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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特色小镇的普通乡镇的定位研究 

——以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街道为例 

樊建 陈狄 安宁
1
 

（武汉理工大学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根据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6 年发布的第一批 127 个特色小镇名录和《小城镇基本信息表》中

所示，将特色小镇划分为商贸流通型、工业发展型、农业服务型、旅游发展型、历史文化型、民族聚居型六种类型。

在此基础上选取每种类型中有代表性的小镇，即柳市镇、碾庄镇、辽河源镇、红格镇、甪直镇，以国家级生态文明

县的相关评价标准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民族聚居型因其特殊小众性而不做研究）。以普通乡镇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

街道作为研究对象，揭示该乡镇在五个方向的发展程度，为其后续的发展规划提出建议。研究结果显示，五里界街

道的五个专项方向均弱于所选小镇，尤其是农业服务角度的得分最低，仅为 0.492，五里界街道在旅游发展和历史

文化角度与所选小镇相差不大，得分分别为 0.914 和 0.941，结合五里界街道的发展规划，其应加强在观光农业方

面的着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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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16年 7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后，关乎特色小

镇的讨论成为新常态。如城乡规划界设计师等组织召开“特色小镇特在哪？”专题论坛以探讨、调研当前特色小镇的特色建设

问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小城镇规划学术委员召开“新常态下的特色小镇规划、建设与管理”等学术会议等可见一般。 

2015 年以来，随着特色小镇政策的推进，产业和资本等资源再分配，小城镇将逐步得到更多资源以改善人居环境，持续为

周边农村地区增加就业岗位供给。陈小卉等认为各地发展阶段、资源环境不同，特色镇发展的路径也各有选择，如江苏丁蜀特

色镇为例的传统特色产业发展模式，亦有浙江基于本土资源、区位等，依托新型产业而发展的特色小镇模式。目前学者围绕特

色小镇内涵及其发展建设做了大量工作，但关于特色小镇发展建设的衡量标准、评价维度及实证案例研究并不多见。本文在构

建标准的基础上，提出对普通乡镇进行多维考量的探索研究。 

2 典型特色小镇及研究区介绍 

2.1五种类型小镇介绍 

商贸流通型小镇—柳市镇，衔“中国电器之都”、“中国百强名镇”等多张国字号金名片。虽其工业发展迅猛，但是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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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工业产业体系后是便捷的物流体系，商品流动高效，因此作为商贸流通型的代表。 

产业发展型小镇—碾庄镇，有“五金之乡”之称，域内形成五金电器工具、板材、食品制造、棉纺织业四大支柱产业。该

镇是全国最大手动五金工具制造基地，断线钳产量居全国同行之首，是江苏东陇海工业带的第一个区域性中心镇。 

农业服务型小镇—辽河源镇，其原始森林植被、湿地等保护良好。且该镇以生态有机农业为引爆点，积极地促进产业交叉

融合，形成种植、培育、科研于一体的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和以农业科技展示、科研、加工、商贸、物流于一体的农业科技产业

集群。此外，该镇凭自然资源优势，结合特色文化、产业形成了东辽河源头、山水湿地、生态文化、农耕文化、先进农业五大

景观风貌区。 

旅游发展型小镇—红格镇，其属南亚热带气候，有“内陆海南、四川三亚”美誉。该镇健康养生旅游产业近三年来增长率

均达到 10%以上。自 2016 年，该镇依托“红格阳光温泉康养旅游小镇”项目，以阳光温泉、运动、医疗、美食四大康养板块为

中心开展基础设施、运动设施、温泉保健康养、医院、卫服教育等业态的调整或新建，逐步打造成为全国一流的“阳光温泉康

养旅游度假胜地”。 

历史文化型小镇—甪直镇，是一座与苏州古城同龄的水乡文化古镇。该镇注重历史文化遗存保护，通过江南水乡古镇联合

申遗，持续加强传承保护。其先后荣获“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等称号。 

2.2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街道 

五里界街道位于江夏区东部，北与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接壤，南同梁子湖相连。该区地处丘陵地带，气候温和，雨量

充沛。街道山水资源丰富，物产资源富饶，区位优势明显。以依托智能宜居新城为主体，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打造新型

工业化示范园，将现代农业与观光旅游融合发展，打造梁子湖大道休闲旅游优化发展带，形成高科技农业园区、农事体验区、

生态休闲区、农业观光区及高端休闲度假区等五大各具特色又相互交融的现代化观光农业。 

3 基于特色小镇的普通乡镇的定位研究技术方法 

3.1权重确定方法 

为对乡镇发展定位进行合理评价，需确定各评价因素的权重，以对总结果进行综合评价。层次分析法为该问题提供了一种

简洁而实用的建模方法。 

3.2数据归一化处理方法 

(1）对采集的数据进行预处理，去除量纲： 

 

其中 ai1为实际值，ai2为标准值。 

(2）运用比重法计算各指标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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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bi为去除量纲后的数值。 

(3）计算各指标得分： 

 

