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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杭”背景下黄山市特色小镇建设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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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合黄山市融入杭州都市圈的契机,由特色小镇的内涵和外延出发,借鉴杭州市特色小镇建设的经验,分
析了黄山市在特色小镇建设上存在的不足,并从推进政策支持引导、加强特色产业培育、坚持“三生融合”

理念、挖掘徽州文化底蕴四个方面提出了黄山市特色小镇建设的建议。

关键词:融入杭州都市圈;特色小镇;黄山市;产业培育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21(2021)01-0007-05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升级,为推动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以创新发展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特色小

镇走进人们的视野。杭州市是特色小镇创建的先行

者,创建的省级特色小镇曾多次被习近平总书记提

及,获得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赞誉。黄山市特色小镇建

设启动较早,但存在同质化倾向明显、特色产业支撑

不够等问题,特色小镇建设推进面临越来越大的压

力。目前,黄山市正积极融入杭州都市圈,如何从杭

州市特色小镇的建设模式中汲取营养,立足于自身优

势,运用创新理念打造具有鲜明黄山色彩的特色小

镇,值得我们思考。
一、特色小镇的内涵和外延

(一)概念界定

在国外,特色小镇的兴起比较早,发展相对成熟,
采用的多是以产业为主导模式和以旅游为主导模式

的特色小镇发展路径[1]。如世界闻名的“对冲基金之

都”美国格林威治镇、被誉为“户外运动天堂”的新西

兰皇后镇、享誉全球的“薰衣草故乡”法国普罗旺斯小

镇等等,结合这些成功的特色小镇案例,国外的专家

学者也做了大量研究工作。

2014年,时任浙江省省长的李强在参观杭州市

的西湖云栖小镇时提出了特色小镇的概念[2],后经国

内学者的不断完善,特色小镇的概念逐渐成形:具有

明确产业定位、文化内涵、旅游功能、社区特征融合叠

加的发展载体,是同业企业协同创新、合作共赢的企

业社区,是空间边界明确的创新创业平台。因此,特
色小镇的“镇”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它更强

调小镇的产业与经济效益,是一个发展平台。
(二)特色小镇“特色”的具体表现

1.产业特色

特色小镇产业定位于“一镇一业”,突出表现在

“特而强”上。其中“特”是指每个特色小镇都要依据

当地产业发展特点,避免同质竞争,同属同一产业领

域的特色小镇也要在产业特色上进行细分,错位发

展,保持各自产业的独特性。而“强”是指围绕产业高

端和高端产业,保证资金投入,培育行业的“单打冠

军”。不难看出,“特”是“强”的基础,产业特色越鲜

明,特色小镇的市场竞争力就越强,经济影响力也

越大。

2.生态特色

特色小镇的形态打造强调“小而美”,“小”是指规

划面积3平方千米左右,建设面积1平方千米左右,
在整体规划上力求精致。“美”是指所有的特色小镇

都要按照3A景区的标准建设,其中旅游特色小镇更

是要按照5A 景区的标准建设[3]。对生态特色的强

调,除了依托当地自然条件打造生态环境优美的特色

小镇,还要在发展中始终把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

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放在首要位置,实现特色小镇的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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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协调可持续发展。

3.历史人文特色

特色小镇的历史人文特色主要表现为“传与承”,
其中“传”是指特色小镇的特色性表现在对小镇文

物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挖掘和保护上。
历史文化是培育特色小镇特色性的文化动因,加强

小镇的文化特征更能体现特色小镇的个性特色[4]。
“承”则强调特色小镇在建设上要尊重并延续历史

与传统,做到文化内涵重点突出、特色鲜明。在对

历史人文特色继承的基础上,培育出一脉相承的新

的特色小镇文化,加强小镇内企业和居民的认同感

和归属感。
二、特色小镇建设模式的“杭州经验”
(一)杭州市特色小镇产业分布情况

特色小镇诞生于浙江,并由浙江向全国范围内推

广,截至2019年10月,杭州市共有8个省级特色小

镇,21个省级特色小镇创建对象和15个省级特色小

镇培育 对 象,分 别 占 全 省 比 例 的32%、19.1%和

24%。杭州市44个特色小镇产业分布如下:信息经

济产业小镇多达21个,占比47.73%;金融产业小

镇、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小镇、健康产业小镇各5个,占
比均为11.36%;旅游产业小镇和时尚产业小镇各3
个,各占比6.81%;环保产业小镇和历史经典产业小

