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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逐步扩大“互联网+政务服务”范围。据统计，目前已有207项行政许可事项实现
“零跑腿”办理，93行政许可事项实现现场即办；取消审批事项25项，精简、取消申报材
料472项，29项高频行政审批事项实现告知承诺制审批，187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区通
办，26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省通办，9项政务服务高频事项实现证照电子化，35项政务服
务事项实现全流程智能审批，便利化程度不断提高，政务服务水平稳步提升。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是一场重塑政府和市场关系、“刀刃向内”的政府
自身革命，也是打造高效透明政务环境的重要内容。下一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将从
构建更简审批体系、形成更少审批环节、实现更短审批时限、提供更优审批服务等方面多
向发力，提高项目投资服务保障能力水平，加快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证照分离”改革，推
进行政审批业务“全区通办”“跨省通办”，继续探索推行告知承诺制审批，指导区内重
点企业申报下放试点资质，进一步提高审批效率和服务水平，为广西持续深化“放管服”
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发挥积极作用。（文/黄诗谊）

百色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业务办理窗口工作人员引导
职工网上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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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4年国家开展新型城镇化试点以来，全国中小城市和城市群建设扎实有序，新型城镇
化建设正加快推进。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道路上，国家坚持高起点谋划、多元化发展。经过多年
的试点工作，先后涌现出一批典型模式：确立优势产业，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集群的成都模
式；利用农村土地集约升值，把农村人口集聚、居住环境与城镇化、农业产业化深度融合的天津
模式；通过产业集聚促进人口集中，实现城市周边地区人口迅速上升的珠三角模式。由此可见，
新型城镇化建设要做到以农民为根本、以农业为基础、以产业发展为引导、以市场为导向，充分
发挥产业集聚的区域规模效应、基础设施共享效应，努力构建生态环境、人口、经济、社会、就
业、生产生活全面和谐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DIAN SHANG

电
商

农村电子商务产业集群与新型城镇化
建设协同发展研究

文＿林家驹（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以下简称“电商”）发展迅速，农产品电商数量在全国电商中占
比不断增长。农产品电商能有效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对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乡村振兴起到
重要作用，农村电商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方向。厘清农村电商产业集群
和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的机理，明确两者协同发展的路径，是解决乡村振兴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农村电商产业集群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协同发展的重要作用

（一）区域规模效应

农村电商通过深挖当地特色农产品卖点，帮助农产品实体经济转型，打造富有区域特色的
电商品牌，吸引大量人才，为城镇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经济和产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农产
品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城镇企业进一步集群化，农民收入不断提高，有力推动乡镇的生产
力水平。

（二）产业链聚集效应

农村电商产业基础牢固，电商布局和招商优势明显，拥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交通优势，并
配套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仓储基地，打造富有特色的电商村、电商镇。电商产业的集群带来的原
材料集群、人才集群、商业集群、物流业集群等，将农业品产、供、销、游、乐、购等产业有
机结合，促进农村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产业链聚集。

（三）基础设施共享效应

农业电商产业集群发展将带动中国城镇电商服务体系的日益完善。农村电商涉及网上贸易
服务、网上销售服务、物流配送服务、贷款服务、会计咨询服务等，新型城镇化为农村电商的
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城镇化过程中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如5G网络的普及为农村电商发
展提供了基础条件；“村村通”公路、高速公路的基础建设为农村电商提供物流基础和效率保
障，为农产品运输构建好“最初一公里”。城镇化进程带来的经济水平发展、城镇地区人口集
聚为农村消费市场创造了需求。

二、农村电商产业集群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路径

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强调人是城镇化的核心，要适应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的需求，提高城乡
居民生活品质；注重人与大自然和谐，尤其注重产业和城镇协调发展，为乡村振兴夯实经济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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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服务、城乡物流配送服务、投融资服务、会计法律咨询服务等各服务主体间共建共享、互
联互通，在服务农业生产上行的同时带动工业品下乡，加快社会城镇化进程。

