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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加快特色小镇建设的思考 

——以大邑县安仁镇的探索为例
1
 

周杰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四川成都 610071） 

【摘 要】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乡村发展的新动力，特色小镇不仅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载体和抓手，更是落实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和支撑点。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是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镇，也是全国首批特色小镇。本文对

我国特色小镇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分析总结，并对安仁镇的特色小镇建设进行了深入分析。 

【关键词】乡村振兴  新型城镇化  特色小镇 

【中图分类号】F299.2 【文献标识码】A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是在新发展理念框架下，“三农”工作全面整体

的部署，是一项系统性、综合性工程。以特色小镇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载体与抓手，把乡村优美环境、人文风俗、历史文化、

特色资源等在空间上进行集中和集聚，推动特色产业发展，打造独具特色承载产业与人口，吸引城市资源要素的流入，符合当

前中央有关特色小镇的发展理念，也能从根本上增强乡村的内生发展能力。 

1 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深刻的意义 

1.1乡村振兴战略是新农村建设的超越与升华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对新农村建设目标的超越和升华，反映了中央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定位的重新思考。中

国经济从髙速增长阶段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能得

到充实的保障，农业农村的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2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 

自 2003 年以来连续 15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重点关注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它在促进农村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然而，从发展动力来看，政策的重点在于城市，把农村放在城市的从属地位，被动地接收城市发展的驱动和辐射，并没有

从内在激发乡村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乡村振兴战略把乡村放在了与城市平等的地位上，更加充分地立足于乡村的产业、生态、

文化等资源，注重发挥乡村的主动性，进而激发乡村发展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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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是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 

从“城乡一体化”到“城乡融合”是对过去农业农村发展的矫正，更加强调城乡地位的平等、城乡要素的相互作用、城乡

空间的共融。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农村和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水平和人居环境的差异是否缩小，城乡户籍所带来的公共福利是

否平等，城乡公共服是否均等化。 

1.4乡村振兴明确了乡村发展的新任务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发展总体要求，这五个方面是有机整

体的互补。产业兴旺是要跳出单一的农业，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让农业成为一个富裕和有利可图的产业，从而带动农民收

入的稳定增长。加强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让乡村成为人民向往的美丽家园，实现新时代农村现代化。适应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需求是新时代乡村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2 特色小镇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载体和抓手 

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小城镇一直是不可缺的一部分。环境优美的乡村已成为现代生活的标志和象征，

也成为人口休闲休憩的重要区域。即使在伦敦、巴黎等大城市产生的同时，许多百年小镇的文化之根不但并未断裂，反而保持

着独特的魅力和活力。瑞士达沃斯小镇、法国普罗旺斯小镇、希腊圣多里尼小镇等，它们非常精致独特、产业特色鲜明、文化

独具韵味、生态充满魅力，在世界上享有美誉。 

我国建设特色小镇首先是由浙江省提出的，它是浙江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有力抓手，已经成为农业农村

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范例。 

加快特色小镇建设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和支撑点。集中和集聚美丽的乡村环境、人文风俗、历史文化、空间特色资

源等，促进特色产业的发展，打造出独具文化和产业特色的小镇，吸引城市资源要素流入，承接城市消费的外溢，将城镇融合

到农村，增强村庄的内生发展能力。通过特色小镇建设，持续推进一批农村特色产业和文化旅游，加快一批特而强、聚而合、

精而美、活而新的特色小镇茁壮成长，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 

3 我国特色小镇实践的形成模式分析 

中国幅员广阔，区域发展条件不同，因此小城镇的发展条件各具特点，导致特色小镇的形成和发展模式呈现出多样化特征。

根据我国特色小镇发展的实践，我国特色小镇的形成模式主要以下几类： 

3.1自然资源导向型 

我国早期城市主要分布在长江与黄河流域，这些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商业活动频繁，催生了一批具有特色产业的特

色小城镇，例如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越城黄酒小镇、龙泉青瓷小镇等小城镇便是基于其特有的自然资源优势，培育其特色产业，

而相伴而生的小镇文化内涵源远流长，支撑着小城镇的存续和发展。 

3.2政府主导型 

政府通过制定小镇战略，对当地具备一定特色产业基础且未来发展空间较大的小城镇加以扶持，着力夯实特色小镇产业基

础，进而推动特色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琼海博鳌小镇、萧山机器人小镇等特色小镇均是依靠政府政策推动产生的特色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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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龙头企业主导型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对产业发展、区域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龙头企业对行业发展能起到积极的示范带

动作用，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不断提高行业生产经营效率。在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下，众多企业集聚于某地，围

