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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小镇、无人机小镇、美妆小镇、蓝莓

小镇、玫瑰小镇……

浙江、贵州、河北、北京……

“特色小镇”，在经历了一个夏天之后，

火热起来。两年来的城镇化建设也因此展

现出一个新的局面。

7月1日，住建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财政部发出的《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

的通知》提出，到 2020 年，中国将培育 1000

个左右特色小镇，对推动特色小镇建设作出

了全面部署，也提出了明确要求。

始作俑者是浙江省

什么是特色小镇？中国城镇化促进会

副主席兼秘书长陈炎兵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中国“特色小镇”的

概念最初由浙江省提出具体定义并付诸实

践，是浙江省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发展模式

的有益探索。浙江省根据特色小镇的成功

建设案例，系统阐释了特色小镇的定义：“相

对独立于市区，具有明确产业定位、文化内

涵、旅游和一定社区功能的发展空间平台。”

数据显示，特色小镇建设是促进城乡协

调发展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也是促进人口

就近就地城镇化的重要载体。

实际上，在当前全国特色小镇建设推进

的过程中，都体现出特色小镇建设对于新型

城镇化和经济提质增效具有特殊的意义。

比如在山东，200 个示范镇 2012—2015 年

GDP、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速分别高达

23.96%、15.59%，远超过同期全省增长幅

度。在陕西，重点示范镇二、三产业增加值

占GDP比重从2011年的88.8%增加到2015

年的95.0%，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1年

建设之前的7064元上升到2015年的11378

元，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30 个百分点。2015

年，浙江省杭州市GDP达10053亿元，成为

国内第10个万亿级城市。在众多支撑杭州

发展的引擎中，梦想小镇、基金小镇、云栖小

镇、跨贸小镇等特色小镇作为杭州市创业创

新的平台，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2015

年，浙江省首批 37 个特色小镇的新入驻企

业达3207家。

改革开放以来至 80 年代中期达到鼎

盛，小城镇一度迅速发展，那时也是乡镇企

业迅猛发展的时期，就在这批企业中就有后

来知名的万向集团、正泰集团、红豆集团、华

西村等，乡镇因而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

亮点。30年后当中国经济活力再次因乡镇

而起时，其内在规律引人深思。

2002年以后人口快速向大中城市集中，

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小城镇的发展在一

定程度是一种社会经济发展的自我修正和

回归。“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因地制

宜，发展特色鲜明、产城融合、充满魅力的小

城镇”这一战略任务，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新

时期小城镇发展的新课题。

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载体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特色小镇建设

对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推动新型城镇化建

设、彰显特色传统文化，都具有重要的意

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村镇司司长张学勤

在接受采访时认为。

“特色小镇的培育要坚持四大原则：产

业有优势、风貌有特色、发展有成效、动力有

保障。”中国城市科学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方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方明认为，从浙江省的经验来看，特色

小镇在产业定位上应力求“特而强”而非“大

而全”，每一个特色小镇都应有一个主攻产

业方向；同时在建设形态上应力求“精而美”

而非“大而广”。他还强调，特色小镇应是发

挥市场主体作用和吸纳社会资本投资的新

热土，要让特色小镇在提升社会投资效率、

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在陈炎兵看来，特色小镇是加快产业转

型升级的新载体，是推进项目建设、拉动有

效投资的新引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村镇

司副司长王旭东也指出，目前中国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已达到56%，其中60%人口住在城

