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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特色小镇作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发展的攻坚突破口，关键在于特色。“特色”有别于“特点”，

其评判有多方面的标准，具体把握较为复杂。以此为背景，从特色小镇的内涵特征与现存问题出发，在分析探

讨特色思维的局限性、发展非线性、不确定性、特色活态性等深层命题的基础上，提出特色小镇的特色化不只

在于区域性差异化、理想性差异化，还在于规划控制体系的前馈性差异化、在历史长河与竞争过程中适应性选

择的差异化。因此，需要完善周期管控机制、市场采纳机制，采用历史评判法、评特为主评优为辅等特别的对

策措施和评选标准。最后，围绕特色化策略的逻辑主线—促进中国城乡发展智慧地走上适应性之道，从 5 个

领域具体探讨了产业特色化、环境与社区特色化、文化特色化、设施与服务特色化、体制机制创新等若干对策。

关键词：特色小镇；问题分析；特色内涵；适应性；历史逻辑；产业特色化；体制机制；策略

Abstract: With “Characteristic” as its key, characteristic towns have become a crucial breakthrough point for 

China’s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ifferent from “Features”, “Characteristic” has its own 

judging standards, which are more complicated.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characteristic town.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and discussing the 

limitation of characteristic thinking, developing nonlinearity, uncertainty, characteristic livability and other deep 

proposition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characteristic of characteristic town lies not only in the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and ideal differentiation, but also in the feedforward differentiation of planning control system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adaptive choice in the process of history and competi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erfect the 

periodic control mechanism and market adoption mechanism, adopt the method of historical evaluation, set the 

special evaluation measures as the priority, set judging good as the assist, and use other special countermeasures 

and selection criteria. Finally, focusing on the logic thread of the characteristic strategy - promoting the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to walk the way of adaptability intelligent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y, environment and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facility and service characteristics, 

system mechanism innovation and proposes several specific countermeasures.

Keywords: characteristic town; problem analysis; characteristic connotation; adaptability; historical logic;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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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Landscape (Shanghai 200092). 1  问题
特色小镇政策并非始于媒体普遍流传的

2014 年的浙江，前溯可到 2011 年云南省人民

政府颁布的《关于加快推进特色小镇建设的意

见》。2014 年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

2020 年）》[1] 出炉之年，也是浙江省提出创建

特色小镇以“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

促进转型升级思路的年份。2016 年 7 月，以国

家住建部、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联合发布的《关

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为标志，中国特色小镇政策经过 5

年孕育后正式出台。

《通知》对容易混淆的特色小城镇、特色

小镇二个不同概念作出了界定 [2]，以传统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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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划为单元、特色产业鲜明、具有一定人口

和经济规模的建制镇（或乡）称为特色小城

镇。特色小镇则是边界不受现有行政区划约

束、相对独立于市区、具有明确产业特色、

社区功能、文化内涵和一定旅游功能的创新

创业发展平台。“特色小镇”被广泛解读为既

可以是大都市周边的小城镇，又可以是较大

的村庄，还可以是城市内部相对独立的区块

和街区 [3]，与其说是一个新概念，不如说是

对原有城乡概念、原有治理方式的突破，是

对多年来形成的条条框框的“解禁”。面对

新的国际环境、经济周期、资源与人口的结

构性挑战，一直以来的“增长主义”发展模

式难以为继 [4]。从 2011 年云南省、2014 年浙

江省提出的“特色小镇”，到 2016 年第一批、

2017 年第二批中国特色小镇，“特色小镇”的

实际内涵在不断地发展。但是它们共同的内

核是为中国城镇化的“新长征”和“再次奇迹”

探索新的体制，培育新的动力。

“特色小镇”政策唤起了中国社会对人居

理想的普遍憧憬。各级政府积极响应并推出的

一系列支持、配套政策也取得初步成效。与此

同时，在实践和认识中所出现的问题和偏差也

日益显现，包括：“贪功冒进”盲目发展与房

地产商圈钱囤地的问题；空中楼阁产业同质化

的问题；政府主导、扶持与市场化程度不足的

问题；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面临新的威胁和过

度商业化的问题；空镇化问题等等。特色小镇

的未来能否真正良性发展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中国公布的第一批特色小镇以华东地区、西南

