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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资源如何转化为生态经济，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以及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温州新农业产业及新农业经济的崛起中，丰富而独特的水山资源成功向水山经济转化是重要的一部

分。温州新农产业的开发经验是立足于绿水青山与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敬畏水山林田海的生命共同体，全面融入美

学经济的思想和技术。文章从温州2014 农村经济的统计数据、个案的新农产业分析及田野调研的信息，试图解码区域

经济中新农产业与美学经济的内在关系及互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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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Agricultural Industr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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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transfer ecological resources into ecological economy? We must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respecting nature,

complying with the nature, protecting the nature and realize that green nature is the true treasure. The successfu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rich resourc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Wenzhou new agricultural industry and the rise of new agricultural economy. Wenzhou new ag-

ri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experience is based on the green nature and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with the respect

of life community consisted of water, mountain, forest, field and sea, fully integrated into the aesthetic economy thought and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data of 2014 rural economy in Wenzhou, case analysis of new agricultural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of field in-

vestigation, this paper tries to decode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and interactive law between new agricultural industry and aesthetic economy

in the region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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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从国家战略高度对

生态文明作了顶层设计。中国温州，这是一座富有

神奇和巨大感召力的城市，其创建的“温州模式”

在中国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振兴、轻工产业勃发的

进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当下，睿智而精

明、极富创新敢为人先的温州，又在谋划和探索

“新温州模式”再造，成果非凡。笔者在研读由温

州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温州调查队 2015 年 3 月

28 日颁布的“2014 年温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和温州市人民政

府地方志办公室编撰、中华书局出版的《2014 年温

州年鉴》①（以下简称“年鉴”），深深被温州数字

吸引和陶醉。温州新农经济的转型中生态资源拉动

的生态经济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经济美学的渗透

和应用又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为了深入探究，本研

究选择了农村经济板块中的几个数据，基于个案调

研试图解码现代农业经济与美学经济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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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温州 2014 年农村经济统计数据的
关注

2014 年全市生产总值4 302.81 亿元，按可比价

计算，比上年增长 7.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17.92 亿元，增长2.1％；第二产业增加值2 046.23
亿元，增长 8.4％；第三产业增加值 2 138.66 亿元，

增长 6.2％。按户籍人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53 091 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 8 643 美元），增长

6.3％。国民经济三次产业结构为 2.7：47.6：49.7，
第三产业比重比上年提升0.1个百分点。②

2014 年，温州全年农林牧渔总产值 192.25 亿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2.3％。尽管产

