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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设中国特色小镇为路径的乡村振兴战略 
李承沁 1  李新月 2  高尚玉 3 

(1.2.3.沈阳工业大学中央校区经济学院  辽宁  沈阳  110870） 

摘要：中国农村自建国以来进行了诸多改革，人民的生活因此得到极大的改善，但同时农业发展停滞、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也随之而来。2017 年乡村振兴战略正式提出，于去年取得阶段性成果，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本文基于对三个
中国特色小镇成功案例进行分析，总结归纳出了四种发展类型，提出了以建设中国特色小镇为路径进行乡村振兴，进行鲜明的、多
元化的、具有当地特色的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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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村振兴背景 
1. 我国农村发展历史及现状 

新中国成立初至三大改造完成时期，我国探索并开展土地改

革，建立集体经济制度；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实行家庭承包经营，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21 世纪初期，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激发农村发

展新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动“三农"工作理论、实践、

制度创新，进一步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农业和农村经济与国民经济的互相推动、共同发展的需求更为

迫切；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由仅资源约束变为“资源+需求+环境”

共同约束；农村经济的专业化程度提高，经营一体化速度加快；农

村经济发展的主推力转变为科技进步，农业近十年快速发展，如图

1-1 所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 1-1 农业总产值 

我国发展已进入新时代，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而这种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突出反映在农村和农业发展的滞后，

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差距较大（如图 1-2 所示）、农业基础不稳固、

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方面。因此党中央于 2017 年的十九大报

告突出乡村振兴战略，又于 2018 年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2022 年）》中提出要把脱贫攻坚作为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构建

乡村振兴新格局要靠新型城镇化驱动，而特色小镇的成功建设能为

乡村振兴提供宝贵的经验。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 1-2 城乡居民收入差 

2. 特色小镇 

特色小镇起源于浙江，首次由 2014 年省长李强在参观云栖小

镇时提出。这种“生产+生活+生态”的发展架构是新时期具有探索

精神的成功实践，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特色小镇与传统发展主体

不同，与原有行政区分的管辖范围没有联系。 

目前，第一批和第二批中国特色小镇名单已公布，共有 403 个

特色小镇。从各地的实践经验和已公布名单上的案例上来看，特色

小镇可大致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嵌入都市型，在现代化的交通体

系和互联网的推动下，城郊也能够接受到都市的辐射，快速接入都

市的协作体系；二是远离都市型，地处相对偏远的传统乡镇、乡村

地区，虽能不同程度上借乘“交通+互联网”的东风，但其辐射效

应终究有限，乡村地区的特色小镇建设还需自己构建发展动能，其

主要资源禀赋来自于乡村原有的历史人文和自然地理条件。 

二、特色小镇案例经验分析 
1. “政策+科技+教育”的云栖小镇 

坐落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的云栖小镇，是一个集云计算、大

数据和智能硬件产业为一体，以习近平总书记的“两鸟理论”为指

导，形成的一个生产生活生态相结合的特色小镇。同时，于 2018

年 2 月 14 日建立的西湖大学，因其“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

的办学定位与云栖小镇的发展方向十分契合，促使了校企合作，研

发和生产双面落实。根据官网数据，云栖小镇在 2020 年举行的第

三季度重点招商项目集中签约活动中，就有 23 个重点招商项目成

功签订，总投资额达到 96.8 亿元。 

由云栖小镇的成功建设可以看出科技和教育对于一个地区的

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其推动作用往往是强有力且持续不断的。但教

育和科技具有较高的门槛，“政策+科技+教育”的模式不具有普遍

适用性，仅对于某些特定地区有实践条件，让其产生效益辐射周边

区域，带动周边产业共同发展。 

2. “农业生态+电商+旅游”的耿圩镇 

江苏省沭阳县西南部的耿圩镇，秉承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因地制宜，发展生态经济，选择以种植多肉植物产业
为主导的特色小镇。通过完整配套的种植园中心、电商服务中心及
技术中心带动家庭农场的发展，当地居民实现了从多肉的种植到售
卖的转变。同时，耿圩镇的多肉“氧吧”也吸引了很多多肉爱好者
前来参观和购买，当地政府借此积极打造旅游小镇，带动了当地旅
游业的发展，形成多样结合的发展模式。 

“生态农业+电商+旅游”的组合模式具有较强的可复制性，其
门槛较低。主要在于利用好电商平台，做好绿色生态与生产销售两
方面的工作，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该模式具有较大
的推广价值。 

3. “民俗文化+乐器制作+旅游”的加依村 
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和县的加依村，被誉为“新疆民间手

工乐器制作第一村”，是新疆极具民族特色的民间手工乐器制作传
承地。加依村的民族乐器制作和塔什艾日克乡的民族歌舞同属“龟
兹乐舞”文化体系，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凭借着百年的手工乐器
制作工艺经验和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加依村规划和建立了集乐器
制作、乐舞展示、民俗体验和摄影影视为一体的特色民俗文化旅游
景区。从贫困县到美丽乡村，不但当地居民的收入逐年上涨，当地
的卫生环境，基础设施，自然生态和文化氛围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民俗文化+旅游+手工制作”，加依村将三者充分挖掘、结合。



理论探讨 

173 

文化旅游具有较强的可复制性，除去历史文化是当地特有财富，只
可挖掘利用，无法发明创造外，结合生态文化也是很好的选择，可
操作性很强，比如庙坝桃花节，深圳百合花节等。 

三、结论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进一步推进，我国以特色小镇为路径而致

富的案例也越来越多，在发展中应顺应乡村发展规律和演变趋势，
分析典型特色小镇成功经验，根据不同乡村的现状、区位优势等，
总结了四类发展模式：都市嵌入、产业优化升级、保护历史文化、
搬迁重造，分类推进乡村振兴，摒弃单一化的发展模式，因地制宜，
多元发展。 
一是以都市嵌入型模式发展的乡村，位于能被城市完备的基础设施
圈所辐射，可以为城市更好的服务，也可转型为城市。在发展路径
中可以选择根据自身需要，加快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保留乡村风貌，提升治理水平。 

二是以产业优化升级模式发展的乡村，一般位于规模较大的中
心村或者普通的村庄。可以根据自身区位优势科学制定发展方向，
在原有产业基础上有序推进改造提升，激活产业、优化环境、依靠
科技建设特色小镇。鼓励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强化主导产业支撑，
向专业化村庄发展。 

三是以保护历史文化模式发展的乡村，通常位于具有深厚的历
史文化积淀或独特民族风情文化的区域。在发展思路上可以保持乡
村的完整、真实和延续。传承保护传统建筑，发扬传统文化。尊重
原住居民生活习惯，加强当地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特色旅游和相
关文化产业。 
四是以搬迁重造模式发展的乡村，一般位于生存条件恶劣、自然环
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发展中可以实施
集中搬迁至适宜生产生活的区域，集中规划解决民生问题，并在此
过程中将搬迁前的原址进行人工生态建造，不断提升的生态环境。 

自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关于如何进行
乡村振兴的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2021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意见》，强调了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
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
振兴。在乡村振兴战略的三步走计划中，2021 年是乡村振兴中承上
启下的一年，打造鲜明的、多元化的、具有当地特色的小镇，才能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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