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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区域营销方式推进浙江特色小镇建设 

金兴华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国际商学院） 

【摘 要】区域营销是政府在特色小镇建设中履行自身职能的一种方式，它包括确定小镇特色产业、培育以小镇

为根据地的面向全球的市场体系、特色小镇促销三个方面内涵，具体通过加强特色产业规划和引导、建设“线上线

下”两个市场平台、形塑特色小镇品牌等加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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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5年初浙江省正式提出建设特色小镇以来，各地积极实践，形成了一些有效的经验，但总体上看，对如何建特色小镇，

研究还不深，实招尚缺乏。区域营销作为一种工作方式，内涵明确，操作性强，把它引入到特色小镇建设中，有利于形成特色

小镇建设的有效抓手和具体的路线图。 

一、区域营销在特色小镇建设中的功能 

特色小镇是“产、城、人、文”四位一体有机结合的重要功能平台，适应当今交通便捷、通讯畅通的时代条件，契合浙江

经济“以小成大”的特点，体现了以城市治理理念配置空间资源的发展思路，必将成为浙江科学发展的新亮点。 

建设特色小镇，关键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化运作”的机制；从政府自身的角

度看，主要是要采取合适的方式，真正发挥好引导作用。浙江区域特色经济发展中形成的区域营销，是政府切实履行职能、推

进特色小镇建设的有效方式。 

特色小镇的一个属性是“小”，表现为空间范围受限、市场主体的规模普遍不大、产品轻质。特色小镇的另一个属性是“特”，

表现为其资源禀赋和产业有别于其他地方，这意味着特色小镇是一种产业的空间组织形式，存在着相应的产业集群。因此，从

某种意义上说，建设特色小镇，实质上是培育和建设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产业集群。在浙江，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产业集群众多，

它们广泛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特色小镇的建设，有利于推进浙江产业集群向好发展。 

当我们把建设特色小镇与培育、建设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产业集群联系起来的时候，区域营销在特色小镇建设中的功能也就

明确了。区域营销是政府帮助和促进所辖市场主体与外部主体达成交易以满足所辖市场主体欲求的服务和管理过程。由于特色

小镇中的中小企业无法凭自己的实力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市场中建立自己的营销体系，即使特色小镇中的某个企业或某些中小

企业有能力建立起这样的全球营销体系，也会由于其正外部性太强而放弃，因此，由政府出面来帮助建设这样的营销体系是必

要的。这也就是说，可以把区域营销看作是政府提供公共品的一种方式，或者说其本身就是一种政府提供的公共品。 

二、区域营销在特色小镇建设中的内涵 

区域营销从一般的意义上讲，包括确定产业、培育市场和区域促销三个方面的内涵；就特色小镇建设而言，区域营销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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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确定小镇特色产业，二是培育以小镇为根据地的面向全球的市场体系，三是特色小镇促销。 

确定小镇特色产业，关键是如何甄别特色产业。特色产业必定是有竞争力的产业，有竞争力的产业必定是具有比较优势的

产业，而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必定是充分发挥当地要素禀赋特点的产业。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浙江人力资本更加充裕、

经济基础更加坚实、人文资源更加丰富，特色小镇产业的选择必须考虑当今浙江的这种要素禀赋特点。省政府《关于加快特色

小镇规划建设的指导意见》（浙政发〔2015〕8 号）提出，特色小镇要聚焦信息经济、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

备制造等支撑未来发展的七大产业，兼顾茶叶、丝绸、黄酒、中药、青瓷、木雕、根雕、石雕、文房等历史经典产业。至于具

体选择何种产业，还是要依据小镇自身的要素禀赋特点而定。 

要培育以小镇为根据地的面向全球的市场体系。浙江经济发展的一个法宝是重视市场建设，以需求引致供给，以贸易促进

生产，在特色小镇建设中，这个法宝不能丢。在全球市场一体化进程深入推进的今天，要特别注重同步开拓国内外市场两个市

场。既要建设好有形市场，适度改变其单纯交易的特性，增强其生活的体验性；也要建设好无形市场，充分利用网络空间的无

限性，提高小镇产品和服务的全球市场占有率。 

特色小镇促销是区域营销的重要方面之一，包括广告宣传、推销推广、公共关系等内容，它旨在向外界传递信息，促进公

众对小镇的认识，提高小镇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形成公众对小镇的偏爱，扩大小镇产品的销售。在小镇特色鲜明、形象明确的