镇各只有1个,各占比2.27%。
(二)杭州市特色小镇建设的亮点

由于创建工作起步早、发展快、质量高,杭州市特

色小镇兼具优美的环境、鲜明的特色和明显的经济价

值,可归纳出以下经验:

1.政府政策支持,工作思路创新

杭州市特色小镇创建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
市场化运作,“创新”是其制胜法宝。首先在省政府一

级就设立了专门的特色小镇创建办公室,帮助协调解

决创建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其次是充分简政放

权,早在2015年,浙江省就将特色小镇的审批权下放

给地方政府,杭州市把投资项目的审批时间从100
天缩短到50天;在政策扶持上也体现了两大创新,一
是有奖有罚的土地供给方式,二是期权式财政奖励

方式[5]。

2.产业特色鲜明,聚焦高端产业

杭州市特色小镇的产业定位为浙江省重点发展

的信息经济、金融、高端装备制造、健康、旅游、环保、
时尚七大产业,并结合杭州市“一基地四中心”的城市

定位,增加了历史经典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及地域特

色产业,每一个产业方向的特色小镇要能形成万亿级

的产业链[6]。为避免同质化竞争,杭州市特色小镇依

托各自特色资源进行产业选择,例如,在信息经济类

特色小镇中,西湖云栖小镇主要面向大数据和云计

算,余杭梦想小镇把定位放在了互联网创业与风险投

资上,江干丁兰智慧小镇则以电子商务企业为重点发

展智慧健康、文化创意、商业服务等业态。

3.“三生融合”发展,“四大功能”叠加

杭州市的特色小镇创建充分整合了自然生态资

源和历史文化资源两方面的优势,将绿色协调可持续

发展的理念贯穿始终,做到生产、生态、生活“三生融

合”,基本上每个建成的特色小镇都是山水人文、宜居

宜业的3A级旅游景区[7]。同时,杭州市特色小镇是

在产业基础上,发展出鲜明的特色文化,同时开发出

旅游功能,并配套相应的社区服务设施,是融合了产

业、文化、旅游、社区“四大功能”的有机复合体。

4.挖掘文化底蕴,沿袭历史传统

杭州市作为七朝古都,有着璀璨的历史文化和

丰富的民俗传统,境内历史遗存和特色景观不胜枚

举。杭州市在规划建设特色小镇时,对这些珍贵的

历史文化遗产资源一方面进行保护和利用,实现对

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另一方面则通过合理开发

宣传,使得这些资源焕发出新的生机,也使得诸多

小镇成了杭州的“历史文化名片”,在吸引大量游客

前来的同时,丰富了小镇内居民的文化生活,更是

成了经济增长点。
三、黄山市特色小镇建设的现状

(一)黄山市特色小镇分布情况

黄山市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和浓厚的人文氛围,
一直走在安徽省旅游产业前列,特色小镇建设也不例

外。黄山市委、市政府于2016年3月在全省率先出

台《关于加快特色小镇建设的实施意见》,首批12个

特色小镇建设初见成效(见表1)。
在产业定位上,黄山市依据自有自然和人文资

源,结合当地经济发展主流业态建设特色小镇。在首

批12个特色小镇中,文化旅游型占比58.3%,生态宜

居型占比33.3%,产业科技型仅占一席,占比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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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黄山市首批特色小镇

序号 名称 特色 类型

1
黄山文创

小镇

市图书馆、城市展览馆、徽州文化博物馆等重大文旅项目聚集于此,以地方文化传承、延续

及发扬的文化产业为核心,以旅游产业+互联网产业为助力的新型产业融合的特色小镇
文化旅游型

2
黎阳休

闲小镇

拥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3项、4A景区2处,千年古镇,国家综合改革试点镇,立足“文化

旅游、休闲养生”整体定位,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全功能城市化休闲特色小镇
文化旅游型

