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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振兴及其地域空间重构

———特色小镇与美丽乡村同建振兴乡村的案例、经验及未来

王景新1，支晓娟 2

( 1． 浙江大学 土地与国家发展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58 ;

2．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摘 要: 中国农村全面复兴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色小镇与美丽乡村同建，推进中国乡村振兴

进入地域空间重构和综合价值 追 求 的 新 阶 段。农 业 产 业 多 元 价 值 追 求 拓 展 到 农 村 地 域 空 间 内 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村现代化推向特色小镇和美丽乡村同步规划建设新阶段，农民与市民的收入

水平、生活品质、权益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距全面缩小 ; 农村地域空间内同时嵌入了“四

化同步推进”“城乡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留得住绿水青山”“记得住乡愁”等多重愿景，

伟大复兴中国梦赋予“乡村振兴”的重大历史使命将逐步实现。下一步，应该以县域为单元，以乡村

振兴为重心，以特色小镇和美丽乡村同步规划建设为抓手，制定更加具体可行的“乡村振兴”计划和

推进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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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是从事生产和生活的人类活动的场所，是在经济社会和自然方面都具有一定自律性

和个性的完整的地理 空 间”［1］。按 这 一 定 义 延 展，农 村 地 域 则 是 指 县 以 下 不 同 层 级 的 地 理 空

间。中国农村地域空间包含乡( 镇) 和建制村两个行政管理层级，即乡 ( 镇 ) 域地理空间、村域地

理空间。这是两个土地及其他资源权属边界清晰，成员利益及其归属关系明白，行政区域经济

社会管理职能完整的行政区域空间。“乡村振兴”应包括上述两个地域空间内的特色小镇 ( 含

森林小镇，全文同，不赘述) 和美丽乡村同步规划、建设与和谐，农业现代化、农村三产业融合发

展、农民生活品质大幅度提升，域内生态环境和精神文明普遍向好。

一、中国乡村振兴已进入到农村地域空间综合价值追求新阶段

( 一) 中国农村全面复兴从农业始，从主要追求经济价值阶段，渐次进入追求生态环境价值、
生活价值等多元价值新阶段

中国农村全面复兴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接手治理的中国农村，

是一个处于“崩溃与动荡之状态中”［2］千疮百孔的农村。“农村经济之衰落，在中国已成普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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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水旱蝗虫之天灾，兵匪苛捐之人祸，物价飞涨，举债之绝路”［3］。因此，新中国农村全面

复兴首先是农业复兴。中央广播电台的一句公益广告词———“啥叫新中国? 新中国就是人人有

饭吃”，形象地说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业生产的主要任务 : 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恢

复处于崩溃边缘的农业经济，确保粮食供应满足国民生存最低要求。
1949—2000 年，中国农业主要追求经济价值，“以粮为纲”是 那 个 时 代 农 业 生 产 的 中 心 任

务。从 1949 年到 1978 年，中国农业一直承载着保障国民“生存水准之上”的粮食、棉花、油料、
糖料、蔬菜、水果、肉类、奶类等大宗农产品生产和供给。“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形象地阐释了

新中国前 30 年间的农业，主要追求其经济价值，始终“处于一味重视生产的扩大和发展的‘生产

的农学’阶段”［1］。
1980 年代，由于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化肥化、电气化持续推进，加之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改

革成果初显，大宗农产品产量稳定增长，供给稳定，追求可持续农业和提升国民生活品质的要求

逐渐显现，农业的生态环境价值开始受到人们重视，高校专家学者以及政府部门领导和实际工

作者提出了中国必须发展生态农业的观点主张，如叶谦吉教授的《生态农业决策分析》( 1981 ) ，

石山、杨晗熙、杨挺秀、沈长江的《生态问题与开创农业新局面》( 红旗杂志，1983 ) 等。这些观点

和主张受到了 政 策 层 面 的 关 注。1984 年，国 务 院 64 号 文 件 决 定“成 立 国 务 院 环 境 保 护 委 员

会”，要求“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广生 态 农 业，防 止 农 业 环 境 的 污 染 和 破

