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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小镇融入城市群发展的路径探讨

张蔚文　卓何佳　麻玉琦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 1 005 8)

[摘　要]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市群内部城乡二元对立、区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愈发凸显。

作为对传统小城镇发展模式的突破与超越,特色小镇的建设和培育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可能。根据生

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政策目标,特色小镇将有力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中的要素流动障碍,缩小城乡

差距,实现城市群内区域协调发展。对于创建中的浙江省特色小镇,根据其空间布局的不同,可划分为中

心镇、卫星镇和专业镇三种类型。可以通过产业修缮、城市修补、生态修复三类功能的有机结合,增强城

市群内部的经济社会联系,营造城乡高效互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城市群体系,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

发展。

[关键词]“三生融合”;特色小镇;城市群;区际趋异论

一、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针对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重点提出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

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将以城

市群为尺度的新型城镇体系纳入“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战略中进行统筹规划和

整体部署。
城市群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载体,《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年)》中明确提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空间主体[1]。毫无疑问,城市群

将成为未来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核心城市、大中城市、小城镇、广大农村地区等都是城市群重要的

有机组成部分,其中,小城镇所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从空间结构上看,小城镇是“从城到乡”和“从
乡到城”的重要空间节点;从功能上看,小城镇承载着支撑城市网络体系的重要功能,是实现“从城

到乡”要素转移和“从乡到城”要素集聚的纽带[2]。因此,无论是出于分担核心城市压力、缓解“大城

市病”的考虑,还是为推进整个城市群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小城镇作用都是重中之重。



然而,从目前情况来看,由于缺少就业岗位和上升空间,小城镇吸纳人口不足,难以达到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的规模效益门槛,吸纳产业和就业的能力被进一步削弱,从而陷入经济效率低下和资

源浪费的恶性循环,其节点和纽带作用也就无从谈起[3]。而特色小镇的兴起则为突破上述恶性循

环、探索新的小城镇发展模式提供了可能。在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颁布的《关于实施 20 1 8 年推进

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通知》中,更是明确提出要将“引导特色小镇健康发展”作为“提高城市

群建设质量”的重要一环。
相比于传统小城镇,特色小镇在服务城市群体系方面有独特的内生优势。核心在于其政策设

计中,除了强调以产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为轴心的“生产”理念之外,还强调设施改造、服务完善

的“生活”理念以及提升人居环境品质的“生态”理念。按照“三生融合”的政策目标,特色小镇兼具

产业功能和社区功能,将最大限度地实现产城融合,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中的要素流动藩篱,充分助

力整个城市群体系内城乡互动、区域一体化新格局的形成,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本文将从区际趋异论出发,以浙江省城镇体系为研究对象,阐述以“三生融合”为政策目标的特

色小镇融入城市群发展的理论机制,重点分析不同类型特色小镇的空间布局与功能分异,为营造协

调发展、合作高效的城市群体系提供思路借鉴和实践样板。

二、特色小镇融入城市群发展的动因:区际趋异论

所谓区际趋异论,是相对于区际趋同论而言。区际趋同论者认为,区际经济的非均衡状态是暂

时的,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妨碍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性瓶颈会逐渐消弭,资本、劳动力与技术

得以自由流动,区际差距最终消失。与之相对,区际趋异论者认为不论何时,经济发展的均衡状态

都是相对的,而非均衡发展是绝对的;市场力量的作用倾向于扩大而非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因
此,为了把这种差距控制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政府的干预必不可少。其代表性理论是循环累积

因果理论、增长极理论、极化—涓滴效应理论、梯度转移理论和中心—外围理论等①。
以城市群为考察对象,区际趋异着重表现为空间上的核心—外围二元结构。其中,核心区一般

是指中心城市地带以及重要的节点城市;外围区则指城市发展的腹地,即广大的农村地区。在城市

群培育和发展的初期,由于空间区位、产业基础、政策扶持等先发优势,核心区域先行发展起来,区
域内原有的平衡发展格局被打破:资本、能源、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不断被吸引到核心区域,
在循环累积因果效应的作用下,其经济得以跨越式发展,直接推动整个城市群经济的快速增长。然

而,这一过程伴随着中心城市和农村地域之间经济差距的不断拉大———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受到

中心城市相对更高的回报率的激励,大量的生产要素持续从广大农村地区涌入城市。这一方面使

农村地区“输血过多、造血不足”,陷入马太效应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间接导致中心城市空间规模