地区居多，第二批以江苏、浙江、山东居多，

中西部地区省份占比也明显增加，同时旅游特

色小镇减少至 1/3 以内（图 1、2）。从第二批

特色小镇的分布变化和专家评审意见看，“培

育特色产业，突出特色产业的集聚效应”“延

续当地特色风貌，保持和彰显小镇特色”等关

于特色的要求明确，社会各界对特色的含金量

问题也显现出越来越多的关切和担忧。

特色小镇作为中国从快速城镇化向深度城

镇化转型的示范区和国家级（或省级）荣誉称

号，要求小而美、特而强（通常 1~3km2）。然

而在实践中，产业特色问题、环境与社区特色

误区问题、文化特色问题、设施与服务问题、

管理体制等方面均存在着何谓特色化的理论课

题、如何特色化的实践挑战。特色小镇政策中

的“特色”二字，不再只是形容词，更是关键词。

2  特色小镇的深层问题 
2.1  特色思维的局限性

现代汉语词典中的特色是指“事物所表

现的独特的色彩、风格、特征等”。人们认

知复杂事物常会识别其显著区别于相关事物

的特征，有的为概略判断、迅捷反映而关注

表面现象，有的为内因探测、实力和动态度

量等目的而关注过程的、内在的特征。可见，

“特色”既是客体现象的特征，也是人类形

成概念的一种认知途径。

人类的认知本性也常会在现实社会中饱

受质疑，是因为人类个体所能掌握的认知工

具总是相对地有限，面对特色小镇，其本身

的转型发展难题、社会理想却是无限的。用

有限的认知路径，加上路径依赖的思维惯性，

极易误将“所见”的个别差异当作特色。正

因为以异代特、以点概全的“特色”思维惯

性普遍地存在，人们所能见到的追求“特色”

的善愿、加上真心诚意的努力，却导致机械

单调、活物变死，特色化的成功总是少数。

2.2  特色小镇发展的非线性

 “特色”作为在相关现象间的区别化、

明晰化的思维模式，可以是物质性，也可以是

非物质性的，这一点通常没有异议。然而面对

纷繁多样、历史复杂、多数处于生死存亡边

缘的“准特色小镇”，尤其是在面对特定对象、

具体展开研究认知、计划组织、实践管理的工

作情境之中，人类个体往往难以持续地承受多

元的复杂和无解的压力。每当同时面对现象的

或深层次的区别，空间性的或时间性的区别，

量性的或质性的区别，经济技术的、社会文化

1 第一批 127 个特色小镇分布
Characteristic towns distribution（The first 127）

1 2

2 第二批 276 个特色小镇分布
Characteristic towns distribution（The second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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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生态环境的区别时，在跨学科门类、多视

角整体性、动态性、内在性的复杂现象和非线

性逻辑面前，人脑往往如盲人摸象，在实际工

作中极易陷入认识上的武断自负、自欺欺人，

在商业逻辑的推动下甚至自觉或不自觉地陷

入“妖言惑众”的深渊。面对多维的特色问题、

复杂的相互关系，如何避免陷入郑人买履或削

足适履的认知误区？非线性的客体特征、复杂

理性的心法特征，是甄别智慧与否的分水岭。

2.3  不确定性

在全球化红利递减、增长乏力、经济模

式调整的周期中，特色小镇的发展路径具有

高度的不确定性。发展决策、公共治理等可以

设法减少不确定性，但不可能消除不确定性，

关于未来的预测难以完美。如何决策和行动

以应对不确定性，一是可以增加关于未来风

险概率的知识以应对不确定性，二是通过组

织整合，包括产业链整合来应对不确定性，

三是做好最坏打算，付出一定代价来抵御未

来的不确定性，如保险、防灾投入等。不过，

这些策略都更适合于大中城市、大型社区，对

于特色小镇而言，规模不经济、机会成本过高。

面对不确定性，人们常过度自信地把不确定

性视为确定性，或者优柔寡断缺乏信心。

2.4  活态的特色

传统小镇在饱经历史涤荡，特别是经历

现代化过程之后，很多走向沉沦甚至衰亡，欧

洲部分小镇却凤凰涅槃跃升为今天的特色小

镇，其 GDP 不可思议地跃升到人均 4—7 万

欧元①。历史地审视这些特色小镇，其特色是

由该复杂事物产生、发展的自身禀赋，与其

环境条件的共同作用，在社会经济和建成环

境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出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

