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9卷 第6期

2010年 12月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Journalof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
Vol.29 No.6

Dec.2010,778~782

收稿日期:2010-04-08;修回日期:2010-09-25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2008BAD96B12)资助

张云彬,男,1970年生,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城乡规划与人居环境.E-mail:zhangyunbin@ahau.edu.cn

基于功能系统分析的现代农业园区规划方法研究 *

张云彬1 蒋五一2 曹中良2 程 明2 盛 珊 2 吴阳晨2

1.安徽农业大学林学与园林学院,合肥230036;2.华蓝设计集团上海分公司,上海200437

摘要 立足于我国现代农业园区的发展现状,提出我国农业园区基本功能包括生态功能、生产功能、游憩功

能和生产服务功能,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园区发展建设规划的逻辑构架。农业园区发展建设

规划的具体内容包括前期研究、发展策略、空间规划和实施策略等4个方面。上述规划方法在新疆昌吉国家农

业科技园区现代农业示范区发展建设规划中的应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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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农业园区的名称在国内外有所不同,但从

美国赠地学院附属的实验与示范农场开始,农业园

区的历史已有100多年了。目前,在世界经济格局

发生巨大变化,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下,世界

各国都把发展现代农业园区作为农业快速持续发展

的重要途径,精心组织,统筹规划,投入大量的人力、
物力、财力,采取有效措施,建设高水平的园区,以此

来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提高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

实力[1]。
我国现代农业园区的实践与提出始于1994年。

截止2009年底我国地市级以上的农业科技示范园

区已有800多个,县(市)级以上农业科技示范园区

有4000多家。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加快改造

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期。

2009年11月6日,国家农业部发布的《农业部关于

创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意见》再次重申创建国

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对于示范和引领我国现代农业建

设的重大意义。但是,因为其规划的内容庞杂和跨

学科性特征,现代农业园区发展建设规划的基本范

式一直没有形成,笔者结合已经完成的项目规划实

践,立足于我国现代农业园区的发展现状[2],试图探

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园区发展建设规划内容构

架,为相关的规划实践提供借鉴。
新疆昌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于2002年经国家

科技部批准,是全国36个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之

一。园区的总体布局分为核心区、示范区、辐射区。

核心区以昌吉市为主,示范区以昌吉州为主,辐射区

以天山北坡为重点,辐射南北疆各地。总规划面积

3.32万hm2,其中核心区2400hm2,示范区3.08
万hm2。笔者试图将基于功能系统分析的现代农业

园区规划方法运用于该农业科技园区示范区发展建

设规划的编制实践,以便得到实证性应用。

1 现代农业园区的功能系统分析及其
规划框架

1.1 现代农业园区的功能系统分析

我国现代农业园区的类型较多,比较常见的有

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工厂化高效农业示范

区、持续高效农业示范区、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高新科

技示范区、都市现代化农业示范园区和民营农业科

技园区,等。每个农业园区因其地理区位、资源禀赋

和发展方向的差异,在功能追求上有所不同,但是从

本质上来说,所有农业园区一般具有生态、生产、游
憩和生产服务四大基本功能。

1)生态功能。生态功能是农业园区的一个保障

功能,是为确保整个城乡人居环境的生态安全而必

需提供的功能。主要是指营造优美宜人的生态景

观,改善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提高生活环境质

量,充当都市的绿化隔离带,防治城乡环境污染,以
保持清新宁静的生活环境,并有利于防止城市过度

扩张。

2)生产功能。生产功能是农业园区的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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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农业园区是农业与工业融合过程中的农业形

态,现代农业可利用现代工业、科技的装备,大幅度

地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为城乡居民提供鲜嫩、鲜活

的蔬菜畜禽产品、果品及水产品,并要求达到名特

优、无污染、无公害、营养价值高。

3)游憩功能。游憩功能是农业园区的核心功能

之一,是农业服务化、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后为城乡居

民生活服务的功能。通过开发农业旅游产业,农业

园区为城市居民和国内外游客提供洁净优美的休

闲、游览和观光场所,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4)生产服务功能。生产服务功能是为农业生产