3
太平湖运动

休闲小镇

拥有安徽省体育运动培训中心、卧虎高尔夫球场,形成以体育产业为核心,以赛事旅游、休
闲运动、体育影视等为特色的产业发展体系

生态宜居型

4
东黄山

国际小镇

黄山东部开发的重中之重,“精品农业+海派旅居”为主题的农旅综合体,打造集休闲度假、

旅居、运动、养生于一体的知名旅游目的地和集散地
生态宜居型

5
西溪南

创意小镇

区位优势明显,有100多幢清代民居、10余处明代建筑,积淀浓厚的历史文化,形成“产业+
旅游”新型生态链,努力打造成“古镇旅游+创意产业”双轮驱动的复合小镇

文化旅游型

6
潜口养

生小镇

获全国环境优美乡镇、安徽省历史文化名镇等荣誉称号,以医疗养生产业为内核,发展医疗

保健服务产业、健康管理服务产业,以非医疗养生产业为外延,打造华东医疗养生名镇
生态宜居型

7
深渡山水

画廊小镇

国家级生态乡镇、全国改革发展试点镇、全国重点镇,以新安江山水画廊景区为核心,建设

“旅游+”产业与新服务业双轮驱动的综合服务体
文化旅游型

8
齐云旅

游小镇

依托全国四大道教名山之一、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的齐云山而建,打造安徽省首个以健康

养生、灵修养心、休闲养老“三养文化”为主题度假养生产品的文化旅游区,跻身中国特色

小镇

文化旅游型

9
溪口汽

配小镇

安徽省产业集群专业镇建设示范点、安徽省汽配产业专业镇、全国重点镇,集汽配智造研

发、主题特色旅游及精致小镇生活等功能于一体的绿色智能汽配小镇
产业科技型

10
宏村艺

术小镇

中国特色小镇,坐拥1处世界文化遗产、1处国家森林公园、1处5A 级景区,依托宏村这一

世界文化遗产,打造中国最具特色的创意文化旅游交流社区
文化旅游型

11
西递遗

产小镇

世界文化遗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素有“明清古民居博物馆”之
美誉,以西递遗产资源为载体,打造集遗产保护传承展示及休闲度假于一体的遗产小镇

文化旅游型

12
祁红故

里小镇

中国十大名茶祁门红茶的发源地、“祁红鼻祖”胡元龙故居,传承祁红历史文化,建设开放式

的、集聚祁红产业、传承演绎祁红文化,打造祁门红茶产业链,打造祁门红茶产业示范区
生态宜居型

  (二)黄山市特色小镇建设的不足之处

1.编制规划不尽完善

特色小镇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对多种资源

的集中整合,需要在规划、审批、扶持、考核等方面得

到各有关职能部门的指导和支持。招商引资困难造

成项目建设资金短缺、推进受阻,人才政策不落地造

成人才引进来和留下来的障碍,这都是当前黄山市特

色小镇建设急需解决的问题。

2.产业特色不够突出

黄山市现有的12个特色小镇中,有11个以自然

资源和文化资源为基础,主打“生态宜居”和“文化旅

游”,产业特色不够鲜明,并且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
产业科技型小镇只有1个,高新技术产业企业更是稀

缺,企业创新能力不够强,特色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带

动作用不明显。

3.基础设施稍显薄弱

黄山市目前大多数的特色小镇都位于传统景区,
距离市中心较远,原本的公共基础设施相对比较落

后,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需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

滞后,一方面给小镇内企业工作人员和小镇居民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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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活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另一方面也会降低游客对

小镇的旅游体验。

4.文创氛围营造不浓

具有当地特色的传统文化是特色小镇最具吸引

力的元素之一,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也是时代赋

予特色小镇的使命。目前,黄山市特色小镇在建设中

对徽州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创新不够,也没有与新

兴产业做好结合,文创氛围的营造不够浓厚,对游客

的吸引力不够大,对消费的引导不够强。
四、“融杭”背景下黄山市特色小镇建设的建议

黄山市在杭州都市圈的总体定位为:生态安全屏

障区、文化旅游示范区、绿色产业拓展区、健康宜居样

板区,是杭州都市圈西进南拓的战略支点城市。基于

这一定位,结合杭州市的宝贵经验,针对目前黄山市

特色小镇的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一)推进政策支持引导,制定达标考核制度

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要切实履行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生态保护、社会治理、营商环境、人才引进等方面

的职责,制定个性化扶持政策。探索建立特色小镇智

库、招商运营联盟或创新创业中心等支撑服务平台,
体系化导入项目和产业资源。探索设立由多方参股

的发展基金,采用股权、众筹等方式推进特色小镇建

设。引导金融机构按市场化原则加大资金投入,支
持特色小镇优质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股权融资。
始终把人才看作第一资源,高度重视对技术人才的