值数增量不大，但农村经济的大盘走势因农田水利

建设资金增大，产业结构性调整加快，农产业的品

质性提升日益显现。具体可从“公报”2014 年温州

市农林牧渔业的产业总值分项统计，见表1。
表1 2014年温州市农林牧渔业的产业总值分类统计

表1的统计数据表明，温州2014 年农村经济呈

现良好平衡发展态势。其中，有三个趋向值得

关注。

（一）温州农村主体经济发展看好

表 1中的 5 项统计，上升的 3 项总产值之和为

153.38 亿 元 ， 占 2014 年 温 州 农 业 总 产 值 的

79.78%，与 2013 年同比均上升。农业主体产业保

稳，意义重大。温州 2014 年粮食播种面积、亩产

和总产量为 185.96 万亩、409 公斤和 75.98 万吨，

分别比上年增长 1.0%、10.5%和 11.5%，实现三增

长。在经济作物中，除糖料减产外，水果、蔬菜、

茶叶等作物增产。粮食确保稳产高产，高产示范效

应和新生粮食生产骨干力量培育功不可没。温州濒

临东海，以渔为业的人口比例较大，全市渔业乡镇

11 个，渔业村社 185 个，渔业人口 15 万人。据

“年鉴”统计 2013 年温州的水产品总值达 56.95 万

元，比上年下降0.42%，但海珍品出口达16.00万美

元，同比增长 16.18%，渔产业的品质提升富有成

效。再据有关的统计[1]，2014年温州市进出口总值

1 276.69 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 1 139.64 亿元，增

长1.22%。以中韩合作（温州）为例，2014 年温州

对韩国进出口总值 29.99 亿元，其中出口 23.9 亿

元，前三位中有两项为食品，出口首位是黄鱼，出

口达到3.98 亿元，同比增长九成以上；坚果或植物

出口列第二，计 3.35 亿元，同比增长 2 倍。此外，

带鱼出口增幅最高，出口 7 800 万元，同比增长 15
倍。可见，温州美食的国际魅力不小，农村经济的

潜力巨大。

（二）农村经济中服务业总值份额增大

2014 年温州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虽然只有

3.62亿元，同比增长达2.2%，这是弥足珍贵的经济要

素。农业经济服务产业份额增大，这与全国GDP比重

中服务业的增加值和发展态势相吻合。据统计 [2]，

2013 年全国服务业值在GDP中占 46.9%，2014 年

上升到 48.2%，2015 年第一季度已经达到 51.6%。

在温州2014 年的统计[3]中，最耀眼的是鹿城区全年

服务业增加值达 539.7 亿元，位列温州之首位；服

务业增加值占GDP总值比重约70.8%，处于浙江省

领先水平。按全要素增长率观测，产业的边际在生

产和消费的运营中已经日益模糊，而跨业界组合和

经营，在产业交互的边缘区培植和开发新产业，这

是现代产业发展和创新的战略模式。温州农业经济

的业态中，服务业增长快，与“卖产品向卖服务、

卖体验”的新理念密切相关。温州农业产业经济顺

应这一规律，其影响和潜力并非简单的数据所能完

全表达，这也正是本文将重点研究的内容所在。

（三）农业经济转型优势初显

表 1中的 5 项数据，从产值的分布到同比的增

量看，这是温州农村经济转型的“阵痛期”后“复

苏期”的表征，传统产业改良调整到机能恢复、效

能最大化有一个成熟周期，从“年鉴”提供的数据

可以看出，温州农业经济提速的预期不仅有信心，

更有信赖。因数据来源有限，2014 年温州“三农”

建设相关数据未能获得，但据“年鉴”的统计，温

州 2013 年“三农”建设资金投入达 186.36 亿元，

比上年提高了15.25%。雄厚资金的注入，温州新建

分类

农业总产值

林业总产值

牧业总产值

渔业总产值

农林牧渔服务业
总产值

产值统计数/亿元

6.64
4.83
34.50
63.12
3.62

与上年同比/%
↑ 6.0
↓ 1.3
↓5.6
↑ 2.4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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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生产功能区 21.80 万亩，新增市级以上现代农

业园区 99 个；以美丽浙南水乡为标志、以“五水

共治”为行动的、总投资高达590 亿元的58 个项目

启动，15 个现代渔业园区示范项目，投入 1.28 亿

元打造休闲渔业，林业生态和新型畜牧产业体系建

设等，全市农业联动，统筹科学规划，分项分类落

实，温州新一轮的农业经济大发展指日可望。

二、温州农村经济数据中的新增长点：

美学经济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我国经济新常

态下的新发展理念，是经济生态化与生态经济化的

完美结合。生态化既是一种新的发展观、资源观、

竞争观，同时也是一种审美观、价值观。温州农村

经济看好，主要是在我国新常态经济的背景下，创

新驱动的新农业经济紧紧把住美丽农村的主旨，将

生态美的元素融入现代农业，催化和激活了美学

经济。

（一）农村经济增长新动力——生态经济化

在消费型社会的浪潮下，生态诉求是新型消费

者最普遍、最原始的心理期望。城里人想到农村享

受生态资源，农村如何将生态资源转化为一种生态

经济，让城里人想去、愿去，使之成为农村新经济

的新引擎。这是时代赋予农村经济发展难得的好

机遇。

温州泰顺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国家级生态

县，是全国仅有的2 个“碳汇城市”之一。据中国

环科院的《泰顺县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评估》 [4]，2013 年泰顺县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总价值为 335.98 亿元，其中水源涵养价值

