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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市特色小镇建设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杨晖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特色小镇作出重要批示，强调特色小镇是聚合特色产业，融合文化、旅游、社区功能的创

新创业平台。这也与农业供给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开创农业现代化新局面”的要求不谋而合。

在此背景下，2017 年赣州市出台了《关于加快特色小镇建设的实施意见》，一批特色小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基于此，我们针对赣州市 18 家市级特色小镇做了专项调查，试图把握特色小镇建设中的新变化、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建设特色小镇的“赣州模式”。

【关键词】： 特色小镇；赣州模式；产城融合

【中图分类号】： F3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69X（2018）02-0093-04

DOI：10.19622/j.cnki.cn36-1005/f.2018.02.016

特色小镇作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在新型城镇化中的具体实践，既是聚集特色产业，融合文

化、旅游、社区等功能的创新创业发展平台，也是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升级、推动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如

何发掘有效的特色小镇建设方式，是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议题。本文通过对赣州市特色小镇建设情况开展专项调查，提出

建设特色小镇的“赣州模式”。

一、赣州市特色小镇建设的基本情况

此次调查选取了 18 个特色小镇，占全市第一批市级特色小镇的比例为 90%。从样本构成看，涵盖 2个国家级、7 个省级、9

个市级特色小镇。目前，赣州市特色小镇的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其规划和建设特点如下：

（一）产业规划“特色鲜明”

赣州市紧紧围绕红色旅游、绿色生态、客家古色等当地特色，特色小镇产业规划主要集中在健康、旅游、制造业等三大领

域。18 个特色小镇计划将在 3~5 年建成，预计总投资 500 亿元左右。以产业划分：一是健康小镇 2个，兴国康养小镇，以健康

养生产业为主，大余丫山运动休闲小镇，以户外健身产业为主；二是制造业 4个，南康以家具产业为特色，信丰、全南、崇义 3

县以脐橙、鲜花、刺葡萄等农产品深加工业为特色；三是旅游小镇 12 个，其中瑞金、于都以红色旅游为特色产业，安远、石城

以温泉度假为特色，其他 8 个县依托当地景观特色，以休闲旅游为特色。特色小镇的建设，使得特色产业链进行了整合，促使

当地优势资源与特色发展相配套，进而实现产业优化升级。

（二）功能设计“有机融合”

特色小镇规划坚持产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有机结合，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协调发展。鼓励将多种功能

聚合发展，形成各类功能的有机统一。以人造全国第二批特色小镇的宁都为例，宁都小布茶乡小镇以“全国茗茶”、“小布岩

茶”为基础产业，引进社会资金 1.25 亿元，投资建成以茶产业为特色主导的产业基地，目前以“小布”为品牌的茶叶种植达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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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油茶种植达 4.51 万亩。在做大做强主导产业的同时，配套采茶制茶、参观“中央苏区反‘围剿’纪念馆”等红色革命旧

址、品尝宁都美食、观看客家小戏等以体验为主的休闲旅游产业。

（三）小镇建设“小巧唯美”

一方面，小镇建设突出“小巧”。小镇的规划面积较小，但功能设计却更加“精巧”，吸引资本、高端人才等要素聚集，

力求用最小的空间资源，实现生产力的优化布局。18 个特色小镇规划建设总面积 59.52 平方公里，平均规划面积 3.31 平方公里。

其中南康家居小镇，核心建设区仅 2 平方公里，但在设计上却十分精致独特，建筑密度不高，将家居产业与世界各国的特色木

质民居相融合，建设家具研发基地、家具 O2O 总部基地等，解决南康家具的研发、销售问题，从而助推南康家具产业转型升级。

另一方面，针对特色小镇的功能需求，建设标准突出“唯美”。一般特色小镇按 3A 景区目标建设，旅游特色小镇按 5A 景区标

准建设。如上犹陡水漫生活特色小镇，该小镇 5 个核心景区的建设标准都是 5A 级标准，目前已入选“江西省第一批特色小镇”

之一。

（四）运营主体“实力强劲”

从调研情况看，赣州特色小镇建设，基本采用了“以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企业为主”的运营开发模式。建设启动期由政

府主导基础设施和重要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通过政府先期投入来引导企业共同推动小镇建设序幕。建设中后期充分利用民营资