绕龙头企业形成以产业链为连接纽带的产业集群，能为当地产业发展与升级带来契机。坐落于杭州的云栖小镇正是凭借阿里巴

巴集团在电商行业的龙头地位，吸引了众多电商行业中的优质企业集聚于此，吸引了众多优秀人才集聚于此，大大促进了当地

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 

3.4社会中介组织自发型 

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具有社会服务、沟通、公证、监督、市场调节等功能。社会中介组织在对特色小镇的形成和发

展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以低压工业电器生产为主的柳市镇被称为“中国电器之都”，随着企业数量的增长与经营规模的扩大，

诸多行业协会相继成立，如电器行业协会、物流行业协会、柳市工商业联合会(商会)等，通过加强行业自律监管、组团应对贸

易壁垒等方式从电器生产、市场营销等多方面共同推动小镇制造业走上新的台阶。 

3.5小结 

特色小镇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发展模式不会一成不变，不同模式之间也会相互转换。截至 2017 年 9 月，已确认 403

个国家级特色小镇名单。其中，特色小镇大多为政府主导型、龙头企业主导型两类，而其他类型的特色小镇数量较少，主要原

因有：3.5.1我国特色小城镇建设起步较晚，大多数小城镇的特色产业不具备市场竞争优势，且社会基础设施及服务还不够完善，

需政府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予以扶持，政策红利是当前我国特色小城镇建设与发展的最重要的契机。 

3.5.2不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都面临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任务，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

作用尤为重要。龙头企业不仅能发挥其对行业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而且在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开拓等方面，都具备明显

的资金、人才、技术等优势。区域政府对龙头企业的重视和扶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大企业主导型特色小镇的发展。 

3.5.3我国城镇化进程虽由来已久，但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在农业经济不发达、市场信息不畅通等因素的制约下，无法

将自身特色资源优势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来发展特色产业，当地特色小城镇建设的步伐也就相对迟缓： 

4 大邑县安仁古镇建设的探索 

大邑县安仁镇位于成都平原西部，面积约 56.9 平方公里，总人口 5.67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2.8 万人。安仁古镇是中国著

名的历史文化名镇，景区主要由刘氏庄园、建川博物馆聚落、安仁老街三大板块所构成，共有 27处保存完好的老公馆、32座现

代博物馆(含展示馆)和 16个文化保护单位，现存文物的价值和规模以及所拥有的博物馆数量在全国小镇中仍然是独一无二的。

近年来，它被国家建设部、国家文物局、中国博物馆学会授予“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博物馆小镇”“中国文物保护示范小

镇”等称号。2016年 10月，大邑安仁镇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共同认定为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 

4.1园区设计规划合理 

安仁镇发展规划是按“一心、两区、双轴、多点”来布局的，园区定位为文创文博、影视音乐、旅游度假、教育培训、现

代商贸于一体的新型服务业集聚区，目前已经完成《园区城市总体规划》、《产业招商指导目录》、《园区建设规划导则》等前期

工作。整个安仁镇以博物馆业为主导，形成业态现代、文态特色、形态优美、生态优良的安仁文创文博集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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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产业融合发展 

在推动安仁镇建设中，大邑县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整合第一、第三产业的互动，产生乘法效应，规划区内发展文博产业，

规划区外发展观光农业。在安仁古镇四周，集中连片发展薰衣草和蓝莓等特色农产品种植基地，以及幸福田园等特色休闲农业

观光项目。截至 2015年，安仁镇 GDP达到 16.9•亿元，是 2009年的两倍。城镇化率达 63.8%，比 2009年增长了近 40%。农村居

民收入不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缩小。2016年大邑县全年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8096元，同比增长 9.6%，与成都市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605元基本持平。全县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1.6:1，低于成都市城乡收入比 1.92:1。 

4.3政府出台扶持政策 

大邑县出台相关政策，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鼓励世界 500强.国内 500强在大邑县服务业集聚区投资建设总部基地，在土地.

水电气供应、财政扶持等方面实行“一事一议”。鼓励通过租用、自建、配套等方式兴办博物馆。在企业、影剧院、酒店等公共

场所内配套开设民办博物馆，给予相应的运营补贴。支持国际酒店品牌入驻大邑县，对新入驻正常经营管理一年以上的国际知

名酒店品牌公司，给予业主 1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4.4经营模式多元化 

政府主导模式、经营权出让模式、政府主导的项目公司模式社区开发模式和联合开发模式都可以成为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

营模式。除了古镇的行政运作和企业管理的实现外，还引入更多的资本运作机制，发展古镇更深层次的旅游业，吸纳更多的社

会投资。在旅游项目运作中，要加快与其他优质旅游资源的整合和互补力度。此外，还可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特色服务业，

以及旅游规划、创意开发、景区运营等。华侨城集团将和成都文旅集团携手，投资 100 亿元以上，在大邑县安仁古镇斜江河两

岸约 15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打造“中国文博第一镇”，使之成为国家级文化旅游度假目的地、国家级文化产业基地以及全国文化

旅游带动型新型城镇化发展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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