为单位的游客群体[6]，并提供某

种形式的娱乐、餐饮服务和商品[6]。

1.1.2　农业主题公园概念

农业主题公园与农业生产相关，又是一

种旅游资源，将农村景观、生活、民风民俗与

森林、河流、草原等自然生态景观展现给游

人，将农业旅游和生态旅游融为一体，并提供

一系列具有参与性、娱乐性农事活动，形成以

农业为主题，将农村生活、文化与自然相结

合，可观、可游、可玩、可宿的同时兼具科普教

育功能的公园[9]。农业主题公园通过对特定农

业主题的整体设计，把农产品消费场所、农业

生产场所（新品种、新技术展示）、休闲旅游

场所结合在一起，创造特色鲜明的体验空间，

对农业主题文化进行充分挖掘，兼有休闲娱

乐和教育普及的双重功能，使游客获得一气

呵成的游览经历[10]。

1.2　主题公园与农业主题公园的关系

主题公园通常被认为是典型的美国产

品，但游乐园业的起源可追溯到“旧世界”

的古代、中世纪宗教节日和交易会。这是商人、

演艺人员以及食品供应商齐聚一堂，参加的大

型集会活动。在17世纪，大型的“快乐园”开

始在法国蔓延，后来发展至整个欧洲[11]。这是

专门用于户外娱乐的第一个永久性的公共场

所。“快乐园”包括喷泉、花园、游戏、音乐、舞

蹈，以及一些基本的游乐设施[12]。顾客不需支

付门票，但需支付他们喜欢的娱乐和游乐设施

费用[11]。

这些公共娱乐设施，后来被认为是商业

主题游乐园的基本特征。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

游乐园是丹麦的巴肯，可以追溯到1583年[13]。

在北美，游乐园来源于18世纪中叶出现

的农业展会。这种新的经济活动强调农产品交

易，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企业家的艺人来

展示自己的才华，如木偶戏、走钢丝的舞蹈以

及其他零售和服务[11]。

1.3　农业主题公园与主题公园的差异

区别于传统的主题公园，农业主题公园

虽具备主题公园的基本特征，但农业资源却

赋予它特有的属性，归纳为：（1）农业产品资

料与一二三产业相结合，形成全产业链模式；

（2）由于生产区域较大，占地规模较大，可活

图1　 研究框架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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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空间广泛；（3）运营收入来源多样，不单一

