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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在旅游特色小镇的发展过程中，要

做到传统的文化与时代的需求相结合，尊重文化沿

袭和尊重经济规律相结合，尊重资源保护和尊重利

益结构相结合，只有这样，旅游特色小镇、投资运营

商、地方政府才能在特色小镇发展的“风口”真正飞

起来。旅游特色小镇的建设要处理好小镇究竟是

怀念的意象生产还是客观的地方呈现，小镇的价值

究竟是重建已经消逝的文化景象与生活空间还是

彰显顽强延续的传统的生命和恣意生长的当代创

意的无限张力等问题。因此，对于那些期待进入旅

游特色小镇发展领域的文旅企业而言，则是要立足

将文旅小镇发展成为文化理解、文化复兴、文化繁

荣、文化创造的重要载体，也就是说要有 C +

（Culture+）的思维。旅游特色小镇不是建房子,而是

构造特色的生产体系和生活设施,是发展能够延续

的文化肌理和生活环境。因此，对于那些期待进入

到旅游特色小镇发展领域的房地产商而言，要立足

将小镇地产做成有文化品位的优质生活的供应商、集

成商、平台商，也就是要有H+（House+）思维。旅游

特色小镇的发展不能停留在原有的旅游发展思路上，

而是要立足于创新，要有新思想、新理念、新制度、新

技术，从而营造出旅游发展新空间、社会经济和谐共

生发展的新空间，也就是要有N+（New+）。这就是

我国旅游特色小镇发展的“CHN+”模式。思路对

头，旅游特色小镇发展道路才能不走偏。
（第一作者系该院院长、教授，第二作者、第三作者系该院

硕士研究生，第四作者系该院博士研究生、通讯作者；收稿日

期：2018-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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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处在信息（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通

讯网）、高铁及创新创业时代。信息和通讯技术的

快速发展，推动着集通讯网、互联网、物联网于一体

的信息空间的变革，我国高速交通发展也推动着融

高铁、航空、高速公路于一体的高速交通复合网

络。两个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的时空叠加成为我

国现时代网络化的最大特点，这也使得空间逐步由

异质性走向同质性，为集聚到弥散提供空间基础。

当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 58.52%，且

仍在快速发展之中，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的土地、

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成本大幅增加，在追求空间范

围、人口规模和多元化经济发展的传统规模效益模

式下，城市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遏制。而从网络化

的发展层面来看，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的时空叠加

影响，网络化和新技术的出现，去中心化成为一种

潮流，并逐步走向开放式、扁平化、平等性。特色小

镇发展是网络化和城市化发展中的必然，从大城市

的“大而全”转向特色小镇“小而精”的发展。

一、特色小镇发展时空背景

特色小镇是生产、生活、社会和空间交互的产

物，时空压缩和时空聚散为特色小镇提供了发展的

机遇，而空间则在同质性和异质性之间相互转换。

随着对空间的认知不断地深化，物质空间、精神空

间、社会空间等不同层面空间的延伸拓展，成为特

色小镇发展的时空背景。

1. 网络化下的时空压缩

时空压缩是信息时代和高速交通网络时代的

最直接结果。进入 21世纪以来，我国交通网络、通

讯网和物联网的快速发展直接改变了时空格局和

尺度，导致时空压缩。而时空压缩又导致文化实践

与政治经济实践出现剧烈的社会变化，这构成了后

现代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重要特征迫使人们

调整空间观念，且重新思考社会行动的形式。特色

小镇则是时空压缩的必然结果。

2. 逆城镇化下的时空聚散

霍华德认为过去和现在人口向城市集中都可

以归纳为城市“引力”。城镇化时代我国是一个典

型的集聚过程，几乎所有的资源、信息等都涌向城

镇。特色小镇发展是在我国城镇化大发展的背景

下，尤其是在东部发达地区，城镇化和产业化集聚

到一定阶段，急需要破解城市化和产业发展中的诸

多问题而提出的。其核心问题是生产要素的供给

发生了巨大变革（譬如土地）。在交通网络与信息

网络高速压缩时空的影响下，空间由集聚化向均质

化转变的趋势日趋明显，集聚化减缓，均质化出

现。在空间、资源、要素逆城镇化下城市、镇、村的

弥散过程中，特色小镇应时而生。

3. 网络化下的去中心化

由集中到弥散是因为诸多条件的变革，这也符

合网络化下的“去中心化”。首先，高铁网络、航空

网络与高速网络多重交通网络的变化，促使我国从

①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571135）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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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核的发展、点轴发展向网络化转变。其次，互联

