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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介 

粵港澳大灣區（大灣區）屬亞熱帶季風氣候，農業生產條件優越及發展歷史悠久，農

業商品經濟十分發達，該區一直是國家重要的糧食、糖蔗、蠶桑、塘魚、水果的重要

產區和商品基地。大灣區內地九個城市與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在地理位置上緊密相

連，塘魚、蔬菜、荔枝、花卉、稻米和禽畜產品等既能滿足內地居民的需要，更大量

出口到香港和澳門。1978 年，中國進行土地改革，作為中國的對外窗口，大灣區開始

發展外向型經濟。雖然急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使區內的耕地面積大量減少，但隨著農

業科技和技術的發展，區內的農業逐漸向商品化和專業化的方向發展。近年，大灣區

的經濟不斷發展，其農業地位急速下滑，但在政府的推動下，大灣區的部分農業活動

開始向觀光休閒農業方向邁進。 

 

2.  有利農業發展的自然因素 

農業屬初級生產，是人類維持生命續存最重要的經濟活動之一。農業發展的歷史可追

溯至數千年前，人類運用其智慧改變自然環境，利用動植物的生長繁殖來獲得產品，

並進一步換取經濟收益。現今所謂的農業，是指利用土地、陽光、水分、空氣與礦物

質培育動物、植物或微生物，以獲得生活物資或維護生活環境的產業。農業狹義的定

義是指栽植農藝和園藝作物；廣義的農業則包括農、林、漁和畜牧等產業。 

 

珠江三角洲（珠三角）地區1位於廣東省的南岸中部，其地理位置介乎於北緯 22°至

                            
1 珠江是中國南部最大的河流，由西江、北江和東江三大主要支流及其他支流所組成。這些支流的搬運

物被河水帶到河口（珠江口），並在河口處沉積下來，形成肥沃的三角洲，稱為珠江三角洲。在改革開

放後，廣東省政府把珠江三角洲的廣州、深圳、東莞、佛山、江門、中山、珠海，以及惠州和肇慶的市

區劃為珠江三角洲經濟區，成為國家改革開放的先行地區；其後更在此基礎上加入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

區，延伸出「大珠江三角洲區域」的概念。在 2017 年，國家提出深化粵港澳三地的合作，推進「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現時，粵港澳大灣區的範圍包括廣東省的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9D%E7%BA%A7%E7%94%9F%E4%BA%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9%A1%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6%93%E6%BF%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6%9C%E4%B8%9A%E5%8F%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9%BA%E6%85%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7%84%B6%E7%92%B0%E5%A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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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以及東經 112°至 115°之間，屬亞熱帶季風氣候。該區全年氣候溫和、雨量充沛、

日照時間長、無霜期長（約為 350天），農作物一年可以三熟，養蠶更可達八造；其優

越的地理位置和氣候條件，對珠三角地區的農業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不同地區的農業發展會隨著氣候、文化和技術水平的不同而出現差異。在氣候、土地

和水利條件方面，珠三角地區（本章主要對大灣區內地九個城市的農業活動進行分析）

都極其適宜農業活動的發展。 

 

在日照方面，珠三角地區位於亞熱帶地區，根據廣東省氣象年鑒統計資料，該區的全

年日照平均時數為 1,757.3小時。農作物的生長離不開日照，因為日照能為植物提供光

和熱量，亦為植物在光合作用期間製造其所需的養分；珠三角地區日照充足，有利於

該區的作物快速生長。在溫度上，珠三角地區擁有亞熱帶季風氣候的特點，該區夏季

炎熱、冬季清涼，無霜期長，因此珠三角地區的農作物幾乎可在全年所有季節生長，

水稻種植每年至少可有兩造2收成。在降水方面，珠三角地區降雨充沛，年均降雨量超

過 2,000毫米，因此尤其適宜種植對水需求很大的作物（如：水稻）。 

 

在地形上，珠三角地區位於珠江口肥沃的三角洲沖積物上，區內河道縱橫，是理想的

農業發展地點。河流為農耕活動提供充足的灌溉水源，農民也可利用河道低窪地，掘

挖魚塘，進行漁業養殖活動。在土壤上，由於珠三角地區位於西江、北江和東江三大

主要支流彙聚的河口區，河流流量大，沉積物的成土時期較短，所以土壤鹽分含量低，

同時這類幼細的粘土持水能力強，十分適合水稻種植和農業發展。 

                            