依靠门票收入；（4）娱乐及餐饮服务的资源

及形式更加多变；（5）单位面积的投资水平

降低；（6）商品交易资源多样化，提供更加优

质的加工产品，结合农业资源、工业旅游，体

验形式更为多元；（7）通过互联网技术，搭建

农产品垂直电商平台，实现农产品交易环节

的扁平化。

2　北京农业主题公园发展概况与代表

     性案例

2.1　北京农业主题公园发展概况

2015年北京市有农业观光园1 328个，

比2014年增加27个，观光园总收入为26.3亿

元，较前一年增长5.6%。

北京市农业观光园包含5种类型：（1）农

园观光参与型，以展示种植业及其生产过程

为主的观光农园、教育农园、农业公园、市民

农园或租赁农园；（2）商业服务型，菜园、果

园、饲养场等农副食品生产和加工区域等形

式；（3）森林旅游型，以森林区资源为依托，

包含休闲、度假、森林考察、避暑疗养等活动；

（4）科普教育型，以生态示范区或高科技农

业示范园区为吸引力，寓教于乐；（5）农业公

园型，把农业生产场所、农产品消费场所和休

闲旅游场所结合于一体，在观光农业景区内

设置多种项目[14]。

北京市农业观光园存在问题有：（1）产

品同质化现象严重，经营重点不突出；（2）满

足顾客偏好的体验型产品开发不足且缺乏深

度；（3）未进行科学的规划设计；（4）道路基

础设施配套服务落后，阻碍农业园的发展[15]。

2.2　农业主题公园建设相关代表性案例

2.2.1　农业主题公园建设代表性成功案例

（1）蟹岛绿色度假村

蟹岛绿色度假村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占

地面积3000多亩（200 hm²），配套设施包含

住宿、餐饮、会议、娱乐等。其主要核心以产销

绿色食品、采摘有机产品为主，餐饮、娱乐健身

等为载体，提供有偿服务，以市区自驾家庭和

商务休闲顾客为主要客户群体。特色经营包括

“三点钟农业园”“三点钟婚庆”“三点钟会议

中心”“三点钟垂钓”。“三点钟”的特色在于在

32 hm²的温室大棚内，用3小时的时间满足各

个消费群体吃、喝、玩、娱、购、游等需求。

（2）乡居楼

乡居楼位于北京昌平区小汤山镇南官庄

村南，占地面积为560亩（约37.3 hm²，其中

20 hm²为采摘园），主营业务为农家饭、采摘、

会议、住宿，配套设施包括乡村动物园、洼里

博物馆、乡村游乐场等。经营特色通过独特乡

村文化氛围的采摘园、游乐场、博物馆、动物

园、农家饭，吸引想要体验乡村生活的城区家

庭顾客。同时乡居楼定期举行与游客互动的

演出活动，打造儿童设施（表1）。

（3）九华山庄

九华山庄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

占地2 000多亩（约133.3 hm²），包含住宿、

餐饮、会议会展、温泉、娱乐、保健、体检与购

物为一体的综合大型度假中心，旺季周末入

住率达100%，全年平均入住率超过70%，是

北京经营非常成功的度假区。但在1999年，九

华山庄的6个四合院，房价高达10 000元/天，

仅供高端顾客住宿，入住率仅有30%。之后其

借鉴日本室外温泉形式，推广体检中心、会员

制度的管理模式，发展酒店＋会展经营模式，

形成经营包括健康保养特色的会员制度管

理。至今已发展会员6万名，具有汤泉休闲特

色，日接待量达5 000人次，酒店＋会议会展

占北京会议市场25%的份额。

2.2.2　农业主题公园建设代表性失败案例

布拉格农场成立于2008年3月，占地面积 

550亩（约36.7 hm²），是以香草为主题的综合

型现代农业主题公园项目。调查走访当地农民

发现，布拉格农场于2013年年末因经营不善倒

闭，花海已更换为移栽的苗木，园区部分区域已

废弃。

分析其倒闭潜在原因为：布拉格农场所处

通州区有20家区级休闲旅游业态农庄，同质化

竞争激烈，产品结构单一，服务配套设施不足。

2.2.3　小结

总结农业主题公园相关案例可知：（1）

科学的运营管理模式至关重要，对旅游项目

进行系统的体系化管理,才能保证项目能够

正常运转；（2）通过游客参与到互动的设施、

活动、表演中，增加旅游项目的参与性；（3）

运用先进的科技技术、创新理念，为旅游项目

增加创新的设计感，提升项目品质及知名度；

（4）为不同年龄段孩子和青少年设计专业

的，能够动手参与的，安全、科普的娱乐设施，

在休闲娱乐的基础上普及知识、陶冶情操、锻

炼体魄。

2.3　农业主题公园核心要素确定

根据以上总结的农业主题公园特定属

性，与相关案例研究进行叠加，得出以下影响

互动演出、活动 儿童配套设施 采摘、赏花活动 乡村动物园

洼里乡村大舞台演出民族花会“飞叉”“空
竹”“武术”“摔跤”“民族乐器”“小车
会”，团体、个人卡拉OK演唱会

乡村游乐场，依据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偏好需
求，开发者新建五谷观光八卦阵、环球旅行
迷宫等儿童游乐设施

桑葚采摘（2月—5月）
草莓采摘（1月—5月）

野菜采摘（10月—3月）
赏花（3月—5月）

大樱桃采摘（5月—6月）
采梨（8月—9月）

向日葵（8月—10月）
刨花生（9月—10月）

刨红薯（10月）

西 域 牦 牛 、 矮 马 、 野 猪 、 斗
鸡、香猪、澳洲鸸鹋、洼里的
水牛、洼里油鸡

表1  乡居楼特色活动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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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主题公园建设的核心要素，依据目前的

