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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亮  邢智仓

一、什么是特色小镇

2016 年 10 月 31 日，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发 布

了《关于加快美丽特色小（城）镇建设的指导意

见》，全国加快了建设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

的步伐。但随着特色小镇与特色小城镇的全面铺

开，对两者的概念和定位认识不清，使得部分地

区将特色小镇作为特色小城镇来建设或者将特色

小城镇当作特色小镇建设。2017 年 12 月，为进

一步明确特色小镇的定义，澄清在特色小镇建设

中的错误认识，国家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规范

推进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

《意见》中明确指出，特色小镇是在几平方公

里土地上集聚特色产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相

融合、不同于行政建制镇和产业园区的创新创

业平台。不能把特色小镇当成筐，什么都往里

装，不能盲目把产业园区、旅游景区、体育基

地、美丽乡村、田园综合体以及行政建制镇戴

上特色小镇“帽子”。这就是说，创建特色小

镇就是在更小范围内，推动经济社会的更优发

展，带动区域发展。

 

二、特色小镇对于县域发展的作用及其

对内蒙古县域经济发展的借鉴

（一）特色小镇建设是县域产业转型升级的

突破口

 产业兴，则经济兴。从浙江和全国特色小镇

建设的典型做法和取得成效来看，特色小镇建设

既符合经济转型发展的规律，又能够通过特色产

业带动区域范围产业的转型升级。近些年，各旗

县把坚持“工业强县”作为旗县经济发展的主要

战略，工业发展对县域经济的支撑进一步增强。

但另一方面，由于各旗县在工业发展中大多依托

资源，造成了县域工业发展的同质化，在招商引

资过程中相互竞争。同时，粗放的产业发展模式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已经难以持续。此外，各旗县

服务业发展缺少聚焦点和闪光点 ；部分农牧业大

县发展也是追求“大而全”“多而全”。

 县域经济就是特色经济，关键在于特色产

业。特色小镇建设，特在“产业”，“特”在产业

发展更加关注和吸引高端要素和创新要素，这既

能解决产业发展同质化的问题，也能推动特色产

业升级。

（二）特色小镇建设是推进县域新型城镇化

的重要抓手

县域是承接进城农牧民的主战场，是推进

城镇化的重点和着力点。当前全区县域承载了全

区 70% 左右的人口，但是全区县域城镇化率仅为

40% 左右，远远低于全区平均水平。从另一方面

讲，县域城镇化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015 年 12 月底，习总书记对特色小镇作了

摘   要 ：本文在明确“特色小镇”的含义的基础上，分析了特色小镇与县域的关系，着重指出特色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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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批示 ：“抓特色小镇、小城镇建设大有可为，