（四）提升农民信息素养

电商在农村的发展，让广大农民接触互联网，可提高农民的信息素养，解决农业生产与
市场需求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及时对接农产品市场，推动乡村文化振
兴。电商产业集群将带动我国农村特色农业的开发，通过直播发展电商产业，使大量的农户登
录电子商务平台，打破地域局限，融入城市生活，从而实现“人口城镇化”，推进新型城镇化
进程。

（五）促进城乡经济整体协调发展

农民收入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农村电商产业集群为农民提供新的就业岗位，提高经
济收入，农民在电商产业小镇中扮演着生产者、销售者、主播、仓管员等多重角色。新型城
镇化通过区域战略将人口聚集，产生新的消费需求，以带动一系列消费增长。2021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在可支配收入方面，城镇居民人均47412元，比2020年增长
8.20%，农村居民人均18931元，增长10.50%。而在消费支出方面，城镇居民人均30307元，增
长12.20%；农村居民人均15916元，增长16.10%。农产品电商将助力我国农村繁荣。2021年全
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2.05万亿元，比2016年增涨2.30倍（见图2）。

图2  2016—2021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和增速（数据来源：商务部）

（六）构建协同创新平台

搭建协同创新平台，让分散、小规模的农村打破时空限制，以农产品、农村电商联入移动
互联网网络，构建协同价值网络，对接国内、国际市场。打造“一县一品”“一村一品”，使
当地特色产业和特色农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协同创新平台建设有利于突破中国传统城市相
互割裂的经营格局，有效推动了第三产业在乡村地区的蓬勃发展，使农民实现“工作+商业+日
常生活”不出农村的转变。

（一）推进公共基础设施、城乡生态与文化建设

进一步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城镇移动互联网和光纤网络。由于生鲜农产品对保鲜
技术与时间的要求较高，农产品电商产业集群需合理规划电商产业园区，建设农产品回收、分
拣和加工的物流园区，完善农村物流设施，建设物流配送网络、共享冷链物流，推进冷链物流
设施建设。

新型城镇化建设倡导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电商产业的特点和电子交易的普及对实现自然
资源节约有一定作用。在城乡生态文化建设方面，农村的传统文化、传统手工艺和民族文化正
在慢慢消失，电商通过互联网宣传和推广传统民间艺术和民族文化，能够挖掘乡村特色农产品
和旅游服务产品，有利于促进城乡生态与文化发展。

（二）打造现代农村特色电商产业“小镇”

打造现代化农村特色电商产业“小镇”。农村电商的蓬勃发展给小镇提供了运输、仓储、
配送等服务型就业岗位，吸引村民返乡就业创业，让村民“离土不离乡”，分流农业剩余劳动
力，有效缓解农村“空心化”现象，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

大数据显示，农村电商就业氛围浓厚。电商产业小镇除了为中青年提供就业岗位，还为老
年人、残疾人提供包装、分拣等简单性工作岗位，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提高了农民
的幸福指数，推动了乡村和谐发展。建设电商产业小镇，促进农村人口城镇化聚集，实现“就
地城镇化”，可进一步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就地城镇化”空间布局和形态，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品
质。2021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4.72%，相较2020年提高0.83%（见图1）。

图1  2017—2021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三）培育多元化农村电商服务主体

农产品电商产业聚集，进而带动电商平台公司、物流配送、贸易加工、金融服务、快递等
各种运营主体向农村发展，以完善农村商贸、加工、现代服务体系建设。网上交易服务、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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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柳州螺蛳粉小镇“一区一镇多基地”布局图

“一区”是螺蛳粉企业生产加工聚集区域，是袋装螺蛳粉的生产地。“一镇”是螺蛳粉
小镇核心区，通过整合三产要素，促进产业、生态、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融入
发展。“多基地”是多元化螺蛳粉原材料种养基地，将螺蛳粉的原料基地集中进行大规模化
建设。目前，竹笋种植规模已达到300公顷，豆角种植面积达66公顷以上，田螺养殖面积66公
顷以上（见图6）。