网改变时空，云计算等使技术创新、信息传递等不

断网络化，网络从节点到云和雾。尤其是在信息领

域的“云计算”“雾计算”都是去中心化的典型。我

国的交通网络的发展、信息网络的发展在一定程度

上走向特色小镇的节点建设是在践行“去中心化”。

二、特色小镇建设的时空约束

张鸿雁针对特色小镇建设给出了九大原则，并

对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特色

小镇的建设要考虑目前的时空条件，依据时空优势

进行发展，同时要考虑时空的约束。

1. 时空区位约束

网络化下的特色小镇仍然存在区位选择问

题。从交通区位来看，我国郊区化的发展促使城市

的集中资源逐渐向郊区空间发散，而郊区空间是特

色小镇的第一选择，车程100 km的物理距离和1.5 h

之内的时间距离则成为了绝大部分特色小镇的时

空约束。从产业区位来看，网络时代大大压缩了产

业发展的信息、资金等商贸联系的时间成本，但作

为城市产业转移承载的小镇仍然面临着土地资源

等发展空间的限制，也因此特色小镇需要拓展一种

能够成就小镇特色的专业化的发展空间。

2. 空间形态约束

空间形态是自然地理条件的重要约束，特色小

镇的建设中对空间规模进行了控制（不超过 3

km2）。3 km2的空间范围，1 km2的建筑用地对特色

小镇的空间规划和设计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

方面，要在有限的空间内，合理划分生产、生态、生

活空间红线，实现“三生空间”的高度协调；另一方

面，要在特定的微地貌特征中进行精细设计和布

局，深度挖掘地方建筑、地方文化等物质和非物质

遗产，从而彰显地域文化特色，打造适应生产要求

且独具特色的小镇空间形态。

3. 空间生产约束

城市空间生产是全球化的产物。由于时空区

位、空间形态等方面的影响，特色小镇的空间生产

有别于城市空间生产，将受到一定的约束。同时特

色小镇的空间生产将改变传统的城市空间生产，成

为解决我国城市化问题的重要方式。同时要建构

科学合理的空间生产面临着一些问题：一是，如何

在有限的空间形态和特定的时空区位内，构建出科

学而高效的机制机构体系；二是，合理规划引导产

业发展，创新引入现代科技和人才。更重要的是，

要在产业布局与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留存原住居民

生活空间，保障就业人口生存空间，预留游客的游

憩空间。突破空间生产的约束，注入人文关怀，使

小镇空间成为人们内在情感寄托的精神地点将是

一个重要的问题。

三、特色小镇建设的要点

1. 网络是特色小镇的基底

创新网络、产业网络、交通网络、信息网络、技

术网络等物质与非物质交织的网络将成为特色小

镇发展的基底。创新网络与技术网络将为特色小

镇的产业提供强力的支持，而产业也将精准定位于

产业网络和产业链条中。特色小镇的建设同样离

不开交通和信息的支撑，作为物质和信息的载体，

便捷高效的交通网络和快捷畅通的信息网络是特

色小镇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破解空间形态、空间

区位和空间生产约束的重要途径。

2. 智慧是特色小镇的发展趋势

互联网+背景下，智慧新产业、智慧小镇、智慧

民生是特色小镇发展的趋势。产业是特色小镇的

核心，在小空间约束下建设集智慧经济平台、智慧

经济企业、智慧应用项目等于一体的智慧产业集群

将是特色小镇的“发动机”。而立足特色产业集群，

特色小镇更应该是集智慧政务、智慧物业、智慧家

庭、智慧医疗、智慧导览、智慧物流、智慧安防等于

一体的人性化的智慧小镇。

3. 创新是特色小镇的永恒主题

互联网时代，创新是永恒的主题。所有的特色

小镇都应该是一个创新体，无论是小镇主题的选择

还是产业的升级，都离不开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人

才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运营管理方式创新。特色

小镇更是承载着孵育互联网、金融、创意产业及新

兴产业的平台，因此产业的更新迭代、创新技术和

人才的引入，活力创新创业服务体系的打造，是特

色小镇持续发展的源泉。

4. 空间重构是特色小镇的成败关键

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的重构关系着特

色小镇居民幸福感和归属感。生产空间承载着特

色小镇的主要生产活动，创造着小镇的经济效益。

有限地域空间下，生产空间重构的效果，直接决定

着特色小镇是否具有足够的产业动力持续性推进

小镇经济的发展；生活空间是居民学习、生活、休闲

和日常消费的载体，保留传统的集体记忆和原住民

生活方式，构建服务完善的宜居生活体系是守望乡

愁的保障；生态空间是生产和生活空间的景观基

底，直接体现着特色小镇和谐共生的人地关系，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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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景观的保育与生态安全体系的建立是特色小

