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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特色小镇的破与立 

吴梦舟/ 江苏省农业宣传教育与文化体育中心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镇万镇竞盛开。“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等一系列国家战略方针，为

推进特色小镇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特色小镇的建设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特色产业所决定，是一种“产城乡一体化”的

新型城镇化模式。特色小镇“非镇非区”，而是按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挖掘产业特色、人文底蕴和生态禀

赋，形成“产、城、人、文”四位一体的重要功能平台。特色小镇属于城市的末端，农村的首端，是城乡转型的主体，也是城

乡区域经济沟通的桥梁，同时也是新型城镇化战略方向当中重要的一环。发展特色小镇，能够促进农民进镇创业，促进城乡融

合发展，让小镇既承载了农民增收的希望，也承载了浓厚的乡愁，是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文化历史传承、乡愁纾解的重要纽带，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 

注重统筹规划 

城镇化的“城”是土字旁，“镇”是金字旁，“化”是单人旁，分别代表了地、钱和人，这是特色小镇运营的核心。特色小

镇不是一个孤岛，它的规划必须放在城市规划、小城镇规划和乡村规划里。要注重“三生”（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体

现宜居宜业宜游。 

国内特色小镇规划性较成熟的代表有莫干山“文旅产业小镇”，该项目位于德清县莫干山镇庙前村，投资 3 亿元左右，占地

约 300 亩，由艺术酒店及民宿、非物质文化遗产工匠区、餐饮购物体验馆、青年艺术家驻留工作室、美术馆、种养殖基地和儿

童产业园等多种业态交互组成。德清县政府认为，精品民宿会成为当地乡村休闲旅游的发展方向之一，因此在旧屋改造上也给

予了相对宽松的政策支持。在民宿产业的影响之下，莫干山农房的租金逐年上升，当地村民除了收取房租获得收入之外，还可

以在民宿工作，获取薪金收入。村民家所栽种的水果蔬菜，可以提供给民宿，节假日期间甚至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通过当

地政府、投资者和村民多方要素的有效配合，莫干山民宿已成为乡村创新发展的出色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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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乡村旅游，盘活乡村经济，需要因地制宜，将当地的自然、文化资源跟产业结构紧密结合起来。莫干山的总体规划中，

根据不同的地块地貌，规划出“丘、野、谷、岭、峰”五大分区。在相对平缓宽阔的分区“丘”设计入口接待、停车场等设施；

在分区“野”开设漂流、动物游乐园、稻田、大棚种植基地等体验项目；在“岭”集中建造各个艺术酒店和餐厅；在拥有两个

湖泊的分区“谷”设计水下美术馆、水下餐厅和谷中茶室等创意建筑；在最高地势的“峰”建造观景台和宴会厅，游客在这里

聚会休憩时可以鸟瞰整片区域的风景。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同时，进行合理规划、整体统筹开发。莫干山文旅产业小镇项目是

在传统民宿模式上的进一步提升，多种业态汇聚融合，有效丰富了游客的体验感，是未来民宿的发展方向。该项目树立了民宿

业的新标杆，带动周边民宿进一步提档升级，为当地村民提供 300 多个就业岗位，释放出了更多生态红利。 

明确产业主题 

波特在其著作《国家竞争力》中强调：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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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有集聚效应的特色小镇。 

美国好时公司选择横贯东西海岸、纵贯南北的重要交通要塞和贸易口岸哈里斯堡市郊的好时镇建造巧克力制造工厂，逐步

发展成为北美地区最大的巧克力及巧克力糖果制造商。同时，好时持续建造商业和服务机构、学校和医院等基础设施，并通过

打造巧克力主题乐园发展旅游业，每年吸引数十万游客。 

 