坏”①。1990 年代中后期，中国主要农产品逐渐由短缺转向结构性过剩，至 2000 年，农产品告别

了短缺时代，农产品生产和供给结构调整的需求趋强。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提高农产

品国际竞争力”的约束显现。中国农业在双重压力下，更加重视生态农业。时至今日，堵、霾、涝

等大城市病凸显，为了生存和持续发展，生态农业被前所未有地追捧，中国农业进入到“为维持

和保护人的生命而追求生态环境价值”的“生命和环境的农学”阶段。
1990 年代，中国工业 化、城 镇 化 加 速 推 进，人 们 对 乡 土 的 怀 念 日 盛，在 深 圳 市 首 届 荔 枝 节

( 1988 ) ②的影响下，农业观光、体验和农村旅游业发展起来。2000 年，中国总体小康目标实现

后，“农家乐”和“民宿”在全国各地呈现加速发展态势，中国农业功能大踏步向观光、旅游、休闲

方向拓展。
进入二十一世纪，蕴涵在农业和农村的生活 ( 包括社会、文化 ) 价值被重新挖掘出来。农耕

时代，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紧密相连，“农活”“耕读传家”等汉语词汇所蕴含的“耕田可以事稼

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等崇高境界曾

一度消失。至此，中国农业重新拾回了“……所应担负的生活上的功能”，进入到所谓“生活的

农学”或“社会农学”阶段［1］。
2013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讲话中提出，“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

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此后，中国加快了传统村落修复保护和农耕文化遗产挖掘、整理和弘扬。
“乡愁”时兴，意味着农业的生活( 包含社会、文化 ) 价值被高度重视。2015 年 2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中央 1 号文件 ) ，强

调“积极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生态休闲、旅游观光、文化教育价值”; 同时“推进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这标志着中国农业产业多元价值追求，已经拓展到农村地域空间多

种产业融合，进入到祖田修所说的“空间的农学”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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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 国发〔1984〕64 号 ) ，1984 年 5 月 8 日国务院发布。
1988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8 日，深圳市举办首届荔枝节。此后，荔枝节成为深圳市节。



( 二) 中国历经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平台同时植入多重

梦想和愿景，推动农村地域空间重构及综合价值追求

“社会主义农村建设”是新中国为迅速扭转旧中国遗留的农业、农村衰败残局而选择的道

路，拉开了新中国农村地域空间大规模重建和乡村全面复兴的序幕。1955 年底，毛泽东主席主

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翌年 1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上、中、下三卷，共收录

各省( 直辖市、自治区) 报送的典型合作社材料 176 篇，毛泽东为该书写了序言，并为其中 104
篇加了按语。该 书 被 称 为“中 国 合 作 化 运 动 百 科 全 书”。1956 年 1 月，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提 出

《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草案 ) ，几经修改完善后正式颁布，简称为《农业发展

纲要四十条》，是中国第一个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为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力、提高农民以及全体

人民生活水平的纲领性文件，也可以看成是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纲领。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改革开放的中国为扭转“三农”发展相对滞后局面而提出的振兴

任务，农村至此进入到地域空间综合规划建设新阶段。农村复兴是恢复过往的兴盛，振兴则是

将农村发展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和水平。2017 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明确了实施乡村振兴的 20 字方针，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20 字方针概括的是中国全面小康目标下的农村发展目标，它指明了农村地域空间必须按照生

产、生活、生态、社会、文化和治理之间的和谐发展目标予以再造。
“美丽乡村建设”则是一个逐渐富裕的中国对农村地域空间综合价值追求的高标准规划和

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平台上，同时植入了“四化同步发展”“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多重梦想