力的系统现象和深层特征。该特征均具有生

成时间长、结构稳定耐冲击、前馈和反馈灵敏、

影响力深广等活态属性。例如法国格拉斯—

世界香水名镇，面积 44km2，人口 5.1 万，海

拔200~500m，香花香草生长环境优良。由玫瑰、

茉莉、晚香玉提取的产品，占全法国 75%、

全球 8% 的份额。香水香料制造商 60 多家，

为 3 500 名小镇人口提供就业，10 000 人间接

就业。在香水博览、香水加工、花卉庆典、

鲜花采收、香水装瓶过程中可以定制专属自

己的香水。自然特色物产、历史经典产业、

古镇文化环境、现代旅游产业相得益彰。有

一天格拉斯蓦然停摆，源自文艺复兴时期的

传统香水产业受到现代化工业海啸般的冲击，

国际企业大肆收购传统作坊并移至海外，人工

合成芳香物在世界各国迅速普及，植物提取、

香料加工等传统产业陷入停滞。面对命运的考

验，格拉斯的特殊基因—世界调香师中的四

分之一在格拉斯、其余四分之三从格拉斯香水

学院毕业，在这场危机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

用。格拉斯从香水转向调味品，直至调味品

与香水各占一半时，小镇的颓势才得以扭转。

格拉斯的特色，在历史变迁中因转型成功才

得以发展至今，活态是特色小镇的本质特征。

现有准特色小镇的物质性的、表面性的特

色，面临着保护、传承和利用等重重困境，其

深层问题是这些特色的活态属性过于孱弱，表

现为“特色”背后的生命力衰退、甚至濒临衰亡。

3  特色之道
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特殊历史时期，

中国特色小镇能否绕过“穿新鞋走老路”的误

区，能否经受得住城乡二元旋涡、国际环境不

确定性的考验？区位条件、存量资源等静态

条件，创业精神、风险偏好等内在的社会文化、

基因和人脉禀赋，常与市场环境、经济周期、

改革进程等宏观因素处于不匹配状态。多规

融合所要求的产业与空间的优化配置，对于

城乡规划、风景园林学科而言是一种复杂的、

理想的规划境界。更为复杂的是特色化所面

对的社会经济不确定性、动荡性和博弈性。

转型期、上升期、稳定期或动荡期和衰退期

的绩效标准大相径庭，完全竞争状态和垄断

状态的内在组织机制也有天壤之别。

“特点”何时能变为“特色”？其试金

石不只在于区域性差异化、理想性差异化，更

在于规划与治理体系的前馈性差异化，更在于

历史长河与竞争过程中适应性选择的差异化。

特色小镇评选作为一项政策，对于缓解不

确定性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同时需保持清醒，

政策的确定性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市场本身的

不确定性，一方面要警惕传统“规划”和“运

动”的老路；另一方面在不断地吸取各地经验

的基础上，积极完善周期管控机制、市场采纳

机制，在不断地变革适应中走向特色化。

“多规融合”作为一种周期管控机制，

具有量纲一致性、部门协同性等优点，在特色

小镇的尺度上，可望发挥周期适应性的功能，

形成“时间特色”。 

市场经济如同生物进化和自然选择系统

中的“选择采纳机制”。特色小镇在投资、技术、

管理等方面承担着创新风险，单个企业创新

夭折或市场失败的概率通常很高，应从“事

先给予”转向“事后结算”。

特色的评判有多方面的准则、多类型的

标准，还有各地区、各时期的标准差异，具体

把握十分复杂。特色化策略的历史逻辑主线，

归根到底是促进中国城乡发展智慧地走上适

应性之道。面对五大方面的特色，其相互之间

的关系准则应统一于历史逻辑评判，坚持以评

“特色”为主、评“优秀”为辅，以定性为主、

定量为辅，实事求是地顺应特色之道。

4  特色化策略
面对非线性的、不确定性的、活态的特

色小镇，评特为主评优为辅、历史过程和动

