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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respect of land use in Baguashan coffee planting area of Bagua Plateau, Zhanghua City, residents have planted different

economic crops under various backgrounds because of infertility of the hill lands. For the three p eriods of time-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 fifties, sixties ~eighties, nin eties ~now, thepresent study constructe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ausa l relation of

Baguashan coffee through compilation and analysis of historical accounts of past events regarding the land use of Bagua Plateau,

Zhanghua City. Byfield works andin-depth interviews with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we tried to understand the difficult situations

that Baguashan coffee industry has been facing as well as it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to discuss about Baguashan co ffee industry

’s reformingprocess to leisure agriculture. In the mean time, ana lysis of tourism potential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of

developing Baguashan coffee industry as a touristized industry and to propose conclusions and suggest ions. The planting of

Baguashan coffee originated from farmers who made a living by planting fruit trees,that later left land in disuse. Afterwar ds, due to

the big success of experimental coffee planting, numerous fruit far mers followed by planting coffee and gradually coffee industry

became the loca l charm industry of Baguashan Zhanghua City.During the course of developing co ffee industry, those farmers

encount ered various obstacles. For the sake of s ustainable management, they turned to leisure agriculture one by one. With res

traints of the land, for the time being leisure farm is thepreferred method fo r management. The coffee industry sticks to the

agriculture-dominated-and-leis ure-supplemented management method so as to integrate leisure tourism into agr icultural

management toward development of diversified leisure agriculture. Th e study suggests that farmers of Baguashan coffee who did

reform should develo p farm characteristics, hold coffee cultural festivals and-vevents periodicall y,enhance educational explanation

and recruit talented personnel for professio nal service training, set up coffee culture museum. Besides, they should give

governmental institutes advices on lowering the threshold of applying for leis ure farm, ask for assistance with ISO certification

application and increase i n central grants from governmental institutes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developm ent of Baguashan coffee

leisure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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