和愿景，农村地域空间综合价值追求，推动其空间结构“翻天覆地”似的重构。其一，人口、产业

及其相对应的村庄、集镇、道 路 重 新 规 划 布 局 和 建 设 ; 其 二，生 产 空 间 整 备 ( 农 田 水 利、土 地 整

理、三产业融合) ，生活空间改造 ( 危旧房和旧村改造、新村建设 社 区 及 服 务 中 心、文 化 体 育 广

场) ，生态空间修复拓展( 森林、湿地、生态产业和产品、城乡空间绿化 ) ，以及“三区三线”①空间

边界的划定、管控及互动关系重新架构和理顺 ; 其三，由上引发的农业和农村产业组织、农村社

会和经济组织的重构，尤其是农民专业合作与信用合作组织的兴起，已经和正在引发农村社会、
经济关系乃至农民、集体、国家关系的重新架构和重大调整。

( 三) 中国农民与市民的收入水平、生活品质、权益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距正在

全面缩小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经历“缩小

→扩大→缩小”的循环。1978—1983 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缩小，由 2．57 ∶ 1 缩小到 1．82 ∶
1 ; 1984—2009 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扩大，由 1．84 ∶ 1 扩大到 3．33 ∶ 1 ; 2010—2016 年城乡

居民差距又进入 逐 年 缩 小 阶 段，由 3． 23 ∶ 1 缩 小 到 2． 72 ∶ 1，基 本 恢 复 到 1978 年 的 差 别 水 平

( 图 1 ) 。
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恩格尔系数，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

从 1978 年的 57．5%下降至 2016 年的 29． 3%，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也持续下降，从 1978 年的

67．7%下降至 2016 年的 32．2%。城乡差距经历了“缩小→扩大→缩小”的过程，至 2016 年，城

乡恩格尔系数只相差 2．9 个百分点( 图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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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6 年 12 月 27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省级空间规划试点方案》的通知，要求试点省份“全面

摸清并分析国土空间本底条件，划定城镇、农 业、生 态 空 间 以 及 生 态 保 护 红 线、永 久 基 本 农 田、城 镇 开 发 边 界 ( 简 称‘三 区 三

线’) ”。



图 1 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

图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变化

按照联合国的标准①，1978—1980 年，中国农村居民生活“贫穷”，城市居民生活已进入“温

饱”。1981—1995 年，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同处于“温饱”阶段。1996 年，城市居民生活率先跨入

“小康”门槛，2000 年农村居民进入“小康”。2012—2015 年，城乡居民生活再次处于同一 ( 相

对富裕) 阶段，2016 年，城市居民生活先进入“富足”阶段。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并且城

乡差距在缩小( 图 3 ) 。
此外，城乡居民待遇等其他方面差距也在缩小。比如 : 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缩小了城乡

居民的财产差距 ;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了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差距 ; 农民工返乡创业、产业兴

村镇、农村电商兴起等等，开始改变农业衰退、农村凋敝的格局。

02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第 18 卷

① 联合国根据恩格尔系数的大小，对世界各国的生活水平有一个划分标准，即一个国家平均家庭恩格尔系数大于 60%
为贫穷 ; 50% ～ 60%为温饱 ; 40% ～ 50%为小康 ; 30% ～ 40%属于相对富裕 ; 20% ～ 30%为富足 ; 20%以下为极其富裕。



图 3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变化( %)

二、特色小镇与美丽乡村同建振兴乡村的案例和经验

特色小镇是中国农村改革以来“小城镇”建设的延续和新形式。建设特色小镇是“城乡一体

化”重要节点，更是乡村振兴、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的重要载体和平台。
农村改革之初，中国政府就认识到农村小型经济文化中心建设的重要性。1983 年中央“一

号文件”要求，“改变农村的面貌，建设星罗棋布的小型经济文化中心，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和城

乡差别……”。1984 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农村工业适当集中于城镇，可以节省能

源、交通、仓库、给水、排污等方面的投资，并带动文化教育和其他服务事业发展，使集镇逐步成

为农村区域性经济文化中心”①。此期间，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先后在《瞭望》周刊发

表了《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再探索》《小城镇苏北初探》《小城镇新开拓》等 4 篇文章［4］，系统