市，40%住在小城镇，但这40%的人口还未完

全达到城镇化的水平，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均未达到真正城镇

（市）的水平，因此特色小镇有较大的发展潜

力。同时，小城镇目前人均年消费支出为

8000元至10000元，对拉动内需潜力巨大，同

时也对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转移具有重

大作用。目前，从先进地区的实践看，特色

小镇建设既加快了农民就地城镇化进程，又

大大推动了美丽乡村建设；既创造了有效供

给，又拉动了城乡需求；既促进了一产、二产

发展，又带动了旅游业等现代服务业发展。

张学勤也认为，特色小镇建设必须紧紧

依托当地“特而强”的产业这一核心要素，以

富有特色和潜力的产业作为谋划发展的基

石和起点，依托自身战略新兴优势产业，以

及酿酒、中药、石雕、陶瓷、皮毛等历史传统

产业来发展。

文化与产业有机融合

目前，随着国家对扶持特色小镇优惠政

策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各地特色小镇蓬勃发

展。对此，有专家指出，特色小镇发展千万

不能做成“一刀切”，必须符合经济发展和城

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

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

为，特色小镇一定要有特色。特色包括产业

和文化，没有特色就失去了核心竞争力，特

色具有唯一性，是不可替代的资源，不可替

代的优势。

乔润令认为，特色小镇关键是要小，高

大上、大而全不是特色小镇。“小鸟依人”、

“小巧玲珑”是特色小镇非常重要的一个特

征。有些地方习惯于一搞就是搞一个大城

市，要追求多少 GDP、多少人口，那就完全

搞错了。建设特色小镇，我们要的是从数量

到质量的提升，是从外延向内涵的转变。我

们做的是小而特，小而优，小而精，小而美，

特色小镇是集约发展的概念。特色小镇的

目标，是要发展绿色低碳经济。特色小镇的

整个开发过程，从起步的时候就要讲求“融

合”。一个规划、一张图、一张表，就干到底，

这是非常重要的。

方明也认为：“特色小镇要具备一定的

产业基础，还要注重对地域文化的挖掘与传

承，将文化元素植入小镇风貌建设的各个方

面，而不是简单相加，生搬硬拼。”