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功能。发达地区农业园区

集科研、试验、物流、创意、会展等服务元素于一体,
拓展了农业业态,拉长了农业产业链,切实提高了农

业园区的竞争力。这一功能的突显,将给现代农业

园区规划带来新的课题,特别是对园区的空间布局

带来了新的内容,正在成为某些农业园区的突出

亮点[3]。
1.2 现代农业园区发展建设规划框架

现代农业园区的上述四大基本功能是存在着一

定联系和衍生关系。生态功能是保障,生产功能是

基础,游憩功能是生态和生产融合后的衍生功能,是
服务型农业园区的核心功能之一,而生产配套功能

是农业园区的重要功能延伸。现代农业园区的四大

基本功能应该是研究其发展建设规划内容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通过在陕西杨凌现代农业示范园、新疆

吐鲁番现代农业科技园等项目的规划实践中,笔者

逐步 形 成 了 规 划 研 究———发 展 策 略———空 间 规

划———实施策略的规划逻辑框架(图1),并将其全

面应用于新疆昌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现代农业示范

园发展建设规划的编制中。

图1 农业园区发展建设规划的逻辑框架

Fig.1 Thelogicalframeworkofthe
agriculturegardenplanning

2 现代农业园区发展建设规划中的前
期研究

  1)地域研究。包括农业园区所在的宏观区位条

件、所在地域的农业发展概况、气候特点、资源禀赋、
主导产业、特色产业、潜在产业、产业链情况等。

2)基地研究。包括基地位置、经济区位、交通区

位、用地类型、重要设施、种植类型、企业情况、用地

权属等。如果有上位规划,还需对上位规划进行深

入透彻的解读与分析。

3)案例研究。案例研究的目的是研究农业园区

成长的影响因素,通过案例的横向对比,发现农业园

发展的规律和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趋势。其中国内案

例的选择要注重农业园的分布选择、农业园建设时间

尽量长并具有参考价值以及案例农业园发展决定性因

素与拟规划园区的相似性。通过对国外先进农业科技

园的研究,把握农业园发展趋势,吸取实用的经验。

4)政策研究。国家层面的政策研究包括国家关

于农业发展、城乡统筹、科技发展等方面的方针政策,
由《农业科技园区评价指标体系》《农业科技园区建设

指南》和《农业科技园区管理办法》等共同构成的技术

与管理体系。地方层面的政策研究包括省、市级政府

为促进农业发展制定的主要政策措施[4]。

3 现代农业园区的发展策略

1)确定发展方向。我国现阶段农业示范园区的

发展方向大致有三:

①科技+农业。即重视科技手段的实现,立足

农业科技之根本,研发推广农业科学技术,构筑彰显

现代农业特色的示范区。

②旅游+农业。即注重城乡资源的整合,开发

旅游资源,实现城乡互动,确保旅游市场和农产品销

售市场的双赢,实现“农游合一”。

③生态+农业。即注重生态功能的延续,通过

控制开发强度,降低环境负荷,保护生物多样性,建
设生态可持续的农业示范区[5]。

2)分析发展动力。我国农业园区的发展动力大

致可以分为外在动力和内在动力2个方面。外在动

力来源于政策推动和投资推动,内在动力来源于城

建推动和技术推动。

3)具体功能定位。在基本功能分析的基础上,
确定规划园区的具体功能定位。在实证案例中,确
定该园区的具体功能定位包括5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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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研究。新疆地区农业技术的研究中心、农业

院校的研究基地、农业企业的研究平台、农业技术转

化的研究平台、农产品市场转换的研究平台。

②试验。种植技术试验、育种育苗试验、设施农

业发展试验、现代农业管理模式试验。

③示范。种植技术示范推广、生产工艺技术示

范推广、产业模式示范推广、产业类型示范推广。是

新疆地区农业技术示范推广的核心平台。

④展示。种植技术展示、生产工艺展示、节水技

术展示、设施农业展示。是对外展示新疆现代农业

发展的核心平台。

⑤观光。现代农业观光旅游、农业体验园、葡萄

酒庄园、体育公园、乌昌地区以农业为主题特色的观

光乐园。

4)发展模式选择。目前我国农业园区的较成熟

发展模式有:

①政府引导模式(院地联营模式)。适宜农业科

研和教学单位密集地区。

②龙头企业带动模式(公司+农户模式)。必须

具有强大企业为主导,多方联合,必须具有严格的运

作机制,国外有较多成功案例。

③科技承包模式(政府+企业模式)。运用于生

产型或展示型园区。

④集群式发展模式(农业高新技术走廊模式)。
需有一定的产业集群基础。

在实证案例中,笔者推荐的是第2种发展模式。

4 现代农业园区的空间规划

空间规划是现代农业园区发展建设规划的核

心,在实证案例中,笔者在确定功能定位的基础上,
初步确定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项目包括现代农业创

新园、新疆地域农业展示园、国际农业合作园、农业

科技探索园、果蔬类标准化生产示范园、粮棉类标准

化生产示范园、农业体验园、康体养生园,在形式上

提出 “一轴串珠”的规划构思,并确定了以一主两副

发展轴为骨架的总体规划结构(图2)。并得出如图

3的总平面图。具体分区规划内容如下。

1)现代农业创新园。面积155hm2。功能以展

示国内外农业及其相关学科高新科技和创意农业的

新成果、新技术为内容,以科技成果转化与旅游观光

为经济增长点,以农业专家与企业技术部门为主题展

现农业的新技术、新品种和新成果。项目设置包括

10个特色主题展馆及其管理服务中心等(图3)。

图2 昌吉农业示范园的规划结构

Fig.2 TheplanningstructureofChangji
AgriculturalGardenplanning

2)新疆地域农业展示园。面积115hm2。功能

以展示新疆各州市特色农产品为主,同时具有一定

的旅游观光和农业生产的功能;其展示大部分为室

外实物展览,建有一定量的小型温室以做室内展示

及服务。项目设置主推新疆各州市农特产品,新疆

地域农业展示园按新疆地域划分各地区特色农产品

种植区。

3)农业科技探索园。面积90hm2。功能主要

用于企业、科研机构、农业高等院校、院士工作站等

进行现代农业试验和研究,包括种质、育苗、以及现

代农业技术的研发等;同时具有一定观光和展示功

能。项目设置根据科研机构的市场需求,按照科研

机构、农业高等院校以及企业3种大类对农业试验

田进行地块划分;同时设置一定的展示和试验的温

室建筑。

4)国际农业合作园。面积90hm2。功能以开

展国家农业科技研发和示范为主要功能,同时具有

一定展示、生产和观光功能。项目设置包括国际农

业合作园区(设置中亚地区联合农业科技合作区、国
际现代农业技术合作区、中欧农业科技合作区、南北

半球农业联合科技合作区)、国际农业展示及服务中

心以及中亚农业展示及服务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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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昌吉农业示范园规划总平面图