和产业规模的无序扩张,高投入与低效率并存,最终导致整个城市群体系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失衡。
因此,要想更充分发挥城市群在城镇化整体进程中的空间主体作用,以城市群拉动新型城镇化

质量的提升,就必须进行合宜的政府干预,以行政逻辑补充市场逻辑,打破核心—外围二元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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桎梏,实现整个城市群地区的良性互动和一体化发展。
从空间组织的角度来看,良性发展的城市群地区有其特殊性:依托高度发达的交通网络和信息

网络,以一个或几个大城市为核心,将经济影响辐射到周边城市、小城镇和乡村,实现实体空间与影

响空间最大程度的分离[4 5]。在该地域单元内,市场主导与宏观调控相结合,通过对整体物质空间

的重构、对各类空间主体功能的整合以及对要素流动系统的优化配置,来构建高效的城乡空间关联

秩序,实现城乡间要素的无障碍流动和资源高效配置,推动城乡有机融合、共同发展[6]。
综上所述,根据区际趋异论,要想实现城市群的良性发展,就要在充分尊重市场力量的同时加

强政府的引导与调控,以实现核心城市、节点城市、小城镇和农村等空间主体的高效互动与合作。
在这个过程中,小城镇成为连接核心与外围、集聚人口和产业、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节点和纽带。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中国的小城镇模式尚不成熟,最大的问题在于产业支柱薄弱,就业吸纳能力严

重不足。多数小城镇脱离了政府的扶持尚无法保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发挥作用更无从谈起。在

此情况下,特色小镇的兴起有望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突破口。
作为典型的产业政策,特色小镇是市场逻辑和行政逻辑的巧妙结合。前者体现为特色小镇一

方面坚持以市场为主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行政指令下要素过度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向,实现空

间内的高端要素整合和空间外的要素自由流动;另一方面格外强调培育和发展特色产业,可通过自

身经济效率的提升,减少大城市极化效应对小城镇人才、物资的吸引,走出一条与大城市相辅相成

的道路[7]。后者则体现为通过强化政策供给,缓解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和要素制约,营造具有活力

的创新发展环境[8]。
具体而言,相比于传统小城镇,特色小镇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独特优势:
其一,特色小镇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顺应市场,找准产业定位,推进产业集聚、产业创新和产

业升级。众所周知,产业培育是小城镇的立镇之本,无论是 20 世纪 80 年代苏南的小城镇或是德国

的小城镇,都与繁荣的乡镇工业或均衡的产业体系密不可分。现在我国小城镇发展的难点便是产

业培育问题,大部分小城镇都处于产业链末端,成本高而效率低,且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而特色

小镇尤其是浙江省的特色小镇,有其现实的“肥沃土壤”,即浙江的块状经济。特色小镇建设与其

“一镇一品”的发展基础和发展需求形成良性互动,通过转变资源要素配置方式,打造极具发展潜力

的特色产业,逐步构建高端产业体系,推动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9]。可以预期的是,作为

后工业时代产业生态圈的空间载体,特色小镇将充分迸发出产业集聚和产业升级的内生动力,为本

区域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从而吸引人口集聚;人口的集聚反过来又能促进运输、信
息、商服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非农就业机会[10 1 1]。因此,成熟的特色小镇将成为城市群内

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的重要支撑。
其二,特色小镇是“产、城、人、文”四位一体的新型空间,强调以人为核心,致力于实现产城融合

和可持续发展[12]。传统小城镇明显存在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不足的短板,而特色小镇以产业发展

为起点,为了保证产业的发展能留住人才,在培育和建设初期就提供多层次、多元化的公共服务,更
好地满足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在吸引高端人才的同时,也使其所在的城市群内的农村人口能够

享受到更好的公共服务。另外,区别于传统经济开发区或产业园区,特色小镇强调产业和社区相结

合,是对以往“产城分离”模式的有力突破,通过多元功能的糅合,带动整个城市群内功能结构的合

理规划,增强整个城市群体系的综合功能,最终促进“产城人文”一体化融合发展。
其三,特色小镇建设形态要求精而美,在尊重原有自然环境、人文景观的基础上,加强环境保护

和生态资源的综合利用,彰显自然风光之美。这既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产业转

型升级、改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在优美环境中诗意生活的同时还能享受便

捷的都市服务,可进一步实现人口集聚;另一方面,小镇的个性之美也可从道路、公共空间、景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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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环境等多维度得以体现,充分展示地域文化特色,改变千城一面的城市建设方式,实现整个城