状况进行初始赋值（表2），并建立初始等级

标准（表3）。

3　顾客偏好与农业主题公园建设核心

     要素的关系

3.1　研究对象与样本量确定

调查研究对象为北京地区事业单位、央

企、外企、民企企业员工，共收集到180份调查

问卷，以具有自驾出游人群为筛选标准，筛选

出117份有效问卷。通过对他们的调研情况确

定偏好短途郊区旅游的客群及其主要需求，同

时了解客群所喜好的娱乐休闲活动，从而观察

顾客偏好与农业主题公园建设核心要素的关

系，根据顾客偏好调整核心要素的赋值大小。

样本顾客的住址主要集中在东城、西城、朝

阳和海淀区，职业主要为外企和国企的普通员

工，家庭结构以三口之家为主，家庭年收入主要

分布在30万—40万元/年，年龄集中在26—45岁

之间，顾客的小孩年龄集中在0—6岁。

3.2　顾客需求总结与核心要素重新赋值

总结问卷调研结果，京郊游的目标客群

中家庭客群占49%，多为家庭客群，其次为私

人社交活动（情侣14%和朋友20%），商务性

质有一定比例（公司活动和顾客）。家庭收入

集中在21万—40万之间（主力比例在21万—

40万之间），年龄在26—45岁之间，小孩年龄

在2—12岁。

综合调研来看，顾客偏好更注重产品及

服务的附加和衍生功能的开发，注重顾客体

验感。互动活动、高科技设计创新、主题特色、

儿童设施、交通餐饮住宿条件为一等核心要

素，运营管理模式、一二三产业结合在顾客偏

好中不明显，为二等核心要素。对农业主题公

园建设的核心要素进行重新赋值，如表4。

3.3　顾客分类及行为特点分析对核心要素

        赋值的影响

根据顾客的市场调研，将项目的客群市

场细分为5种类型：家庭型、朋友聚会型、情侣

型、商务型和教育型。针对不同客群市场，确

定农业主题公园建设的核心要素不同趋势。

3.3.1　家庭型行为特点分析

家庭型主要客群结构为孩子、父母和祖

父母等多样结构类型。就建设方向来说，孩子

的建设方向为参与性的活动；而家长的特点

是陪同孩子一起游戏、一起成长，所以其建设

方向与孩子的相同，为参与性的活动，同时包

括合家欢游戏和采摘等（表5）。

3.3.2　朋友聚会型行为特点分析

朋友聚会型以集体休闲娱乐为主要目

的，注重集体休闲的娱乐性和趣味性；消费群

体多为90后的年轻人，喜欢结伴出游，体验快

乐、刺激的事物，注重团队活动，对住宿条件

及硬件设施要求较低，但对餐饮及团队活动

有需求，如野外烧烤、主题类游戏区、分队抗

衡、拓展活动等（表6）。

3.3.3　情侣型行为特点分析

情侣型以增进双方感情、享受浪漫恋爱

和度过二人世界为目的；主要消费者多为男

性，对浪漫气氛及私密性有较高需求，如爱情

纪念为主题的景点、烛光晚餐、情侣认养、情

侣酒店。建设方向为营造私密浪漫的空间，提

议活动如浓情巧克力屋、树屋餐厅等（表7）。

3.3.4　商务型行为特点分析

商务型形式包含产品发布会、展会、商务

主题会议、商务考察、奖励旅游、企业培训、年

项目 核心要素 赋值（分）
1 运营管理模式 5
2 互动活动 5
3 高科技设计创新 5
4 儿童设施 5
5 一二三产业结合 5
6 主题特色 5

7 交通条件、餐饮条件、
住宿条件 5

得分 标准 描述

5分 很好 科学的运营管理模式，丰富的互动活动，结合高科技设计创新，完善的儿童设施，
一二三产业结合，主题特色鲜明，交通便利，餐饮、住宿条件非常优秀

4分   好
运营管理模式较为合理，互动活动较为丰富，高科技设计创新有所体现，拥有较完
善的儿童设施，一二三产业结合较为合理，主题特色较为鲜明，交通较便利，餐

饮、住宿条件较好

3分  一般 有自己完善的运营管理模式，开展一些互动活动，部分设计创新，拥有部分儿童设
施，一三产业结合，有主题特色，交通、餐饮、住宿条件一般

2分      差
有运营管理思考但缺乏运营管理经验，少量互动活动，产品设计单一，儿童设施简
陋，包含一三产业结合元素但不完善，主题特色仅停留在宣传阶段且无具体落实，

