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1卷第7期         西
 

南
 

大
 

学
 

学
 

报
 

(自然科学版)           2019年7月

Vol.41 No.7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Jul. 2019

DOI:
 

10.13718/j.cnki.xdzk.2019.07.021

北海道观赏性农田景观的多元价值①

米满宁(日本), 陶 懿

重庆大学
 

艺术学院,
 

重庆
 

401331

摘要:北海道以特色花卉为主体打造观赏性农田景观,
 

通过区域经营管理体制与政策协同支持,
 

在发展过程中构

建了生态、
 

经济、
 

文化、
 

社会和美学多元价值,
 

形成了以多元价值的成功开发为基础,
 

提升景观品质、
 

带动区域经

济整体发展的特色路径,
 

为国际观赏性农田景观发展提供范例.
 

通过分析北海道观赏性农田景观多元价值的构建

基础、
 

内容及作用,
 

以期对我国观赏性农田景观的多元价值开发起到一定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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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位于日本最北端,
 

总面积8.34万km2,
 

约占日本全国面积的22.1%,
 

耕地面积约占日本的

1/4,
 

因自然资源丰富、
 

气候条件优渥,
 

成为日本最大的农作物种植基地和旅游胜地.
 

在各国观光农业蓬勃

发展的背景之下,
 

北海道在政策协同支持下,
 

以特色花卉为产业融合主体打造观赏性农田景观,
 

重视对多

元价值的开发,
 

用完善的花卉作物选种原则和农业经营管理策略构建了多元价值基础,
 

而多元价值的成功

开发不但提升了北海道观赏性农田景观整体品质,
 

还同时促进了地区产业融合、
 

带动了区域经济整体发

展.
 

因此对其多元价值的构建基础、
 

内容和作用进行研究,
 

对各国观光农业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1 北海道观赏性农田景观发展历程及现状问题

1.1 发展历程

在不同时代背景下,
 

北海道农田景观特性依据人们需求的转变,
 

经历了3个阶段的变化:
 

①生产性.
 

从1903年的大规模屯点村庄建设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
 

日本人口扩张、
 

工业活动频繁,
 

北海道传统种植

业主要培育生产性粮食作物以满足人民的基础生存需求,
 

凸显其生产特性;
 

②生活性.
 

20世纪50年代中

期至70年代后期,
 

日本迎来经济、
 

科技大发展时期,
 

人们开始注重生活体验,
 

观光需求日益增加,
 

而北海

道通过5次国土综合开发[1],
 

由传统种植业向现代农业发展,
 

机械设备的介入导致劳动力减少,
 

农场主拥

有提高生活水平的需求,
 

因此该阶段的农田景观强调生活特性;
 

③观赏性.
 

20世纪70年代后,
 

日本正式提

出绿色观光旅游概念,
 

以观光农园、
 

市民农园和农业公园为主要形式的绿色观光业不断发展壮大[2],
 

为满

足游客的多样观光需求,
 

农田景观逐渐重视观赏特性.
 

近年来,
 

北海道政府出台《有关花卉振兴的相关法

律》(2014年)、
 

《北海道花卉振兴计划(2025年目标)》(2016年)政策,
 

引导农田景观以特色花卉为产业融合

主体,
 

打造“花文化”旅游品牌[3],
 

关注景观观赏品质和对观赏性农田景观的多元价值开发.
1.2 现状问题

目前,
 

北海道整体农业发展面临着劳动力不足、
 

耕地面积减少、
 

生产成本增加的现状问题.
 

其根源在

于日本人口老龄化严重、
 

兼业化现象普遍,
 

因此从事农业总人数逐年减少(图1).
 

2018年北海道总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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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532万人,
 

截至2018年2月,
 

道内农业已就业人口数为175万人,
 

相比2017年的182万人[4]减少约

4%.
 

因劳动力平均年龄向高龄推移(图2),
 

花卉农作物经营户的平均年龄达到59.7岁[5],
 

高龄农户主动放

弃耕地,
 

造成耕地荒废;
 

同时部分农地被城市建设用地侵占导致耕地面积减少.
 

为提高有限耕地面积的生

产力,
 

农户曾一度选择过度使用化肥和农药,
 

出于生态保护和食品安全的考量,
 

被过度污染的耕地禁止耕

作,
 

因而耕地面积减少的问题更为严峻.
 