阐述了他的小城镇理论，并且论证了小城镇战略对于走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现实意

义。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对农村改革时期小城镇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1998 年 10 月，党的十

五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把小城镇建设提升到战略高度，指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②。“小城镇、大战略”推进了中国小城镇迅猛发展，仅建制镇就

从 1978 年的 2176 个发展到 2010 年的 19410 个③。中国小城镇事实上要大大超过建制镇的数

量，它还包括以下五种类型的小镇 : 其一，乡府驻地形成的集镇 ; 其二，“与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

不连接，且常住人口在 3000 人以上独立的工矿区、开发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特殊区域及农

场、林场的场部驻地视为镇区”④; 其三，自改革以来著名经济强村建成的村域特色小镇 ; 其四，

农村“三集中”⑤引发农村聚落和产业布局重构而形成的集农村产业园区和新社区为一体的特

色小镇 ; 其五，传统( 古) 村落修复、保护及合理利用过程中复活的历史文化古镇。这五类都非

建制镇，但它们却完全属于中国小城镇。
“特色小镇”被高度重视源于浙江杭州云栖小镇。2015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为之作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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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当前 农 村 经 济 政 策 的 若 干 问 题》( 中 发〔1983〕1 号) ; 《中 共 中 央 关 于 一 九 八 四 年 农 村 工 作 的 通 知》( 中 发

〔1984〕1 号 ) 。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998 年 10 月 14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

全体会议通过。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 ( 2011 ) 》，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国务院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的批复 ( 国函〔2008〕60 号 ) ，2008 年 7 月。
人口向中心村集中，土地向规模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



要批示，“抓特色小镇、小城镇建设大有可为，对经济转型升级、新型城镇化建设，都大有重要意

义”［5］。至 2017 年 7 月 末，国 家 三 部 委 已 经 审 查，认 定 和 公 布 两 批 全 国 特 色 小 镇 403 ( 127 +
276 ) 个。有意思的是，囿于建制镇才能申报特色小镇的规定，被公认为特色小镇发源地的杭州

云栖小镇却不在公布的全国特色小镇名录中。
按照国家政策文件精神，“特色小镇”是指那些具有明确的产业定位、文化内涵、旅游功能和

社区特征的发展载体或空间平台①。“森林小镇”是特色小镇的一种类型，是以提供森林观光旅

游、休闲度假、运动养生等生态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特色的，融合产业、文化、旅游和社区功能的创

新平台②。当今中国特色小镇建设展现出多样化的方式和类型。
( 一) 经济强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形成的村域特色小镇

工业布局打破城乡藩篱，以及“小城镇、大战略”实施，给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那些具有深厚的工商业文化根基、较多的手工业技术和社队企业管理

经验积累、处于城市工业技术辐射范围内、民间资本相对充足且具有活跃的民间借贷市场的村，

抓住市场先机，推进了工业化、市场化，进而实现了村域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形成了为数众多

的村域特色小镇，从而将中国农村发展推进到村域城镇化的新阶段［6］。
笔者根据实证研究界定 : 村域城镇化是建制村域经济社会结构、人口集聚规模、聚落建筑景

观、农民生产生活及基本公共服务的方式和水平趋同于城镇的过程，是农村现代化的新阶段，也

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是居村农民不可剥夺的发展权，但并不是所有村域都要建

成城镇，所有农民都脱离农业和农村。按照这一定义，我们建立了村域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民市

民化评估体系( 表 1 ) ，分别深入山西平顺县西沟、昔阳县大寨，河南新乡县刘庄，浙江奉化市滕

头、东阳市花园、台州路桥区方林、杭州萧山区航民，上海闵行区九星，山东邹平县西王，河北滦

平县周台子等 10 个著名经济强村进行了实地调查和评估，认为这些村庄已经实现了村域城镇

化和农民市民化［7］。
表 1 村域“三化”评估指标

类别 评估指标 参考目标值

村域工业化 三次产业产值结构 A≤10%或 I+S≥90%

三次产业就业结构 a≤20%或 i+s≥80%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42000 元人民币

