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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特色小镇发展的 SWOT 分析 

——以仙桃市剅河镇为例 

程淑玲
1
 

（武汉工程大学，湖北 武汉 430205） 

【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是特色小镇的发展源泉，特色小镇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平台，两者共同推进农村经

济社会发展。通过梳理特色小镇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以仙桃市剅河镇为例，利用 SWOT 分析法，对剅河镇发展特

色桃花小镇进行了优势、劣势、机遇、挑战四个方面的分析，为剅河镇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一些建议，旨在为其他特

色小镇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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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充分彰显了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现实意义。中国

过去是典型的农业社会，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乡土社会，乡土文化植根于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发展长河中，故此，振兴乡村是一个

十分有必要而且紧迫的任务。乡村振兴战略既抓住了当前我国社会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也为未来乡村发展的转

型路径指明了方向，从根本上转变了我国城乡发展战略规划。通过建设特色小镇，突出一个“特”字，以农村特色产业发展带

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从而实现乡村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特色小镇建设成为了新的载体和落

脚点。 

1 乡村振兴与特色小镇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鼓励下，“特色小镇”建设在目前在全国各地方如火如荼地进行中。特色小镇是某个地区依托当地特

色产业和特殊环境资源，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发展特色产业和旅游产业，形成一个“生产生

活生态”全方位城乡功能一体化的聚集区。它既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旅游风景区或工业园区，也不属于行政意义上的建制镇，

而是集多种功能为一体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范式。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言，特色小镇的功能价值是多个层面的，主要包括以下

几个层面： 

一是集聚功能。特色小镇本身的空间范围有限，但是它能够实现大范围的集聚，其不仅实现了人力、资金、服务、技术、

产业等各种生产要素的聚集；也实现了产业升级、文化传承、旅游资源、社区治理功能的有机结合；还实现了建成区农业、工

业、服务业及其产业内部之间的融会贯通发展，在实现生产、生态、生活共融的同时营造出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新空

间。 

二是辐射功能。特色小镇结合当地生态环境、旅游资源、本土文化等，通过发展观光、餐饮、土特产销售等，通过系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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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打造和产业做支撑，解决了当地农民的就业以及返乡创业的问题。不仅带动了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就近城镇化，同时还可将

先进的城市文明广泛推广到农村地区，改变农村陈旧的风俗习惯，树立文明乡风。 

三是示范功能。特色小镇凭借产业特色鲜明、生态环境优美、人文气息浓厚、宜业宜居宜游的特征，能够有力促进乡村人

居环境的改善，在乡村生活垃圾处理、生活污水处理等方面为农村地区改善村貌提供了样板，有利于贯彻落实特色小镇新型城

镇化的示范功能，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对立的矛盾，提增农民就地城镇化速度，助力美丽乡村建设，打造独具魅力的城乡统筹发

展新范例。 

2 剅河特色小镇发展分析 

SWOT 分析指的是通过调查研究对象所处的竞争环境和条件，列举出与其相对应的主要内部优势、劣势以及外部机会和挑战

等，然后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最后得出具有一定决策性的结论。 

仙桃市剅河镇位于江汉平原腹地，境内河流湖泊密布，东抵排湖渔场，南倚通海口、陈场两镇，西与潜江市隔河相望，北

连毛嘴、三伏潭两镇。剅河镇辖 3个镇直渔场，2个社区居名委员会，38个行政村，年末镇域总人口 82769人，全镇面积 17530

公顷，耕地面积占比 48%。 

2.1优势分析 

第一，生态环境良好，农业资源、水资源丰富。农作物种植主要有水稻、小麦、油菜以及优质棉等，西兰花面积 1万多亩，

毛通线桃产业基地 1000亩。剅河镇域鱼塘丰富，稻田养虾面积达 1.5万亩。 

第二，有一定发展旅游资源的基础。剅河镇处于仙桃市西部一产多融示范区中部，北部以毛嘴镇渔泛峰古村落为主的文化

旅游核心，南部是以赵西垸森林公园为主的旅游度假核心。在仙桃市市域旅游绿道环线中，剅河处于其西部支撑点上。剅河镇

位于排湖风景区西部，有利于对接排湖风景区中国休闲农谷发展生态休闲农业。 

第三，传统服装产业发展基础良好。剅河镇曾是服装业强镇，全镇五大服装公司在岗工人 3480人，此外还有 130多家小型

服装企业，从业人数 5000 多人，2005 年全镇服装产业突破 5 亿元，占工业产值总量 60%，实现利税 1200 万元，为在岗工人提

供工资收入 6400多万元。 

2.2劣势分析 

第一，产业落后，产业链不完善。从产业结构看，剅河镇产业发展属工业化初级阶段，剅河镇工业经济总量不大，工业实

体税收相对缺乏，作为服装大镇缺少强大的龙头企业做支撑，工业发展没有新的支撑点，导致现有工业规模萎缩严重。农业发

展缺乏特色，农产品加工处于短板。生产性服务业严重缺乏。 

第二，镇域旅游资源开发不足。剅河镇镇域旅游资源存在的以下几个问题：旅游产品单一、特色不突出；地方性文化文脉

较为缺失；游客动力不足；镇旅游接待配套设施不完善。 

第三，交通区位较差。乡道为剅河镇域内主要对外交通联系道路，无省道国道过境。集镇内现无客运站，车辆随意停放在

接头桥头，严重影响了集镇街道的干净整洁，镇内交通规划不合理。剅河镇地理位置较偏僻，汉宜高速与随岳高速成为剅河交

通制约的瓶颈，剅河交通区位边缘化。 



 

