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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特色小镇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 

陈驰
1
 

(西华师范大学 管理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摘 要】：小城镇居于乡之首、城之尾,承载着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对接乡村振兴,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

任务。四川省 2000多个小城镇遍布全川,坚持宜工则工,宜旅则旅,宜商则尚的规划理念,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将

小城镇打造成风格鲜明的特色小镇,是全川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举措。本文重点研究四川省特色小镇发展过程中存

在的缺乏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特色定位不明确、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滞后等困境,结合国内其他省份发展经验,探

索出破除特色小镇发展困境,提出顺应城乡一体化、人力资源高效配置、镇域经济高速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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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川省特色小镇发展背景 

四川是西部经济大省、全国人口大省,也是全国小城镇数量最多的省份,发展条件和自然资源差异较大。因此,小城镇发展一

直受制于其数量多、区域较分散、土地资源结构不合理、自然环境复杂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城镇化进程受阻,农业生产和经营难

以采用大规模的现代化方式。2015 年浙江省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特色小镇”,四川省紧随其后,积极开展特

色小镇建设。一批县域副中心镇、特色产业镇正在川内快速崛起,在聚集产业要素、实现城乡统筹协调、顺应产业机构高端化发

展规律、吸纳周边农村劳动力就业、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在四川省特色小镇实现产业转型的关键期,

总结发展经验、辨析发展困境、找到适宜的特色化发展道路是现阶段各地区政府思考的重中之重。 

2 四川省特色小镇发展模式及经验 

2.1挖掘自然人文资源,打造鲜明地域风格的旅游特色小镇 

四川省自然风景秀丽,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民族文化独具特色,以全域旅游的发展理念建设文旅特色小镇,是四川省最广泛、

最具优势的特色小镇发展模式。灾后重建的汶川县水磨镇,建设开发“西羌文化名镇”,从小镇建筑风貌的打造,到特色旅游产品

的开发,都彰显着羌族文化的独特风韵;广安市协兴镇坐拥小平故居的世界级独特文化旅游资源,将文化产业作为该镇的支柱产

业,深入挖掘小平精神的文化内涵,建立影视城,发展旅游新业态,对镇域经济具有强大的支撑作用;宜宾市李庄镇依托独特的区

位条件和悠久的历史文化,深入挖掘抗战文化、建筑文化,并融入乡村旅游的开发,将政府管理与市场运营相结合,实施精细化管

理,做实旅游第三产业。 

2.2有机整合资源,培育三产融合的加工制造特色小镇 

特色小镇是块状经济聚集发展的高阶段产物,四川与浙江等长江三角地区不同,其特色小镇的发展时间不长,资源聚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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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弱,经过特色小镇开发过程中产业要素的有机整合,已经彰显出了很强的示范效应和发展潜力。西充县多扶镇原以丝绸生产和

食品粗加工等收益率低、污染严重的手工业为主导,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建设县级多扶食品工业园,引进先进技术,充分运用“互

联网+”模式,打通电商销售渠道,拓宽市场占有。泸州市大渡口特色小镇因酒而兴,以白酒产业为主导支撑,“酒镇”招牌特色鲜

明,将白酒产业、休闲旅游业、生态农业结合起来,推动产业融合,激活了产业发展链条。 

2.3助力乡村振兴,锁定彰显特色的现代农业特色小镇 

四川省作为农业大省,受制于丘陵地区的地理条件影响,多以小农经济开发为主,特色小镇深入挖掘农业优势,开发现代特色

农业产业链,整合家庭分散经营的散户,有助于农民增收致富,实现乡村振兴。西昌安宁镇具有攀西阳光农业发展和度假旅游的优

越气候条件,以洋葱、莲白为特色农产业,以桑果、葡萄、草莓为观光农产业,依托凉山苦荞、牦牛肉等特色产品延伸产业链条,

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南充市八尔湖镇以地域特色为基础开发种养殖产业带,在“一村一品”建设上,断推动传统农业大

镇向现代农业强镇发展,形成了以八仙桃、脆香甜柚为主的两大特色主导产业。 

3 四川省特色小镇发展困境 

3.1缺乏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 

人才是第一资源,也是发展特色小镇的关键。四川省特色小镇发展缺乏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镇

“空心化”问题严重。四川省流动人口大,外出务工人员众多,长期留守在小镇的多为儿童和老人,他们生活生产能力差,不能参

与特色小镇的建设,造成小镇劳动力不足。四川省农村人口比重由 2007 年 64.40%下降至 2018 年 47.70%;城镇人口比重由 2007

年 35.60%上升至 2018 年 52.30%。可见,乡土人口大量流失,脱离乡土的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和经营难以开展。二是自然条件恶劣

