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鲜

明、产城融合、充满魅力的小城镇”。

在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如何看待各地“特

色小镇”的迅猛发展？当前加快小城镇建设面临哪些发展新机

遇？如何避免“千镇一面”？针对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记者专

访了住房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赵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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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小而散的浙江诸暨大唐传统袜

业基地，如今正打造全球最先进的袜业制

造中心，全世界每三双袜子便有一双产自

这里；昔日废旧的陶瓷品交易市场，如今

变身中国版“格林尼治小镇”，成为吸引全

球目光的杭州玉皇山南基金小镇……特

色小镇，在浙江大地上点燃创业创新梦想

的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小城镇建设的新天

地。

特色小镇：
小空间启示大格局

2015年，杭州市GDP达 10053亿元，

成为国内第10个万亿级城市，增速时隔3
年重返两位数，达到10.2%。

在众多支撑杭州发展的引擎中，梦想

小镇、基金小镇、云栖小镇、跨贸小镇等特

色小镇作为杭州市创业创新的重要平台，

成为“新经济”的发动机。

“对创业者来说，实现自己的梦想，也

许只需要一杯咖啡的时间。”在杭州市跨

贸小镇拾青资本创始人葛志松的咖啡屋

中，他告诉记者，只需花 18 元要一杯咖

啡，无限续杯可以让你待一整天，好的创

意、资金、人才在这里充分碰撞。

名字叫“镇”，却并不是行政区划单元

上的“镇”，3平方公里空间也不同于产业

园区、风景区的“区”。2014年 10 月浙江

省省长李强在参观全国首个云计算产业

生态小镇———杭州西湖区云栖小镇时

提出“让杭州多一个美丽的特色小镇，天

上多飘几朵创新‘彩云’。”随后特色小镇

就如同雨后春笋在浙江大地上逐步燎原。

翻开浙江特色小镇的分布地图，不难

发现小镇布局大多都在城乡接合部的交

接地带，有的是产业升级、确定新的发展

方向，有的是空白上作画、寻找区域提升

发动机……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建设特色

小镇，实现生产、生活、生态融合，成为破

解城乡二元结构、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抓

手。

据统计，浙江首批 37 个特色小镇在

2015年新入驻企业达 3207家，其中 21家

为新引进的500强企业，新增就业人员4.6
万人。仅仅一年，就新增税收21.3亿元。

住房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赵晖说，浙

江特色小镇建设经验揭示了小城镇建设

大有可为，显示出盎然的发展生机和活

力。浙江经验的推广对全国小城镇建设

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昭示着小城镇建

设春天的来临。

小城镇发展：
供给端发力亟待政策支持

浙江小城镇建设的历史演变，正是全

国小城镇发展的缩影。

上世纪90年代开始，浙江80%以上的

GDP 贡献来源于小城镇，最早的时候有

900多个小城镇，小、散、乱、多是浙江小城

镇发展第一阶段的明显特征。

2007 年至 2010 年，浙江小城镇发生

了质的变化，省委省政府接连出台文件要

培育 200 个中心镇，引导小城镇逐步集

聚，成金字塔形，一、二、三产业综合发展，

小城镇经济实力提升进入发展的第二阶

段。

“近两年特色小镇的发展，开启了浙

江小城镇更高端层次发展的第三个阶

段。”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王士兰说，浙江小城镇的三个发展阶

段代表了全国小城镇发展的方向，全国小

城镇发展东中西部极度不平衡。

赵晖介绍，我国 1955 年设立建制镇

制度，但小城镇的迅速发展则始于改革开

放后。随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和撤乡设

镇，我国小城镇数量就从 1978 年的 2850
个增加到 2002年的 1.84万个。目前小城

镇数量达到1.88万个。

但时至今日，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走城乡一体化发展道路的背景下，走过30
多年发展道路的小城镇依然是大问题，尤

其是农村的衰落和空心化为小城镇的发

展带来新挑战。

“总体看，小城镇缺乏政策支持，人口

向大中城市集中越来越明显，小城镇建设

发展总体还相当滞后。”赵晖说，小城镇发

展滞后最根本的原因、也是面临的最大挑

战，就是我国塔式级别化行政体制使优质

资源向上一级行政中心集聚，处于最底层

的小城镇很难发展。另外，缺乏内生动

力、缺乏扶持政策、重城轻镇的错误观念

等也是重要原因。

新型城镇化：
小城镇要避免“千镇一面”