本以市场运作方法，为特色小镇的可持续建设和发展提供运营保障。目前，已经有赣南脐橙小镇等 7 家特色小镇，成功引入了

民营资本，其中不乏农夫山泉等国内知名企业及上市公司。

（五）投融资体制“活力十足”

18家特色小镇的建设资金以政府出资、社会资本和信贷支持为主，体现出以下特点：一是政府资金发挥“引导作用”，政

府计划出资 98.18 亿元，占计划投资的 19.47%，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成立产业投资基金等，其主要来源包括土地出让收入、

申请的专项资金、税收收入等。二是社会资本发挥“主体作用”。社会资本计划投资 176.10 亿元，占比为 34.93%，参与形式主

要是采取 PPP 模式，约定的投资回报率约为 6%~7%。如崇义君子谷小镇，撬动了有技术、有资金的赣州籍客商投资 30 亿元，预

计将建成“绿野仙踪”式野果主题公园、农产品加工示范区和崇义县现代农业示范区的核心区，从而带动当地 1 万户农户的特

色刺葡萄产业，形成超 10亿元的农业产业集群。三是信贷资金发挥“ 促进作用”。银行对特色小镇建设授信总额 74.63 亿元，

占比 14.81%，主要用于支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对运营主体进行授信，对小镇内的新型经营主体授信等。此外，尚有资金缺口

155.12 亿元，占比 30.78%。据调查，资金缺口较大主要是由于龙南武当玫瑰小镇等 3家特色小镇尚未找到运营商所导致，3家

特色小镇合计资金缺口 121.6 亿元，占全部资金缺口的 78.39%。

表 1 18 个特色小镇计划投资构成表

单位：亿元

序号 资金构成 金额 占比

1 政府出资 98.18 19.48%

2 社会资本 176.1 34.94%

3 信贷资金 74.63 14.81%

4 资金缺口 155.12 30.78%

5 合计:计划总投资 504.0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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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赣州市特色小镇建设所面临的问题

虽然 18 个特色小镇建设进展相对顺利，且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有不少特色小镇项目存在特色定位、产业结合、市场运作

和公共服务四方面的问题，制约了特色小镇建设进程。

（一）特色定位不够精准化

赣州作为欠发达地区，工业基础薄弱，培育支撑特色小镇长远发展的产业存在一定现实困难，因而不少县不得不依托当地

生态环境，选择休闲旅游业为特色产业，但对休闲旅游业的定位相对不够精准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方面，休闲旅游项

目同质化较为严重。随着赣州市统一部署的特色小镇建设工作全面铺开，部分县对特色产业认识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跟

风”现象。在 18 个特色小镇中，赣县滨江花园小镇等 5 个休闲旅游特色小镇都是以花卉种植、观赏的农业观光旅游为特色，产

业同质化较为严重。另一方面，产业带动能力不强。农业观光旅游产业，以门票、住宿、餐饮等收入为主，对相关配套就业、

产业链完善等带动能力不强。如龙南武当玫瑰小镇，该小镇以小武当山风景区观光、玫瑰观赏和水果采摘为特色产业，缺乏深

加工的产业链，对小镇建设的带动能力不强。产业吸引力不足，导致该小镇运营主体招商工作进展困难，原计划种植玫瑰面积

2000 亩，目前也仅完成 300 亩。

（二）产业结合不够紧密化

目前，赣州市多数特色小镇有一定的产业基础，但产业代表性不强，资源禀赋没有用足。一方面，与资源禀赋结合不够。

赣州市有赣江第一城、江南宋城、客家摇篮、红色故都、世界橙乡、世界钨都、稀土王国和世界堪舆文化发源地等 8张“名片”，

目前仅以脐橙产业和红色文化建制了三个特色小镇，世界钨都和稀土王国等资源禀赋未充分利用。如兴国康养小镇，其特色产

业对当地红色资源和堪舆文化等资源禀赋挖掘不够。另一方面，与首位产业结合不够。特色小镇的产业选择，与赣州市“两城

两谷一带”、首位产业等主攻工业项目结合不够紧密。所调研的 18家特色小镇中，只有南康家居小镇的产业与当地工业园区首

位产业规划布局相同，其他 16个县（市、区）均没有充分整合特色小镇与首位产业规划的协同性。以定南县为例，该县的首位

产业是“稀土永磁材料及其应用产业”，然而其特色小镇的产业却选择了以梅花鹿和花卉为观赏项目的休闲旅游业，与“稀土”

