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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特色小镇发

展了四个版本。第一个版本，也

就是小镇+“一村一品”。当时的

小镇是为农村、农民服务的；很

快就有了 2.0 版本，就是小镇+企

业集群，以浙江为主体，所以浙

江省几乎大多数的小镇都有一

个产业集群，而这些企业集群都

可以放到全球的产业链中去，也

导致了浙江经济后来居上。

那么 3.0 版，就是小镇+服务

业，特别是旅游休闲这一类的产

业大幅度的蓬勃发展，包括养老

服务等；4.0 版，就是小镇+新经

济体。小镇进入城市，成为城市

修补、生态修复、产业修缮的主

要手段。所以说这样一来，这 30

年来，特色小镇在中国大地上经

历了四个版本的变化。

上世纪 60 年代，美国哈佛大

学皮特教授就提出了特色小镇

的问题，他在他的名著：《国家竞

争力》一书里面写到，一个国家

或者地区，经济竞争力常常不取

决于宏观的数据，而决定于地理

上不起眼的马赛克，就是小镇。

4.0 版的特色小镇是当前的一个

新奇事物，它的新产品、新结构、

新创业生态特点的形成，完全取

决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以及城

市组成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要

件。

所以它的新奇体现为三种范

式：将原来没有特色的小镇改造

成新奇的特色小镇；在没有的功

能区、空城里面植入特色小镇，

改变他原有的不足；将特色不足

的小镇，升级改造成为有新奇产

业、新奇特色的小镇。

所以我们讲到特色小镇，讲

的是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特

色的广度，就是说你有多少个特

色？第二个是特色的唯一性，就

是特色的深度。一个产业或者

空间的特色，到底是本地区唯一

的？还是全球唯一的？深度和

广度都是重要的体现。

浙江省所有的小镇都不是规

划出来的。它是涌现出来的，但

是它也有一些能够确定的东西，

就是它必定存在差异，必定是创

新的，必定是绿色的，必定是能

够被组成和能互补的。小镇是

人住的，必须体现以人为本，所

以虽然不确定的因素很多，但这

几方面是非常清晰的。

在4.0版的小镇里，产业和空

间的活力源于其个体的自适应

性所形成的自组织性，就相当于

企业孵化器。所以建设 1000 个

企业、1000 个小镇，要用企业的

力量自上而下涌动，要让政府管

理小镇，防止一哄而上；政府要

激励而不是取代，政府应该是简

政而不能大包大揽，政府应该是

为小镇护航，而不是包办取代；

政府对小城镇评估，而不能“刮

一阵风”。

根据这样的理论，我们可以

分辨出来什么是好的小镇，什么

是差的小镇？所以说，特色小镇

的首要特点，就是自组织性。好

的小镇，他是由下而上产生出来

的。比方说横店，它是因一个村

支部书记（编者注：横店集团创

始人徐文荣，时任浙江东阳县横

店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梦想发展

起来的，这位村支书有很强的组

织能力，他把我们历史上消失了

的圆明园、秦皇宫复制了出来，

到现在为止，他复制出来的 50 栋

建筑组成了一个极具特色的小

镇（编者注：2016 年 10 月 14 日，

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横店镇被

列为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每

年能够吸引 1000 多万游客；同时

有将近60%的古装戏从这里产生

出来的，这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

例子。差的小镇，就是政府代

替，由上而下的。我告诉大家，

一般的城市搞一个基金小镇就

足够了，不然完全浪费了。

所以我们现在已建成的任何

一个特色小镇，差的小镇是同质

化竞争；好的小镇，具有特色小

镇的广度，结构是有特色的、空

间结构是有特色的、资金链是有

特色的，所有的特色汇集起来，

形成了这种广度。

这样的特色小镇同周边其他

的小镇，包括全球的产业是有很

强的连接的，能够形成非常强有

力的人流、信息流、资金流各方

面的联系。比方说成都的安仁

镇，它有 50 座博物馆，把四川省

几乎所有的历史非物质文化遗

产制作工艺集中在这里，将这个

小镇变成了一个文创基地。这

个文创基地，跟成都本身的现代

化是能够紧紧连接在一起的，所

有搞文创的必须到这里来。

集群。江苏宜兴丁蜀镇有做

紫砂壶的学校，有做紫砂壶的泥

料的采购，有贷款公司、技术评

级的公司、推销公司。所以在这

个小镇上，家庭作坊达到了 1.2

万多家，形成了紧密的产业链。

开放。如果一个企业规模虽

小，是否能把自己的产业融入到

全球的价值链中，向两头延伸？

