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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中国指数研究院最新一期的研究报

告认为，对于特色小镇来说，2016年的
中央一号文件提到“要发展和建设”，
2018年则重点提及“要建设一批”，更为
具化。

所谓特色小镇，是指凭借某一特色
产业和特色环境因素，如地域特色、生态
特色、文化特色等，打造的具有明确产业
定位、文化内涵、旅游特征和一定社区功
能的综合开发项目。

2016年 7月20日，住建部、国家发
改委、财政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开
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决定在全
国范围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标志着
全国性特色小镇计划正式启动。计划到
2020年，培育1000个左右各具特色、富
有活力的休闲旅游、商贸物流、现代制
造、教育科技、传统文化、美丽宜居等特
色小镇，带动新型城镇化建设。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探索宅
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
置”，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
权，但严格禁止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
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同时文件还明
确，要建设一批设施完备、功能多样的休
闲观光园区、森林人家、康养基地、乡村
民宿、特色小镇。

中国指数研究院的研究报告分析认
为，这表明，未来农村闲置宅基地的盘活
绝不是不讲用途管制、权益边界。不是
让城里人到农村买房置地，而是要使农
民的闲置住房成为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的
载体。

在土地利用方面，2018年中央一号
文件也提出了支持性的举措：“在符合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前提下，允许县级政府
通过村土地利用规划，预留部分规划建
设用地指标用于单独选址的农业设施和

休闲旅游设施等建设。”
未来，随着我国大交通格局的完善，

城乡融合进一步加速。大型城市在不断
转型升级的同时，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资
源流动也将进一步加速。城镇化的推进
伴随着消费需求的不断升级和多元化，
有特色的乡村资源则将成为稀缺品。这
时，很多资本就会开始往乡村走，特别是
大城市周边拥有丰富旅游资源的乡村，
其市场价值将被充分挖掘。

城乡联动布局的机遇
在我国，浙江、贵州两省是特色小镇

最早的探索者。前者注重城镇的特色产
业，定位“一镇一业”；后者则注重城镇环
境，打造“山水城市”。

执惠文旅资深分析师唐飞表示，特
色小镇不是单纯意义上的风景区，也不
是某个行政区域概念上的“乡镇”，它是
某项特色产业的聚集地。建设特色小
镇，选择好的特色产业是基础，决定着这
个特色小镇发展的潜力和未来。比如，
浙江的基金小镇、互联网小镇等，离不开
浙江独特的产业环境与发展阶段。这类
小镇的成功，关键在于结合了当地独有
的资源，结合了当地文化。“因此，如何融
入当地文化，打造差异化的小镇生活体
验尤为重要。”

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乡村振兴，也为
企业释放了一个重要信号。“在乡村振兴
过程中，会涉及体制、机制创新。因此，
企业项目拓展的格局要打开。”中国指数
研究院的研究报告认为，从中央一号文
件的基调来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特
色小镇、康养产业等均是企业未来业务
布局的重要机会。

严跃进则表示，从特色小镇的发展
来看，每个环节都会存在各类新的机

会。“企业从中既可以发现新的市场，也
可以去产能，或实现复合开发、运营。另
外，一镇一开发、一村一项目的发展理
念，也有助于形成品牌优势。”

在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执行
总裁吴中兵看来，产业新城和特色小镇
都是新型城镇化的生动实践。据吴中兵
介绍，作为国内最早按照PPP模式整体
开发产业新城的民营企业，华夏幸福从
2002年开始与河北省固安县政府合作
建设运营产业新城。截至2017年，经过
15年的不断努力，河北固安的财政收入
从1.1亿元增长到80.9亿元，增长了80
倍，园区入驻企业超过580家，累计投资
额近1400亿元，初步形成了新型显示、
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三大集群。从此，固
安从一个落后的贫困县转变为现代化的
高新技术产业区，不仅经济发展，还带动
了就业、改善了民生，较好地解决了区域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申万宏源的研报显示，华夏幸福的
特色小镇战略与其产业新城模式一脉相
承。未来三年，公司将在环北京区域、沿
长江经济带以及珠三角区域等大城市、
核心城市的内部以及周边布局百座特色
小镇。并已与南京市溧水区政府及法国
智奥会展集团就开发建设南京空港会展
小镇签署合作协议。