情况下，要及时打响小镇品牌，把小镇的产品和产业推介出去。特色小镇的促销要善于利用媒体进行广告宣传，尤其在当今互

联网时代，要在用好报刊、电视、广播、户外等传统媒体的基础上，特别注重利用新媒体进行传播，增强传播的效果。通过组

建队伍，加强小镇推销；通过开展一系列“走出去、请进来”的活动，加强小镇推广。通过各种渠道，加强与公众的联系，增

进与公众的关系，提升小镇的口碑。 

三、区域营销在特色小镇建设中的展开 

如何有效地开展区域营销以推进特色小镇建设，需要一些工作抓手。通过这些工作抓手，把区域营销的三个方面内容有机

地整合起来，确保区域营销在特色小镇建设中的实效性。在实践中，具体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实现对区域营销内容的有机整

合。 

第一，加强特色产业规划和引导。 

特色产业是小镇特色的具体表现，把符合本地要素禀赋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确定特色是确保特色小镇建设成功的关

键。政府在特色小镇建设中要善于识别特色产业，明确促进特色产业发展的政策举措，也就是说，要制定出小镇的特色产业规

划。只有有了特色产业规划，特色小镇建设才能有的放矢，真正形成自己的特色。 

本质上，产业的发展是相关企业发展的表现，因此，促进小镇特色产业的发展重在提升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任何绕开企

业自我发展而直接推进产业发展的举措都是缺乏效率的，在小镇特色产业的发展上，政府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那么，如何把

握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界限呢？答案是坚持企业主体，发挥引导作用。政府的引导作用有两类，一类是鼓励当地居民创业创新，

形成草根性企业，从而促进根植型产业发展；另一类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通过招商引资（智），引入嫁接性企业，形成和带动

小镇产业的发展。 

第二，建设“线上线下”两个市场平台。 

特色小镇建设中政府如何培育市场，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浙江过去特色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通过建设本土实体市场平台，

把走南闯北的浙江人召回来，把他们各自的营销网络归集起来，带动产业的整体发展。在特色小镇建设中，仍要坚持这个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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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培育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在特色小镇建设中培育市场，就是建设特色小镇市场平台。 

显然，在互联网时代，像过去那样单纯建设实体市场平台的做法已难以取得成功，而应该更多地与建设虚拟市场平台结合

起来，打造“线上线下”两个市场。一方面要积极建设虚拟市场平台，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发展电子商务和跨境电子贸易，打

造好“线上”市场；另一方面要改造传统的实体市场平台，把它从单一的交易基地拓展为体验中心、物流基地，打造好“线下”

市场。“线上线下”两个市场平台的建设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平台的硬件建设，主要是房屋和设备的落实；二是平台的软件

建设，包括交易规则的制定和市场秩序的维护等。 

第三，形塑特色小镇品牌。 

特色小镇的促销是以小镇品牌为基础来实施的，若没有小镇品牌，特色小镇的促销就是无米之炊，是难以为继的，因此，

形塑小镇品牌是一项基础性的区域营销工作。 

特色小镇品牌是对小镇的一种差异化表达，它是一个识别系统，用以形成外部公众对小镇的独特认识，由于小镇的特色主

要体现在其资源禀赋和产业上，因此，特色小镇品牌的形塑需要对小镇的资源禀赋特点和产业特色进行仔细研究，并做出精辟

的概括。当然，特色小镇品牌是一种区域品牌，毕竟不同与产品品牌和企业品牌，需要从区域特性的层面来形塑，随着小镇的

不断发展，这种区域特性会有所变化，相应地，特色小镇品牌也应该有所调整。 

四、结语 

特色小镇建设需要发挥政府和市场两个作用，政府要在特色小镇建设中有效履行职能，选择合适的方式至关重要，区域营

销是政府在特色小镇建设中提供公共品的一种方式，或者说其本身就是一种公共品。特色小镇建设中的区域营销包括确定小镇

特色产业、培育以小镇为根据地的面向全球的市场体系、特色小镇促销三个方面内涵。通过加强特色产业规划和引导、建设“线

上线下”两个市场平台、形塑特色小镇品牌，有效开展区域营销，推进特色小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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