由于劳动力不足、
 

耕地面积减少,
 

农户为提高单位面积生产力,
 

引

用各类机械设备、
 

引进节能生产技术,
 

因此造成生产成本、
 

维护成本增加,
 

各农户经营农田景观的可持续

发展成为难题.
 

高龄且有限的劳动力对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率降低,
 

必须通过降低生产成本、
 

培养农业接

班人以延续农户个体的产业经营.

图1 1990-2010年北海道农业从事人数统计图 图2 2000-2010年北海道基干农业从业者年龄统计图

2 多元价值的构建

2.1 多元价值的生成布局

北海道观赏性农田景观多元价值的生成布局,
 

主要从农田景观的规划布局及农业产业布局两个层面采

取措施:
 

从景观布局来看,
 

最初富良野地区各农场仅用种植农田外的闲置土地种植花卉[6],
 

散点布局,
 

在

政策支持下形成十胜地区、
 

富良野地区至大雪地区的“北海道花园街道”,
 

将沿线分散农场由“线”形旅游路

线进行开发,
 

推动区域形成“面”的规模化观赏性农田景观布局,
 

由散布节点扩大为以道南和道央为中心的

全道水田地带,
 

为多元价值开发提供基础;
 

从产业发展格局来看,
 

道内以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基础,
 

以观赏

性农田景观为突破口,
 

寻求农业与旅游业、
 

产品加工业、
 

运输业、
 

教育产业的耦合点,
 

整合成为成熟产业

链,
 

衍生区域价值链以转化农业基础价值,
 

完成对观赏性农田景观的多元价值布局.
2.2 多元价值的构建基础

2.2.1 观赏性作物的选择

北海道农作物分为水稻、
 

旱田作物、
 

园艺作物3类,
 

观赏性农田景观以园艺作物中的花卉作物为主要

培育和开发对象.
 

观赏性作物的景观品质是北海道观光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保证,
 

也是观赏性农田景观多元

价值的主要实物载体,
 

据2016年北海道游客期待度和出行目的调查报告[7],
 

道内、
 

道外、
 

国外观光客对景

观的期待度均在90%以上,
 

而在道外、
 

外国游客的旅行目的中,
 

以到访花卉观光胜地为目的分别列总出行

目的排名的第5、
 

第6,
 

因此可知观赏性农田景观已成为道内观光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构成之一.
 

游客被高品

质观赏性农田景观吸引前往观光,
 

产生的直接经济收入和对相关产业的间接影响收入助力北海道区域经济

整体发展.
 

通过对观赏性作物严格选种,
 

降低生产者在种植流程、
 

生产流程的生产成本,
 

以提升生产力、
 

优

化观赏性农田景观多元价值的主要实物载体品质,
 

其选种应遵循如下原则.
1)

 

经济性原则

①
 

选择养护成本低的品种.
 

受气候影响,
 

部分花卉品种在高温期出现烧叶、
 

叶斑病,
 

同时在雨季日照

稀少、
 

气温降低时发生落花、
 

黄叶、
 

黑斑病、
 

病虫滋生等问题.
 

为此道内在不同季节制定高温、
 

低温对策以

保证农作物品质:
 

高温对策,
 

利用换气装置、
 

遮光、
 

热材料的引进,
 

活用积雪冷热能源;
 

低温对策,
 

强化辅

助加温和保温材料等的辅助装备[8].
 

因此,
 

栽培时需优选抗逆性品种,
 

筛选出品质优良的种子和苗木,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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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养护成本、
 

保证产物质量.
②

 

选择自身经济价值高的品种.
 

道内观赏性作物除满足当地观光需求外,
 

还可以鲜切花或香水、
 

食品

等加工产品的形式出产外地,
 

发掘更多销售渠道,
 

在完善产业链的同时扩大当地观赏性作物的规模和影

响,
 

以完成对其附加价值的经济转化.
 