村域城镇化 中心村 ( 集镇 ) 人口数 最低 2000 人，较理想 1 万人

中心村 ( 集镇 ) 人口集聚度 中心村 ( 集镇 ) 人口占村总人口 90%

中心村 ( 集镇 ) 建成区面积 1 平方公里

农民市民化 农民人均纯收入 13700 元

村集体提供的农民社会福利 人均村级集体经济纯收入≥2500 元

农民居住条件 公寓楼标准人均建筑面积≥32 平方米

医疗和教育条件 ≥所隶属县城关镇居民水平

数据来源: 《中国建制镇统计资料·2010》(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年 ) 。

注 : ①A、I、S 分别代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a、i、s 分别代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下同。其中，I＞S

是工业型村域经济类型，I＜S 是市场型村域经济类型。②钱纳里以人均 GDP ( 1970 年美元 ) 衡量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发展阶段。

2008 年，浙江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41405 元人民币，按 1970 年美元折算为 2269 美元。据此，笔者把村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达到 42000 元作为工业化成熟期上限或工业化发达期下限。③农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的推算依据是 : 2005 年，

全国“千强镇”农民人均纯收入 7735 元，按年均增长 12%的速度推算，到 2010 年，全国“千强镇”农民人均纯收入可达 13700

元 ; 2010 年，全国城市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31．6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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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住建部、发改委、财政部《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 建村〔2016〕147 号 ) 。
参见国家林业局办公室《关于开展森林特色小镇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 办场字〔2017〕110 号 ) 。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国农村工业化推动村域城镇化的“引擎”作用由强转弱，现代农业、旅

游业和农村商贸业发展，反而成为农村城镇化的主动力。
———浙江兰溪市诸葛村。诸葛村是诸葛亮后裔在全国最大聚居地，约在元朝至正四年至十

四年( 1344—1354 年) 建村，历经 670 余年，至今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 200 多套，村域常住人

口 6000 余人。该村 1994 年成立“诸葛文物旅游管理处”，村域旅游业起步 ( 门票 3．00 元 /人 ) ，

当年进村游 1．4 万人次，门票收入 2． 1 万元。到 2015 年，进村游 48 万人次，门票收入 1886 万

元、旅游综合收入 1 亿元。新中国以来，该村一直是乡( 镇) 人民政府驻地。
———浙江义乌 市 何 斯 路 村。何 斯 路 村 是 一 个 山 区 小 村。2016 年，该 村 431 户，1023 人。

2008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 4570 元，村集体经济亏损 14．6 万元。换届选举后开始现代农业

建设，种植薰衣草，办薰衣草节、黄酒节等旅游项目。2016 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6060 元，

村集体可支配收入 2230 万元。本科生到该村创业 70 多人，义乌经商外国人常驻该村 10 多人。
CCTV4《走遍中国之何斯路村启示录》( 2015 年 1 月 24 日首播 ) 曾就该村究竟是乡村还是特色

小镇开展讨论。
如果把村集体当年经营收益①超过 1000 万元的村都列入中国著名经济强村序列，在中国当

今 61．3 万个建制村中，估计约有 1．2%的村可以达到村域“三化”标准②。另据农业部农村经济

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的统计，2013 年，村集体当年经营收益 100 万

元以上的，占统计汇总村总数的比例已达 2．7%③。其中，越来越多的村集体当年经营收益达到

或超过了 1000 万元，各种迹象表明，中国将有越来越多的村步入实现村 域“三 化”的 行 列［6］。
各个经济强村因其不同的产业定位、传统村落文化和社区特征，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各具特色