态博弈的策略选择，是历史发展性和认知局

限性二者相互靠近、相互适应的必然选择。

在管理口径、行业领域等现实条件下，本文

从以下五大方面探讨特色化的分项策略。

4.1  产业的特色化

特色小镇的类型可分为工业发展型、历

史文化型、旅游发展型、民族聚居型、农业

服务型和商贸流通型等。对于第一、第二批

特色小镇产业类型的调查分析显示（图 3），

旅游发展型最多，两批共 152 个占比 38%。其

3 第一、第二批特色小镇产业类型比较
Characteristic towns industry type comparison

3第二批名单

全国特色小镇类型产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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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农业服务型，两批共 82 个占比 20%。第

三是历史文化型，共 75 个占比 19%。工业发

展型共 65 个占比 16%。住建部所提出的严控

房地产化倾向、旅游特色小镇占比不超过 1/3

等要求已开始见效，农业服务型、工业发展型、

历史文化类（Intellectual Property，简称 IP）

的占比开始增多。

在聚焦产业定位的过程中，需区分特点与

特色、进行时与完成时。对于进行时，重在培

育其路径的特绝之处，如差异定位、培育新经济、

是否反映现代产业发展的一般历史规律等等；

对于完成时，重在考评和引导产业规模、质量、

结构和可持续性，如历史经典产业中最有基础、

最有优势的一个传统特色产业是否复兴、规模

多大、是否持续等等。对于信息经济、环保、

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等新经济、

新兴产业，哪一项已经取得显著的优势，形成

多大规模的产业集群，已达成的结构比例等等。

面对政策性检查，地方政府与企业所汇报的愿

望，不是市场竞争的结局本身，不能用未来时

的“特点”偷换概念成为完成时的“特色”。

作为市场竞争的结果，不同的国家和地

区、不同的时期和类型，产业特色的客观差异

悬殊，但仍然可以找出其共性的方面以资衡量

与评判，如产业结构是否融入全球生产体系 [5]，

是否主营明晰和错位发展，是否占据有利的区

域经济生态位等。欧洲城镇产业的特色化发展

经验值得借鉴 [6]，例如法国南部旅游城市尼斯

周边，电影圣地戛纳、娱乐天堂摩纳哥、香水

天堂格拉斯和科技小镇索菲亚，都分布在 0.5h

的时距圈内，中、小城镇之间的人均收入水平

较为接近，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中国各地的范例也在不断地涌现，如江苏

宜兴丁蜀镇，有紫砂专业合作社 67 个、紫砂

企业 400 家、紫砂家庭作坊 12 000 多家，共有

紫砂制作者 4 万多人、产业配套人员 6 万多人，

从业人数占常住人口的 43.5%。2015 年一年，

紫砂产业实现产值 78 亿元，带动实现文化产

业的增加值达 14.5 亿元，实现旅游总收入 7 亿

多元，同时还是紫砂壶制作大师的培育基地②。

工艺大师、企业、家庭作坊之间的分工合作关

系所形成的产业集群，充满了经济和文化活力。              

浙江安吉孝丰镇因中国竹乡而闻名，以

竹木制品、竹木加工机械、绿色食品加工业、

医药为主的产业结构已经逐步形成，近年来

又进一步拓展了竹制品深加工、有机食品加

工与循环生产。2016 年全镇竹产业产值 40 亿

元，涉竹企业产值占总产值的 60%，4 家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5 家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吸