市群体貌形态和发展方式的转变。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产城融合的新型小城镇模式,特色小镇糅合市场逻辑和行政逻辑,兼具产

业功能和社区功能,软硬环境建设并重,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的同时,也为从业者提供了优质的人居

环境,既提高经济效益,又有助于以人为本的城市化推进。因此,特色小镇可以被视作城市群体系

内城乡经济和消费发展的新型纽带,以及破解核心—外围二元结构、推进城市群良性发展的重要战

略支点。

三、特色小镇融入城市群发展的现状:以浙江省为例

20 世纪 80 年代起,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浙江省逐步形成了不同产业、不同特

色的块状经济。作为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和途径,块状经济在浙江经济快速腾飞过程

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其缺乏创新、产业低端、资源利用粗放等固有劣势也日渐暴露,在进一步推

动浙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力有不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特色小镇最早在浙江这块大地上应运

而生,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热潮。
作为新常态下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着力点,特色小镇是新型城镇化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其建

设与 发 展 必 然 对 浙 江 省 城 镇 体 系 带 来 一 定 的 冲 击 与 影 响。根 据《浙 江 省 城 镇 体 系 规 划

(201 1—2020)》,浙江省将形成以主要交通、信息通道等基础设施为依托,以中心城市为主体,“三群

四区七核五级网络化”的城镇空间结构。其中,“三群”具体为环杭州湾城市群、温台沿海城市群和

浙中城市群,是组织省域城镇空间发展的主体形态。《规划》进一步指出,通过增强三大城市群的要

素集聚和产业协作,支撑环杭州湾、温台沿海和金

衢丽高速公路沿线三大产业带的发展,突出“统
筹、集约、和谐、创新”的新型城市化发展特征,携
领全省城乡空间的发展。

特色小镇是浙江省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兼具产业功能、社区功能和生态功能的小

型空间平台,其建设和发展与其在城镇体系中的

空间布局息息相关。在市场力量与行政力量的共

同作用下,特色小镇在城市群中的空间布局出现

分异,产业修缮、生活修补、生态修护等方面的功

能也有所不同,进而对城市群的发展产生不同影

响。根据浙江省城镇空间结构规划图(图 1)和第

一、第二批创建中的省级特色小镇产业分布图(图
2),本研究按照空间布局的不同将浙江省的特色小

镇分为如下三类(见表 1),并简要探讨其融入城市

群发展的现状。
一是位于中心城市(杭州、宁波、温州、金华、

义乌等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或其他重要节点城

市(绍兴、嘉兴、丽水等省级中心城市)内部的特色

　

图 1　浙江省城镇空间结构规划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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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自浙江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201 1—2020)》,http://www.zj.gov.cn/art/20 1 3/1 1/22/art_ 305 9 2 _

1 022 6 1.html。



　

图 2　浙江省第一、第二批创建中的省级特色小镇产业分布图①

小镇,如杭州市上城区玉皇山南基金小

镇、宁波市鄞州四明金融小镇等。受制

于地价,这类小镇通常位于城市中心亟

待更新的区域或新开发区域(如旧城中

心、产业园区等),部分小镇以开发区、科
技园等为前身。同时,城市已有的发展基

础及强大的虹吸效应也使如杭州梦想小

镇等“无中生有”类小镇的出现成为可能。
由于所在区域发展基础良好,此类特色小

镇在培育伊始基本已具备较为完善的基

础设施。伴随着金融、信息、环保、健康等

新兴业态的引入,小镇将成为中心城区集

聚高端要素的重要空间组团,进而实现城

市的有机更新及产业升级。
二是位于中心城市以外、都市区范

围之内的卫星镇,如湖州吴兴美妆小镇、
宁波智能汽车制造小镇等。由于临近市

场的区位优势及低廉的生产成本,时尚产

业、文旅产业、高端制造业成为这类小镇

的主导产业,可充分发挥产业集聚和溢出效应,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板,与城区形成呼应和

互补。在推动当地支柱产业形成与发展的同时,带动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成果辐射周边乡镇。
三是位于发展带(或交通干线)沿线、中心都市区外的专业镇,这类小镇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自

然资源优势及长期积累的产业基础而兴建,如诸暨市大唐镇袜艺小镇、丽水市古堰画乡小镇等。历

史经典产业、文旅产业、健康产业是这类小镇的主导产业。值得注意的是,此类离广大农村最近的

特色小镇通过地理空间的混合,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城市与乡村的边界,也模糊了城市发展与乡村