比如浙江省乐清市柳市镇，它曾

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地方，后

来成为第一强镇，是因为这里的

农民发展低压电器，现在中国的

低压电器80%都是这个小镇生产

的，而法国，世界上最大的低压

电器制造商也在和这个镇子合

作。但是差的小镇，他完全是1.0

版本，完全没有活力。

小镇与周边小镇的协同效应

会产生非常大的吸引力以及超

规模效应。比如说河北保定的

庞口镇，它的农机交易量每年达

到 300 亿元；再比如杭州的友好

城市法国尼斯，那里有古城，有

电影城，有高新技术区，政府参

与进来，与周边形成了整体互

补。但是如果是发展差的小城

镇，则是跟周边没有互补关系。
（作者系住建部原副部长、国务

院参事）

落实京津冀一体化已经3年，

“主动融入、协同发展”成为河北

各地时下的热搜词。在承接京津

产业转移方面，燕赵城市表现出

前所未有的热情，一大批特色产

业园应运而生。

“依托特色产业园区对现有

资源进行功能优化和融合利用，

进一步优化城市环境，提升城市

品质，努力建设宜居宜商宜业的

现代城市，这是河北未来的发展

方向。”有业内观察者认为。

打造特色产业园区
一组数据显示，上世纪 80 年

代，产业园开始陆续在全国各地

展开布局，至2013年，我国已批准

了435家国家级产业园区、1222家

省级产业园区。2013年，210家国

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69063亿元，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 12.14%；2014 年上半年，215

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36409亿元，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13.53%。

但传统园区的发展在最近几

年却遭遇发展瓶颈，产业集聚研

究专家杨建国认为，一直以来，招

商引资都是产业园区的“老大难”

问题，产业园区发展过程中也暴

露出一系列问题，例如产业园区

同质化严重，园区建设呈现一窝

蜂状态，部分园区的产业规划不

合理，主导产业发展战略不清晰，

园区服务配套缺乏，部分产业园

区运营效率低下，“空壳化”严重

等等。

“过高的空置率减弱了产业园

区的实际作用，造成了资源大量浪

费，导致大部分产业园区无法形成

产业集群，难以发挥明显的规模效

应，一部分产业园区内产业链条难

以为继无法形成集聚规模。”一位

不愿具名的产业园区负责人称。

未来产业园区将不再是把规

模设定为主要目标，而是以产业

平台构建特色园区为导向，这也

对政府的园区规划、科学引导和

建立完善的服务支撑体系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依靠特色产业园对现有资源

进行功能优化和融合利用，将进

一步优化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品

质。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创建

省级园林城区和环境整治在河北

已然开始，渤海新区大都市“范

儿”初现端倪。

大都市未来可期
渤海新区宣传部王晓乐告诉

记者，适时打造智慧产业园区是

新常态下的最好时机。“下一步

将加快建设‘十大双创中心’。

重点启动现代服务、金融服务、

电商创业、文化创意、中欧科创

合作、大学创谷、高端装备制造、

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十大双创

中心’建设，加快打造一批低成

本、全要素、便利化、开放式的众

创空间。”

据了解，渤海新区抢抓国家

加大有效投资力度的有利时机，

将事关今后五年发展的基础设施

项目全都放到今明两年集中实

施，先期谋划推进了总投资646亿

元的 242 个重点基础设施项目，

185个项目开工建设，59个项目如

期竣工，6 个 PPP 项目正式开工。

围绕投资者、创业者和从业者需

求，提高服务产业和企业发展的

承载能力与供给水平，放大产业

集群效应，谋划建设北京科创、健

康食品、新材料、装备制造等“园

中园”和韩国产业园、中欧产业园

等“国别园”。

据介绍，从去年12月份开始，

渤海新区集中开展沿路环境综合

整治、“绿化新区大地”行动、城乡

环境整治“十大专项行动”等活

动，全面打响依法拆除违法建筑

“百日攻坚战”。目前已取得全

胜，共拆除违建9436处、近300万

平方米。在此基础上，渤海新区

充分利用新修订的《河北省城乡

规划条例》出台的有利时机，强力

推进拆违攻坚第二战役。

特色小镇的发展要有深度和广度
仇保兴

本报记者 汪晓东

河北蓝图：打造“大都市”特色产业园

2016年国庆节，游客在浙江省东阳市横店小镇清明上河图景区游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