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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韶华

从申请三部委的国家级特色小

镇，到各省市自己打造的形形色色特

色小镇，特色小镇热成为热词。但

是，相关专家建议，一片特色小镇热

中，三部委倡导的建制镇的特色小镇

和浙江模式的特色小镇是两种不同

的发展模式。各地一定要因地制宜，

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好顶层设

计。千万不能邯郸学步，盲目跟风。

建制镇特色小镇
旨在解决就地城镇化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三部委（以下简称三部

委）所开展的特色小镇培育工作中明

确要求：特色小镇原则上为建制镇

（县城关镇除外），优先选择全国重点

镇。规定了三部委特色小镇具有的

行政区划属性，也就是说倡导的是建

制镇模式的特色小镇。

首都经贸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

管理学院土地资源管理系副主任张

杨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三部委倡导的建制镇特色小镇

本质是为了解决就地城镇化的问题。

张杨指出，在倡导京津冀、长江

经济带等城市群建设空间里，存在着

大量中小城镇，其中小城镇的发展问

题也一直棘手。特色小镇正好作为

解决缩小城乡差异，就地城镇化、新

型城镇化一个抓手。

三部委建制镇模式的特色小镇

培育工作中，明确要求特色小镇在建

设过程中要做到小镇建设与产业发

展同步协调，美丽乡村建设成效突

出。

同时要求特色小镇要同时补齐

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

等三块短板，完善各项基础设施服

务。比如自来水符合卫生标准，生活

污水全面收集并达标排放，垃圾无害

化处理等。做到公共服务设施完善，

教育、医疗、文化、商业等服务覆盖农

村地区。

三部委提出的特色小镇依托于

建制镇，而浙江绝大多数特色小镇的

地域范围“非镇非区”，既不是建制

镇，也不是产业园区。

虽然三部委此次要求各地申报

建设特色小镇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源

于之前浙江特色小镇的成功。但是

国家文件出台后，不少地区却对浙江

经验盲目“顶礼膜拜”，有的甚至直接

生搬硬套。张杨认为，这其实就是犯

了“邯郸学步”的毛病。

不能盲目攀比
浙江式特色小镇

的确，特色小镇的概念是浙江省

在2015年4月最早提出的。浙江省在

《关于加快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的指导

意见》中明确提出，特色小镇是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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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于行政区划单元和产

业园区。也就是说，严格区别于三部

委申报要求中的建制镇要求。

浙江省明确要求产业上要聚焦

七大万亿产业及历史经典产业，将各

小镇围绕单个产业打造完整产业生

态圈，培育行业冠军。

从文件表述上看，浙江省一级层

面的特色小镇的关键是要“经济转型

升级和统筹城乡”，通过发展附加值

高、生态环保的新产业，促进转型，制

造增量；而国家层面的关键是通过培

育和发展特色小镇、小城镇、特色镇，

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推动新型城镇化

和新农村建设。

再从主导的单位来看，浙江省特

色小镇是浙江省发改委主导，国家级

别的特色小镇的牵头单位是住建部

等三部委。由此可推断，国家层面特

色小镇肩负的是城镇化的建设意图

和使命。

张杨表示，从空间上可以看出，

三部委提出的国家级特色小镇更多

是关注城市圈、卫星城对农村腹地的

辐射。这和浙江的特色小镇为了解

决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盘活存量用

地是有本质区别的。

而在实践中，浙江的特色小镇相

对比较灵活，既可以出现在城市空间

内部，也可以出现在城市郊区、城乡

结合部。

中国城乡统筹科学发展工程办

公室常务主任陈运高在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为主力

的行政建制镇类小镇和各地涌现的

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化项目类小镇，

建设中的两种形态，各有优势，各有

所长，不能混为一谈。

从目前各地的实践来看，对特色

小镇的理解，以上两者均有。部分省

份以浙江省的模式及要求为范本，做

一定改进后，制定出自己的建设标准

及要求。

特色小镇
千万不能学走样了

张杨认为，各地在对特色小镇的

强烈热衷中更要冷思考，不能“搞运

动”。千万不能盲目跟风，学走样了。

浙江类型的特色小镇虽然取得

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并不是每一个地

方都可以照搬浙江云栖小镇、莫干山

小镇。正是为了解决过去产业集群

“块状经济带”的资源浪费、低效等问

题，浙江的特色小镇才得以出现。

浙江特色小镇的出现有其特定

的区域和时代背景。改革开放三十

多年来，浙江区域独具特色的特色产

业“块状经济带”孕育了众多生产专

业化的中小企业、发达的专业市场和

独特的商业人文环境。

浙江各地集聚的数十万中小企

业，已形成以特色产品为龙头、以专

业化分工为纽带、以中低收入消费群

为主要市场的地方生产体系，以及为

之配套的社会服务体系，构筑起专业

化产业区。

张杨建议，各地特色小镇建设一

定要从镇情出发，因地制宜，做好顶

层设计，避免再出现过去一些产业园

区变成“鬼城”的现象。浙江经验中，

过去位于城市边缘、城乡结合部的产

业园区正是通过挖潜，提质增效才得

以成功转变为产城融合的特色小镇。

陈运高指出，许多具有区位优势

和资源优势等条件好的特色传统大型

产业园区，可以转化为产镇融合的特

色小镇。比如原来的江苏宜兴环科园

集聚了几千家环保产业企业，现在转

为以园带镇、产镇融合的环科小镇。

张杨警示，目前在被地产企业、

PPP等利益群体的热炒之下，特色小

镇建设很容易出现泡沫。而其他地

区尤其西部欠发达地区，如果想学习

浙江等地经验与模式，必须首先了解

自身经济资源禀赋。西部特色小镇

的建设，要摸清镇情。依靠自己的资

源比较优势，找对特色产业，先在配

套基础设施、人才、资金、土地等方面

重点扶持引导，再择机选择借鉴经

验，不能一刀切。

特色小镇：两种路径应区别发展
本报记者 范颖华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实施，甘肃省张掖市甘州

