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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下的

小城镇建设

文/樊正强（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授）

谭华云（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作为城市之尾，小城镇是广大乡村区域就近城镇化和就地村镇化

的主要载体，打造量质双全的小城镇体系是决胜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所

在。作为乡村之首，“乡中城”的小城镇是乡村区域的发展中心，对

所辖乡村具有辐射和引领作用，完善小城镇空间布局和功能建设能补

齐量大面广的乡村发展滞后短板，是推进乡村振兴和统合城乡发展的

有力依托和主要抓手……

Chengxiang
Ronghe 

小城镇建设与乡村振兴是我国新时期

城乡发展的政策主轴和重大任务。小城镇

能自然衔接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

并能承接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联动发

展的叠加效应。因此，小城镇的建设在提

升乡村发展质量和乡村振兴战略中具有关

键作用。究其功能特征，“半城镇、半乡

村”的小城镇是典型的城乡过渡型聚落，

是城乡衔接与互动的天然纽带。作为城市

之尾，小城镇是广大乡村区域就近城镇化

和就地村镇化的主要载体，打造量质双全

的小城镇体系是决胜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所

在。作为乡村之首，“乡中城”的小城镇

是乡村区域的发展中心，对所辖乡村具有

辐射和引领作用，完善小城镇空间布局和

功能建设能补齐量大面广的乡村发展滞后

短板，是推进乡村振兴和统合城乡发展的

有力依托和主要抓手。

一、研究进展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小城镇建设与发展

是一个跨学科的理论问题，学界展开了热

烈的讨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WoodsT

总结了全球乡村景观、环境、社会经济转

型发展的历程与特征，全球化语境和技术

革新推动乡村从生产主义向后生产主义和

多功能乡村转型发展；Lewis和Krugman

总结了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城乡二元经济结

构和以城市为中心“极化”发展、乡村为

外围被动发展的不平衡发展格局；Gosnell

总结了逆城市化背景下，西方乡村舒适美

化改造建设过程中的高档化、城镇化发展

的过程与特征及影响；费孝通立足乡土中

国，最早提出小城镇建设战略；仇保兴总

结了当前我国小城镇建设存在的主要问

题，提出相应发展对策；刘彦随提出问题

导向的中国城乡融合系统优化重构与村域

系统可持续发展途径；王景新关注村域城

镇化发展现象和有效做法，村域城镇化是

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潮流和重大趋势，村

域城镇化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发展时期和政策指引

下，我国农村地域空间进入特色小镇和美

丽乡村同步规划、协同建设的新阶段；樊

正强提出小城镇建设与发展是推进乡村振

兴的现实路径和有力抓手，并提出在民族

地区小城镇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尤其需

要重视集贸市场功能的发挥与建设。学者

们对小城镇建设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意义

和功能价值方面形成了丰富的研究和有价

值的论述，采取案例研究法、量化分析法

和理论思辨法对小城镇的发展与建设做了

极具启发意义的研究。

专题          COLUMN            乡村振兴下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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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外乡村振兴与小城镇建设的经验借鉴

乡村振兴／复兴和小城镇建设是一个地域系统经济社会人文的综合实践与发展，世界各地的乡村复兴和小城镇

建设面临的局势和路径选择不一。

（一）国外乡村振兴与小城镇建设

西方乡村复兴中非常重视小城镇建设，在美国和欧洲，小城镇体系量大质优，布局完善。政府各部门在乡村复

兴是一个需要持续投入的长期建设过程这一论述上存有共识。注重规划引领和多部门协调，注重统筹政策，多渠道

筹集农业农村发展专项资金，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重视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发展，珍视乡村生活价值，注重田

园景观保护和传统村落的保护。形成了许多经典模式，如德国村庄更新计划、英国田园小镇建设与美国乡村小城镇

建设。

德国村庄更新计划。德国村庄更新计划尊重城乡“等值化”发展理念。德国倡导城乡协调发展，城乡互动均衡

发展，开展全域化的乡村建设，特别重视自然而传统的乡村建设，如进行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巴伐利亚试验”。巴

