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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小镇经济分析的开拓与创新 

——评《特色小镇的经济学分析 

——以浙江湖州的特色小镇为例》 

魏众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2014年 10月，时任浙江省省长李强在视察杭州云栖小镇时，首次提及特色小镇的概念。在此之后，特色小镇在全国范围内

蓬勃发展。特色小镇是产业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结合并演化实践的产物，是原产业集聚区的微型升级版，产业布局科学合理，

符合经济发展要求，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浙江作为特色小镇的发源地，理论和实践均走在全国前列，提炼浙江特色小镇的实践

经验和发展演化规律，有助于引导全国特色小镇规划与建设，促进当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同时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有益尝试和探索，对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浙江特色小镇特点鲜明，以区域特色产业为重要载体，赋予特定文化符号和一定社区功能的新型“产业集聚区”，具有“产

业特而强、功能聚而合、形态小而美、机制新而活”的特色，在特色小镇的发展过程中，蕴含着深刻的经济学理论。 

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特色小镇的经济学分析——以浙江湖州的特色小镇为例》一书历时四载完成，是湖州师范

学院唐洪雷副教授主持的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规划课题项目最终成果，也是基于该研究团队对特色小镇研究领域相关问题

的长期思考和不懈探索。该书以浙江湖州的特色小镇为研究对象，开创性地将特色小镇分为特有资源型和新兴产业型两类，并

综合运用产业集群理论、区域经济学等理论方法来刻画特色小镇，从实践中提取规律，为加快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新

型城镇化建设，以及解决经济发展动能不足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而有益的思路。该书在理论研究上值得借鉴与思考的部分如下。 

第一，该书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实证分析、模型分析和边际分析的方法。在方法的创新方面，引入了生态位理论和生

态学的模型来研究特色小镇。如通过对不同小镇生态位重叠度的测算，对湖州特色小镇的产业协调度进行了评价，比较深入地

剖析了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建设内容重复、形态雷同、特色不够鲜明以及同质化竞争等问题的原因。在论述产业集群时，

引入了生态学的数学模型，在阐述特色小镇发展的机制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突破。 

第二，将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该书从浙江湖州的 13个特色小镇入手，分别介绍了这些小镇的形成过程，特色和发展

特点，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等。介绍这些特色小镇实践经验的目的，既是为随后的理论分析打下基础，也是为其他地区建设特

色小镇提供经验。湖州的特色小镇建设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这些小镇各不相同，有着不同的特色和建设经历，从而更具参考价

值。 

第三，书中介绍的小镇各具特色，对其实践经验的理论分析比较深刻。作者在介绍浙江湖州 13个特色小镇时独辟蹊径，从

这些特色小镇各自形成、发展的特点中进行了概念化的归类总结，比如：由“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形成的小镇，概括抽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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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资源”这个概念。由“无中生有”凭借新兴产业兴起的小镇，抽象出“产业集群”这个概念，随即分别展开对“特有资

源”和“产业集群”的经济学分析，以现代经济学的语言进行模型分析和总结，并提炼其中可推广的经验。 

第四，该书善于进行理论推导，在专著中每一节的阐述不是从一个概念“跳”到另一个概念，而是从一个概念“推”到另

一个概念，因而理论不是间断的而是连续的，不是跳跃的而是渐进的。同时，该书在理论推导方法上也进行了创新，如在阐述

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功能时，引入了生态学的数学模型，并综合运用了福利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很多新理论、新方法，通过运

用这些工具方法，对揭示特色小镇的发展规律有很大的启示和帮助作用。 

从特色小镇的实际规划建设工作来看，因我国幅员辽阔，地域广大，经济发展状况也极不均衡，且不同地区拥有着不同禀

赋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因此就需要各个地区根据各自不同的自然资源禀赋、历史文化、人文积淀、产业结构等特点来科学

规划和建设符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特色小镇。《特色小镇的经济学分析——以浙江湖州的特色小镇为例》一书中重点分析

了两类特色小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优的建设发展历程，阐述了其发展路径背后的经济学原理，作为一种有益的思考

和借鉴，有助于我们继续深入探求其他类型特色小镇的建设路径。 

第一，特色小镇规划建设为城乡融合发展赋能。遵循新的发展理念，重塑城乡关系，是新型城镇化的有益探索和实践。特

色小镇的规划建设打通了城市和乡村的界限，有益于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高效合理流动、特色产业的优化布局发展以及环境

的生态保护等，把城市和乡村有机联系起来，实现城乡之间的科学融合发展，奠定新型城镇化的基础。在特色小镇有限的空间

里优化特色产业布局，赋予一定的社区功能，形成具有产业功能、旅游文化功能、社区功能的“三生融合”空间，推动当地经

济的高质量发展。 

第二，特色小镇的特色产业要定位精准。特色小镇的发展离不开特色产业的支撑，和原来的产业集聚区相比，具有明显差

异，特色小镇的发展不再依赖高投入、高耗能和高污染的传统产业发展模式，应该依托当地特色产业或者独特的自然文化资源

禀赋，因地制宜，利用产业赋能特定的文化符号，或者特定文化带动相关产业聚集，打造特色鲜明、独具一格的特色小镇产业

体系。在当地核心特色产业基础上，充分延伸产业链，带动生产、生活要素集聚，以特色产业推动当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第三，特色小镇的功能要聚而合。特色小镇是产、城、人、文“四位一体”的创新创业空间，在功能实现上既要突出功能

集聚，又要突出功能协同。目前，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城市都要优于乡村，且相关生产、生活要

素不愿意向乡村流动，或者流动很缓慢。特色小镇作为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载体，要植入现代公共服务要素的协同平台，实现功

能上的“聚而合”，实现产城融合、城乡融合、社区功能融合等，通过特色小镇平台，集聚生产、生活要素，加快乡村振兴工

作进程。此外，特色小镇要通过优化自然生态环境，完善政策吸引高端人才，改善乡村产业发展生态，推动当地产业的绿色发

展。 

第四，特色小镇的规划建设工作要实现“协同发力”。特色小镇承载的东西很多，包括优化产业布局、改善创新创业环境、

实现绿色生产、便利居民生活等方面，是“三生融合”“四位一体”的创新创业空间。如果要靠单个企业或者单一的投资运营

主体，不可能把特色小镇建设好。因此，在特色小镇的规划建设过程中，一定要构建多运营主体协同、多要素融合联动的生态

运营管理系统，实现政府搭台、产业唱戏、多主体协同配合的特色小镇创建发展体系，推动当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特色小镇的经济学分析——以浙江湖州的特色小镇为例》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产业集群理论、区域经济理

论，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有助于我们去研究探索符合当今时代发展主题、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特色小镇建设规划路径。该书的研究对象很有特色，写作手法也很有特色。该书采取了案例分析结合现代经济学理

论分析的手段进行，书中采用的福利经济学和产业集群等经济学理论分析和特色小镇的实际情况结合紧密，为该书的鲜明特色。

该书还不拘一格地采用了一些交叉学科的工具方法，如生态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等，既丰富了读者视野，也加强

了分析的深度。此外，《特色小镇的经济学分析——以浙江湖州的特色小镇为例》这本书虽然研究对象是湖州的特色小镇，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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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意旨在于为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扩大有效供给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并借此推进中国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该书的出版丰

富和发展了特色小镇相关的新型城镇化、区域经济理论，为制定特色小镇发展政策制度提供了重要参考，是一本很值得理论和

实际工作者参阅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