发展的差异性,充分发挥了连接城乡发展、承接产业转移、传递城市文明的重要作用[1 3 1 5]。

表 1　浙江省特色小镇融入城市群发展现状

特色小镇分类 区位条件 生产 生活 生态

中心镇
位于中心城市或重要节

点城市内部

金融产 业、信 息 产 业、环
保产业、健康产业

实 现 城 市 有 机

更新
城市绿地

卫星镇
位于中心城市以外、都市

区范围之内的卫星镇

时尚产 业、文 旅 产 业、高
端制造业

建 立 与 完 善 生

活相关配套

适 度 保 护 与 开 发

绿地

专业镇

位于 发 展 带(或 交 通 干

线)沿线、中心都市区外

的专业镇

历史 经 典 产 业、文 旅 产

业、健康产业

改 善 与 提 高 当

地生活条件

充分利用自然资源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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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浙江省第三批省级特色小镇创建时间相对较短,作用尚未显现,所以本图呈现的仅为浙江省第一、第二批省级特色小

镇创建名单中的小镇。本图按照浙江省所支持的“7＋1”产业类型(信息经济、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等七

大新兴产业与历史经典产业)对特色小镇进行分类,并以中心城区为原点,按照汽车的时速(50 km/h)相应生成 5 0 公里、

100 公里的缓冲区,进一步考察不同区位条件下特色小镇的产业分布特点。



四、特色小镇融入城市群发展的路径:以“三生融合”为目标

如前文所述,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是特色小镇区别于传统小城镇、服务于城市群协调发

展的核心。作为区域发展差异化需求的产物,区位条件不同的特色小镇的影响自然也各不相同(图

3),体现在城市群体系中,即为“三生融合”实现路径的差异。下面阐述不同区位条件下的特色小镇

“三生融合”的不同模式,以及在此模式下特色小镇融入城市群发展的路径。

图 3　特色小镇与城市群空间位置示意图

(一)中心镇

伴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现代城市在空间规模不断

扩大的同时,集聚资源的能力越来越强,辐射范围越来越

广,表现在城镇体系中,即中心城市或重要节点城市的功能

和性质发生了变化:由传统的工业生产中心、行政管理中心

和市贸中心,演变为由科技、服务和创新推动的知识型、信
息化城市,其原有的工业生产等职能则向城市外围区域扩

散与转移。因此,顺应该产业升级趋势,位于此类中心城市

内部的特色小镇通常为单体企业规模小、产业附加值高的

第三产业集聚地,如金融业、信息技术业、时尚行业等。
在整个产业升级和扩散的过程中,特色小镇的新业态导入与中心城市的产业发展之间是互相

促进的:一方面,中心城区所具有的人才高地、技术高地及广阔的市场前景等优势为新业态的形成

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特色小镇集聚的新兴产业凭借其小规模生产、高附加值的特

点,区别于城市内原有产业,在激烈的城市产业竞争中具有天然优势,足以成为推动城市产业整体

更新换代的新动力,进而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同时,新业态的引入与发展也对所在地区的综合环境提出了新的要求。通常来说,这类以金融

行业、信息技术行业、时尚行业等新兴业态为主的特色小镇将会集聚大量的高端人才。首先,此类

人才对生活品质等方面的要求普遍较高,如高水平的医疗服务、国际化的教育资源、完备齐全的生

活配套等。因此,他们的进入在为原住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如餐饮服务、社区服务等)的同时,也
会在无形中掀起类似于欧美国家的“绅士化”热潮,改变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与习惯,最终带动整个小

镇及其周边区域生活质量的提升。其次,优美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也是此类高端人才的重要需求之

一,所以小镇会在生态环境上做足文章,在发展产业的同时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与自然景观的打

造,成为中心城市“水泥森林”中的那抹绿色。
除此之外,受地租等条件影响,作为新业态载体的特色小镇通常布局在中心城市的价格洼地,

或城中村、工业企业旧址,这意味着小镇的建设与发展往往伴随着旧城改造、“三改一拆”、工业遗产

再利用等项目的实施,为城市有机更新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式,如玉皇山南基金小镇被誉为“三改

一拆的典范”。
综上所述,侧重于改造与提升环境的中心镇模式(图 4),除了是承载新业态的平台外,还将成

为高端人才的聚集地及居住地。因此,在现有政策红利的支持下,完善的公共配套服务及美丽宜居

的人居环境应是小镇“三生融合”的建设重点。而在政策优惠期后,小镇文化及归属感的培育与形

成将成为留住高端人才、保障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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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心镇类特色小镇“三生融合”发展模式示意图