“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因

地制宜发展特色鲜明、产城融合、充满魅

力的小城镇”，为新时期的小城镇发展提

出新课题。

青瓷小镇、无人机小镇、美妆小镇、蓝

莓小镇……一段时间以来，在国家政策的

引导和地方探索下，特色小镇正在全国各

地迅猛发展。专家强调，特色小镇建设宜

突出特色与产业融合，强调整体规划并实

现土地集约使用，同时在城镇化过程中要

留得住“乡愁”，避免“千镇一面”。

赵晖说，小城镇发展要注意整体规

划，应该“谋定而后动”，在产业、文化、生

态、智慧生活等领域通盘考虑，并注重项

目间的协调与促进，避免“摊大饼”和一哄

而上。在发展定位和项目选定方面宁可

放慢一点，做好整体规划，给未来发展留

有余地。

“任何一个地区发展小城镇都不能照

搬照抄。”王士兰说，中西部不少小城镇都

停留在浙江发展的第一或第二阶段，它们

要做的是培育中心镇或者培育经济增长

极。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浙江特色小

镇建设走在全国前列，但其他地方如果不

具备类似的土壤，需要管理者慎重考虑，

一旦照搬就可能做成样板工程。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小城镇规划学术

委员会秘书长游宏滔也指出，小城镇发展

千万不能做成“一刀切”，必须符合经济发

展和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一窝

蜂照搬发达地区的做法，就会变成学的只

是表皮、面貌、空间，而没有学习到对客观

规律的把握，政府的干预必须因时而动，

要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 （新华社）

浙江特色小镇昭示小
城镇建设迎来春天

问：如何看待浙江特色小镇的特点和

经验，对全国小城镇建设有哪些启示？

答：浙江特色小镇建设经验揭示了小

城镇建设大有可为，显示出盎然的发展生

机和活力；充分体现了小城镇的重要作用

和不可替代的特性，包括新常态下拉动经

济、调整经济结构、实现供给侧改革、创造

创新创业新平台、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等

方面的作用和特性。

浙江特色小镇建设经验揭示小城镇

发展必须遵循规律，有重点、有特色地发

展，不能一哄而上。必须发挥市场主体作

用，政府应做好支持和引导，不可大包大

揽。必须因地制宜、发挥当地特有的资源

优势、区位优势、环境优势和传统优势等，

不可不切实际规划造镇。

浙江经验的推广对全国小城镇建设

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昭示着小城镇建

设春天的来临，意味着小城镇将为实现五

大发展理念、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社会

和谐稳定发挥巨大作用。

问：我国小城镇发展现状如何？

答：我国1955年设立建制镇制度，小

城镇由建国前的自发状态开始制度化发

展。人民公社和“文革”期间小城镇发展

出现停滞。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恢复为

乡镇，加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和撤乡设

镇，小城镇迅速发展，仅数量就从1978年

的 2850 个增加到 2002 年的 1.84 万个。

2002 年暂停撤乡设镇，小城镇数量也基

本稳定下来，到2015年为1.88万个。

当前总体看，我国小城镇缺乏政策支

持，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人口向大中城

市集中越来越明显，小城镇建设发展总体

还相当滞后。一是在城镇化中的作用过

小。我国城镇人口中仅有 25%居住在小

城镇，远低于发达国家，如德国 70%的人

口居住在小城镇。二是尚未成为人们长

期稳定的居住地。小城镇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落后，78%的镇污水没有处理，50%
的镇垃圾没有妥善处理，医疗、教育、商业

等服务设施差，不断有居民迁移进城。三

是建设缺乏特色。规划建设照搬和模仿

城市，大多数小城镇都缺乏地域、民族和

传统文化特色。

小城镇发展滞后最根本的原因、也是

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我国塔式级别化行

政体制使优质资源向上一级行政中心集

聚，处于最底层的小城镇很难发展。另

外，缺乏内生动力、缺乏扶持政策、重城轻

镇的错误观念等也是重要原因。

当前小城镇发展面临
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问：当前加快发展小城镇有何重要意

义？

答：小城镇是一种很好发展模式，尤

其适合中国国情，对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

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且不可替

代的作用。

小城镇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最直接

最有效的途径，农民教育、就医、购物、休

闲等日常活动的80%在小城镇；小城镇也

是促进就近就地城镇化的重要载体。住

建部对 100 个发展较好镇的调查显示，

58%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镇内实现了向

二、三产业转移就业和稳定居住。

小城镇具有城市不可比拟的绿色发

展优势，如交通能耗方面，北京人均汽油

消费量是浙江发达小城镇的 7倍。小城

镇街区尺度宜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小城镇也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新平台。阿里、京东等公司已在小城镇

设立了一万多家电商服务站，浙江首批

37个特色小镇不到两年就已集聚3300多

家企业，引进各类人才1.3万名。

问：经济新常态下，小城镇面临哪些

发展新机遇？

答：大量调研显示，经济发展新常态

下，小城镇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一是农民收入提高带来机遇。2015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首次超过1万元，是10
年前的 3.2倍，“小镇青年”的消费理念和