区把招商引资作为打造新型工业体系、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

重要手段，持续不断地抓，持之以恒地干，招商引资工作取得

丰硕成果，已成为助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力引擎。近日，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区长王韶华就甘州发展与招商引资等方

面工作，接受了《中国企业报》记者的采访。

《中国企业报》：请您介绍一下甘州区的基本情况。

王韶华：甘州区位于千里河西走廊的蜂腰地带，古丝绸之

路南北两线和“居延古道”交汇于此，自古就是兵家必争、商贾

必经之地。全区辖18个乡镇、5个街道办事处、1个国家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总人口52万。甘州历史悠久。汉武帝元鼎六年

置张掖郡，北朝西魏改为甘州。“甘肃省”首字即源于此。是国

务院公布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甘州生态优势独具。坐落于

祁连山和黑河湿地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上，全国第二大

内陆河穿境而过，祁连山森林、黑河湿地、戈壁荒漠三大生态

系统交错更迭，绿洲沃土、湿地芦苇、林木草地、七彩丹霞、浩瀚

沙漠交相辉映，是典型的绿洲城市。甘州灌溉农业发达。是

全国最大的玉米种子生产基地，被国内外专家称之为“天然玉

米种子生产王国”；设施农业达到6.6万亩、高原夏菜22万亩、

优质果蔬面积36万亩，是全国高原夏菜生产基地和西菜东运

基地。甘州区位优势明显。在新的时空布局中，兰新铁路、连

霍高速、312国道、227国道、张掖军民合用机场、兰新高铁和已

开工的张阿高等级公路，共同架起了航空、铁路、公路交错互

补的立体交通枢纽。旅游资源丰富。张掖是中国优秀旅游城

市。近年来，在张掖·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环青海湖国际公

路自行车赛等赛事节会活动的带动下，区内游客逐年增长，旅

游业呈现井喷式持续升温，2015年接待游客458万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26亿元，分别比2010年增长5倍和6倍。

《中国企业报》：请您介绍一下甘州区招商引资和张掖经

济技术开发区的情况。

王韶华：近年来，我区把招商引资作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培植新的发展优势、培育经济新动能的重要手段，作为

扩大开发和聚集资本、人才、技术、管理等先进生产要素的重

要载体，立足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加快发展战略新兴产

业、做大现代服务业、做强高效现代农业，扎实开展精准有效

招商。“十二五”期间全区累计引进项目 251 项，签约总投资

1357亿元，落实到位资金218亿元，引进投资亿元以上项目91

项，千万元以上项目120项，与“十一五”期间相比，引进项目

数、签约总投资、到位资金分别增长54%、323%和471%，为区

域经济快速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张掖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于2013年经国务院批准成

立。经开区现有规划面积112.87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约23

平方公里。近年来，我区把张掖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招商引

资的重要平台和工业经济的承载主体，投资 26 亿元建设通

信、道路、电力、排污、绿化等基础设施工程，初步形成生态科

技产业园、循环经济示范园、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园、煤化工产

业园“一区多园”的发展格局和以农副产品加工、新能源新材

料、有色冶金、生物医药、建筑建材为主的五大支柱产业。至

2015年底，经开区共招商入驻各类企业524户，其中引进中林

集团、国电龙源等国内500强、民营500强企业21家，上海航

天、华西能源、隆平高科等上市公司 10 家，完成工业增加值

13.86亿元，占到全区工业增加值的83%，成为我区工业发展的

主战场、主阵地。

《中国企业报》：甘州区发展工业有哪些资源优势。

王韶华：一是水资源优势。水资源短缺是制约西部地区

工业发展的关键。但我区水资源充沛，境内黑河、山丹河、酥

油口河、大野口河等河流年径流总量达24亿立方米，地下水

资源储量达10亿立方米，可完全满足工业发展的用水需求。

二是农畜产品资源优势。甘州地处世界公认的“北纬38度”

农畜产品黄金产区，是全省乃至全国农产品加工最具潜力的

区域，引进上马大型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有机食品加工产业

前景广阔。三是自然资源优势。甘州冬春多风，夏秋日照时

间长，全区可供开发利用风能蕴藏量200万千瓦，全年太阳能

可利用天数超过280天，年日照时数为3051—3085小时，且荒

滩面积较大，地势平坦，发展风电、光电新能源产业潜力巨

大。四是矿产资源优势。甘州西北部合黎、龙首山区有较好

的成矿条件，资源存量相对丰富，开发利用前景广阔。尤其是

甘州区北部的平山湖煤田探明储量5.3亿吨。

本报记者 范颖华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区长王韶华：

把招商引资放在
发展工业经济首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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