因此,
 

北海道对受日本全国市场欢迎(表1)的主要切花类观赏作物

进行优选,
 

如:
 

康乃馨、
 

六出花、
 

勿忘我(薰衣草)和百合等.
表1 2010-2017年日本花卉类别种植(收获)面积和出产量统计表

时间种类
切花类

种植面积/hm2 出产量/万枝

钵物类

种植面积/hm2 出产量/万钵

花坛用苗木类

种植面积/hm2 出产量/万枝

2010 16
 

200 435
 

100 1
 

859 26
 

210 1
 

569 72
 

710
2011 15

 

780 416
 

400 1
 

833 25
 

390 1
 

559 70
 

860
2012 15

 

550 406
 

900 1
 

798 24
 

730 1
 

568 71
 

450
2013 15

 

380 406
 

600 1
 

796 24
 

410 1
 

531 71
 

090
2014 15

 

090 394
 

900 1
 

764 23
 

360 1
 

491 69
 

240
2015 14

 

820 386
 

700 1
 

732 22
 

960 1
 

488 66
 

600
2016 14

 

590 378
 

100 1
 

675 22
 

650 1
 

450 64
 

390
2017(概数) 14

 

460 370
 

400 1
 

643 22
 

120 1
 

401 60
 

960

  2)
 

特色性原则

北海道倾力打造特色“花文化”主题,
 

力图形成品牌化、
 

特色化发展路径.
 

以富良野地区的富田农场为

例,
 

农场内薰衣草花田在1970年已初具规模,
 

至今已发展出13个主题观的赏性农田景观,
 

其余农场纷纷

效仿,
 

将薰衣草打造成为北海道的特色观光名片.
 

除满足特色观光需求,
 

从2017年北海道主要花卉出产量

来看(表2),
 

勿忘我(薰衣草)数量占日本花卉出产总量的31%[9],
 

仍是道内最具市场接受度的种类.
 

向日

葵虽未纳入全国出产量统计,
 

但因道内同样进行规模种植,
 

也成为当地观光的特色花卉.
 

其余观赏作物出

货量不高,
 

部分原因是与其他城市存在同类竞争,
 

于是出于对市场需求的把握和特色品牌塑造的需求,
 

道

内优选特色作物进行培育.
表2 2017年日本及北海道主要花卉耕作面积及出产量统计表

花卉名称
全国耕作面积/

hm2
全国出产量/

万枝

与2016年产比/%
耕作面积/hm2 出产量/万枝

北海道占全国出

产量比/%
六出花 80 5

 

500 98 101 11
百合 741 13

 

760 99 99 6
勿忘我 187 12

 

490 101 102 31
洋桔梗 434 10

 

090 99 100 5
满天星 204 5

 

000 / / 8
康乃馨 295 24

 

020 98 96 11

  3)
 

多样性原则

观赏性作物的经济效益转化途径主要是收取观光农场入园费用、
 

花卉产品加工销售和鲜切花及苗木种

外销,
 

市场对作物种类、
 

数量、
 

品质要求较高,
 

生产者需选择多种观赏性作物类型以避免各地景观、
 

产品、
 

外销品种的同质化,
 

以保持市场竞争力.
 

因此,
 

生产者选择作物品种还需遵循多样性原则,
 

挑选多个不同

花期的观赏性作物进行植物配置,
 

保证春、
 

夏、
 

秋三季有景可观,
 

多样的鲜切花、
 

苗木种类也会帮助生产者

提升外销渠道的经济收益,
 

以保证观赏性农田和景观的可持续发展.
4)

 

观赏性原则

因观赏性作物营造的高品质景观是吸引游客到地观光、
 

带动相关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吸引力,
 

所以对

作物的挑选必须以观赏性原则为重要前提,
 

结合景观设计方法打造不同主题的农田景观,
 

以保持对市场的

持续吸引力.
 

以色彩构成原理为基础,
 

基于四季环境基调运用冷暖对比色、
 

邻近为不同色形的观赏性作物

进行色彩搭配;
 

运用形式美法则中调和与对比、
 

节奏与韵律、
 

比例与尺度、
 

多样与统一等方法,
 

在各主体景

观区以长条式(图3)、
 

拼贴式、
 

方格式、
 

散点式(图4)等多种形式的布局,
 

以保证观赏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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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美瑛四季彩之丘长条式布局 图4 上野农场散点式布局

  5)
 

生态性原则

遵循生态性选种原则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不同花卉作物所需肥料和维护方式不同,
 

选择易养

护的各类品种作物搭配种植可防止土地被某类化肥、
 

农药过渡污染;
 

二是北海道注重对本地植物的原有生

态环境进行保护,
 

引进的观赏性作物也并未对原有本地作物生长形成阻碍.
 