中国指数研究院认为，随着2018年
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在未来政策红利
持续释放的背景下，企业的业务不应再
局限于城市内部。以往资本下乡面临着
诸多不确定性，导致因乡村发展而成长
壮大的规模化企业较少。而随着各项改
革试点的铺开、政策导向的加强都将使
企业后期的融资更加便利，成本更低。
因此，企业可在大城市周边重点打造特
色小镇精品工程，实现城乡两条产品链
的无缝衔接，进行城乡联动布局。

中央一号文件
助力特色小镇建设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这是首次以农业高新技术产业为主
题，从国家层面系统指导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建设发展的重要文件。

国务院新闻办1月29日举行新闻发布会，邀
请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介绍推进国家农业高新技
术产业示范区建设发展有关情况，并解读《意见》。

徐南平表示，《意见》的出台，有利于发挥科技
创新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关键和引领性
作用，有利于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有利于
抢占世界科技、农业科技竞争的制高点。

一区一主题，一省一示范

目前，我国有两个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1997年批准成立的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示范区，2015年批准成立的黄河三角洲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意见》明确，到2025年将布局建设一批国家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徐南平表示，计划到
2025年，国家布局不超过30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示范区。希望一个省能有一个示范区，要求高标
准、宁缺毋滥，能不能建设，哪个省先上，要看其工
作努力和工作基础。

示范区将通过“一区一主题”的设计，解决制
约我国农业发展的若干重大瓶颈问题。

建设示范区就是要坚持“一区一主题”原则，
围绕重大瓶颈问题，集聚我国创新资源，协调各类
主体推动政产学研深度融合，着力拿出系统的解
决方案，从而为其他同类地区作出示范。

已成立20年的杨凌示范区就是围绕干旱半
干旱地区的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建设的，已
经为中国乃至全球的干旱半干旱农业的发展作出
重要贡献。

徐南平表示，杨凌示范区是第一个示范区，取
得了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接近400项，国家科技
成果48项，在全国建设了301个推广示范点，每年
推广获得的收益超过170亿元。其他示范区将复
制杨凌这样“一区一主题”的模式，解决制约我国
农业发展的突出问题。

示范区要姓“农、科、高”

《意见》部署了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
的八大任务，即培育创新主体，做强主导产业，集
聚科教资源，培训职业农民，促进融合共享，推动
绿色发展，强化信息服务，加强国际合作。

《意见》提出了推进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建设发展的财政支持、金融扶持、土地利用、科技
管理等政策措施，还从加强组织领导、规范建设流
程、做好监测评价三个方面提出了有关保障机制。

徐南平表示，《意见》有三方面亮点值得进一
步强调：一是，示范区一定要姓“农”。要坚持聚焦

“三农”主题，推进乡村振兴。评价示范区建设是
否成功，关键是要看农业产业的竞争力是否提升
了，农民的收入是否增长了，农村是否更美了，这
跟其他示范区不一样，也是《意见》很重要的亮
点。二是，示范区必须要姓“科”。要通过坚持走
创新驱动发展道路，来打造创新高地。农业高新
技术产业示范区是农业科技园的高级发展形态，

“科技”是它的身份标签，“创新”是它的本质特色，
这一点必须要坚持，必须毫不动摇。三是，示范区
必须要姓“高”。

要坚持高标准建设，发展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示范区姓“高”有两层含义，一是坚持“高”标
准。我们要探索有进有退的管理机制，不搞终身
制，确保示范区建设的高标准、严要求。

第二个“高”是培育“高”技术农业。提升农业
产业竞争力是示范区建设重要目标，示范区必须
坚持“一区一主导产业”的要求，围绕主导产业，集
聚科教资源、培育企业主体、发展科技服务、促进
产业融合，着力提升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绿
色发展水平，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高新
技术产业。 （来源：中国乡村之声）

国家拟布局30个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王利博制图王利博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