产业相比，休闲旅游业特色不够鲜明，同质化较高。

（三）运作过程不够市场化

总体来看，特色小镇建设的市场化运作，主要就是凸显企业主体作用，而部分县政府部门对特色小镇建设“大包大揽”，

成为特色小镇建设的主体，忽视了市场在资源配置的作用。一方面，部分县政府对特色小镇的出资占比偏高。如兴国康养小镇、

会昌风景独好小镇等 6 个特色小镇规划以政府为出资主体，共计出资 22.13 亿元，占计划总投资的 65.33%，其中，定南鹿湖开

花小镇等 3 家小镇由政府全额出资。另一方面，“政府招商”的主体地位并没有大的改观。一些小镇由于发展定位不当或产业

相对特殊，不易在短时间内引进资质较深的市场主体，尽管意识到“政府投资、招商引资”等传统做法不适用特色小镇，但“政

府招商”的主体地位依旧没有改变。表现为招商企业领域分散、项目细碎化现象严重、核心产业不突出等现象，造成实质上的

运营主体缺失。

（四）公共服务跟进不够全面化

赣州公共服务发展相对滞后，对特色小镇的跟进也不够全面化。一是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特色小镇规划范围内，面临

较大的“两违”整治、空心房拆除、农村垃圾治理等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压力，而且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需要提升。如

宁都小布茶乡小镇等 4 个特色小镇覆盖的村落电信网络未实现全面覆盖，大大降低了对投资商的吸引力，成为特色小镇建设的

障碍。二是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根据某县特色小镇运营商的摸底调查，该县县城宾馆合计只有 1000 个房间左右，与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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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旅游业的需求尚存在一定差距，导致其对发展观光旅游业信心不足。三是金融服务跟进相对滞后。调查显示，金融对 18 个

特色小镇的支持金额为 74.63 亿元，占比不足 15%，全部以信贷资金的形式支持。

三、政策建议

根据国内特色小镇建设的成功经验，以及国家建设特色小镇的目标要求，紧密结合当地资源禀赋，赣州市要做到五个“突

出”，打造特色小镇的“赣州模式”。

（一）定位突出唯一性，塑造“单打冠军”

“特色”是小镇的核心元素，而产业特色则是重中之重。找准特色、凸显特色、放大特色，是小镇建设的关键所在（张蔚

文，2016）。因此，赣州发展特色小镇，其定位必须充分发掘赣州独特的价值和优势，寻求与其他地方的差异性，确定经济价

值与禀赋优势的唯一性、排他性。根据选定的“唯一性”优势，选择特色主导产业，注重培育特色主导产业的集约性、创新性，

扶持其向高度专业化发展，不贪多求全，培育其形成具有绝对优势产业，成为全省、全国甚至全球该产业内的“ 单打冠军”（张

鸿雁，2017）。具体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利用好赣州的特殊资源禀赋。要从江南宋城、客家摇篮、红色故都等 8 张“名片”

的资源禀赋中，科学遴选具有“唯一性”的特色。二是要注重创新性和集约性。充分利用“互联网+ ”“特色小镇+”等新兴手

段，引导特色小镇推动产业链完善发展，促进要素集约化产出，进而强化“唯一性”，塑造“单打冠军”。三是建立塑造“单

打冠军”的考核机制。建立符合市情的特色小镇考核指标，为小镇塑造“单打冠军”考核机制，提出“规定动作”、“规定时

间”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新空间。“规定动作”可以细分为培养引进人才，推动科技创新，扶持重点企业做大做强，推动市场

化运作等指标。

（二）产业突出特色化，打造“块状经济”

根据“唯一性”的发展定位，特色小镇还必须培育一批产业集中、专业化极强的区域性特色产业集群，形成“块状经济”

（宋为和陈安华，2016），为高端产业发展创造新的集聚模式，为赣州经济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提供平台。打造特色“块状经济”

