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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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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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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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向，也决定了小城镇的前景。正因为如此，对

小城镇的分类也主要从产业视角进行分类。比如，

1983年，费孝通先生在江苏省吴江县实地考察时，

将小城镇分为五种类型：一是商品集散型的震泽

镇，二是专门化工业的盛泽镇，三是县政治中心的

松陵镇，四是水乡游览的同里镇，五是交通枢纽的

平望镇。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6年的调查中，则

将小城镇分为了工业发展、旅游发展、商贸流通、农

业服务四种类型。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发展情况最

好的是工业发展型和旅游发展型两类小镇。

尽管在GDP总量和人均GDP上旅游型小镇低

于工业型小镇，但是如果考虑到旅游业更高的增加

值率以及对就业的带动力，旅游小镇吸纳农村人口

的作用更强。

此外，此次调查还表明，一方面，已经有 55%的

小城镇开始发展旅游业；另一方面，小城镇的旅游

服务能力却严重滞后，13%的小城镇没有任何宾馆

酒店住宿设施，约 6 成小城镇宾馆数量不超过 4

家。此外，游客服务中心以及旅游厕所等公共设施

也严重不足。这意味着，广大小城镇发展旅游业的

强烈愿望和旅游服务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成为小

城镇旅游业发展的主要矛盾。但在各类小城镇中，

旅游小镇因为其比较优势，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这种潜力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从经

济看，生产和消费分离过程中，城市消费的外溢给

旅游小镇发展带来了外部需求。对小城镇而言，由

于自身人口数量有限，依靠自身的消费市场来支撑

其产业发展的空间非常有限，这就意味着小城镇经

济发展的主要源泉来自外部消费市场，特别是城市

的外部消费市场。相较而言，旅游业在吸引城市外

部消费市场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正因为如此，旅

游小镇在各类小镇中呈现出更快的发展势头。二

是从生态看，依托广大乡村的小城镇比城市有更好

的生态环境，而旅游业是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优

势最佳的产业。特别是在过分城市化之后的“逆城

市化”进程中，城市居民因向往良好生态环境的诉

求成为促进旅游小镇发展的心理动因。三是从文

化看，小城镇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

据调查，约 6成的小城镇拥有县级以上文保单位，5

成以上的小城镇有历史建筑，5成以上有国家或地

方有关部门认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超过 1/3 的小

城镇保留传统街区，几乎每个小城镇都有自己独特

的风俗、美食等文化，6成以上小城镇会定期举办特

色民俗文化活动。因此无论是传承和弘扬传统文

化，还是推动文化资源市场化，都离不开旅游业的

参与。这其中，文化资源特别丰富的小城镇就有必

要发展成为旅游小镇，文化资源一般的小城镇也可

以培育成为具有一定旅游功能的特色小镇。

未来，随着中国工业化产业布局和交通物流格

局的基本定型，发展新兴工业型小城镇和商贸小城

镇的机会越来越低；与此同时，农业服务型小城镇

由于产业拓展空间有限，也不太可能成为特色小镇

发展的主流。在这样的背景下，旅游小镇将在小城

镇未来的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中西部

地区，尤其如此。

二、旅游小镇发展的方向

尽管旅游小镇发展潜力巨大，但是旅游小镇的

发展依然存在不少的误区，比如借发展旅游小镇之

名，行房地产之实；在发展旅游小镇中破坏生态环

境和切断历史文脉；以及不顾市场需求，不切实际

地搞旅游小镇发展的大跃进等等。在下一步旅游

小镇的发展中应该特别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分类发展。鉴于多数小城镇旅游业发展

的普适性，因此就广义而言，无论什么类型小城镇，

一定程度上都有在适宜开展旅游业的区域完善旅

游配套设施和服务的需要。正如浙江所要求的，所

有特色小镇都要按照不低于3A旅游景区的标准进

行建设。当然，不是所有小城镇都适合做成旅游小

镇，按照中国 600多个城市的旅游休闲需求容量进

行估计，在全国范围的 1.8 万个建制镇中，至少有

1000 个小城镇有潜力培育成为以旅游业为主导和

支柱的旅游小镇。对这部分旅游小城镇，应该把优

化旅游公共服务、丰富旅游产品、改善旅游体验等

作为工作的重点，进而依托旅游小城镇构建一批国

民旅游休闲度假地。除了按照旅游业规模分类促

进旅游小镇发展外，还需要区别不同区位和资源特

质的旅游小城镇进行有针对性发展。诸如依托知

名旅游景区发展的旅游小镇，其重点应该放在住宿

和餐饮上面，特别要在旅游夜经济上下工夫，形成

旅游小镇和旅游景区的良性互动；而对于城郊休闲

类旅游小镇，则应该把所依托城市居民的常态性旅

2015年不同类型小城镇GDP和人均GDP比较

工业发展型

旅游发展型

商贸流通型

农业服务型

GDP（亿元）

26.89

22.43

22.39

14.29

人均GDP（元）

74 302

43 548

26 020

30 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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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休闲市场作为主要目标，在增加旅游产品吸引力