208.32 亿元，占总价值的 62%；气候调节价值

72.82 亿元，占 21.67%；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

22.62 亿元，占6.73%，是当年泰顺县国民生产总值

的 6.5 倍。在“走好生态路，共筑绿色梦”的理念

下，注重硬件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大

力促进廊桥文化，山水文化、民俗文化、竹文化、

石文化、红色文化的推广，构建生态屏障、生态产

业、生态家园、生态文化的“生态体系”，促进生

态经济化转型卓有成效。2014 年该县第一季度经济

运行中，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 0.61 亿元，增长

3.8%；第二产业增加值 3.56 亿元，增长 7.9%；第

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 8.03 亿元，增长 9.8%③。

泰顺的生态资源极为丰富，全县森林覆盖率达

75.8％，优于全国 18.2%、全省 57.4%的平均水平，

全县生态公益林面积达 123.6 万亩，占全县林业用

地面积的 56％，2014 年县域空气环境质量指数优

良以上天数达359 天。颇富盛名的乌岩岭自然保护

区空气负离子浓度最高达每立方厘米20 万个，“天

然氧吧”、“浙江生态第一县”名副其实。泰顺的生

态族群中，还有茶产业，获“中国名茶之乡”称

号。茶产业以“三杯香”为代表，是国家农业部地

理标志农产品。泰顺建筑瑰宝也独占鳌头，其木拱

桥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人类急需保护的非物资文

化遗产”名录，15 座廊桥和仕水矸步列入全国文物

保护单位，被命名为“中国廊桥之乡”。“十二五”

期间，围绕“中国最美乡村”建设，“生态立县”

战略进一步得到深化，“生态文明先行区”着力于

乡乡生态、村村优美、家家和乐、人人幸福，将生

态经济的人文化充分放大。“生态经济示范区”则

主打生态休闲旅游的名牌，在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同时，激活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的

“一体化”，在特色优势农林基地建设、培育绿色餐

桌农业、打造生态观光产业等成效显著。据统计，

温州市 2012 年和 2013 年接待海内外游客分别是

4 944 万人次和 5 751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分别达

到484.38 亿元和582.43 亿元。[5]2014 年全市累计接

待海内外游客6 578.5 万人次，同比增14.4%，实现

旅游总收入 681 亿元，同比增长 16.9%，旅游业已

成为温州市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6]。而泰顺县

2014 年共计接待游客250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产

值13.36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20.88%、27.24%，旅

游接待人数和综合产值年均增速连续 6 年保持在

20%以上 [7]，入选了“中国生态旅游目的地”、“中

国最美乡愁旅游目的地”、“2014最赞浙江景”。“生

态人居集聚区”的主旨是现代新农村建设，优化城

镇区域布局，推进城乡一体化，有序开展生态移民

工程、中心城镇培育工程，建立科学的新老城区协

调发展、特色古村落保护与开发的规划和实施。

泰顺生态经济的开发是温州生态产业发展和转

型的一个缩影，从农业生态的宝藏中，生态经济的

本体美与社会发展的时代美相互交合，其富含的美

学经济的DNA，这将是时尚温州品牌下现代时尚农

业经济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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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经济助长的“财神”——森林“金