(二)卫星镇

在世界范围之内,卫星镇的实践随处可见,如法国里尔的 Lille-East、荷兰海牙的 Zoerermeer、
阿姆斯特丹的 Bij lmermeer 等。在城镇体系中,这些卫星镇承载着充分接受城区辐射并为城区提

供有效服务的重要功能。但卫星镇的实践似乎并不那么顺利,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支柱产业

缺失导致的就业岗位严重不足、公共服务严重匮乏,最终陷入“卧城”的困局,不仅无法分担中心城

市压力,还会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
作为一种新型产业政策,特色小镇的培育和发展为卫星镇的实践打开了新的局面。特色小镇

以产业培育为核心,其建设与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其所在的卫星镇形成特色产业支柱,并创造

一定规模的就业岗位,使卫星镇一方面能够承载主城区的人口集散和产业转移,另一方面能吸纳附

近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不断发育壮大,逐渐培育出独立于主城区的空间框架和内部结构,最终

形成具有可自我供血、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城镇。
因此,承接中心城市转移出的第二产业将是此类特色小镇发展的主要方向(见图 5)。作为原

农村工业部门的空间集聚点,卫星镇可通过特色小镇承接中心城市第二产业的转移,从而培育新的

支柱产业。第二产业的发展在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有效吸纳中心城市转移人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

的同时,也将带动当地餐饮、娱乐等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的兴盛进一步加快了原住民及农村转移

人口市民化的进程,最终实现城乡间良性互动,改变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

图 5　卫星镇类特色小镇“三生融合”发展模式示意图

需要指出的是,卫星镇对第二产业的承接并不意味着简单接纳、全盘照收,对该行业的技术改

造与技术创新也必不可少,湖州吴兴美妆小镇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该小镇一方面承接中心城市

所淘汰的化妆品制造行业,另一方面引进化妆品行业龙头企业珀莱雅,主动进行生产技术的革新,
形成现代美妆产业的新型集群,进一步吸引相关产业在小镇集聚,为当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同时,产业集聚也带来了知识外溢效应,技术创新进程进一步加快,在提高产业附加值的同时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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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另外,在此类特色小镇建设与发展过程中,需要对生态环境采取重点保护与适度开发相结合的

措施。因为在传统城镇发展视角下,卫星镇除了缓解中心城市压力外,还常扮演城市后花园的角

色。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当地服务业的发展,优质的生态环境或许也将促使旅游

业成为卫星镇发展的又一支柱。如嘉善巧克力甜蜜小镇就在引入先进的巧克力生产技术的同时,
结合当地旅游资源,打造巧克力主题乐园等热点旅游产品,吸引了大量来自周边城市的游客,进一

步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三)专业镇

相较于上述两类小镇,布局在发展带(或交通干线)周围的专业镇无法直接享受到中心城市或

都市区的辐射,但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以及长期积累的产业基础是此类小镇建设与发展的先天优

势。因此,旅游行业及历史经典产业是这类特色小镇的常见选择(见图 6)。

图 6　专业镇类特色小镇“三生融合”发展模式示意图

此类专业镇可通过建设以旅游业或历史经典产业为支柱的特色小镇,利用地方政府的一系列

政策红利,如税收优惠、入驻奖励、租金减免等资金支持,以及直接的财政投资、基础设施投资等,有
效吸引周边的相关产业在小镇范围内集聚,进而使特色小镇成为其所在经济空间范围内的新增长

极。优势产业的培育在有效盘活当地特色的产业资源及自然资源的同时,还可推动原住民市民化,
并吸引大量进城劳动力返乡,分担城镇体系中心的就业压力。杰出代表就是诸暨市大唐镇,它通过

袜艺小镇的建设,有效整合了周边乡镇的袜业资源,并打造袜业智库,实现了传统袜业的转型升级。
无论是旅游产业还是历史经典产业,保护与创新是其共同发展之道。对以前者为支柱的小镇

而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保护自然资源的同时,应通过有机整合优势资源、创新商业运营模

式,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对以后者为支柱的小镇而言,应大力促进传统工艺的保护与传承,同时要