对经济转升级、新型城镇化建设，都大有重要意

义”。传统城镇化路子要么是城镇吞并农村，要

么农村人口大量弃村进城。特色小镇既可以“寄

生”在县域建成区，又可以在重点乡镇所在地，

也可以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特色小镇的建设不仅

是针对特色小镇本身，也是对城乡资源的激活与

重组，建设特色小镇完全可以成为市县域探索新

型城镇化的抓手。

（三）特色小镇建设是丰富县域发展内涵的

示范区

 过去各旗县发展追求 GDP、追求高速度，导

致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例如，震惊全国的腾格里

沙漠“污水池”事件。同时，在县域城镇建设过

程中，城镇风貌要么贪图“洋气”，要么千篇一

律。“美”是特色小镇丰富内涵的外在表现，即在

特色小镇建设中将区域内人文因素、自然环境与

小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达到人文美、自然美，

成为县域内涵发展的模板和示范区。

（四）特色小镇建设是推动县域创新驱动的

重要载体

 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的战略支撑。这意味着国家将进一步加快创

新发展步伐，深入建设和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区

域创新体系建设和完善，基础在县域，活力在县

域，难点也在县域。从内蒙古县域发展的实际情

况来看，一方面全区 R&D 经费投入占 GDP 的比

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科技的投入难以满足创新

发展的需求 ；另一方面，由于对传统发展路径的

依赖，使得科技创新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撑较为

薄弱。

 特色小镇的是一个开放共享的创业创新大平

台，既集聚资本、技术、产品、文化、高端人才

等创新要素和新业态，同时，还为“创客”们创

造灵活的机制、提供优质的服务。

 以杭州梦想小镇为例，仅仅一年多的时间，

小镇就有上海苏河汇、北京 36 氪、深圳紫金港创

客等知名孵化器以及 500Startups、plug&play 等 2

家美国硅谷平台落户，集聚创业项目 740 余个、

创业人才近 7000 名。特色小镇已经成为是杭州创

业创新的高地。

（五）特色小镇建设是县域改革发展的示范区

 释放特色小镇内生动力的关键要素是体制机

制改革与创新。特色小镇与传统建制镇最大一个

不同之一在于，特色小镇不是建制‘镇’，因为它

没有行政建制。因此，特色小镇既可以避免过多

的传统建制镇政府主导的招商引资与行政管理活

动，也能够进行体制机制的创新。浙江特色小镇

经验已经验证，特色小镇走的是“政府引导、市

场主导、产业支撑、社会协同”的体制机制创新

道路。因此，特色小镇建设对县域改革发展起到

探索和示范的作用。

 

三、内蒙古自治区如何推进特色小镇建设

（一）充分考虑区域定位，多渠道融资，建

立技术创新体制

内蒙古各旗县在特色小镇建设中要根据小

镇区域范围内的区位条件、自然禀赋、人口条

件、产业现状等情况，明确小镇的区域定位，加

强小镇建设和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选择好特色

产业、优势产业，避免同质建设和竞争。同时，

要推进特色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整合，尤其是

特色产业要加大引进有特色小镇建设经验的金融

资本进行合作。探索建立县域特色产业综合性的

融资平台，定期推动政府、银行、企业、农户、

保险公司对接，更好服务小镇特色产业发展。要

推进特色产业资源与科技资源的对接，建立以企

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企业同科学技术研究

开发机构、高等院校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制。加

快特色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对接，尤其是电子商

务、科技服务和现代金融等方面对接。此外，在

特色小镇产业选择上，既要选择本地的优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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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同时还要“另辟蹊径”选择一些有潜力、有

带动能力、有科技含量的产业。例如，和林格尔

县正在打造的数聚小镇。

（二）注意地段选择，明确区域定位，推进

产城融合共建

除特色产业外，区位条件也是特色小镇建设

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从浙江特色小镇建设看，

特色小镇大多布局在城郊接合部。基于内蒙古

地域辽阔、县域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内蒙古各

旗县在特色小镇建设中应尽可能选择城区周边

交通条件较好的地带。这种选择既能够带动特

色小镇的建设，同时未来特色小镇的发展能够

反哺中心城区以及乡村地区。其次，明确特色

小镇在呼包鄂城市群、锡赤通城镇带等城镇群

（带）中的定位，尽可能融入目前全区“一核多

中心、一带多轴线”的城镇空间格局。最后，

要推进产城融合共建。这里所说的产城融合就

是把特色产业体系培育与特色文化民俗、特色

商贸活动以及社区等多维发展元素集聚、融合

为一体，既宜居又宜业，实现产、城、人的融

合发展。

（三）高度重视小镇发展的文化积淀与历史

传承，注意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内蒙古在特色小镇建设中，既要利用好区域

内的历史文化积淀，例如，利用历史文化的相关

因素，推动历史文化的积淀、传承与文化产业、

旅游产业的打造更要求有机统一与完美结合，也

要将历史和文化的印记融入到小镇的建设当中，

突显历史文化特色。在考虑“人文美”同时，也

要将“自然美”与特色小镇建设结合起来，就要

按照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必须坚持节约优先、

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

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的要

求，把合理布局生产生活空间，尊重生态发展的

空间。

（四）搭建创新孵化器，积极创建创新创业

型小镇，提供更精准创业服务

 内蒙古各旗县在推进特色小镇建设中，应在

小镇中搭建好创新孵化器。创新资源较好的旗县

可以积极创建创新创业型小镇，要瞄准颠覆性、

前沿技术和高端产业，引进创新力强的企业和领

军型团队，为特色小镇提供强有力的创新支撑。

要大力支持高校毕业生、大企业高管、科技人

员、留学归国人员返乡创业，给创客们提供更精

准创业服务，为返乡创业人员提供安心创新创业

的环境和氛围。

（五）发挥好企业作用的同时，完善政府的

规划、协调、服务功能

推进特色小镇建设，还要处理好企业与政府

的关系。一方面，要发挥好企业在特色小镇建设

中的先行作用。鼓励大型综合企业发挥其自身在

市场上的影响力和资源整合能力，为特色小镇进

行系统性开发和运用。另一方面，政府要做好企

业服务、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工作。比如，在企业

服务上，要提供精准的服务，尤其是降低市场主

体登记的准入门槛，提高审批效率等。在制度创

新上，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全面开放特色小镇落

户限制，为特色小镇增添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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