矿”开发利用

2014 年我国林业产业总值超5 万亿元，比上年

增长约10%。这是很了不起的一大成就。传统林业

产业多是以一次性资源消费型生存，而现代林业产

业是在资源保护、资源循环利用前提下的新兴、长

效的产业经济。温州市的精明也充分体现于此，从

时尚美建构林业产业集群，紧扣现代人消费体验的

热点，将自然美与文化美整合，以美的思维去盘活

自然经济与人文经济的融通。基于此，温州十二五

以来，林业产业发展始终以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为载

体，把建设森林公园、发展森林旅游作为林业产业

转型发展和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抓手，力求把森林

这个“金矿”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温州

开发“森林金矿”的新思维和大手笔，很值得借鉴

和点赞。

在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和丰富的人文资源土壤

中培植森林产业。森林休闲养生业是森林旅游发展

的新业态，是以丰富的森林生态景观、优质的森林

环境、健康的森林产品、深厚的森林养生文化等为

主要资源，配备相应的休闲养生服务设施，开展游

憩、度假、疗养、保健、养老等休闲养生服务。温

州山多，山地面积 2 059 平方公里，森林的覆盖率

高达60.03%，旅游景区面积约占市域土地总面积的

1/4，这是大自然的珍贵赐予。全市拥有 16 个国有

林场和 100多个乡镇林场，因独特的地理条件下，

山、江、海、湖、岛、瀑、泉、石与之交错，自然

景观美不胜收，蕴藏着众多尚待开发的森林旅游资

源和发展森林旅游的巨大自然潜能。另外，温州瓯

越文化具有两千年的历史，是中国山水诗发祥地，

许多文人墨客留下了无数赞颂温州秀美山川的名

作，使温州蕴含诗画般人文旅游意趣，这是林业产

业资源禀赋的绝妙天成。

从点到线体系化开发，“绿心”“绿环”打造

“森林城市”。森林地理上的点状到一体的规划布

局，其实也是自然美与人文美的交合过程，由此衍

生的森林经济中美学经济的成份不小，尤其是绿色

生态、自然环保、美感视觉享受等，使越来越多的

人乐于到此、为此而消费。温州“十二五”期间的

森林公园体系化建设就是一种有远见卓识的举措。

该市自 2011 年启动百大森林公园和绿道网系统的

建设，截止 2014 年底共投资 20 余亿元，新建成公

园 93 个，修建森林绿道 （即自行车道、步行道）

1 250 公里。更值得关注的是基于“绿心”“绿环”

的森林体系建设理念，基本建成以中心城区三垟湿

地公园和城区山体公园为“绿心”，以大罗山、五

磊山、白水漈、胜美尖等森林公园为“绿环”都市

森林休闲圈，形成“森林围城”生态圈。目前，全

市已有 5 个国家级森林公园、1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13 个省级森林公园、33 个市级森林公园及城