其中 wi与 zi分别为某一指标权重及其指数值。 

3.3基于特色小镇的普通乡镇的定位研究技术路线（见图 1) 

 

图 1技术路线 

4 特色小镇发展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4.1特色小镇特征 

特色小镇应满足“特色鲜明的产业形态、和谐宜居的美丽环境、彰显特色的传统文化、便捷完善的设施服务、充满活力的

体制机制”五大特征。 

4.2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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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评价指标是反映一区域发展状况或发展条件的数量信息，包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以及生态环境状况指标等

方面。在实际应用中，多采用综合指标对区域发展状况进行评价。 

本文基于对特色小镇内涵的理解，在综合性、可比性、真实性、简洁性、可操作性的原则下，运用层次分析法将综合问题

逐层分解为各系统因素，并通过判断矩阵确定因素权重值，构建评价乡镇发展状态和发展条件的评估框架。该框架分为三个层

次：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 

第一是目标层，如以建设“商贸流通”型特色小镇为单向目标；第二是准则层，包括小镇特色、经济发展、人均环境、社

会功能四个维度，其中小镇特色维度视小镇的特殊发展而定；第三是指标层，反映了每个小镇在准则层下的具体表现形式。为

完成指标的全面构建，部分指标选用了“国家级生态文明县”的标准。 

5 数据收集与处理 

本文的参考及研究对象均为乡镇级别，因某些乡镇无详尽的年鉴及公报，故某些指标未获取在该级别上的数值。此时选用

了该乡镇所属县（县级市、区）的数值作为替代。 

5.1五种类型小镇数据收集 

本文选取的小镇数据，大多从当地所属县、市的统计年鉴或政府官网中获取的，如柳市镇数据是从乐清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和《柳市镇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中摘录而得。 

5.2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街道数据收集 

江夏区五里界街道主要是从江夏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摘录而得的，结合相关的新闻报道，统计出五里界街道相对于五种类

型小镇各指标对应的数值。此外，经过走访五里界小朱湾，对于五里界的发展规划等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对于五里

界的相关数值进行了甄别。 

6 武汉江夏五里界街道发展建设定位分析 

6.1评价标准的选择及权重的确定 

本文以五种特色小镇中发展较为突出的 5 个小镇作为评价标准的主要来源，辅以全国生态文明县的相关标准，构建了以特

色小镇发展对普通乡镇进行定位的指标体系。 

从本文研究目的出发，根据各层指标的重要性程度构建了判断矩阵，得到各指标权重，经过简要调整，使构建的指标通过

一致性检验。 

6.2评价过程 

本文通过计算五里界街道相对于五类特色小镇在商贸流通、工业发展、农业服务、旅游发展、历史文化五个方面四个维度

多项指标指数，通过权重确定出每项指标得分，进而求算出该街道在五个方面的具体得分。通过五个分值对五里界街道进行发

展定位（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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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五里界街道相对于五类特色小镇的定位图 

7 结果与分析 

历史文化与旅游发展维度均是从第三产业方面予以体现的，虽然五里界街道没有类似甪直镇的历史资源，文化底蕴不足，

但其在农业观光方面发展态势良好，例如有成片农家乐的运营和武汉花博园等，在一定程度上拉升五里界街道的服务产业。 

虽然五里界街道的农业观光业发展迅猛，但相比于老牌农业服务型乡镇，即辽河源镇而言，其耕地面积、林地面积和森林

覆盖率等指标指数明显劣于后者。 

五里界街道虽然不属于武汉市中心城区，但是其以光谷板块为依托，借助梁子湖大道等拉动了其在商贸流通维度的得分。 

相较江苏省“五金之乡”碾庄镇，无论从人均工业产值，还是人均工业企业数等指标而言，五里界街道均处于落后地位。 

旅游产业兴盛，发展后劲不足。2016 年五里界街道第三产业产值占生产总值高达 23.86%，超过参考标准值 19.8%，但地区

第三产业产值增长率仅 7%，相比于参考标准值 20.8%来说，处于较低水平，反映出五里界街道第三产业经济增速较缓。 

8 对策与建议 

通过五里界在以特色小镇五个维度的定位及其自身的发展规划而言，其在后续发展应从如下角度考虑： 

基于其被中央确立为湖北第一个农业考察点的战略地位以及坐拥华中地区最大的花卉苗木交易中心——武汉花博园的资源

优势，提高农业观光力度，打造“农业+旅游+采摘”为主题的现代农业园区。 

以光谷板块和江夏创新创业基地——“智慧云谷”为依托，借助其近距离产业辐射，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布局，通过高端

物联、高新研发建造高新尖、精细专的科技创新之城。形成以天然气、新型重工、电子决策、文化创意等高新技术产业支撑格

局，成为推动街道经济快速发展的强大引擎。 



 

 6 

借生态立区、工业兴区、创新强区的东风，全员招商引资，引进外来企业，参与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集全面性一体化的发展目标，具有强大的现代化都市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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