纳投资 16 亿元③。

从全球化、信息化看中国特色小镇未来

的产业特色化趋势，除市场占有率、成长性

等广度属性，还需不断增强不可替代性、可

持续性等深度属性。特色化的最终落脚点不

是面面俱到的全产业体系，而是产业聚焦、

形成优势产业群与地区化的核心竞争力，即

走向“特而强”。

4.2  环境与社区特色化          

特色小镇的自然生态环境与中心城市相

比具有天然的优势。不过，这样比较所得出

的只是差异或“特点”，称不上“特色”。

特色小镇的生态环境特色，是指在特定

区域范围、特定历史时期内的“独特属性”，

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1）气象物候资源、地质地貌水文和生物

种质资源的区域性绝对比较优势所孕育的独

特性；

2）生物圈营养链、能源结构所决定的独

特性；

3）生产、生活过程的富集和污染控制的

人类智慧和独特属性；

4）人文地理的地方特性、建成环境的独

特品质等。

这些方面显著有别于周边区域，显著优

于自身过去、他者难以企及或简单模仿，这

样的独特属性，源于千百年来当地社会对自

然资源智慧地利用，因此也可称之为“自然

与人类的共同作品”[7]。它是人与天调的复杂

结果，绝非乌托邦臆造、教科书式背诵或机

械复制，无法罔顾既有环境的、社会的、历

史文化的基础和传统而硬造 [8]。

特色小镇的社区特色，既包括传统社区宗

族人脉、民俗民风，社区空间“以人为本”的

“乡愁”和淳厚归属感，也包括现代社区组织

模式如：村委会模式；现代居住服务一体模式

（社区自治共管）—社区中没有陌生人，只

有居者、服务者、志愿者；代管型开发服务一

体模式；托管型开发服务一体模式；住房合作

社模式；福利服务一体化模式等。特色小镇的

社区特色应具有美丽、和谐、诗意、独特吸引

力等属性，不仅需避免小而全、作秀摆设，还

应在城乡统筹、互补合作中实现生活性服务、

科教医养、生产性服务等社区服务功能的质性

提升。“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

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9]。

特色小镇一方面以健康、友好的生态环

境为底色，另一方面通过人与人相互服务、相

互成全形成社区亲情。生态环境与社会生活二

者相互融合成为“有温度的地方”，在安顿

生活、康养老幼、支撑事业、安放精神等方面，

通过从物质到精神的升华，转型升级成为诗

意栖居的“伊甸园”。   

例如建于 1640 年的美国格林尼治基金小

镇，山海交融，自然生态环境优异，邻近纽约

CBD，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吸引了数千家金融

对冲基金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人口结构中受过

高等教育的比例极高，优异的自然生态环境、

特殊的社群结构与产业优势相得益彰。

4.3  文化的特色化

广义的文化不仅包括物质文化、非物质

文化，还包括制度、经济、科技文化等，特

色小镇的文化特色主要聚焦于遗产、风貌、

文化产品与服务业。基础设施、服务设施、

制度文化另述。

特色小镇文化特色化的关键在于其内在

的整体结构，即人文与自然、物质与非物质

的共同存续关系 [10]。作为“有待解读的社会

历史的物质表征”[11]，除保遗址保房子保古树，

同样重要的是保风貌保格局保环境保原真性，

尤其是保住成片的自然真迹、生产和生活智慧

的传统聚落。非遗的文化特色表现在纸面上是

活态遗产的展示、恢复和延续，实践中普遍地

受制于家族、师徒或社会传承、精神教化和

规约传承。同样，延续乡土文化依托的传统

生产生活方式，“形存神传”地保护文化特色，

活化传统价值则更难。因此，着重培育特色

文化、形成现代社会与传统文化的良性关系，

才是存活的文化特色化。

市场化改革让有形的产品交换走向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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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制造业与全球化，造就了许多具有产