的小城镇。
随着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的主轴，全域城镇化及城乡同步建

设渐成市域和县域发展新潮，越来越多的村域实现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标志着中国

农村进入村域城镇化新阶段 ; 工业化的“引擎”作用由强到弱，农村商贸业向现代服务业拓展成

为主动力，基层行政区划调整及建制村撤并的推力作用逐渐显现，是未来中国村域城镇化的重

要特点和趋势。村域城镇化作为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村域城镇发展纳入市

域、县域城镇发展体系中统一规划、建设和管理，将有利于城乡融合，统筹发展［6］。
( 二) 基层区划调整及农村社区和产业园区同建形成的小型经济文化中心

基层行政区划调整及建制村撤并过程中，在建设农村新社区的同时建设社区的产业园区，

从而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区域性小型经济文化中心，其中一些有特色的小型经济文化中心将跻身

于特色小镇行列。
———山东德州市的“两区同建”。德州市编制的市级城镇规划( “全域城镇化”) ，其中包含 1

个中心主城区、10 个次中心城市( 县城) 、36 个中心镇、710 个小集镇 ( 农村社区 ) 。在规划指引

下，实施农村产业园区和农民居住社区统一规划建设( “两区同建”) 。该市将 8319 个行政村合

并为 3070 个 ; 再将 3070 个行政村规划为 710 个社区 ; 同步规划了农业、工业、商贸、文化旅游等

各类产业园区 1538 个。到 2017 年 9 月中旬，已建成社区 430 个、园区 900 个。已经建成的农

村社区和产业园区相互依托，每个社区人口规模 5000 ～ 10000 人，产业包含现代农业、农产品和

农村生活用品加工工业、旅游业等各种类型，聚落景观堪比小集镇，基本符合政策界定的特色小

镇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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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农业部农经统计中，村集体当年经营收益 = 经营收入+发包及上交收入+投资收益－经营支出－管理费用。
估算依据是 : 2007 年，中国农村年产值超过亿元的村 8000 个，约 占 当 年 全 国 建 制 村 总 数 ( 约 63． 5 万 个 ) 的 1． 26% ;

2013 年，浙江省 29849 个村中，当年集体经营收益超过 1000 万元的共有 363 个村，占建制村总数的 1．22% ( 张仕东，2009 ) 。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2013 年全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资料》。



———湖北十堰市( 秦巴山集中连片贫困区) 特色镇和农村片区联建共创，造就了众多乡村经

济文化中心。“竹房城镇带”( 竹山、竹溪、房县 ) 建设中形成了许多有研究价值的案例。比如 :

竹溪县蒋家堰镇，处于鄂陕交界处，与陕西省平利县长安镇接壤，是湖北通往大西北、出入大西

南的重要门户，楚长城横亘其间，历史上就是边贸重镇，素有“朝秦暮楚”之称。目前，镇区建成

区面积已达 2．5 平方公里，集聚 1．1 万人，商贸重镇已经成型。同时，该镇将所隶属的 32 个村

( 场) 规划 4 个中心片区，通过商贸重镇( 镇区) 辐射和带动镇域新农村片区联建共创，镇域内出

现了商贸重镇与秀丽、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新片区( 小集镇) 交相辉印的景象。
———四川巴中平昌县驷马镇( 建制镇) 驷马水乡景区。驷马镇是一个建制镇，处于秦巴山集

中连片贫困山区。该镇在巴中市全域扶贫接轨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指引下，利用水域、森林资

源和本土文化特色，以创举村、当先村为中心，数村联建驷马水乡景区，已经作为新的旅游景区

对外开放，形成了旅游特色小镇。以此为由，驷马镇于 2017 年 7 月被评选为第二批全国特色小

镇之一。
应该看到，中国农村部分村域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形成的村域特色小镇，以及为数众多跨

村域的小型经济文化中心建成区域性特色中心小镇，不仅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动力，而且对于吸

引城市产业、人口向农村回流，走出中国城市人口过密、安全隐患不断累积和乡村人口过疏、衰

落难以有效遏制的困境，以及未雨绸缪建设国家安全体系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 三) 森林特色小镇建设推动山区、林区振兴和地域空间再造

2017 年 7 月，国家林业局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开展森林特色小镇建设试点工作 的 通 知》。