镇公园。2014 年9 月，温州被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

室和国家林业局联合命名为“国家森林城市”。

2015 年温州的永嘉县入选“森林休闲养生试点县”。

依托森林，立体开发“森林经济”。森林的生

态效应中所包含的经济潜力是巨大的，温州在森林

深度开发中，紧紧扣住景观美、生态美、人文美的

特质，重点建设了一大批森林旅游观光、森林养生

保健、森林生态度假、森林科普教育为择向的新兴

森林产业。仅就经济效益看十分可观，据统计 [8]，

2006 年全市森林旅游为 198 万人次，到 2014 年为

2 116.09 万人次，增长了10 倍，森林旅游总收入也

从 2006 年的 1.82 亿元，攀升到 2014 年的 49.36 亿

元，增长27 倍。有研究认为，旅游直接收入1 元可

带动相关产业 4.3 元，按此概算，生态森林直接或

间接地转化为经济的潜力十分巨大。以永嘉县为

例，作为浙江省第五大林区县，全县森林覆盖率达

到 73.1%，拥有国家级森林公园 1 个、省级森林公

园2 个、市级森林公园5 个。2014 年，该县旅游业

共接待游客 510.68 万人次，同比增 23.01%，实现

旅游总收入 39.25 亿元，同比增长 28.07%。 [9]其

中，森林旅游直接收入 1 500 多万元，森林旅游产

值达 2 亿多元，成为浙江森林旅游发展最快的县

之一。

做好生态森林开发，对于解决生态资源和林农

利益的矛盾，促进林区农民增收，引进特色养生项

目提升景区质量，满足市民的养生度假需求等，都

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农村经济“钱”源——“江”“海”经济

的综合开发

温州地处中国大陆环太平洋岸线中段，三面环

山、一面临海，岛屿面积173 平方公里，海域面积

约 11 000 平方公里。其中，近海海域面积约 8 950
平方公里，大于 500 平方米以上的岛屿 436 个，岛

陆面积 169.54 平方公里，岛屿岸线长 676.47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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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有四大江河面积 340 平方公里，瓯江、楠溪

江、飞云江、鳌江贯穿温州汇入东海。这种特殊的

江河水网交错、陆海连体岛礁星布的地理结构，形

成了温州农村经济与江河、与海洋岛礁无法分割的

关联，特别是在现代沿海新农村经济体系中，江海

经济无论是开发的前景还是现阶段的资源利用，都

占居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比较而言，农村生态旅游业具有产业链长、拉

动力强、绿色低碳等三个显著特点。如前所析，温

州域内绿化面积比例较高，江河水质总体较好，这

又成了温州农村经济转型发展的另一金字招牌。如

瓯江年平均含沙量为0.1～0.2公斤/立方米之间，鳌

江年平均含沙量约 0.13 公斤/立方米，楠溪江水含

沙量更低，经检定仅为每立方米万分之一克，水质

呈中性，PH值为7，符合国家一级水标准，被誉为

“天下第一水”。楠溪江干流全长虽然只有139.92 公

里，流域面积 2 490 平方公里，但凡到过楠溪江的

游客无不为那清澈入心的江水缭绕情怀，之所以产

生这种效应，充分展现了温州开发江河生态产业的

精明。根据楠溪江美在原始古朴野趣天然的资源优

势，在独特的“土到家洋到底”的开发理念下，楠

溪江水域经济带的生态农产业的系列开发第一要素

是“土生土长”，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

休闲观光等，洋溢着地道的农家“原汁原味”和生

态的自然景观。另一方面，现代人的返朴归真，其

实很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的时空穿越，楠溪江的“洋

味”集中体现在跨业界的自然美和人文美的有机融

合。例如，楠溪江休闲观光服务的绝妙是将白天行

夜昼游晚上寝做到精致：日间泛舟坐筏漂游江上，

远眺绵绵青山，近看郁郁滩林，俯赏碧蓝江水，用

溪光山色抚慰心灵；夜间游江，见渔火点点，闻渔

舟晚唱，受江风柔拂，聆淙淙流水，足以尽抒幽情

逸致；安枕歇息滩林，横柯上蔽，草坪如茵，朦胧

幽静，促膝谈心，诗意盎然，此乐何极。永嘉县的

林坑古镇，是楠溪江经济带典型的代表，如今古村

拥有 38 家民宿，年接待游客超 20 万人次，旅游总

收益达 1 700 万元， [10]美丽乡村游让这里的农民走

上了致富路。

发展海洋经济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

事业，也是温州农村经济构成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温州一面临海，位于浙南沿海瓯江口外北海上的交

通要津的洞头是温州市唯一的海岛县，全县陆地面

积 100.3 平方公里，海域水面积 792 平方公里，由

103 个岛屿和 259 个礁石组成，县域范围渔、港、

景、涂、岛等海洋资源十分丰富，是海洋资源大

县，其海洋经济的开发与利用，无疑是温州“海经

济”的缩影。据该县统计局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公报数据④，洞头县 2014 年生产总值达 54.56
亿元，较上年增长8.8%，按年平均户籍人口计算人