业特色的小镇。互联网与信息革命，使无形

服务的全球交换也成为可能，包括文化产业、

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所吸引的大师、能工

巧匠、文化玩家、原创文艺类餐饮品牌等，

不断地闪现出特色小镇的文化成色，正在成

为特色小镇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

4.4  设施与服务特色化

设施与服务包括道路交通、绿化与市

政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体现为“三

特”—特定对象清晰、特定设施高效、特定

服务优质。例如旅游小镇对信息与公交服务、

应急服务等最为敏感；金融小镇则对信息基

础设施、24h 服务能力最为敏感；商贸小镇（如

义乌小商品城）对铁路客货运能力最为敏感

等。特色小镇规模有限，通常资源不全，设

施与服务体系的特色化策略是远离“高大全”，

从“小而精”逐步走向区域互补的“特而强”。

具有现代经济边缘组合特性的现代旅游

业，及其多样性的商业服务设施，往往能缓解

市场失灵的问题，甚至成为某些特色小镇的生

命线。例如英国海伊旧书小镇原是凋敝的旧城

堡，后来依托牛津、剑桥大学，成功地将全英

旧书商吸引到此，仓库、旧屋、墙边空间都转

用为图书零售服务设施，国际游客蜂拥而至，

旧书零售服务设施成了海伊小镇的生命线。

4.5  体制机制创新

工业化城镇化的现代趋势，市场化全球化

的制度变革，成就了中国的快速城镇化，也存

在很多的问题，如“小镇”的建设模式问题、

服务方式问题、制度供给问题、“放管服”关

系问题、人才吸引力问题及投资风险问题等等。

如今，移动互联网与共享经济、小众社群、

混改等一系列新事物，为特色小镇带来新的机

遇。特色小镇政策在空间管制方面已经突破原

有的束缚，但经过基层访谈和调查研究发现，

目前仍然存在着管理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

亟须改革创新与突破。

1）班子高配、权力下放、封闭运行、自

主管理。这是顺应和促进块状经济特色化发

展的现实需要，陕西省正在试点由县级领导

兼任主要负责人，同时推进简政放权；四川

省试点将百余项县级管理权限和事项下放，

为特色小镇进一步松绑。

2）多规融合，探索社区总规划师制度。“多

规融合”具有管控量纲一致性、部门协同性、

周期适应性等特点，是有机世界前馈能力的

一种跃升。社区总规划师制度作为第三方参

与的一种模式，如何稳定、有效地发挥作用，

对于特色小镇而言十分地紧迫。 

3）激活第三方机构，引进社会资本和项目

公司。政府预算制度及审批权限等落实到特色

小镇的行政阻尼十分严重，基层普遍反映这种

阻尼无法适应乡村经济、旅游经济、乡镇招商

引资的波动性特点，需要更加贴近社会政治改

革—乡村社区自治的前沿，激活第三方机构

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简称 NGO），不仅顺应这一变革大潮，而且能

缓解政府人力配置不足的燃眉之急。

理顺政府和市场主体的关系，建立长期良

性互动的体制机制。特色化离不开政府与企业

的深度合作，政府掌控全局，着重关注产业支

撑、公共服务、社会治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企业推动产业植入、资本引入和管理

导入。不同阶段政府和企业关系应动态调整，

特色小镇建设初期，政府可牵头提供基础公共

设施服务，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中

后期则可以引入专业运营商和产业运营机构、

完善提升生产功能和生活服务功能。

综上所述，城乡二元经济的疑难杂症进入

了破题开局的新时期，特色小镇的特色化发展

与改革会带来许多这样那样的新问题，1 000 个

特色小镇如何率先跨过中等收入陷阱④，事关

20 000 个建制镇⑤的未来发展方向、中国城乡关

系的转型升级。对照当年试办深圳特区的改革

勇气—今后在“城乡融合”攻坚战中跨出改

革的步伐，必须继续享有特别的激励和支持。

5  结语
特色小镇的特色，不是特点更不是到处

拷贝的符号，而是由该复杂事物产生、发展

的自身禀赋，与其环境条件的共同作用，在

社会经济和建成环境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出的

现象和深层的独特属性。

特色化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其背后存在着

多样性、非线性、不确定性和活态特色与人类

认知局限性之间的深层次矛盾。产业结构、环

境与社区、文化、设施与服务、体制机制创新

这五个维度各有特点问题和特色化对策，它们

的共性是都深受人类自身认知局限性的束缚。

容易滑入乌托邦式、教条式、文本拷贝式的误区。

它们的共性是都需要城乡规划治理体系的改革

创新、促进城乡发展智慧地走上适应性之道。

特色化作为特色小镇的关键词，事关新

时期深度城镇化与核心竞争力，本文冀盼能

抛砖引玉。随着全球化波动、大部制调整、

深度城镇化与多规融合等方面的快速进展，

围绕特色化的改革与创新，为中国的城乡发

展注入勃勃生机。

注释：
①文中数据来源于：前瞻产业研究院
②相关数据分析来源于：http://www.sohu.com/a/109394907_123877

③相关数据分析来源于：http://ajnews.zjol.com.cn/ajnews/

system/2015/07/21/019554944.shtml

④数据统计来自：《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
⑤数据统计来自：《2016 年城乡建设统计公报⑤》，中华
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⑥文中图片与图表均为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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