的路径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从无到有，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吸引优势产业入驻。依托当地优质的生态资源，通过特色小镇建设，

吸引有技术、有资金的外地客商投资，实现农业深加工产业的规模化，实现一、二、三产的有机融合。二是从有到优，根据当

地特色资源支撑产业优化升级。根据当地的生态、产业、历史等特色资源，如红色旅游资源等，通过特色小镇建设，对特色产

业成功进行产业链整合，促使当地优势资源与特色发展相配套，进而促使产业优化升级。三是从优到转，吸引高端要素聚集助

推优势产业转型。通过建设特色小镇，吸引资本、高端人才等要素聚集，助推现有的家居、脐橙、钨和稀土等优势产业转型升

级。

（三）规划突出兼容性，实现“产城融合”

“产城融合”，即指特色小镇发展应以产业作支撑，产业发展应以特色小镇为依托，协调好特色产业与特色小镇发展的空

间关系，在创造产业高效集聚发展的同时，创造“以人为本”的宜居生活空间。因此，要实现“产城结合”，需要做到以下几

个方面的兼容：一是产城一体化。要从特色小镇的整体出发进行合理规划，根据空间主导功能的不同将产业、生活、服务、生

态等空间采用不同的组织方式进行组织，提高城市整体运行效率，并完善城市功能体系，以达到产业、城市、人之间有活力、

持续向上发展的模式。二是城景融合。应注重环境先导，坚持“先生态、后生活、再生产”的顺序，通过对生活居住区、休闲

娱乐区、商业配套中心等精心规划建设，营造绿色环保的生态环境、优美舒适的生活环境、贴心周到的服务环境。三是文旅并

重。特色小镇的规划发展就是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元素的再结合，所以产城融合下的特色小镇规划发展必须要将旅游和文化、

生态景观建设高度融合，将传统文化资源和小镇居住、休闲娱乐等功能相融合，将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习俗融合到景观构建中；

体现出浓厚的区域文化归属感、牵引力。四是建扶结合。与景区建设、脱贫攻坚项目相结合，可以探索农民直接以土地入股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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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长期的收益的模式，让群众共享发展红利，实现“生态美、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四）机制突出市场化，促进“创新创业”

特色小镇的活力在于创新、发展动能也是创新（盛世豪和张伟明，2016）。要将特色小镇作为创新驱动战略的新引擎、新

载体，集聚创新资源、激活创新动力、转化创新成果，吸引创业人才，从而实现产业发展从资源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一

是体制创新方面，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破除束缚创新活力的体制机制障碍，以政府职能转变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

的“加法”。二是自主创新方面，要强化市场和企业的主体地位，解决重硬件、轻软件，重引进、轻消化，重模仿、轻创新的

突出问题，有效集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多种要素，实现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投资链和服务链的有机整合。三是创业创

新方面，要注重建设集创新创业、人才汇聚、公共服务、创意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生态社区，为创新创业者提供早期办公、创

业培训、投融资对接、商业模式构建等全方位的服务，促使各类创新要素集聚耦合、裂变，打造更有活力的众创空间。

（五）服务突出便捷化，提供“教练服务”

所谓“教练服务”就是要十分精通行业情况，有能力指导企业在有限的空间内集聚产业资源，形成相对成熟完整的“产业

生态圈”（张鸿雁，2017）。因此，在服务便捷化、专业化方面，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全力帮助小镇建设主体做好基础配套

服务。积极创新项目审批方式，落实专人跟踪服务，尽可能缩短特色小镇建设项目审批时间。同时，市、县两级落实专门机构，

及时掌握特色小镇项目建设进度，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确保项目按计划完成。二是创新做优金融服务。针对

特色小镇项目资金需求大，而且周期长，出于风险隔离及可操作性考虑，金融机构应摒弃以信贷为主体的支持模式，发挥“投

资、贷款、债券、租赁、证券、基金”综合服务功能和作用，在设立基金、发行债券、资产证券化等方面提供专业的财务顾问

服务。三是优化人才引进服务。出台特色小镇人才引进政策，建立健全小镇高层次领军人才和创新人才落户奖励措施，优化人

才创业环境，完善创业孵化平台、创业咨询服务等配套体系建设，促进创业人才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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