山、江門和肇慶九個城市，以及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 
2 珠三角的水稻每年均有兩造收成，第一造通常在 3 月播種，7 月收成；第二造通常在 7 月播種，11 月

收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A3%E5%80%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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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農業發展的歷史 

在氣候、土地和水利條件方面，珠三角極其適宜農業活動的發展，該區更是嶺南地區

著名的糧食和經濟作物生產基地。 

 

在宋元時期，華南地區的人口顯著增長，人們對糧食的需求很大；水利興修大大增加

了廣東地區稻米的種植面積，珠三角地區的農業活動隨之踏入初步發展時期。與此同

時，珠三角地區主要農作物的種類也有了新的發展。在宋代，南遷的居民為嶺南地區

帶來先進的蠶業技術，促進該區蠶業的發展；在聚落密佈的南粵地區，開始出現了連

片的桑樹栽培。在元代，桑樹栽培在珠三角地區達到了鼎盛時期，當時人們在今日的

東莞和番禺等地區栽植桑樹達數十萬株。隨著經濟活動和農業技術的發展，當地居民

開始增加對果樹的培育，當時的水果栽培以荔枝、龍眼、香蕉、大蕉和柑橘最為著名，

其中荔枝的種植面積最廣、品種最多。西瓜在元代初年開始傳入南粵地區，種植普遍；

南粵地區也是國家最早有文獻記載的苦瓜種植地。 

 

在明清時期，廣東地區的傳統農業進入全面發展時期。由於當時南粵地區水災頻繁，

嚴重威脅居民的生活和生產活動，因此水利建設變得十分迫切。堤圍的興建不僅使村

莊、農田免受洪水災害，也對該區的作物種植制度和基塘區的擴大產生重大影響。修

建堤圍一方面能使較受潮汐影響的沙田，變成能有效控制潮水進出的圍田，使珠三角

地區種植雙季稻的情況更為普遍，並與其他作物輪種，形成「稻稻麥」等多種形式的

三熟制。另一方面，堤圍的廣泛興建也有利該區發展富有特色的基塘式農業生產。明

代中期後，廣東地區因水災頻繁，當地居民開始利用低窪地大挖魚塘，飼養淡水魚。

魚塘除養魚外，居民還利用基面種植不同作物，形成各類不同的基塘，例如桑基魚塘、

果基魚塘、稻基魚塘和蔗基魚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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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後期，受商品經濟的影響，廣東地區的經濟作物種植急劇發展，形成各類不同

專業化的農業分布區域。例如：東莞是當時著名的香蕉種植區域；廣州西郊則為著名

的花卉和蔬菜產區；珠江口一帶則是當時全國最大的貝類養殖區。農業生產的專業化，

使農作物資源、畜禽資源日益豐富，形成各種作物栽培和畜禽養殖技術和方法。這些

技術不僅富有華南的地方特色，在某些方面還居於領先地位。商品性農業的發展使廣

東地區成為人口密集的地區，墟市也空前繁榮起來，形成各類農副產品的集散地。隨

著加工農副產品的手工業空前發達，農業資本主義在清初開始出現。 

 

4.  改革開放後農業發展的轉變 

珠三角地區一直是國家重要的農業區域。在 1980年以前，農業主導了該區的社會產業

結構。此後，國家的改革開放使珠三角地區的農業活動出現了顯著的變化。 

 