 3 

2.3机会分析 

第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三农”问题一直我们党和国家重视的社会发展问题，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特色小镇的发展有了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 

第二，近年来，湖北省积极响应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理念，湖北省农村改革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城乡统筹发

展进一步加快，基层治理水平不断提高，培育农村发展新动能。 

第三，仙桃要打造经济繁荣、紧凑集约、生态宜居、充满活力、幸福和谐的水乡田园城市，推动全域旅游开发试点示范，

作为武汉城市圈“1+8”成员之一，仙桃市水乡园林生态城市的特色定位为剅河镇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第四，剅河镇“秀美水乡、幸福剅河”战略规划的提出促使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旅游业与农业协调发展，提升集镇品味，

打造宜居桃花小镇。 

2.4挑战分析 

第一，城乡差距过大和政府政策关注对于特色小镇发展也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

乡差距被进一步扩大，由于剅河镇本地就业机会少，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力人口大量外流，存在人难留、地难聚的局面。此外，

小城镇是我国行政区划体制的最小单位，在政府政策支持上并不占据优势，得到的资源相对比较少，限制了小镇的发展。 

第二，周边城镇发展迅猛，竞争激烈，剅河镇建设发展相对滞后，剅河镇面临的外部竞争环境越来越激烈，在与周边城镇

在地理区位和自然禀赋等条件相近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差异化发展。 

第三，剅河镇农村地区沟渠相连、水系发达，农作物种养成片，具备打造美丽乡村的潜质。在城镇发展变化过程中，如何

调整镇域的产业布局和镇区用地的空间布局，体现荆楚文化特色和平原生态水乡特征。 

3 乡村振兴背景下剅河桃花小镇发展的建议 

特色小镇和乡村振兴是相辅相成的，在某些层面上，特色小镇的发展离不开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振兴也需要特色小镇提供

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所以，剅河镇的发展要立足当前背景，进行融合性地思考，把打造桃花小镇融入实施乡村振兴的顶层规

划中去，结合前文 SWOT分析对剅河镇的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3.1区域开放与城乡统筹战略 

以交通融入为先导，以产业融入为核心，积极参加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合作交流，在竞争中进一步扩大区域开放力度，推动

剅河实现由城市边境农业型小城镇向特色宜居旅游型城镇的战略转变。考虑到现状村庄布局分散、各村建设水平差异大、带状

集聚明显以及部分村庄撤并难度大的实际情况，对现状建设基础较好和有条件发展的带状村庄以保留整治为主，同时加快散点

村的撤并和新社区的建设，实现适度集聚。推进城镇公共服务、城镇基础设施和城镇生活方式向农村地区延伸，从根本上改善

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达到城乡统筹核心目标。 

3.2镇企联动与提升服务战略 

结合“桃博园”、“生态稻田养殖”和“服装工业园”的发展，充分发挥产镇融合的全面带动作用，建设“镇-园-企”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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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发展示范镇。工农互促、带动三产、助推新型城镇化，打造绿色桃花花园小镇。强化人口、产业、市场向城镇集中，进一步

扩大镇政府驻地的发展规模。按照仙桃重点城镇的发展要求高标准建设剅河，强化中心服务功能建设和城镇形象品质提升。 

3.3彰显特色与生态立镇发展战略 

以农业景观和田园风貌为基底，以桃文化特色产业功能区块和旅游景点为触媒，以项目策划与旅游推介为抓手，结合镇域

空间分布，塑造毛通葡林采摘休闲、养生创意休闲、桃博园观光休闲、生态养殖体验休闲四大主题片区，实现剅河镇全域的发

展提升。严守生态红线，打造绿色桃花花园小镇和荆楚田园水乡风貌，加大"桃文化"旅游产业体系的培育力度，打造高规格休

闲度假环境和生态旅游条件，提升整体集镇环境质量。 

4 结语 

如何更好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农村农业的改革指明了新方向。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特色小镇的建设成为了落脚点。发展特色小镇离不开科学规划与各种人力、资金、旅游资源的

整合，政府不仅要加大资金投入，还需要制定科学的建设规划，同时当地居民的积极配合也尤为重要。在乡村振兴战略指导下，

湖北省特色小镇建设步伐加快，科学整合了多种资源，实现了乡村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等多方面的协调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

在本文中，以剅河的特色小镇建设为例，对剅河桃花小镇的建设现状进行 SWOT分析，这些内外部发展问题，既是湖北省特色小

镇建设问题的缩影，也是对如何合理建设特色小镇的微观研究。今后将在湖北特色小镇建设的宏观层面上进行更详细的探讨，

更加有力地支撑城乡一体化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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