顺应时代发展规律与市场潮流,创新生产方式和产品样式,使老手艺焕发新生机,进而达到延长产

业链、提升附加值、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目标。

(四)特色小镇融入城市群发展的路径设计

不同的特色小镇“三生融合”的实现路径不同。位于中心城市或重要节点城市内部、以高附加

值产业为支柱的中心镇,在实现新业态引入与发展的同时,通过吸引高端人才的入驻改造与提升当

地环境,最终完成产业升级和“绅士化”过程,增强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位于中心城市外围、都市

区内部的卫星镇则借助独特的区位优势,承接主城区的产业和人口转移,并吸引来自周边村镇的劳

动力,突破传统城乡二元结构,不断发育壮大,逐步形成可自我供血、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城镇,进
而扩大中心城市的辐射范围。而位于城市群之间发展带沿线,无法直接享受到中心城市辐射的专业

镇则可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或历史悠久的产业基础,有效盘活当地特色资源,推动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吸引劳动力返乡务工,打破核心—外围发展模式,最终成为城市群中新的增长极(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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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特色小镇融入城市群发展的路径设计

总体而言,特色小镇将会通过产业修缮、城市修补、生态修复三者的结合,增强城市群内部的经

济联系及社会联系,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区域内协调发展。不仅如此,特色小镇还要进一步通过生

活环境的营造提升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开发,增强镇内企业及人员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保证政策

优惠期过后,小镇仍能留住人才、留住企业、留住资源,实现自身的健康良性发展,进而保持城市群

内的生态平衡。

五、结　论

特色小镇作为经济特区、开发区后新型城镇化的又一尝试,本质上仍是将政策与特定区域进行

绑定的一项区域政策,是市场逻辑和行政逻辑叠加影响下的产物。因此,特色小镇在利用政策力量

试图改变空间格局的同时,市场力量尤其是集聚的力量也会对其培育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从这

个意义上说,特色小镇既是一种创新性的空间开发模式,又是一种新型政企关系平台———政策倾斜

是特色小镇短期内兴起并获得初始优势的关键,而市场是特色小镇最终能否成功的筛选器。
所以,在特色小镇的政策设计中,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化运作要互相结合,通过市场主体

和政府主体的协同、市场逻辑和行政逻辑的互补,一方面推动高端要素整合、产业升级换代;另一方

面破解当前普遍存在的小城镇发展困局,扭转城市群内要素过度向中心城市集中的局面,力争实现

城乡一体化、区域协调发展等目标。因此,无论是为满足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的需要,还是助力城市群

内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的推进,以新型政企关系为重点对特色小镇展开进一步研究都显得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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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of Integrating Characteristic Town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Zhang Weiwen　Zhuo Hej ia　Ma Yuqi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Zhej 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 1 005 8,China)

Abstract:China has now entered the stage of rapid urbanization.As an important spatial entity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an urban agglomeration has played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uture urbanization. However, at present, in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s,there exists a serious problem of inadequate coordination in development with
unequal exchange of factor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The capacity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large cities is limited while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and small towns are
underdeveloped,and are caught in a vicious circle of economic inefficiency and waste of resources.
The rise of characteristic towns has made it possible to break through this vicious circle and to
explore a new model for small towns to serve urban agglomerations.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small towns,the characteristic towns not only feature the″production″
concept with industrial development,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s the focus,but also
feature the ″life″ concept of facility and service improvement and the ″ecology″ concept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human habitat.Adhering to the policy obj ective of ″three-concept
integration″, the characteristic towns have both industrial support and employment
attractiveness,which will maximize the production-city integration,change the trend of excessive
resource accumulation into large cities,and break fetters on the factor flow in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This is a huge boost to the formation of a new pattern of urban-rural interaction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within the entire urban agglomeration system and promote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Based on this,this paper takes Zhej 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and applies the theory of
interregional divergence in categorizing the characteristic towns under construction into central
towns,satellite towns and special towns according to their spatial layout.The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spatial layout and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characteristic towns based
on the policy obj ectives of integrating production,life,and ecology:the central towns located in
the central cities or important node cities are attracting high-end professionals while developing
industries with high added value. They will ultimately complet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gentlemanization,and enhance the radiation capacity of the central cities.

The satellite towns located on the outskirts of the central cities and within the metropolitan
area will take in the industries and population of the main urban districts,attract labor from their
surrounding villages and towns,thus expanding the radiation range of the central cities,and
solving the problem of ″residence cities″.The special towns located in the development zone
between urban agglomerations will take advantage of their natural resources or historical
industrial foundation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nd
attract labor to return.They will become new growth poles 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n lead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ir surrounding areas.
Key words: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life and ecology; characteristic towns; urban

agglomerations;the regional divergenc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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