镇发展的环境本底。因此重构“三生空间”，使其有

机协调且达到空间效益最大化，是提升特色小镇居

民幸福感和归属感的关键。

5. 旅游是特色小镇的功能拓展

特色小镇强调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

三者的融合，也强调居游共享。但旅游化的特色小

镇和特色小镇的旅游化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旅

游特色小镇只是特色小镇的一部分。特色小镇是

城乡经济文化空间的重构，是未来的一种生活方

式，特色小镇可能会成为旅游吸引物，但更多是面

向居民设计的惯常环境，而旅游特色小镇的发展是

以游客服务为前提的。特色小镇是居民的，旅游特

色小镇是游客的，并不是所有的特色小镇都可以发

展旅游。在特色小镇的发展中可根据小镇的特质

植入旅游功能，把握好核心产业文化基因及旅游融

入度，将旅游作为特色小镇的拓展功能。
（第一作者系该院教授，第二作者系该院副教授；收稿日

期：2018-03-21）

旅游小镇：逻辑与方向

曾博伟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北京 100101）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8.06.006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与特色小镇的

加快推进，旅游小镇成为投资的新“风口”，社会关

注的新热点。旅游小镇的热潮有其必然的逻辑，但

是在旅游小镇的发展中泥沙俱下的情况也很普

遍。因此，对旅游小镇既要有信心，同时也要保持

足够的冷静，防止一哄而上，大起大落。

一、旅游小镇发展的逻辑

1. 城镇化发展的新路径

旅游小镇的发展首先需要放到国家新型城镇

化发展的战略中进行审视。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一

个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但在如何提高城镇

化率上，一直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小城镇不能产

生城市的聚集效应和规模经济效益，浪费土地现象

比城市更为严重，同时导致公共设施的低层次重复

建设。因此城镇化的主要方向在于发展城市，特别

是发展大型城市。世界银行出版的《1984年世界发

展报告》认为，城镇只有达到15万人口的规模，才会

出现集聚效应，并且“从来还不清楚地证实城镇大

到什么程度会出现不经济的现象。”另一派则认为，

目前仅靠中国现有的600多个城市来解决农业人口

转移问题并不现实，特别是随着城市规模越来越大

带来的“城市病”，使得单一的城市化发展路径很难

奏效，而发展小城镇可以较低成本地解决农村人口

的转移问题，应该成为中国城镇化的必由之路。 特

别是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就小城镇问题开展

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之后，小城镇问题受到了

各方面的广泛关注。

从政府管理部门的策略看，近20年里对小城镇

发展的态度趋于明朗，1997年在党的十五大上，首

次提出“搞好小城镇规划建设”。此后自 2002年党

的十六大至2017年党的十九大，基本上都沿用了城

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表述，其中，十九大报告的

表述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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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

化”。当然，从现实的发展情况看，城市由于自身更

强的吸引力以及地方政府更倾向于从城市发展中

获取更高的土地收益等原因，更容易受到政府和市

场力量的关注；而相较之下，小城镇得到的有效政

策支持并不多。政府管理部门对农村的重视程度

超过了小城镇，近年来通过新农村、美丽乡村建设

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的投入和支持力度更

大。这使得小城镇的发展夹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比

较尴尬。但从市场看，对社会资本而言，投资小城

镇比投资乡村回报相对更高，如果政府层面加大对

小城镇公共设施的投入力度，市场力量更有动力参

与其中促进小城镇发展。从国际上看，小城镇是许

多发达国家，特别是文化悠久的欧洲国家城镇化发

展的重要载体，以德国为例，有 70%以上的人口居

住在小城镇。反观中国的情况，在 1.8 万个建制镇

中，居住在小城镇上的人口仅占城镇人口比重的

24%，占全部人口的 12%。尽管中国的新型城镇化

道路尚未定型，但未来，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小

城镇发展的前景值得期待。在这一过程中，旅游小

镇无疑将获得越来越多的发展机会。

2. 特色小镇建设的新选择

实现小城镇的发展关键在于产业的支撑。因

为有了产业，就有了就业机会，就能让劳动力留下

来。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6 年对全国 121 个小

城镇的详细调查显示：居住在小城镇的居民中，33%

务农、22%打零工、21%做生意、21%在机关企事业

单位上班、其他3%，其中一半以上的就业者工作时

间自由。与此同时，小城镇居民最不满意的是就业

机会少。所以主导产业的选择决定了小城镇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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