水蜜桃是无锡市阳山镇的支柱产业，3.2 万亩水蜜桃年销量 4 万吨，年产值达 4 亿元，桃区农民收入的 70% 来自水蜜桃。

近年来，阳山镇着力打造“阳山水蜜桃”品牌。为了让桃子甜如蜜，阳山镇在水蜜桃种植上下功夫，与江苏省农科院合作成立

水蜜桃产业研究所，积极开展土壤改良、品种普查、科技推广、人才培养等多项工程。针对市场上阳山水蜜桃品牌使用混乱现

象，成立品牌保护协会，引入“双商标”品牌机制，重塑阳山水蜜桃品牌。以水蜜桃为依托，阳山由单一的桃经济发展为桃产

业，做大“桃”文章，与常州大学合作研发的水蜜桃果酒已获成功，并将批量生产。以桃为媒，阳山镇将“卖桃”转变为“卖

树”，进行桃树认养，桃产业经济达 15 亿元。为推进三产融合发展，阳山聚焦传播桃文化，引导产业发展向旅游度假、文化养

生、农村体验升级。通过挖掘村庄文化底蕴与自然资源禀赋，全国各地优秀的主题酒店、民宿纷至沓来，形成“一村一主题，

一村一产业”模式，阳山正成为华东地区乡村旅游的重要目的地。江苏城市频道《走进新农村》电视栏目等多家媒体对阳山“蜜

桃小镇”进行了专题报道，进一步提升了其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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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服务功能 

不同于传统小城镇单一的生产功能，特色小镇由特色产业延伸出旅游业、社区发展、文化创意等，其综合性的功能扩展了

产业的附加值。 

 

1850 年以前，达沃斯还是一个封闭、落后、贫穷的不知名小山村。19 世纪至今，达沃斯共经历了 4 个发展阶段，从文学

家的疗养乐园、体育盛会之地、欧洲滑雪胜地，再到国际会议集中地，达沃斯逐步定位成综合性小镇，由此诞生了四大支柱型

产业，即旅游业、医疗业、会议服务业和体育赛事，每年在达沃斯小镇举办的国际会议对达沃斯经济贡献度高达 38%。达沃斯小

镇的产业颇具特色，冰雪是它的底色和背景，医疗是独特的康养产品，论坛是高端核心产品，其特色小镇的成长轨迹，有产业

禀赋，有高端特质，也有强大的核心吸引力，构建成了产城人文融合、功能丰富多样、宜居宜业宜游的全产业链闭环。 

无锡拈花湾“东方禅意休闲度假特色小镇”位于灵山景区，整体建筑风格与日本奈良相似，但融入了中国江南小镇特有的

水系，打造出“洋为中用”的独特建筑风格。“拈花湾禅意小镇”以山水禅境和唐风宋韵的景观建筑为载体，在打造出美轮美奂

的静态景致后，还增加了许多活动运营，把游客留下来。小镇以禅文化为精髓，涵盖茶道、花道、香道、禅画、禅瓷、禅餐、

禅音等方面，通过创意、创新、创造，打造出极具东方禅文化内涵、功能业态齐全的世界级“禅意旅居度假特色小镇”，夜游拈

花湾赏 3D 水幕电影，住在禅意民宿成为游客新宠，还诞生了将运营变现的度假地产。小镇的配套房产主要为日和风格的别墅，

整体设计精致而又充满艺术感，房型以 40 ～ 70平方米的小户型为主。在物业的空置期，引入分销商平台，让业主把度假物业

的空余时间段委托给分销平台，由平台出租给游客，获得的租金收益与业主分成。拈花湾目前入住率已经达到 80%，设计精美、

房型亲民、又能有闲时回报的房产，短期内销售一空。将禅意和旅游融为一体，集吃、住、游、购、娱、会务于一体，又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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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民宿度假、地产变现的产业链，既让闲置土地重新焕发活力，也给寻觅禅意的都市人保有一方净土，小镇业态集聚，功能完

备，实现了经济效益和口碑效应的双丰收。 

我国现代化建设，要大城繁华，也要小镇特色。钟灵秀，美在生态；筋骨健，富在产业；意韵长，根在文化。特色小镇灵

动与悠然的背后，是产、城、人、文的融合发展。推动特色小镇持续健康发展，需要进一步改革创新，完善“新而活”的小镇

机制；突出特色，打造“特而强”的小镇产业；融合发展，推进“聚而合”的小镇功能。要因地制宜加强特色鲜明、产城融合、

充满魅力的特色小镇发展力度，让其成为破题乡村振兴的重要助推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