均41 322 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为6 727 美元），较

上年增长 8.1%。分产业统计，2014 年洞头县三产

的增加值如表2所示。

表2 2014 年洞头县三产的增加值

作为海岛县，洞头县 2014 年农林牧渔的经济

发展势头也较好。全年总产值98 110 万元，较上年

增长 5.1%。其中农业产值 1 730 万元，增长 1.8%；

林业产值 300 万元，与上年持平；牧业产值 1 380
万元，较上年下降 17.9%；渔业总产值 9.45 亿元，

较上年增长5.7%。随着消费环境改善和消费结构升

级，洞头县的旅游市场和消费品市场十分活跃，全

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0.15 亿元，较上年增

长 18.2%；外贸进出口总额 2.65 亿美元，较上年增

长 55.2%；共接待游客 398.28 万人次，较上年增长

10.6%旅游总收入达 17.99 亿元，较上年增长

10.8%。

温州抓住“江”“海”做大做活做强经济，精

明在于善做天时地利人和之文章，善用“软经济”

助力实体经济，展现了现代农村经济的新常态。农

村经济的开发中注入、挖掘、放大美学经济的潜

能，无疑为多元经济协同发展的模式建构及探索，

找到了一条很好的路径。

三、农村经济发展中美学经济的相关性
调查与分析

（一）农村经济中美学经济相关性的田野调查

前述中用了较大篇幅点状化的对温州2014 年农

村经济作了描述，个中哪些数据的背后美学经济成为

推手，作用究竟有多大？本研究也作了相关的一些田

产业分类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增加值/亿元

4.17
22.6
13.42

较上年增长率/%
3.5
11.7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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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调查，试图从采集的信息分析对此作阐释。