生活追求与城市居民已无太大差别，亟须

完善小城镇功能、改善环境。

二是产业转移和农民工回乡创业带

来机遇。一个乡镇外出务工人员往往集

中在同一行业，随着农民工返乡增多，一

些小城镇集中了一大批同一行业的熟练

工人，从而具有承接产业转移的优势。

三是基础设施完善带来机遇。随着

高铁、公路、桥梁、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

成和完善，过去许多偏僻的乡镇一跃成为

具有良好区位优势的地区。据住建部调

查，小城镇至特大城市的平均车程时间由

上世纪 90 年代 4.5 小时缩短到现在 2 小

时，至高速公路出入口缩短到半小时，农

民进镇只需20分钟。

四是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变化带来机

遇。随着乡村旅游成为城市居民的消费

热点，小镇旅游方兴未艾。另外空气污

染、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使城市居民越

来越向往宜居环境，环境好的小城镇正成

为房地产开发和养老项目的首选地。

小城镇建设要防止一
哄而上

问：小城镇发展如何做到因地制宜、

避免一哄而上？

答：小城镇发展有其自身规律和条

件，牢牢把握这些规律和条件是因地制宜

推进工作、防止一哄而上的关键：

一是不可移动资源是独特发展优势，

如浙江绍兴黄酒小镇以及陕西西凤酒产

地柳林镇等当地特有的水源，莫干山等旅

游小镇的特色景观和历史文化资源等。

二是产业是最根本发展动力。各地

示范镇、中心镇建设的实践表明，凡是有

产业支撑的都发展得较好，没有产业支撑

的最终成了“空镇”。

三是市场是主体作用。某镇作为省

重点样板镇，目标是打造成现代化小城

市，但产业定位违背市场规律，盲目造新

城，虽然投入较大但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四是政策是启动力和助推力。调研

显示一些具备一定条件的小城镇，给予适

当政策支持，两三年就能发展起来，反之

将错失发展机遇。土地、资金、税收、棚改

等支持政策的助推作用十分重要。

按照以上规律，就必须是有重点、有

特色地发展建设小城镇。

问：“十三五”或未来一个时期如何推

进我国小城镇建设？

答：小城镇建设的目标，一是发展特

色镇和重点镇，建成一批富有活力和魅力

的特色产业小镇、旅游小镇、文化小镇、宜

居小镇。二是改善一般小城镇，使大部分

小城镇成为具备基本功能的生产生活服

务中心。力争通过 10年左右的努力，使

小城镇承载能力有较大幅度提高，小城镇

居民安居乐业，带动农村发展作用明显增

强，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更加重要

的作用。

下一步全力推进小城镇建设，住建部

将大力宣传推广浙江经验；召开全国小城

镇建设工作会议；指导培育特色小镇和重

点镇；实施一般镇基本功能完善工程；加

快推进重点镇棚户区改造；研究盘活小城

镇建成区内集体建设用地问题；研究加大

投入的政策措施以及建立小城镇规划建

设指导机制。 （新华社）

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编写

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 2015》日前在京

发布。该报告显示，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

达到56.1%。

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在报告序言

中表示，每年的报告都将聚焦新型城镇化

领域的重大议题，汇总新型城镇化关键领

域的主要进展，反映新型城镇化政策的观

点和共识，介绍国际合作的领域和成果，

努力发挥政策解读、引导发展的作用。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赵辰昕介绍，

从 1978 年到 2014 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

由1.7亿人增加到7.5亿人，城镇化率年均

提高约 1个百分点，城市数量由 193个增

加到653个，城市建成区面积从1981年的

0.7万平方公里增加到 2015年的 4.9万平

方公里。

《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 2015》共分三

篇：第一篇为总报告，全面介绍了我国城

镇化发展总体情况，当前推进新型城镇化

存在的主要问题，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趋

势，以及“十三五”时期新型城镇化工作展

望等；第二篇为专题报告，分 8 个专题介

绍了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镇、新生中小城

市和特色小城镇培育、新型城市建设、引

导城镇化优化布局等方面的工作；第三篇

为地方篇，分别介绍了各地新型城镇化推

进情况。此外，报告还收录了一些重要政

策文件以及城镇化的国际经验。

《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 2015》由国家

发改委发展规划司、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

革发展中心联合编写，中国计划出版社出

版，今后将每年发布。 （新华社）

“特色小镇”拓展小城镇建设新天地

《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2015》发布

□新华社/发

谱写小城镇建设的新篇章
——专访住房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赵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