遵循生态性原则可对土地和自

然环境进行保护,
 

为多元价值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2.2.2 农业经营管理体制与产业融合

1)
 

多元价值的管理

北海道的管理体制构成与其他都府不同,
 

因自然资源丰富,
 

1951年中央专设北海道开发局[10]在国家

引导之下进行地方自治,
 

道内管理体制呈“中央机构—地方政府—民间组织”三足鼎立形式,
 

中央机构不干

涉地方行政,
 

与地方政府之间无上下级关系,
 

民间组织不隶属于国家行政机构,
 

三方定位清晰,
 

职责划分

明确[11],
 

共同扶持和推动北海道农业经济发展.
 

其管理内容主要围绕农地和人员进行:
 

在土地管理上,
 

政

府通过严格界定土地属性和用途、
 

限制土地流转条件保证现有农地被有效耕作,
 

同时积极新造农地以弥补

耕地的非农占用,
 

目前日本全国共新造农地110万hm2,
 

约占总耕地面积的1/4[12],
 

为观赏性农田景观提

供土地资源保障;
 

在人员管理方面,
 

建立了中央到地方权力、
 

职责的正金字塔模型,
 

下放2
 

hm2 以下的农

地转用审批权给管理体制基层的农业委员会,
 

助力培养农户自发性参与农地管理建设的意识.
 

劳动力和土

地资源是观赏性农田景观的产生基础,
 

也是多元价值的重要实现载体,
 

通过管理体制对农地用途严格规

范、
 

对各级职权进行清晰界定,
 

有助于带动农地所有者、
 

农业从工业人员对多元价值的积极开发.
2)

 

多元价值的经营体系与产业融合

北海道规模化经营主要围绕确立经营制度、
 

完善经营策略、
 

开拓市场、
 

整合社会资源4个方面开展,
 

在政策协同支持下,
 

以观赏性农田景观为基点建立产品链,
 

促进花卉产业与旅游业、
 

交通运输业、
 

产品加

工业等相关产业的产业链构成,
 

形成产业协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良好局面.
 

综合北海道农业经营的相关

政策文件及农场实作方法,
 

可知其经营体系主要采用以下策略完成对多个产业的经济效益进行整体转化:
第一,

 

确立可持续发展的经营制度,
 

合理匹配资源.
 

通过经营相关政策对规范农地、
 

农户经营提出进

一步要求:
 

提倡建设环境保全型农业[13]并扩大社会认同度,
 

对引进的施肥设备进行科学的比例、
 

数量设定

以保护土壤肥力,
 

保证农地的可持续经营;
 

通过推行农地保有合理化法人、
 

建设“生态农户”对农户进行分

类筛选,
 

以匹配符合条件的土地,
 

提高农地生产效率;
第二,

 

完善产业化经营策略,
 

构建价值转化基础.
 

北海道提出产业化技术经营策略:
 

引入先进的高节

能栽培技术、
 

高度设备化的开花调节技术、
 

生态动植物病虫害技术以实现观赏性作物的高效种养;
 

推广机

械化设备,
 

覆盖选种、
 

播种、
 

定植、
 

田间管理、
 

收获和作物品质分级的整个生产过程,
 

以解决由劳动力日趋

减少带来的景观品质难以进一步提升、
 

市场需求难以满足等系列问题;
 

建立高效流通体制,
 

基于旅游观光

发展,
 

联合社会各界对产品外销交通路线进行大力开发,
 

提高人员、
 

花卉流通速度,
 

以加快多元价值的经

济效益转化速度;
第三,

 

多方开拓市场,
 

转化经济效益.
 

除依靠观赏性农田景观的观光效用吸引客源外,
 

道内政策还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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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各农场将产业化技术设备与特色农产品开发相结合的实作法,
 

探索出依靠附加经济收益反哺景观发展的

独特经营路径.
 

如富良野地区的富田农场,
 

依靠景观品质吸引消费者前往,
 

提供园内观赏性农田景观的免

费观光,
 

而通过自主研发制造出“蒸馏之舍”的薰衣草精油(图5)、
 

“薰衣草干花之舍”(图6)的薰衣草干花等

相关产品的售卖获得经济收益,
 

不断创新的产品和技术吸引了更多客源、
 

丰富了观赏性农田景观的多元价

值内容、
 

拓宽了农场收益渠道,
 

为进一步的产品及多元价值开发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
第四,

 

整合社会资源,
 

产业协同发展.
 