伐利亚通过制定“村镇整体发展规划”，对土地进行功能分区，政府加强城乡交通网络系统建设，丰富农田水利基

础设施供给；推进农业机械化作业，优化乡村产业结构，重视农村专业组织建设；注重民居修缮和乡俗传承，以舒

适度和可持续发展为原则，健全社区生活设施。多项举措下，巴伐利亚的城乡差距缩小，促进了城乡“等值化”协

调发展，不仅农民爱上农村，还吸引城市中产阶层甚至富裕人群移居乡村生活或入驻乡村创新创业。

巴伐利亚试验

对土地进行功能分区

加强城乡交通网络系统建设

丰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供给

推进农业机械化作业

优化乡村产业结构

重视农村专业组织建设

注重民居修缮和乡俗传承

以舒适度和可持续发展为原则，健全社区生活设施

英国“田园城市”实践。1898年，埃比尼泽·霍华德提出“明日的田园城市”理念，指导城乡

规划与“小城镇”。20世纪50年代，英国乡村衰败，英国政府实施以中心村为核心的村镇“发展规

划”。以中心村建设带动乡村区域发展，出台一系列举措，形成了基础设施完善、设施便利、生活

环境优化的中心村体系，促进乡村区域人口、资本与产业要素集聚发展。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

英国政府开展供给侧改革的“结构规划”，村镇建设呈现出多元化发展局面，“英伦风”的田园小

镇遍布各地，英伦小镇生活方式举世闻名。英国政府通过中心村建设和优化供给侧为导向的政策引

领，完善了英伦田园小镇体系，对优化城乡资源配置、促进城乡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加速城乡一体

化进程以及乡村区域绿色生态空间和乡村人文价值保护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美国乡村小城镇建设。美国乡村小城镇建设特别注重地方性、人居环境的舒适性、绿色化，风

格迥异、公共服务完备、商业设施发达、生活优雅舒适、绿色生态空间充裕的小城镇在美国城镇化

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对美国西部、北部乡村产业转型与社区发展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

_埃比尼泽·霍华德提出的“明日的田园城市图解”

专题          COLUMN            乡村振兴下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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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乡村振兴与小城镇建设

从国内实践来看，我国小城镇先后涌现出城市辐射型（京津冀、长三角）、民营经济主导型（“温州模

式”）、外资驱动型（“珠三角”模式）、“特色小镇”的浙江经验等多种经典小城镇发展模式。20世纪80

年代，费孝通总结了小城镇发展的“苏南”模式（乡镇企业推动型）和“珠三角”模式（外资驱动型）。改

革开放后，我国中西部地区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提升乡镇工业农业产值，带动小城镇建设。21世纪以来，大

规模地实施乡镇、集镇合并，优化城镇体系布局，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新时期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在美

丽乡村建设与小城镇体系建设中，也探索出了高水平的城乡一体化实践创新，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城乡

一体化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之举。从国内实践经验来看，近年来，浙江省率先提出并积极实践“美丽乡村”

和特色小镇发展战略，充分利用全球生产网络，整合行业专业化和新业态优势，融合乡村产业发展，强调特色

美丽乡村和特色小镇建设的高品质化和生活社区化，吸引人力资本和新兴产业的集聚。相继崛起的一大批特色

产业小镇，提高了美丽乡村、特色小城镇在新时期网络化城镇体系中的功能地位，极大地推动浙江省城乡区域

一体化发展进程。

西方发达国家和我国发达地区乡村复兴与小城镇建设，给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小城镇建设以启示，但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固化效应和中心（城市为中心“极化”发展）—外围（乡村为外围被动发展）的空间发

展格局、“三农”和“乡村病”问题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更为凸显，全国小城镇的空间分布区域不平衡，必须

明确一个基础的认识：小城镇建设与乡村振兴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来推进，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同

步振兴。

自2003年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来，浙江美丽乡村建设一直走在全

国前列。2018年上半年，浙江在线舆情中心发布《浙江美丽乡村建设数据分析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综合梳理分析近15年来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的发展历程与阶段

变化、舆论关注侧重点及民众满意度等内容。《报告》显示：浙江美丽乡村建设舆论

热度位列全国第二，仅次北京。

特色小镇是浙江省政府在全国率先提出的重大发展战略，是破解

浙江省发展瓶颈和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单以对特色小镇解读的

深度而论，浙江是全中国的榜样。

专题          COLUMN            乡村振兴下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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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乡村振兴战略下小城镇建
设的路径选择