在陈炎兵看来，文化是小镇独具特色的

灵魂。要挖掘每个特色小镇的“文化内核”，

将文化基因植入当地产业发展全过程，推进

文化与产业有机融合，让特色小镇传承历史

文化，承载现实需求，面向未来发展。简而

言之，特色小镇绝不应当是对国内外典型的

照抄照搬，而应是具有“独特气质、文化内

涵”并集“产、城、人、文”于一体的复合载

体。这就要求避免两种倾向，一是舍近求

远、崇洋媚外，没有产业基础生搬硬套；二是

选择性“失明”，以为当地无特色可寻。对于

特色要因地制宜，发挥地方固有的优势，要

突出个性，诸如山水风光、风俗人情、土特产

品、独特经济、个性产业、人文历史等，皆可

成为小镇的特色。

本报记者 洪鸿

特色小镇：中国经济梦回乡村

玫瑰小镇、蓝莓小镇、巧克力甜蜜小镇、

时尚小镇，光是这些富有色彩的名字就足以

让人心动。一直处于狂飙猛进中的城市化

进程，一方面让大城市变成了钢筋水泥的森

林，另一方面也让乡村逐渐变得颓败荒芜。

既有城市的工作和生活便利，又有乡村的安

逸和温情，特色小镇便成为中国人心中的理

想国。

和千篇一律的板着面孔的城市不同，特

色小城应当是千姿百媚的，是有着性格和情

调的，也是有着各自表情和神态的。如果说

大城市带给人们更多的是激情和财富，特色

小镇则会让人融入到温馨和愉悦之中。

和日渐衰落的乡村相比，特色小镇应当

是开放和包容的，无论是物质和精神都是更

加富足的，既会澎湃着生机和活力，又不会

过度夸张和喧嚣。人们可以在特色小镇里

找到浪漫和格调，同样也会在这里找到乡情

和乡愁。

特色小镇，贵在特色。“特”是与众不同，

“色”是色彩鲜明，“小”是精致紧凑，缺了其

中任何一点，便失了精髓，也就不能称其为

“特色小镇”。

小镇不小，是特色小镇的第一个特点。

因为要有一定的产业规模效应、集群效应和

带动效应，虽然名为小镇，实际却不可能太

小。以江浙一带特色小镇为例，不论是其人

口数量还是经济规模，往往会比西北或东北

的一个县还多。

攀龙附凤，是特色小镇的第二个特点。

特色小镇不是田野里的孤岛，而是散落在城

市周边的卫星，通常都会产生在中心城市的

辐射圈内。这样，特色小镇才可以充分共享

中心城市人才、资金、信息等资源的外溢效

应，借势借力，快速生长和繁衍。如果缺少

交通、信息、物流和其他基础设施等方面的

便利，特色小镇则会成长乏力。

产业衍生，是特色小镇的第三个特

点。以玫瑰小镇为例，除出售玫瑰和玫瑰

产品外，充满浪漫气息的玫瑰花海还会吸

引大量的观光游客，并会带动婚纱摄影、影

视创作等产业，产生一种共享、互动的衍生

效应，形成一个叠加、联动发展的产业生态

群落。单一的、缺少衍生能力的经济模式，

不会成为一个洋溢着生机的、多姿多彩的

特色小镇。

其实，像瓷都、林都、药材之乡、皮革之

乡这些中国原生的特色小镇久已有之，只是

没有被冠以“特色小镇”的名称而已。

中国历史上特色小镇，大多是因为地

理、物产条件的优势自然形成。无论以陶瓷

著称的景德镇，还是以美酒驰名的茅台，抑

或是以药材交易称雄的亳州，无不如此。但

升级版特色小镇的建设，除了自然之便以

外，还多了规划之力。政策的引导和资金的

投入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现代版的特色小镇，也会更多带有现代

产业的特征。利用技能和智慧优势所形成

的特色小镇，摆脱了传统特色小镇“靠天吃

饭”的模式，更多是利用人才和信息优势。

比如，“海洋金融小镇”是现代版特色小镇的

一个样板。依托梅山区位交通、岸线空间、

贸易结算等优势，“海洋金融小镇”重点发展

航运基金、航运保险、船舶租赁以及航运价

格衍生品等航运金融业务。截至目前，已经

集聚起1500余家类金融企业，区内规模达

到50亿元的企业已有17家，类金融企业单

体投资规模呈逐步扩大趋势。

复制式发展是特色小镇的模式创新。

复制作为一种现代的商业模式，曾经创造了

沃尔玛、麦当劳等企业的发展奇迹。把这种

商业方法动用到特色小镇的建设中去，也可

以大量减少特色小镇的试错风险，让某一类

型的特色小镇，在短时间内迅速繁衍出多个

“孪生姐妹”。和平玫瑰小镇正是率先应用

复制模式的典范（报道详见本期第7版）。

作为城镇化的新方式和推动经济增长

的新方法，许多方面对特色小镇建设热情高

涨。2015年7月，三部委明确提出，到2020

年，我国将培育1000个左右特色小镇。与

此同时，各地方政府也极力推动各自的特色

小镇计划。按照目前的态势，特色小镇将在

中国大地上形成遍地开花的格局。

一哄而上和一哄而下是中国经济中的

常见病和多发病，克服“大跃进”式的风潮，防

止把特色小镇建设作为地产项目、政绩工程，

对于特色小镇的建设至关重要。因此，相关

方面必须深入研究特色小镇产生的条件和机

理，弄明白哪些地方可能成为特色小镇，哪些

地方不具备建设

特 色 小 城 的 条

件，减少盲目和

过度投资可能带

来的风险。

从心理和情

感因素上讲，特

色小镇是对目前

大城市化的一种

反思，也是城市

化的新思想和新

方法。长期生活

在大城市钢筋水

泥的丛林中，人

们对于乡情有着

更多的渴望。但

特色小镇能不能

遍地开花，能不

能救赎日渐衰败

的乡情，目前还

不好断言。

丁是钉

特色小镇能否救赎残破的乡情

80年代中期乡镇曾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亮点，30年后当中国经济活力或再次因乡镇而起，其内在规律引人深思

论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