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发挥古镇品牌优势对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以江南水乡古镇南浔镇为例

熊晓红 ( 湖州师范学院法商学院, 浙江湖州313000)

摘要  南浔古镇作为江南水乡古镇的知名品牌 , 在江南水乡古镇中最有特色。南浔古镇品牌优势基于其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在搞好
保护前提下 , 发挥古镇品牌优势 , 增强旅游“乘数效应”和“带动效应”, 将古镇品牌优势, 转化为地方经济发展强势, 推动地区经济全面发
展 , 成为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比翼齐飞的良好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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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古镇是在相同的自然环境条件和同一文化背景下 ,

通过密切的经济活动所形成的一种介于乡村和城市之间的

人类聚居地和经济网络空间。南浔古镇作为江南水乡古镇

的知名品牌 , 在江南水乡古镇中最有特色, 在长三角地区乃

至全国都有着极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世界历史文化遗产预备清单 , 并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颁发的“2003 年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贡献奖”。南浔

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使之成为江南六镇中申请活动的推

动者和领导者。

1  南浔古镇品牌优势基于其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

1 .1 南浔古镇历史悠久, 文化底蕴深厚  南浔古镇早在宋

代就已形成聚落, 至今已有750 年的历史。自宋以来 , 南浔

古镇一直是物富民殷, 风谷阜安, 地杰人灵, 文化昌盛, 其丝

文化、书文化、园林文化、人文文化、建筑文化、饮食文化、民

俗文化精彩纷呈。南浔的“辑里丝”曾在1915 年巴拿马国际

博览会获奖。清末明初, 吴兴一地有四大藏书楼, 即蒋汝藻

的“密韵楼”、张均衡的“六宜阁”、刘承干的嘉业堂藏书楼和

庞元济的“半画阁”, 其中有三大藏书楼都在南浔。南浔古镇

的园林也是久负盛名。《江南园林志》一书云: 南宋以来, 园

林之胜, 首推四州, 即湖、杭、苏、扬, 而以湖州、杭州为尤, 然

湖州园林, 实荟萃于南浔。仅一镇就拥有五家名园, 这在江

南水乡古镇、甚至全国都是绝无仅有的 , 而且名人也多, 素有

“九里三阁老, 十里两尚书 , 四十一进士, 今有四中委八院士 ,

高级职称七百三十八人”之说 , 可谓“中国名人第一镇”。

1 .2 南浔古镇是近代中国最大丝商集团“浔商”的发源地  

上海开埠后, 南浔商人抓住时机, 以丝业起家。太平天国后 ,

形成了以“四象、八牛、七二金黄狗”为代表的丝商群体( 浔

商) , 成了中国近代商人的先驱, 在近代商帮中具有典型意

义。“浔商”具有开放性、灵活性特点, 是外向型经济的实践

者, 较早跨入近代门槛。在“浔商”中, 仅“四象”刘镛、张颂

贤、庞云曾、顾福昌的总财产 , 相当于19 世纪90 年代初清政

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浔商”及其经济、社会活动, 铸成了南

浔古镇深厚的经济文化内涵, 增强了南浔古镇的价值和魅

力。且历史时期与上海等结成的经济文化关系, 也为今天南

浔古镇旅游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历史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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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南浔古镇建筑艺术精美, 又别具东西文化结合特色  

南浔古镇建筑体现了近代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的有机

融合。它既有具传统文化底蕴的小莲庄、嘉业堂等, 也有颇

具时代特色的张石铭旧居, 还有1906 年的西洋化妆舞会和世

界仅存的法国玻璃雕; 既有富有水乡柔情特色的百间楼, 更

有见证近代商业繁荣的南浔商会、丝业会馆。南浔古镇的突

出优势是众多具有中西合璧风格的江南名园、大宅院建筑 ,

“江南第一宅”张石铭旧宅就是其代表之一, 其丰富而精湛的

木雕、砖雕、石雕、玻璃雕可称“四绝”。可以说, 在历史与文

化的积淀历程中, 南浔古镇形成诸多独树一帜的古建筑群 ,

是其他古镇所不能比拟的。此外, 南浔古镇还是近代中国名

人集居地, 有“辛亥革命的摇篮”之誉的张静江故居, 还有享

誉中国文坛的文学巨匠徐迟等。可以说, 深刻的政治文化内

涵、经济文化内涵及其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形成的厚重文化因

子, 使南浔古镇作为水乡古镇, 在广度或深度上, 均具有众多

古镇所较少具备的优势内涵和发展潜能。

2  发挥古镇品牌优势 ,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2 .1 利用南浔古镇品牌优势, 促进旅游产业内部产业链延