和参与度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而对于全国数百

个旅游古镇而言，如何摆脱传统的观光式思维和同

质化竞争，将独特的文化充分挖掘出来并实现旅游

产品化则是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是特色发展。作为旅游小镇，要么是在区域

内有一些唯一的或者垄断性的景观，要么是具有富

于特色的文化，要么本身的建设就具有很强的特

色，因此，旅游小镇比其他小城镇有更多可供发掘

的特色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旅游小镇的特色化

发展实际上是其发挥比较优势的必然选择。此外，

从旅游小镇发展的要求看，随着旅游市场竞争的加

剧，特色越突出，个性化越鲜明的旅游小城镇越有

生命力，越能得到市场的认同。具体而言，旅游小

镇的特色发展首先应该充分利用好其特色的资源，

比如冰雪资源丰富的自然应该发展冰雪旅游；温泉

资源丰富的应该重点发展度假和康养旅游；候鸟资

源丰富的就应该发展观鸟旅游等。其次，特色发展

应该要挖掘当地特色的文化，尤其要挖掘好建筑文

化，以独特的建筑符号给游客营造异质的旅游空

间；还要挖掘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民俗文化，像丽

江的纳西古乐已经成为丽江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像桐乡乌村将传统民间活动转变成旅游体验活

动成为吸引城市游客的重要内容。再次，是要打造

特色形象。特色形象是旅游小城镇依托特有的自

然文化资源以及特有的文化产品，向客源市场传递

的最能代表当地特色的、同时也最能够被旅游市场

所接受和认可的主题旅游形象。特色小镇需要通

过独特的形象定位，对主要客源群体产生强烈的吸

引力，从而避免盲目的同质化竞争。

三是适度聚集发展。与工业及商贸流通型特

色小镇高度集聚不同，由旅游业带来的产业集聚是依

托特定的旅游吸引物，以消费为导向，推动游客在一

个特定区域做短暂停留，同时围绕游客集聚形成了

旅游从业人员的集聚。因此旅游业的集聚与工业、

农业不同，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集聚。正因为

如此，旅游业的发展不宜也不能照搬工业开发区等

方式，通过高度的集聚来实现产业的发展。因此从

现实的选择看，旅游小镇的聚集应该是依托不同特

色旅游资源和公共设施配套形成的小组团式聚集，

这种聚集是比一般的乡村聚集度更高，但是低于小

城镇镇区聚集度的聚集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旅

游小镇的发展不能仅仅停留在小城镇镇区的发展，

而应该实现镇区和乡村重点区域的联动，总体上构

建“一心多点”的旅游产业发展格局。当然，旅游小

镇旅游产业的发展也绝不能像过去乡镇企业发展

中出现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状况，而是应该

形成小镇上适度的分工，诸如有的区域重点做接

待，有的区域重点做购物，有的区域重点做保障等。

四是协调发展。旅游小镇实际上围绕旅游业

发展形成了一个涉及众多领域的完整系统，因此协

调发展对于旅游小镇尤为重要。实现旅游小镇的

协调发展，首先要实现旅游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协

调。一方面需要通过旅游业发展带动一二产业发

展；另一方面，要避免旅游发展的绝对化和孤立化，

即只要别的产业发展对旅游业发展不构成影响，都

可以发展。比如周庄镇虽然是全国知名的旅游小

镇，但实际上周庄是“依托古镇发展旅游业和依托

科技园区发展高新产业”的“两翼经济发展思路”，

周庄的传感器工业产值甚至超过旅游收入，而以高

技术、低污染为主体的新型制造业的发展弥补了周

庄镇单一旅游经济的不足，带动了本地民营企业的

发展，旅游经济和高新产业成为推动周庄经济健

康、快速、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其次要实现参与

旅游业的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要使居民全程

参与小镇旅游业的发展；要注重通过旅游业发展优

先给当地居民创造就业机会；另外还要通过鼓励居

民利益集体表达等方式，构建有利于保障居民利益

参与的机制。最后要特别关注生态的协调。生态

环境是旅游小镇发展必不可少的要求，加上由于游

客生态意识的提高，也对旅游小城镇的生态环境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旅游小镇在发展中必须要

考虑到生态的协调。

总之，旅游小镇发展是中国城镇化发展中的大

问题。未来需要保持清醒头脑，科学研判发展中的

各种问题，才能把握旅游小镇正确的航向。
（作者系该院副研究员；收稿日期：2018-03-24）

[责任编辑: 吴巧红；责任校对：宋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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