导致人才流失严重。主要体现在川西高原地区,陡峭的地势以及高原气候恶劣地区经济发展滞后,交通不便,难以引进外地高素质

专业技术人才。再加之宗教信仰的差异、语言沟通的障碍,也形成了长期制约该地区人才培养与特色小镇建设的障碍。 

3.2产业多而全,特色定位不明确 

依托“特而强”的产业是国内特色小镇建设的一个普遍规律。四川省部分特色小镇存在支柱产业不明确,产业链不完整或

“千镇一面”的现象。例如达州市南坝镇,在天然气和食品加工产业的基础较好,却尚未形成较大影响力的产品和品牌,使得拳头

产业优势不明显;南充市多扶镇以有机食品加工制造业为主导,该镇在引入食品加工企业的同时还部分高端精密制造业,虽带动

了当地就业,但与集中打造有机食品加工园区的整体布局不协调,导致特色亮点不突出。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

挖掘特色文化,提升旅游品质是文旅特色小镇建设的重要内容。但四川省许多文旅特色小镇的建设同质化现象严重,大多围绕乡

村旅游和观光农业进行开发,而忽略了文化内涵,建设规划大同小异,难以给游客留下深刻映像。 

3.3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滞后 

与东部沿海城市相比,四川省特色小镇发展起步晚,整体经济实力欠缺,其最大的发展短板就是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滞后,导致

创新创业小镇难以留住人才,旅游小镇难以吸引游客。例如大渡口镇在公共交通设施建设上存在总量少、道路窄的问题,制约了

生产物资的运输流通,在公共服务设施方面存在环保、排水设施不健全,公共厕所、公共绿地缺乏等问题,不能很好的适应特色小

镇发展的现实需求。巴中市的文旅特色小镇目前只具备基本的服务功能,整体功能尚未完善,小镇道路硬化、医疗卫生、排水系

统等基础设施短缺,交通运输、游客集散等公共服务体系不够健全。光雾山旅游景区景点分布零散,缺乏规划整合,旅游产业链尚

未形成,制约该镇的旅游吸引力。 

4 促进四川省特色小镇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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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招引回引,破除人才缺失障碍 

人才要素是乡村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因而培养人才是实施乡村振兴的第一要务。在传统“小农户”生产模式下,多数小

镇居民或周边村民不知道如何进行市场营销,导致一些品质特别优良、地方特色明显的农产品,不能快速地进入市场,只能在当地

销售。一是健全完善人才培养、流动、保障扶持机制,推动人才工程、人才政策、人才项目、人才服务向特色小城镇倾斜。二是

大力引进培育特色小城镇发展急需的各类人才,根据相应的奖惩制度,调动人才积极性,并建立人才队伍建设情况档案,并做好跟

踪服务,做到围绕产业引人才、围绕特色用人才、围绕服务留人才。三是实施培育工程,打造乡土人才队伍。制定新型职业农民

的培养规划,以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为引领,采取办培训班、聘请专家授课、外出考察学习等方式打造一支专业、实干的人才队

伍。 

4.2坚持特色产业立镇,激发群众市场意识 

发展特色小镇首先要做好建设规划,在规划原则、建设要求、入选程序、筛选过程、扶持政策等方面为“千镇千面”发展格

局打好基础,必须将“特色”放在首位,避免出现产业同质化现象。一是要紧扣市场趋势,把握市场规则,坚持“一镇一品”的发

展原则,深入调查研究挖掘特色资源优势,着力培育小镇特色产业,增强小镇内生发展动力,推动就地就近城镇化。二是要以充分

挖掘、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为目的发展文旅特色小镇,将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民族特色融入小城镇规划建设,塑造

发展特色与活力。三是要顺应市场需求,充分发挥政府搭建发展平台、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作用,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主体、

市场化运作的原则,进一步细化相关政策,使特色产品不仅产得出来,更要销得出去。 

4.3优化城镇布局,完善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是特色小镇的“硬名片”,要积极发挥小镇“对接城市、辐射农村”、连接城乡战略节点和纽带的作用,加快基础

设施向农村延伸,促进镇村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一是完善镇域道路交通网络,全面实施小镇乡村公路等级提升工程,注重塑造乡

村道路特色景观,提升特色小镇全域村庄与镇区交通联系的便捷性和通达性,加快实现小镇行政村客运班车全覆盖。二是按照

“城乡统筹、就近接管、相邻联建、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原则,完善特色小镇城乡环卫设施,积极探索农村生活垃圾生态化处

理模式。三是以旅游业为主导的特色小镇,重点抓好旅游景区、旅游沿线交通、电力、供水、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配套建设游

客接待服务中心、服务区(点)、观光、购物、娱乐、医疗卫生、救援等服务设施,建设高档次星级酒店和民族乡村酒店,提高景

区和旅游沿线服务功能,提高接待能力。结合新农村建设,完善旅游服务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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