图6  螺蛳粉小镇千亩稻螺综合种养示范基地

（二）土地整治，释放空间

建设螺蛳粉小镇之前，柳南区私搭乱建现象严重、生态环境污染现象严重，公共配套
设施严重不足。太阳村开展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项目，组建“金色太阳”项目有限公
司、建设投融资平台和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由投资平台有限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将项目建成
后的各项建设用地指标收益获得的6亿元，作为土地增减挂钩村民集中安置点和基础设施建设

三、柳州螺蛳粉小镇建设实践分析

柳州螺蛳粉小镇位于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通过大力推进螺蛳粉行业的融合和聚集，以
“互联网+”形式推进原料供给、生产制造、整体包装、网上营销、物流配送等的一条龙发
展，不断完善包装储运、物流配送等的基础设施建设（见图3）。2021年，柳州螺蛳粉全产业
链销售收入创新高，达到501.60亿元，袋装螺蛳粉主营业务收入高达151.97亿元，其他相关产
品及衍生产业收入达142.83亿元（见图4）。

图3  柳州螺蛳粉小镇

图4  2021年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情况   （数据来源：柳州市商务局）

（一）产业融合，合理布局

螺蛳粉小镇呈现“一区一镇多项目基地”的布局（见图5），一是以水稻、螺蛳、豆角、
竹笋等螺蛳粉加工材料种养生产基地作为第一产业；二是以螺蛳粉生产加工行业作为第二产
业；三是以传统休闲农业与农村生态旅游、网络营销、物流配送等行业作为第三产业。三大
重要主导产业协同开发，已基本形成螺蛳粉种养、研发、制造、营销的全产业链体系。通过
三个产业融合发展，目前已经建成以“螺蛳粉小镇”为中心的现代化产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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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据国家统计
局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告（第五号）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数量已达2.64亿人，占比达18.70%，其中65岁以上人口为1.90亿人，占比13.50%，相比
2010年第六次普查，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5.44个百分点（见图1）。预计到2023
年老年人口年净增量会达到最高值。我国大部分老年人以居家养老的方式为主，但随着既
有建筑逐渐老旧，老年人居住质量日渐低下。为提高老年人的居家生活品质，根据既有住
宅内部空间出现的非适老化问题，总结其改造与优化策略，让住宅更适宜老年人居住，满
足老年人多方位需求。

SHI LAO

适
老

既有住宅建筑套内空间适老化改造
设计策略

文＿黄春华（南华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生导师，教授，博士）

齐   鹏（通讯作者）（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师，硕士）

李   萱（南华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

的资金来源，以改善村民生产、生活环境，村容村
貌得到明显改观，同时加快了产业的建设，得到当
地村民的大力支持（见图7）。

（三）产业城镇，协同发展

确立“螺蛳粉+”产业链辐射状扩张的核心思
维。根据开发螺蛳粉加工业，政府确定了第二产业
引领第三产业，并带动第一产业发展的规划：一是
利用第二产业倒推第一产业的规模种植，实现富民
增收；二是利用第二产业引领第三产业，形成观
光、康养、娱乐、度假等多元化的第三产业。

以螺蛳粉的全产业链为基础合理延伸产品业态
功能，融合研究、观摩学习、设计创新、展览、娱
乐等多元化空间，为就业人群、商务人士和游客提
供以研发生产为主、以参观为辅的产品业态功能集
聚区域（见图8）。

在优化城镇生活功能的基础上，把螺蛳粉小
镇建成多功能社区。以满足城镇居民生产、生活需
要，融入科教、医学、健康、养老、度假、娱乐等
丰富功能，形成“泛田园式”社区空间。

以大块自然空间区域内生态环境保护最大化为
基础，建设以自然生态景观区为基础的高品质生态
空间片区；同时突出“景镇融合”，借助小镇良好
的环境优势，将零星生态空间融入工作与生活空间
中，突显小城镇整体生态环境价值。（本文图片由

作者提供）

注：本文系2021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

基础能力提升项目“基于社交电商背景下广西富硒

农产品营销策略研究”（编号：2021KY1258）研究

成果；2020年度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级科研项

目“基于社交电商背景下广西富硒农产品营销策略

研究”（编号：Y2020KY017）研究成果。

图8  螺蛳粉小镇地标建筑——小镇会客厅

图7  柳州螺蛳粉小镇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