中央及地方政府以花卉景观产业为基础,
 

带领民间农业组织,
 

鼓

励农业结合旅游业、
 

零售业、
 

交通运输业、
 

教育业进行产业融合,
 

以整体提升特色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同时

动员社会各界为农户持续提供资金、
 

政策保障,
 

培养年轻一代农业接班人的多元化价值开发意识,
 

为从业

者的全面发展提供可能,
 

实现观赏性农田景观的多元化价值.

图5 富田农场薰衣草精油 图6 富田农场“薰衣草干花之舍”

3 多元价值的内容

3.1 经济价值

观赏性农田景观的直接经济价值体现在旅游观光和加工产品的二次消费之中,
 

通过打造高品质景观对

游客形成吸引力,
 

累积到地消费群体数量后售卖加工产品以获得额外收益,
 

利用特色景观的品牌效应奠定

市场基础,
 

外销花卉、
 

苗木以拓宽经济收入渠道.
 

其间接经济价值体现在观光旅游为相关行业带来的消费

行为之上,
 

以第一产业为基础,
 

寻找其与二、
 

三产业的耦合点,
 

整合地区资源、
 

融合地区产业并协同相关产

业构成产业链,
 

带动整体区域经济发展.
3.2 生态价值

生态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北海道土地和原有农作物物种的整体保全.
 

在满足自身日益增长需求的同时,
 

人类也要兼顾生态环境的稳定和安全[14],
 

因此北海道观赏性农田景观在以水田转化为契机发展时,
 

虽将观

赏作物作为收益性高的复合作物引入道内,
 

但引入后并未对道内已有水田作物形成威胁,
 

保全了区域内整

体物种的生态价值.
 

通过完善的经营管理体制,
 

对农药、
 

化肥采取严格管控制度,
 

经营者对农作物培育技

术以高节能绿色生态为原则,
 

有机结合人、
 

地、
 

物三方,
 

保证了土地和农作物的生态性和可循环发展.
3.3 文化价值

北海道在保留当地特色农业文化的同时,
 

整合地区自然资源、
 

农业资源、
 

旅游资源创造“花文化”观光

旅游品牌,
 

以实现其丰富地区文化的文化价值.
 

《北海道花卉振兴计划》(2016年)提出推行和强化“花文化”
品牌效应,

 

一边利用原有道产花,
 

谋求与花有关的传统文化继承和振兴,
 

一边促进民间花卉活动的扩大以

调动社会关注度,
 

努力创造新的地区文化,
 

衍生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业文化、
 

旅游文化,
 

从精神层面和物

质层面都使当地居民和社会团体受益.
3.4 社会价值

从观赏性农田景观引发的社会价值,
 

包括完善的经营管理制度为农业发展带来的良好发展环境,
 

增加

农业人员就业机会、
 

稳定社会秩序,
 

以及相关社会团体的建立、
 

社会活动的丰富和教育意义对和谐社会氛

围形成的有益输出.
 

如富良野绿峰高中园艺科学生组成课题研究团体,
 

充分利用富良野地区的可食作物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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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食育活动,
 

社会各界围绕观赏性农田景观纷纷成立相关团体,
 

对其生产技术、
 

相关产品开发开展学术研

究和教育活动,
 

为促进良好社会氛围的形成起到有益作用,
 

实现了其社会价值.
3.5 美学价值

北海道观赏性农田景观的高品质景观不但在精神层面愉悦了观者,
 

也使北海道完成从农业地区到旅游

胜地的形象转变,
 

以美学价值丰富农业品牌形象和文化审美内涵,
 

拓宽观光旅游发展思路、
 

促进产业整合.
 

同时还通过自主创新开发了具有特色的观赏性作物配置形式、
 

色彩搭配模式和平面布局样式,
 

引来各地区

纷纷效仿,
 

带动国内外观赏性农田景观的整体美学品质提高.

4 对我国观赏性农田景观发展的启示

4.1 重视特色观赏性农田景观的独特地位和潜在价值

日本地域狭小、
 

资源有限,
 

其本身又经历了一个生态破坏到修复的过程,
 

如今以北海道地区为代表,
 

探寻出以观赏性农田景观为线索的特色农业发展路径而成为国际典范,
 

对各国观光农业发展均起到一定启

示作用.
 