1.田野调查的方法。结合被调查者在温州区域

里节假日里的乡村观光、登山玩水等旅游活动，选

择了温州市泰顺县的乌岩岭森林公园、瑞安市桐浦

乡的号称“万亩油菜花基地”、永嘉县楠溪江古村

落旅游区、洞头县海岛旅游等 4个点，随机对旅游

者采用同一问卷进行书面调研。各点发放和收回的

问卷数目不一，为了便于对照分析，最后在各点收

回的有效问卷中随机提取30 份作统计。

2.问卷内容及统计数据。随机抽取 120份问卷

进行分类统计，详见表1和表2。
3.问卷统计中美学经济元素的分析。由于是在

景区寻求合作游客的随机问卷，考虑被试对象的复

杂性，问卷内容简明而通俗，尽量回避专业术语。

7 个题目中前 5 题是以游客出游动机、目标期望、

过程要素等为关注，涵盖审美意识、审美取向、审

美消费的选题，而后 2题是支撑性的题目。细细解

读，其中反映的倾向还是耐人寻味的。

表1 信息采集人的职业分布统计表

无美不成游。从调查样本的对象看，他们月收

入在 6 000 元以下的占 65%，而在出游考虑的首要

因素中，近 60%的并不在乎费用、路程、吃住等，

89%的出游目的是美悦心态、感受大自然。将点状

的信息进行系统化分析，因美心动、寻美出游的动

因这是新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契点。因为在美无处

不有的世界里，让自己的美亮出来并能得到社会的

广泛认可，新农村产业经济的综合开发才有希望。

问卷表明，人们进山寨、下海河、品农味，为的是

美体验和收获美。温州时尚农业经济的崛起，农村

的生态经济、森林的绿色经济、江海的水产经济如

何深挖美元素、创意美品牌，盘活美产业，生成美

文化，这是农村经济开发要下大功夫去研究和探索

的重大课题。

因美消费。美在意识中似乎仅是一种概念、一

个符号，而每当美与具体的客体联系在一起时，往

往就会给客体注入一种社会身份、其形象就会成为

精神意义的符号，贴上地位品牌的标签。问卷表

明，到农村观光游，出游者大多数主体性较强，聚

焦点是“美体验”，可见美所具有的商业性已经被

大化，游的产业链与美的经济链密切融合在了一

起。按理论成因分析，农村经济服务产业集群中，

生态、环保、低碳、绝色、养生等时尚元素渗透到

产业，起点是审美，而最终目的形成的是消费。不

职业

人数

%

公务员

33
27.5

自由工作

28
23.3

离退休干部

11
9.2

农民

17
14.2

学生

22
18.3

其它

9
7.5

表2 信息采集内容的分项统计表

问 题

你此行的目的

为何选择此地出游

你是怎么知道这里的

你还会再来或不再来的理由

出游你考虑的首要因素是

你现在的经济月收入情况/元
你这次出游的个人总开支/元

（含自驾费用）

选项及统计

强体健身 愉悦心情 饱眼福长见识 感受大自然 没考虑
16 (13.3%) 42 (35%) 9 (7.5%) 47 (39.2%) 6 (5%)
口碑好 自然美 宜玩宜住 业务需要 有特色品牌 其它

31 (25.8%) 26 (21.7%) 13 (10.8%) 4 (3.3%) 34 (28.3%) 12 (10%)
朋友告知 媒体宣传 自己查询 其它
52 (43.3%) 21 (17.5%) 34 (28.3%) 13 (10.8%)
体验满意度 费用开支 特色品牌 基础条件 个性原因
55 (45.8%) 13 (10.8%) 22 (18.3%) 16 (13.3%) 14 (11.7%)

体验满意度 费用开支 特色品牌 基础条件 个性原因
55 (45.8%) 13 (10.8%) 22 (18.3%) 16 (13.3%) 14 (11.7%)

3 000以下 3 001~6 000 6 001~10 000 10 001~15 000 15 001以上
36 (30.0%) 43 (35.8%) 28 (23.3%) 8 (6.7%) 5 (4.2%)
1 000以下 1 000~2 000 2 001~3 000 3 001~4 000 4 001以上
69 (57.5%) 34 (28.3%) 15 (12.5%) 2 (1.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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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以“美”为基点撬动新农村经济，时尚元素品