引进和培养,并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不断提高劳

动者的素质。在特色小镇的申报、审批、考核等环

节制定科学有效的标准,统一实行宽进严定、动态

管理的创建达标制度,对特色小镇在创建过程中的

各个环节应该有对应的奖惩措施,避免特色小镇

“徒有虚名”。
(二)把握特色小镇内涵,加强特色产业培育

特色小镇的繁荣与发展,产业的带动和支撑是关

键。黄山市应该围绕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打造世界

一流旅游目的地的总体定位,立足自身重点特色产业

基础,聚焦旅游休闲、文化创意、摄影写生、健身养生、
户外运动、信息经济、金融服务、装备制造、绿色包装

和汽配电子等重点产业,以及太平猴魁、黄山毛峰、祁

门红茶、徽墨歙砚、徽州四雕等历史经典产业,选择具

有本地特色和比较优势的细分产业作为主攻方向,使
之成为支撑特色小镇未来发展的产业支柱[8]。在任

何产业的发展中,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特色小镇在建

设过程中要尊重市场规律,把企业作为特色小镇建设

的主力军,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依靠科技创新

提高特色产业的竞争力,为小镇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

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坚持“三生融合”理念,塑造宜居宜业环境

特色小镇的建设要以人为本,科学规划特色小镇

生产、生活、生态功能。严格按照国家、省、市有关环

境保护文件要求,将生态保护红线作为编制特色小镇

规划的前提,把好特色小镇产业准入关,防止高污染

高耗能产业落地,加强环境治理设施建设。加大宣传

力度,让节约使用土地资源和水资源、减少污染、低碳

生活、垃圾分类等环保行为成为小镇内企业和居民的

共识。从产业定位出发,形成小镇的建筑风格与艺术

特色,做好景观设计和旅游路线设计,不断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完善交通、教育、医疗、餐饮、酒店、商业、娱
乐等配套设施,提高小镇内居民生产生活的便利性和

游客接待能力。最终形成依托产业基础,提升生活功

能和生态品质的产业、文化、旅游、社区“四位一体”格
局,让特色小镇真正做到宜居、宜业、宜游。

(四)挖掘徽州文化底蕴,打造文创旅游品牌

徽文化作为中国三大地域文化之一,文化资源十

分丰富,特色小镇应该深入挖掘徽州文化底蕴,推动

传统文化、经典技艺与时代内涵有机结合,以文化传

承和创新为基础,打造地方文创旅游新品牌。一是对

区域内的历史文物、名人、遗迹等资源进行整合开发,
通过博物馆、纪念馆等形式加以展示;二是加大对特

色小镇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和宣传

力度,设立专门的教研基地并对外开放,以非物质文

化遗产为基础设计周边产品,提高文化创意水平;三
是结合当地的民俗、节庆、特产等开发一系列如文艺

表演、手工制作、现场采摘等旅游产品,提供沉浸式和

参与式的旅游体验;四是促进传统文化与新媒体、新
技术的深度融合,探索培育新的文化产业业态和文化

消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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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ontheConstructionofCharacteristicTowninHuangshanCityUnder
theBackgroundof“IntegratingintoHangzhouMetropolitanArea”

ZHANGYang
(HuangshanBranch,AnhuiRadioandTelevisionUniversity,HuangshanAnhui245000,China)

Abstract:CombiningtheopportunityofHuangshanCity’sintegrationintotheHangzhoumetropolitan
area,startingfromtheconnotationandextensionofcharacteristictownandlearningfromtheexperienceof
HangzhouCity’scharacteristictownconstruction,thispaperanalyzestheshortcomingsofHuangshanCity’s
characteristictownconstruction,andthenputsforwardthesuggestionsfortheconstructionofcharacteristic
towninHuangshanCityfromthefouraspects:advancingpolicysupportandguidance,strengtheningthe
cultivationofcharacteristicindustries,adheringtotheconceptof“three-lifeintegration”,andminingthe
Huizhouculturalheritage.

Keywords:integratinginto Hangzhou metropolitan area;characteristictown; Huangshan City;

industry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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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杨:“融杭”背景下黄山市特色小镇建设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