我国地大物博,
 

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人力资源均优于日本现状,
 

且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开展为国

内观赏性农田景观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
 

但目前国内观光农业的发展路线相对单一,
 

大量土地、
 

自然、
 

人

力资源被闲置.
 

由于缺少品牌和规模,
 

我国具备多元价值的观赏性农田景观案例屈指可数,
 

且大多后继乏

力.
 

重视并大力发展以观赏性农田景观为主的特色观光农业,
 

充分认识其独特作用和潜在价值,
 

将对我国

优化农业结构、
 

促进社会和谐、
 

提升旅游业品质、
 

带动农村经济发展起到有益作用.
4.2 提供整体规划和政策协同的持续性保障

北海道观赏性农田景观模式的成功打造,
 

关键是在整体规划和政策协同下对人、
 

财、
 

物3个方面进

行科学管理和多元化价值的有序开发,
 

主要步骤包括:
 

政府自上而下推广自主性管理政策,
 

使经营管理

机制为生产经营者对农业开发提供激励和保障作用,
 

进而推动农户对农作物选种的多样化思路发展,
 

探

索出去同质化产品并形成区域特色产品链,
 

由产品链衍生区域价值链,
 

形成区域整体经济发展模式,
 

实

现实践验证理论并指导下一步行动方向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我国观光农业从整体规划到可持续发展机

制的建立环节都还有待发展和完善,
 

科学合理地确定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条件与发展模式,
 

对合理协调

乡村人、
 

地、
 

业关系具有重要意义[15],
 

因此完善的规划、
 

持续的政策保障、
 

合理的经营管理体制还需要

依靠国家政府的支持.
4.3 协同产业发展以实现多元价值的经济效益转化

日本观光农业的规模化发展,
 

源于对产品链、
 

产业链、
 

价值链3个环节的深层关系构建,
 

以点成线,
 

多

线成面,
 

多方联动才能形成复合经济效益.
 

因此,
 

我国观光农业同样应从3个环节入手:
 

一是细化观赏性

农田景观可开发的农产品、
 

旅游产品,
 

完善后续环节,
 

形成产品链;
 

二是以农业观光园或同类型载体为基

础联动旅游业、
 

产加工业、
 

交通运输业、
 

教育产业等,
 

构建完善的产业链;
 

三是集合观光农业相关的各条产

业链,
 

形成多元价值链,
 

完成价值转化.
 

3个环节的深层构建、
 

积极联动,
 

才能将经济效益最大化,
 

使游客

选择更多、
 

农田景观发展思路更多、
 

各方收益回报更多,
 

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5 小 结

由北海道观赏性农田景观的多元化价值分析,
 

针对我国地大物博、
 

自然及文化资源丰富的国情提出建

议:
 

制定多样化农作物选种原则,
 

保护特色农作物的同时,
 

引入具有观赏性与价值性的多种花卉作物;
 

健

全国家到地方的经营管理制度,
 

规范用地属性,
 

针对地方推广扶持和激励政策;
 

完善经营策略,
 

鼓励农业

从业者对观赏性农田景观及相关多样化产品的有效开发,
 

加强对农业相关产业的资源整合力度,
 

以探寻具

有中国特色及城市地域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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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kkaido,
 

with
 

its
 

characteristic
 

flowers
 

as
 

the
 

main
 

subject,
 

has
 

created
 

a
 

unique
 

landscape
 

type
 

of
 

ornamental
 

farmland.
 

Through
 

the
 

coordinated
 

support
 

of
 

region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policy,
 

the
 

multi-values
 

of
 

ecology,
 

economy,
 

culture,
 

society
 

and
 

aesthetics
 

are
 

constructed
 

in
 

the
 

process
 

of
 

its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multi-value,
 

a
 

characteristic
 

path
 

of
 

promoting
 

the
 

landscape
 

quality
 

and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is
 

formed,
 

which
 

provides
 

an
 

exam-
p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ornamental
 

farmland
 

landscap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sis,
 

content
 

and
 

function
 

of
 

the
 

multi-value
 

construction
 

of
 

the
 

ornamental
 

farmland
 

landscape
 

in
 

Hokkaido
 

so
 

as
 

to
 

offer
 

some
 

enlightenme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ulti-value
 

of
 

the
 

ornamental
 

farmland
 

landscap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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