交通、餐饮、住宿条件较差

1分      很差 无运营管理，无互动活动，无设计创新，无儿童设施，无产业结合，无主题特色，
交通、餐饮、住宿条件很差

0分      基本条
件缺失

项目 核心要素 赋值（分）
1 运营管理模式 4
2 互动活动 5
3 高科技设计创新 5
4 儿童设施 5
5 一二三产业结合 4
6 主题特色 5

7 交通条件、餐饮条件、
住宿条件 5

项目 核心要素 赋值（分）
1 运营管理模式 3
2 互动活动 5
3 高科技设计创新 5
4 儿童设施 5
5 一二三产业结合 3
6 主题特色 4

7 交通条件、餐饮条件、
住宿条件 4

表3  农业主题公园建设的核心要素赋值标准表2  农业主题公园建设的核心要素

表4  顾客需求总结对农业主题公园建设的
核心要素重新赋值 

表5  家庭型农业主题公园建设的核心要素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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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等，以商务需求为主，休闲娱乐等活动需求

为辅，对住宿条件、会议商务设施、休闲娱乐

配套有较高要求。方向为以酒店为核心的会

议及休闲配套，配套齐全的董事级会议室、中

西宴会厅、SPA、推杆高尔夫等（表8）。

3.3.5　教育型行为特点分析

教育型形式包含学校课外活动、冬令营夏

令营、春秋游等；以教育科普、丰富社会社交、感

受自然人文为目的，对教育性、趣味性、体验性

有较高要求，如自然展览馆、植物科技馆、历史

博物馆等具有科普教育性的活动场所（表9）。

4　专家对顾客偏好与农业主题公园核

     心要素关系的论证

4.1　专家访谈

访谈法主要为研讨会形式。研讨会邀请的参

会人员包括政府相关人士、旅游规划专业人士、

旅游从业人士共10名。研讨会讨论的核心问题为

论证顾客偏好与农业主题公园核心要素的关系。

研讨会建议如下：

（1）  顾客群体重要性：家庭客群（2—12岁

儿童）>朋友、情侣、企业>教育客群，设定系数

分别为：1.2、1.1、1.0。（2） 住宿及餐饮应注重

其附加和衍生功能的开发。核心要素中的交通、

住宿及餐饮条件的调整系数设定为：1.2。（3） 应

发展创意农业，形成1+2+3=6的模式。核心要素

中设定主题特色及一二三产业结合的调整系数

为1.2。（4） 工业体验旅游的开发同样应该结合

农业旅游，加入互动娱乐体验，包含互动活动、

高科技设计创新、一二三产业，调整系数为1.2。

（5） 互动体验式场馆的设计应细分客群人群，借

助高科技手段，核心要素包含互动活动、高科技

设计创新、主题特色，调整系数为1.2。

4.2　根据客群调整系数确定的核心要素赋值

根据专家对顾客群体重要性的建议，将

表5—表9的赋值乘以客群调整系数取平均

值，获得调整后的核心要素赋值（表10）。

4.3　确定核心要素最终赋值

将表10的赋值乘以专家对核心要素的

表6  朋友型农业主题公园建设的核心要素 表7  情侣型农业主题公园建设的核心要素

表8  商务型农业主题公园建设的核心要素

表10  基于客群调整系数及专家论证调整系数获得的核心要素赋值

表11  核心要素最终赋值

表9  教育型农业主题公园建设的核心要素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项目 核心要素 赋值（分）
1 运营管理模式 3
2 互动活动 5
3 高科技设计创新 4
4 儿童设施 0
5 一二三产业结合 2
6 主题特色 5