4.1  政府轉變農業政策，農業商品化程度高 

1978年以前，中國推行計劃經濟，農業發展受到政府嚴格的控制和規劃。自 1978年改

革開放以後，中國政府開始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並放寬對農業的控制，逐步減少

對農業的干預。儘管土地資源仍歸國家所有，但農民的農地不再由政府直接分配，而

是由農民向政府租賃進行耕作。為保證國家的糧食安全，待農作物收成後，農民只需

繳納部分收成予政府，餘下的便可自行決定是否運往市場出售。此外，農民也可自行

決定在獲分配的土地上種植甚麼作物，或是採用哪類種植方法。結果，在利潤的驅動

下，一些生產力較高的農民對市場的反應變得積極而敏感，既租用更多土地，同時更

有效利用這些土地資源，大大增加了珠三角地區的農產量。自此，珠三角地區的農業

活動逐漸從自給自足型農業轉向商業性農業。儘管如此，中央政府仍會實施相關的政

策，堅持和鼓勵農民種植主要糧食（如水稻），以確保國內的糧食得以自給自足，這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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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也解釋了水稻仍然是珠三角地區主要農作物的原因。 

 

商業性農業的興起和發展，導致自給自足的農業開始走向沒落。在 1980年代中後期，

隨著珠三角地區農村股份合作制3的發展不斷完善，中央政府在政策上開始從宏觀層面

指導農業活動的發展，例如：大量興建運輸網絡，為特殊農產品（如乳製品等易腐的

農產品）在短時間內的快速運輸提供支援；增加對農業科研的資金投入，鼓勵高等院

校設立農業研究院和農業實驗室，加強農業技術研究，並以科學方法提高單位面積的

農產量；建設互聯網農業交易平台，充當農民與買家之間的媒介，促進農業市場訊息

的流通等，結果加速了珠三角地區商業性農業的發展。1987 年，該區只有 45%的農場

品會被送到市場銷售，其餘 55%則為農民自用；自 2000年後，該區商業農產品所佔的

比例已上升至 85%，其中順德、中山和東莞等地的比例更高。 

 

4.2  農地不斷縮小，農業產業地位下降 

1978年，在中央政府推行農村股份合作制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4等開放的市場經濟政

策後，農民便獲得了自由買賣農地的權力。改革開放後的經濟發展使珠三角地區的土

地價格急劇上升，部分農民為賺取更大的利潤而放棄耕種，使農田變為棄耕地，以待

開發商高價收購土地。此外，1978 年改革開放實施以後，珠三角地區出現了急劇的工

業化和城市化，數以萬計的工廠相繼建成；政府也大力鼓勵第二和第三產業的發展，

隨之而來的是政府開始大量出售農地，大片農地轉為城市用地作工業、運輸、商業和

                            
3 農村股份合作制：是中國政府在 1980年代中後期推行的，類似私人企業集資的農業政策，這項政策能

有效鼓勵農民積極生產和提升農地的生產力。 

4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 1980 年代初期在內地農村推行的一項重要改革開放制度。在該制度下，農戶

在農業生產中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個體存在，可以承包和經營集體土地（土地權歸國家所有，但允許農

民買賣和使用），並按照合同的規定自主進行生產和經營。其經營收入除按合同規定，上繳一小部分予

集體和繳納國家稅金外，其餘全部利潤歸於農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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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用途。 

 

珠三角地區農業相對重要性的下降，與該區的農地減少有著密切的關係。從表 1 所見，

1973年珠三角地區的農地面積約佔土地總面積的 33.1%，至 1982年時降至 31.6%，但

農業仍是當時的主導產業。在接下來的 13年，該區的農地面積比例急劇下降，1995年

該區的農地面積僅佔土地總面積的 17.6%。另一方面，城市／建設用地的比例則從

1973年的 2.4%，迅速增長至 1995年的 15.7%。從 1960至 1995年間，珠三角地區的農

田面積更從 55萬公頃減少至 31萬公頃左右；城市／建設用地則從 1975年的 2萬公頃

迅速增長至 1995年的 30萬公頃左右（詳見圖 1）。由於珠三角地區的農田和城市大多

位處平原，不難看出，該區大部分城市的擴建和發展都是以犧牲農田為代價。 

 

表 1：1973至 1995年珠三角地區各類土地利用佔總土地面積的比例 

土地用途 1973年 1982年 1995年 

農地 33.1% 31.6% 17.6% 

園藝 4.9% 3.0% 16.1% 

林地 29.6% 32.3% 37.0% 

草地 12.3% 3.0% 0.2% 

城市／建設用地 2.4% 7.5% 15.7% 

水利 12.6% 16.8% 12.8% 

未使用土地 5.1% 5.8% 0.6% 

資料來源：Zhao, et a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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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960至 1995年珠三角農業用地和城市／建設用地的面積 