牌的创建必须注重个性化特色化。从前边的综述

中，同样做生态，各自的着力点不一样，如泰顺县

以“三杯香”为代表的茶产业，重点打造无公害栽

培、加工的生态牌；廊桥品牌主打非遗文化、传统

而独特的建筑艺术；乌岩岭产业群则刻意于原始森

林、绿色氧巴的突出。永嘉县的生态牌则围绕楠溪

江建构产业带，古村落的原始古朴、楠溪江流域的

美山美水美景等，让生态鲜活而又时尚。美在，商

机在，农村新经济的崛起机遇亦在。消费美的驱动

绝不能以牺牲稀缺且不能再生的美资源为代价，要

从美经济的长效机制、循环经济的战略出发，做强

美产业做大美经济。

农村经济产业链与美学经济链的融通。问卷中

有一个数据很值得关注，即“你还会再来或不再来

的理由”选项，64.1%的游客最看重的是“体验满

意度”和“特色品牌”。凡从事服务业的人都知

道，争取“回头客”是企业市场博弈关乎生存的大

事之一。更何况间接的“回头客”市场更为宏大，

你“为何选择此地出游”的问项，别人的评价、社

会的口碑份额占 25.8%，日积月累下这种影响力不

能低估！温州瑞安市桐浦乡在观光农业如何做，可

谓匠心别具。他们以当地传统农业种植的油菜为载

体，紧扣城市人消费心理的诉求，结合离温州市中

心地理距离近、交通便捷、周边人口密集的特点，

开辟了万亩油菜花基地，推出了“与春天约会”、

“与油菜花零距离亲吻”等为主题的农业生态观光

的“油菜花节”。经过多年的精心营造，从油菜出

土的“踏青”、到油菜花怒放时节的“与花亲吻”，

再到万亩油菜收获时的“金黄海洋体验”，伴着农

业时令，形成了一条系列的油菜花旅游观光链。传

统经济模式下种油菜到收籽榨油这是十分单一的路

径，而现在由此拉动的旅游经济及所产生的附增值

是巨大的。据 2014 年楠浦乡政府的统计，仅油菜

花节直接的收入就高达千万元，为农民致富又找到

了一条很好的路子。

（二） 现代农村经济理论的美学经济的分析
模型

有研究认为[11]，一个国家的区域创新体系要素

构建应具备6 个基本要素：硬件、主体、资源、市

场、制度、文化。作为区域性农业经济的规划与发

展，6 个要素同样重要。从温州2014 年农村经济运

行情况分析，现代农村建设与传统农村的不同核心

聚焦是“美”，美丽农村涵盖了环境美（自然、个

性化、村容、宜居）、产业美（特色产业、绿色、

生态环保、宜业）、人文美 （乡村味道、乡风文

明、古朴与时尚相得益彰）。传统之美，是意识形

态主体对客观的反映，但在现代社会，美的商业性

附着使美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美学经济

油然兴起，特别是现代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经济

美学的助力。

从温州数据到田野调查，现代农村经济背景下

的美学经济分析模型，逻辑思路大体经历四个时期

（图1），即客观存在（美的商业化先天资源），这是

美学经济的孕育期；客观世界的认知（美的发现及

美的商业性认知），这是美学经济的雏形期；客观

世界的改造（美的商业化的挖掘与开发），这是美

学经济的成型期；主观世界的主导（美的商业市场

化、美的商业产业化），这是美学经济的成熟期。

图1 农村美学经济形成与发展模型图示

美学经济的孕育期，是农村自然条件的资源汇

聚期。主要要素如地理风貌、地方特色物产、民

俗、人文遗产等。这时期美学经济表现的主要特征

是大自然造化的原生性和社会变迁的积成性，是不

自觉的原生经济。

美学经济的雏形期，是人类文明对美学经济的

觉醒期。在人与自然的交互中，人们朦胧地觉察到

山水之美、特产之美、民俗之美等可以为人所用。

这种特殊的“有用”之潜意识，美学经济开始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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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温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2014 温州年鉴[M].中华书局,2014-10.本文所引数字资料,除注明引用来源信息的之外,其它皆

来源于本“年鉴”.
② 温州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温州调查队.2014年温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5-03-28.
③ 浙江省发改委.泰顺县2014年第一季度经济运行分析,2014-05-11.
④ 文中有关洞头县的数据，皆来源于洞头县统计局2015-03-31发布的“2014 年洞头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人们的意识之中，其主要特征是头脑中的经济，或

可称为美感经济。

美学经济的成型期，是人类文明主导下的美学

经济转型期。这时期是美的“有用”，或美的商业

潜质被广泛挖掘和开发利用，头脑经济开始转型为

现实经济。这时期的美学经济的主要特征是线性经

济，因山因水因物作对应的开发，经济功能的定向

性明显，是典型的美用经济。

美学经济的成熟期，是现代文明全面融汇并主

宰的经济期。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开放性和社会

化功能扩大，标志就是美学经济的市场化、产业

化、文化化。由于美学经济的边际被泛化，它作为

一个介质，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束缚融入其他实体

经济体中，助力实体经济力的提升和增值。因此，

成熟期的美学经济并非是独立的实体经济，但现代

实体经济的市场化、产业化的形成都离不开美学经

济的支持和作用。

曾有学者指出，把美感生活经验与产业发展结

合的商业活动，就是“美学经济”。温州在新农经

济产业的开发利用和时尚之都建设中，富有创新地

灵活应用了美学经济的原理，立足农业，紧扣现代

时尚要素全面渗透美学理念，跨业界改良传统农

业，促进了生态资源到生态产业的经济转型，使之

成为驱动温州新农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温州新农

经济范式的探索和完善，尽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还有许多发展中的问题要破解，但它无疑对我国现

代农业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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