伸和区域旅游资源的有效整合 首先, 依托南浔古镇品牌所

带来的人气、市气等, 大力发展农业观光旅游、江南特色水乡

休闲旅游和特色工业旅游、商务旅游。作为江南著名水乡 ,

除水乡古镇这一优势旅游资源外 , 还有水乡农村别具情调的

古朴、恬静、自然的乡村旅游资源和现代高科技下发展起来

的观光农业旅游资源。除农业外, 南浔特色制造业也可以适

当整合 , 发展特色工业旅游。其次 , 进一步挖掘古镇旅游对

整个第三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 特别是宾馆、酒店、餐馆、商

场、娱乐场等作用 , 进一步提高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力。

还可以利用地处长三角中心的区位优势及地板、电缆等先进

制造业发展优势, 积极开拓会展旅游市场。再次, 以南浔古

镇为旅游发展带动龙头 , 整合全区旅游资源, 带动南浔区内

其他古镇旅游资源的开发。长三角旅游经济圈为第一圈, 环

太湖旅游圈和江南六大古镇旅游圈为第二圈, 以南浔古镇为

龙头, 联结善琏、菱湖、双林和孚镇等区内古镇群落构成第三

圈, 并辐射古村落、古民居和江南水乡生态风光。南浔古镇

具有30 多处文保点、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优越的地理环境, 但

2003 年的旅游收入只有乌镇的15 % , 周庄的6 % 。表明南浔

古镇品牌优势就其旅游业大有文章可做。

2 .2 利用古镇品牌优势, 提升招商引资能力 一方面, 古镇

品牌优势直接吸引着投资者。如博大投资南浔古镇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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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了把环境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

经济优势, 南浔选择了引进巨额资金、合作开发的道路。南

浔区政府与上海博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协议 ,5 年时

间里总投资23 亿元, 打造“中国南浔江南大宅门”。另一方

面, 伴随着古镇旅游经济发展, 内外交流扩大, 居民素质提

高, 政策环境优化, 招商引资的内部环境不断优化 ; 同时, 南

浔古镇和南浔区地理统一、名称统一, 古镇品牌知名度和美

誉度的进一步提升 , 必将使古镇所在地南浔区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进一步提高、扩大, 整体影响力不断增长 , 进而为整个地

区招商引资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再加上南浔区具有较多

优势特色产业, 农业方面有蚕桑、果蔬、畜禽、水产养殖四大

主导产业, 有“金獭兔”、“银湖羊”、“香大头菜”、“温氏鸡”四

大特色农产品, 是全省乃至全国最大的淡水鱼养殖基地和全

省最大的畜禽养殖基地; 工业方面有新型纺织、机械电子、新

型建材、医药化工、皮革及其制品、金属冶炼六大优势产业及

木业、电磁线、电梯、皮革、精细化工、毛纺、磨料磨具、真丝织

造、湖笔、商标织带十大块状特色产业 , 招商引资的竞争优势

也比较突出。可以说, 温柔的水乡情怀、不断优化的投资环

境、特色优势农业和先进制造业、相对低廉的经营成本, 孕育

着无限的发展前景。

2 .3 依托古镇旅游经济发展, 带动就业, 提高城乡人民生活

水平 南浔古镇旅游经济的发展, 六大要素的整体推进, 以

及旅游内部产业链的延伸, 将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增加

城乡居民收入, 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通过为旅游者提供

食品供应, 电信、批发销售、金融等服务, 供给旅游开发所需

的钢材、木材、水、电、气等生产资料会间接创造就业机会, 有

效地发挥旅游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 具就业带动性强、乘

数高、成本低的优势。南浔区政府借助外力保护, 延续南浔

古镇文脉, 增加了就业机会, 已使百姓得到了不少实惠。同

时, 依托南浔古镇品牌优势带动旅游产业链延伸, 通过发展

农家乐旅游、农业观光旅游和水乡农村风光游 , 既可盘活农

村旅游资源 , 又可促进和引导食品、饮料、旅游生活用品、旅

游工艺品等生产 , 促进肉乳蛋禽、水产鱼类、蔬菜花卉、果品

的销售, 为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结合提供良好切入点, 为农

村地区发展第三产业, 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创造了有利条件 ,

更好地增加农产品附加值, 促进农民就业和增加收入。

2 .4 依托南浔古镇旅游经济发展, 推进南浔镇城市化建设

 江南六大古镇中, 唯有南浔镇位于县城, 这种得天独厚的

优势为南浔城市化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游客的增

多, 带来了巨大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技术流, 进而

带动区内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商贸、金融、保险等第三产

业的迅速发展, 并可促进提升或改造传统服务业, 刺激金融

信息等现代服务业拓宽领域和范围 ; 古镇旅游经济发展, 服

务接待设施的增加, 旅游饭店的扩建新建, 旅游景点的开辟 ,

城乡道路、马路的扩建新建, 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给排水、燃

气、通风、供电、热力、通讯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创造出建

筑、房地产等行业新的市场需求 , 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 也会极

大地推进南浔城市化发展。在南浔城市化发展中 , 要充分考

虑与古镇旅游经济发展的联接; 同时, 南浔古镇旅游经济发

展, 尤其是延伸发展, 也必须与南浔城市化发展总体要求有

机地结合, 努力形成功能互补、良性互动的和谐发展关系。

南浔是开放的, 南浔的儒商们融汇中西, 造就了不一样

的南浔 , 成就了南浔“中国十大魅力名镇”的殊誉。今日的南

浔古镇更是海纳百川, 在搞好保护前提下, 注重挖掘、发挥古

镇品牌优势, 优化区域经济结构 , 推进城市化发展, 提高城乡

居民生活水平, 打造地方经济发展强势 , 促进经济社会的全

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成为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比翼齐飞

的良好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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