推进小城镇建设与发展，构建优势互

补、相互融通的城乡互动发展格局，是解决城

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城乡融合发

展的现实路径，对提升农村地区城镇化发展质

量，带动农村区域产业融合和全面发展，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从以下

路径着手。

（一）以连城带乡为发展主线，

联动城乡互动发展格局

从地理区位来看，小城镇处于乡村腹

地，是连接城市交通、经济要素流动的节点。

抓好小城镇建设可望成为打破二元经济结构和

城乡不平衡、乡村不充分发展僵局的突破口。

促进城乡要素流通，提升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

在于搞好小城镇发展，从生活便利舒适、生活

成本适中与连城带乡的小镇生活优势着眼，围

绕小城镇连城带乡的核心功能定位，充分利

用小城镇的中枢作用与平台价值，聚集产业

要素，提升流通效率，提升城乡互通的渠道价

值。小城镇与其所辖的乡村及周边城镇的互动

互通功能是小城镇建设与规划的关键所在，这

就需要优化村镇社区单元的结构和土地功能分

区，引导土地功能分区发展、调控整合小城镇

与乡村腹地的资源禀赋优势，推动城乡要素双

向流动，加强基础设施供给和绿色生态空间建

设与发展，提升小城镇经济集聚影响力和小镇

舒适生活价值，创建乡村区域内的小城镇和乡

村互动融合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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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地制宜地发展小城镇经济，带动乡村产业振兴

小城镇经济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是一个差异化的动态发展过程，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格局与新中

国成立以来的城乡发展政策有直接关系，也与所在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交通区位、经济发展基础以及

社会人文有莫大的关系。需要综合把握乡村发展类型、产业结构和发展阶段差异，依托小城镇经济集聚

带动乡村产业发展，坚持走因地制宜的差异化发展道路。如何借力宏观政策与项目支持，把握全球化生

产、城乡物流、电商、“互联网+”与后现代消费业态等新常态下的农商发展趋势，培育支柱产业，促进

传统农业乡村向专业种养村、商贸物流村、休闲旅游村转型发展，是新时期小城镇联动乡村发展的重大

机遇。基础设施薄弱、三产融合发展滞后的中西部区域的小城镇和乡村发展需要政府更多地介入。在经

济区位条件好、资源优势区，可以更多地借助市场，融入更多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广西特色小镇巴马

甲篆镇积极利用健康中国和广西特色小镇建设政策和行政支持，提升世界长寿之乡的长寿养生生活方式

价值，发展康养旅游、“候鸟人”长居养老产业、小分子水、有机富硒粮食和农产品加工物流等产业融

合发展的大健康经济，带动了所辖的长寿乡村产业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

据统计，甲篆镇现有农家旅馆、度假村

200多家，游客接待数量从2011年的20多万人

次发展到2015年的200多万人次，每年到该镇

养生度假的“候鸟人”近10万人次。

专题          COLUMN            乡村振兴下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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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善小城镇体系建设，实现村镇共生发展

分阶段推进并完善小城镇体系建设，优先乡镇与村镇发展，打造一批兼具经济枢纽功能和生产、生

活、生态和谐发展的功能复合的小城镇集群，带动所辖乡村协调发展。我国东部沿海的“长三角”和“珠

三角”在小城镇建设带动乡村发展方面树立了成功的范例。但从各个区域的乡镇实践来看，盲从投资、生

搬硬造、粗放式发展、政绩突击式的模式也在不断上演，需要及时遏制和防范。小城镇的繁荣与发展需要

立足于乡村区域产业基础，充分挖掘和整合本土资源和本土力量，激活内源性活力，以“互联网+”的思

维，讲好“小镇故事”，建设和做强集群发展的特色小城镇体系。小城镇发展的综合环境是强化小城镇与

乡村相互衔接和有机融合的关键，需要从小城镇建设相关制度配套、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乡镇政府公共服

务能力建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持续投入与建设，恢复小镇小村发展活力，增进小镇小村发展福

祉，走上兴镇带乡的共生发展之路。

（四）优化乡村环境，推动乡村区域和谐可持续发展

从乡村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着眼，优化乡村环境。以经营乡村的理念，优化乡村生产

空间，统筹合理运用涉农资金，理顺农村投融资体制，盘活盘清乡村资源与资产，加强农贸集市和专业

市场建设，引导与支持农村集体合作，指导农民合作社运营、引领农村区域加快向现代化农业发展。以

安农富民为核心，营造舒适生活空间。加强涉农资金监管和福利政策实施的公正性与公平性，培育市场

适应能力和增收致富能力的新型职业农民，确保在乡农民能创业创收，愿意留在乡村发展。以舒适生活

发展与集约为原则，优化乡村人居环境，满足就地就村城镇化的舒适生活需求，让乡村多一份美好，多

一份舒适，增加乡居生活的吸引力。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重视传统村落和特色村镇的风貌保护与合理

开发，构建人地和谐的乡村生态生活圈，拓展绿色生态空间（“绿水青山”），留住怀旧的人文空间

（“乡愁”），实现乡村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

Chengxiang
Ronghe 

专题          COLUMN            乡村振兴下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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