7 交通条件、餐饮条件、
住宿条件 3

项目 核心要素 赋值（分）
1 运营管理模式 3
2 互动活动 5
3 高科技设计创新 3
4 儿童设施 0
5 一二三产业结合 3
6 主题特色 5

7 交通条件、餐饮条件、
住宿条件 5

项目 核心要素 赋值（分）
1 运营管理模式 5
2 互动活动 4
3 高科技设计创新 3
4 儿童设施 0
5 一二三产业结合 3
6 主题特色 5

7 交通条件、餐饮条件、
住宿条件 5

项目 核心要素 赋值（分）
1 运营管理模式 4
2 互动活动 5
3 高科技设计创新 5
4 儿童设施 5
5 一二三产业结合 5
6 主题特色 5

7 交通条件、餐饮条件、
住宿条件 4

项目 核心要素 计算过程 最终
赋值

1 运营管理模式 （3×1.2+3×1.1+3×1.1+5×1.1+4×1.0）/5=3.94 3.94
2 互动活动 （5×1.2+5×1.1+5×1.1+4×1.1+5×1.0）/5=5.28 5.28
3 高科技设计创新 （5×1.2+4×1.1+3×1.1+3×1.1+5×1.0）/5=4.40 4.40
4 儿童设施 （5×1.2+0×1.1+0×1.1+0×1.1+5×1.0）/5=2.20 2.20
5 一二三产业结合 （3×1.2+2×1.1+3×1.1+3×1.1+5×1.0）/5=3.48 3.48
6 主题特色 （4×1.2+5×1.1+5×1.1+5×1.1+5×1.0）/5=5.26 5.26

7 交通条件、餐饮条
件、住宿条件 （4×1.2+3×1.1+5×1.1+5×1.1+4×1.0）/5=4.62 4.62

项目 核心要素 计算过程 最终赋值

1 运营管理模式 3.94 3.94
2 互动活动 （5.28+5×1.2+5×1.2）／3=5.76 5.76
3 高科技设计创新 （4.40+5×1.2+5×1.2）／3=5.47 5.47
4 儿童设施 2.20 2.20
5 一二三产业结合 （3.48+4×1.2+4×1.2）／3＝4.36 4.36
6 主题特色 （5.26+5×1.2+5×1.2）／3=5.75 5.75

7 交通条件、餐饮条
件、住宿条件 （4.62＋5×1.2）／2=5.31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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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系数，获得调整后的最终核心要素赋值

（表11）。

5　案例评估结果与讨论

5.1　农业主题公园建设核心要素代表案例

        评估

依据表11最终确定的核心要素赋值，

4.68分为农业主题公园核心要素的平均分

值，结合本评分体系对现有农业主题公园两

个案例进行评分（表11-表12）。

依据以上核心要素赋值，确定农业主题

公园的评分体系，分为农业主题公园核心要

素的平均分值，结合本评分体系对现有农业

主题公园两个代表性案例进行评分，论证评

分体系的合理性。根据评分体系，A农庄的平

均分值为3.85分，接近核心要素的平均分值，

但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还需改善，应及时更新

产品。而B农场的分值仅为1.86分，也从侧面

反映其倒闭的原因。

5.2　现状与核心要素之间的矛盾及产生原因

反观农业主题公园的现状研究，旅游产

品同质化、顾客偏好需求产品不足且缺乏深

度、经营主体未进行科学规划管理等问题，均

反映了农业主题公园的核心要素未包含或部

分包含在现有农业主题公园中。为探讨现状

与核心要素之间矛盾产生的原因，研究电话

访谈了现有农业主题公园的建设经营者当时

的建设思路，了解到：一是由于经营者资金规

模及项目开发时间不足，未进行完善的偏好

调研；二是当前设计调研公司的研究能力参

项目 核心要素 赋值（分）
1 运营管理模式 3.94
2 互动活动 4.50
3 高科技设计创新 3.00
4 儿童设施 2.20
5 一二三产业结合 3.00
6 主题特色 5.00

7 交通条件、餐饮条
件、住宿条件 5.31

平均分 3.85

项目 核心要素 赋值（分）
1 运营管理模式 2.00
2 互动活动 2.50
3 高科技设计创新 0.00
4 儿童设施 1.20
5 一二三产业结合 3.00
6 主题特色 4.00

7 交通条件、餐饮条件、
住宿条件 0.31

平均分 1.86

表12  A农庄评价 表13  B农场评价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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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齐，市场没有相对完善的准则进行指导。

5.3　未来解决途径

（1） 在农业主题公园建设前期，应进行

完善的顾客偏好调研，经营者的资金规模和

项目开发时序应尽量完善，根据其农业主题

公园建设的类型及目标客群，运用核心要素

进行评估分析。 

（2） 相关部门应完善相应的规范及评分

体系，指导设计研究机构的前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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