 
資料來源：Zhao, et al. (2007) 

 

4.3  趨向農業專業化，農村人口減少 

隨著珠三角地區的工業和城市發展，耕地的流轉規模不斷加大，農業經營單位等新型

經營主體蓬勃發展，珠三角地區的農業生產開始步向規模化和專業化。農業專業化的

發展，使農民開始把先進的農業技術投入到農業生產，例如採用機器進行播種、耕種

及收割；採用噴灌、滴灌及滲灌系統進行農業灌溉；利用電腦監測系統進行病蟲害防

治和管理等。近十年來，中央政府亦實施多項農業機器購置補貼的農業專業化扶持政

策，支持農業生產向專業化、機械化和規模化方向發展。農業機械和技術的應用不僅

有效提高農業活動的生產力，同時也大大減少農業生產過程中的人力資源投入，使農

業的耕作模式向工廠般流水線的作業模式轉變。然而，這種規模化和專業化的耕作方

式也導致農民在市場利潤的驅動下，轉而選擇種植高產量的品種，使種植作物的種類

大大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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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地區現代農業的發展使農業生產過程中所需的人力資源投入不斷減少，農村地

區出現大量剩餘的勞動力；加上珠三角地區在改革開放後出現迅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

城市的工資和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導致數以萬計的農民轉到城市工作，成為著名的

「農民工」群體。根據相關的統計資料，珠三角地區實際從事農業的勞動力人口5從

1978年的 309.88萬，減少至 1984年的 288.13萬，6年間減少了 21.75萬人。根據 1984

年佛山六個縣市的統計資料，農村總勞動力人口共 105 萬人，其中 38.57%實際從事非

農業勞動，包括工業、建築業及第三產業；雖然 1978 至 1983 年間東莞市的農村總勞

動力人口6由 46.73萬人增至 51.24萬人，但從事農業的勞動力佔農村總勞動力的比例卻

由 80.26%急劇下降至 47.54%，非農業勞動者的比例則由 19.75%快速上升至 52.47%。

這種地域產業結構的轉化同時也帶來新的問題：當一部分農民放棄農業生產，並轉向

第二或第三產業時，他們會由農業人口轉化為非農業人口，或離土不離鄉人口。然而，

能從農業轉為務工、從事服務業或者經商的人口主要為農村中活力較強、年青力壯的

人（約為 20至 40歲）；生產力較低的婦女和老年人則被留在農村。當教育水平較低的

婦女和老年人佔農村勞動力比例達七成或八成時，不僅會導致農村勞動力銳減，同時

也因其較慢掌握或抗拒學習新的農業技術，導致農村的農業生產力下降。 

 

5.  觀光農業的興起和發展 

觀光農業的概念最早在 1950年代由美國的一些經濟學家提出，是指在靠近城市的郊區，

充分利用當地的農業資源：在為城市居民提供優良農副產品的同時，通過合理的規劃、

設計和施工，建立為人們提供休閒旅遊、體驗農業和了解農業文化的場所。 

                            

5勞動力人口：是指社會總人口中處於勞動年齡範圍內的人口。國際上一般把 15 至 64 歲列為

勞動年齡人口；中國則把16至60周歲的男子，以及16歲至55周歲的女子列為勞動年齡人口。 

 

http://wiki.mbalib.com/wiki/%E7%BB%8F%E6%B5%8E%E5%AD%A6%E5%AE%B6


10 

 

 

觀光農業的興起是高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必然結果。回顧歷史，農村和農業促進了城

市的發展，但後來城市發展開始與農村和農業走向分離，甚至對立。近年，生態環境

惡化是觀光農業興起的一個重要因素。城市人口密度高，生活空間小，工業化和城市

化產生的污染物更降低城市環境的質素。城市居民對優美環境的渴求，促使其把目光

轉向郊區和田園，形成對郊區觀光旅遊業的需求。 

 