Fig.3 ThegenerallayoutofChangjiAgriculturalGardenplanning

  5)果蔬类标准化生产示范园。面积275hm2。
功能以进行高品质葡萄、甜瓜、番茄等果蔬类作物的

标准化生产为主,同时具有一定的展示和观光功能。

6)粮棉类标准化生产示范园。面积380hm2。
功能以进行高品质粮食、棉花、啤酒花等作物的标准

化生产为主,同时具有一定的展示和观光功能。

7)农业体验园。面积142.1hm2。设置一定的

游乐项目,集农业体验、娱乐休闲、旅游观光等功能

为一体,同时具有一定的生产功能。具体项目包括

综合体验中心、蔬菜认种园区、名果采摘园区、休闲

农场、休闲农庄、野营区、西北农家风情苑、篝火晚会

场所以及相关配套设施等。

8)康体养生园。面积119hm2。集医疗、保健、
养身、疗养等功能为一体,是一个综合性的、环境优

美、设施齐全的养生休闲场所。设置康体养生园、养
生堂、养生俱乐部、中药博物馆、养生文化馆、绿色食

品园、中药材种植观光区、天然氧吧、休闲平台以及

管理用房等。

5 现代农业园区规划的实施策略

1)规划控制引导。规划控制的重点一般包括以

下内容。

①土地使用控制。对建设用地上的建设内容、
位置、面积和边界范围等方面做出规定。

②环境容量控制。为了保证良好的城市环境质

量,对建设用地能够容纳的建设量和人口聚集量作

出合理规定。

③建筑建造控制。为了满足生产、生活的良好

环境条件,对建设用地上的建筑物布置和建筑物之

间的群体关系作出必要的技术规定。

④城市设计引导。为了创造美好的城市环境,
从城市空间环境对建筑单体和建筑群体之间的空间

关系提出指导性综合设计要求和建议。

⑤配套设施控制。是生产、生活正常进行的保

证,对居住、商业、工业、仓储等用地上的公共和市政

设施建设提出定量配置要求。

⑥行为活动控制。从外部环境的要求,对建设

项目就交通活动和环境保护两方面提出控制要求。

2)建立分类控制体系。笔者认为对于农业园区

内的不同用地类型,应该建立差别化的分类控制体

系。对于建设用地提出应控制2类指标,即规定性

指标(包括用地性质、用地面积、建筑密度、建筑控制

高度、建筑红线后退距离、容积率、绿地率、交通出入

口方位、停车泊位及其他需要配置的公共设施等)和
指导性指标(包括人口容量、建筑形式、建筑体量、建
筑色彩、建筑风格、其他环境要求等)。而对于农业

用地笔者提出了3类控制指标:

①规定性指标。这是对于用地基本参数的控

187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第29卷 

制,通常包括用地类型(可分为实验型用地、生产型

用地、旅游型用地),种植类型(可分为林地、耕地、花
卉苗圃、经济作物、设施农业等),用地面积,节水设

施(可分为滴灌、渗灌、喷灌等),配套设施(包括科研

服务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

②引导性指标。这是基于用地具体内容的指导

性控制指标,是对于上述不同类型用地的更深入的

控制。

③预期性指标。这是基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特

殊情况,对于控制地块今后的城市化可能性进行预

测,并提出城市化类型的引导和建议。

3)开发建设策略。我国的农业园区运行机制大

致划分为管委会制、公司制和混合制(承包制)3种,
应根据园区的自身特点选择合适的运行模式[6]。

4)品牌营销策略。建议形成包括园区总品牌和

重要企业次品牌的完善的“主—次品牌结构”。并采

取多样化的特色营销渠道(如推介会、招商会、博览

会、赛事活动等),扩大媒体受众面,积极推广品牌。
探索多样的招商形式,如园区招商、以企招商、会展

招商、网上招商、产业链条招商等。

6 讨 论

农业园区是新生事物,而每个农业园区都具有

多样性的自身条件和特色,这些都使得寻求一个普

适性的农业园区发展建设规划的范式并非易事,也
无必要,因为这也将抹杀规划者的创新思维。但是,
对于农业园区运行中的基本规律和规划内容框架的

合理性等内容的研究并非没有意义。本文从农业园

区功能体系分析的视角出发,研究农业园区发展建

设规划的方法和程序,并应用于新疆昌吉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现代农业示范园的规划实践中,希冀成为

此类研究的引玉之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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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AgriculturalGardenPlanningMethod
BasedontheFunctional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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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onthecurrentdevelopmentsituationoftheagriculturalgardeninChina,thebasic
functionsoftheagriculturalgardenareputforwardasecological,productive,recreativeandservicefunc-
tion.Fromthat,thelogicframeworkandthespecificcontentofagriculturalgardenplanningwithChi-
nesecharacteristicsisproposed.Adevelopmentconstructionplanoftheagriculturalgardenshouldin-
cludethepreliminarystudy,thedevelopmentstrategy,thespatialplanandtheimplementationstrategy.
Theapplicationofplanningideasmentionedaboveintheplanningpracticeofthemodernagriculture
demonstrationareainChangjiNationalAgriculturalScienceandTechnologyGarden,Xinjianghasob-
tainedfavorablesocial,economicandecologicaleffect.

Keywords agriculturalgarden;functionalsystem;planningcontent;case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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