在珠三角地區，隨著城市建設和發展，農業在產業結構中的比例不斷下降，農村人口

不斷減少，農業的地位逐漸沒落。然而，農業是基礎性產業，為振興農業，近年廣東

省政府實施一系列的政策，鼓勵和引導傳統農業和都市農業園區增加旅遊休閒功能、

延長產業鏈、支持有條件的農業園區創建國家 3A級以上旅遊景區，並大力推動田園變

公園的計畫。2018 年，廣東省政府制定了廣東省旅遊風情小鎮創建導則和認定標準，

鼓勵和引導各地創建旅遊風情小鎮。在認定標準中明確指出，鼓勵各個農業園區挖掘

和展示農耕文化和傳統工匠技藝、保護和活化鄉村非物質文化遺產、鼓勵策劃創新開

展農事節慶和民俗體驗活動、推動農業勞作變體驗活動、推動農房變客房等。 

 

觀光農業是一種農業與旅遊業結合的新型產業。觀光農業的發展大大改變了原有農業

單一的基礎生產功能，並賦予農業新的生態、生活和示範教育功能。農業作為綠色植

物產業，是城市生態系統的組成部分，觀光休閒農業區內的稻田、果園和水塘等也有

助保育自然生態、涵養水源、調節微氣候，對改善人們的生存環境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生活和教育功能上，農業是城市文化與社會生活的組成部分，觀光休閒農業區內的

農耕文化展示與體驗活動，為城市居民和農民提供交流機會，加強精神文化生活的需

要，同時也為城市居民了解和普及農業知識提供平台。 

http://wiki.mbalib.com/wiki/%E5%B7%A5%E4%B8%9A%E5%8C%96
http://wiki.mbalib.com/wiki/%E5%9F%8E%E5%B8%82%E4%BA%BA%E5%8F%A3%E5%AF%86%E5%BA%A6
http://wiki.mbalib.com/wiki/%E5%9F%8E%E5%B8%82%E7%94%9F%E6%80%81%E7%B3%BB%E7%BB%9F
http://wiki.mbalib.com/wiki/%E4%BC%91%E9%97%B2%E5%86%9C%E4%B8%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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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方面，由於觀光農業是在農業生產的基礎上，兼具農產場品加工和銷售，以及

提供休閒服務，這讓原有農業的產業鏈得以進一步延伸。當觀光農業與休閒旅遊有機

結合，其不再是作為單一的第一產業存在，而是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的結合，可有

效幫助優化和調整區域範圍內的產業結構。而且，發展觀光農業能為剩餘的農村勞動

力提供廣泛的就業機會，使農村勞動力資源得到充分利用。觀光農業是一種綜合的服

務性產業，也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其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很大程度上都是通過勞務的形

式來實現。為了實現觀光農業功能的多樣性、滿足消費者的多方面需求，觀光農業需

提供「一條龍」服務，從而有效解決和轉移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問題。 

 

6.  總結 

大灣區位於廣東省的最大平原上，區內水源充足、光熱豐富、土地可墾率高、農田基

礎建設和水利設施良好，一直以來便是農業生產不可多得的一塊「寶地」。改革開放以

後，隨著中國政府對土地政策的改革，以及社會對農副產品的需求日益增加，該區的

農業市場變得更為廣闊，促使農業向商品化、專業化和企業化的現代化經營體制轉化。

由於該區迅速的社會經濟發展，特別是鄉鎮企業和製造業的發展，以及急速的城市化，

近年珠三角地區的農業開始面臨耕地大幅減少、農業基礎縮小、農村勞動力轉移和農

業生產力薄弱等問題。然而，糧食是居民生活的必需品，農業發展不應被忽視。為推

動珠三角地區現代農業的持續發展，政府開始推出相關政策，推動觀光和休閒農業的

發展，因地制宜，鼓勵農園打造各具特色的休閒農業產業旅遊區；同時積極推動農業

公園、休閒農業景區和休閒農場的創建。在觀光農業的發展中，政府也推出相關措施，

利用觀光農業帶動農村基礎建設和吸納農村剩餘的勞動力，以確保農村和農民能成為

休閒農業發展的根本受益者。目前，廣東省政府正積極探索觀光農業的運作和管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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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隨著未來觀光農業的不斷發展，我們希望大灣區的觀光農業能持續帶動區內農村

地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升農村地區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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