广东省早于全国( 2016．12 ) 启动森林小镇示范、试点工作。2017 年 9 月末，省林业厅组织过专

家评审核验，并征求广东省发改委、财政厅、住房城乡建设厅的同意，认定和公布了 38 个镇 ( 街

道) 为广东省首批森林小镇。浙江省林学会 ( 2017．9 ) 公布了 10 个乡镇为首届“浙江省森林文

化小镇”。四川省绿化委员会、省林业厅( 2017．10 ) 发布了首批省级森林小镇 32 个乡( 镇) 。
自 2017 年初始至 10 月中旬，笔者及其课题组先后对吉林、浙江、江西、广东、广西等省 ( 自

治区) 森林小镇试点建设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中国森林小镇试点建设至少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国有林改革和林业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利用原国有林业局的局址、国营林

场场部、工区的存量建筑和存量建设用地，维修、改建职工居住区，扩建、新建林区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的基础设施及用房，建设林区旅游业基础设施及用房，从而形成了森林特色小镇。
———广西壮族自治区六万大山森林特色小镇。六万国有林场地处广西玉林市，隶属广西壮

族自治区林业厅。如果用国家相关部、委、局关于特色小镇政策含义的界定来衡量，六万大山森

林特色小镇框架格局和景观已经形成。理由如下 : 一是集镇建设已具一定规模。小镇规划建设

面积 5．2 平方公里，其核心区位于该林场的河嵩分场场部，旧址占地 182 亩 ( 约 0． 121 平 方 公

里) ，存量建 筑 包 括 职 工 宿 舍、学 校、卫 生 所、警 务 室、食 堂 等 存 量 建 筑 70 余 座，总 建 筑 面 积

54250 平方米，曾容纳 2000 名职工居住生活。截止到笔者调查日，小镇核心区的基础设施以及

存量建筑维修和扩建已基本完成，另在河嵩、茶山等分场场部建成李宗仁展馆，知青人家 ( 包括

纪念馆、食堂、旅舍) ，党性教育体验馆，爱国教育展馆，香海文化馆，酒店，星空露营地和房车营

地，森林健身步道和音乐大草坪等一批文化、旅游及服务设施。二是产业定位明确且已形成链

条和规模。小镇主导产业为八角种植及八角莽草酸加工提取①，辅助产业有林下中草药种植、娃

娃鱼养殖、森林步道、中医药疗养等康养产业。其中，八角连片种植面积已达 11 万亩，号称“中

国香海”，八角加工厂已经建成，年生产能力可提取莽草酸 300 吨 ( 目前价格 90 万元 /吨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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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莽草酸具有抗炎、镇痛、抗肿瘤、抗血栓、抗脑缺血等作用。令人注目的是，莽草酸是合 成 抗 禽 流 感 药 物“达菲”关键

原料。从八角茴香中提取莽草酸对开发和利用我国丰富八角茴香资源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是小镇文化内涵深厚。六万林场历史悠久，河嵩分场场部所在地曾经是抗日名将李宗仁先生屯

兵旧址，李宗仁在国民政府任职期间于 1935 年在此设立六万垦区，李宗仁展馆展示了当年的屯

兵文化 ; 新中国成立后，1951 年设立六万国有林场，1960 年代初，共有 199 名知识青年上山插

场，知青展现出浓郁的知青文化。小镇周边大面积种植的八角茴香所展现的“中国香海”文化，

国内第一、世界仅有。四是小镇旅 游 功 能 已 经 具 备，2016 年 获 批 为 3A 级 森 林 特 色 旅 游 景 区，

2016 年接待游客 10 万人次。五是小镇居住职工 378 户、500 余人，加上每天平均近 500 人次的

游客，小镇具备一定的人口规模和社区功能。六万大山森林特色小镇创建，推动了国有林场转

型发展，也为全国国有林场改革和发展、山区未来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案例。
第二种类型是在大中城市外围的生态屏障或水源涵养地带，以森林资源富足的乡 ( 镇、街

办、国有林场场部等) 为依托，建设森林小镇。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 ( 梅沙街道 ) 。梅沙街道是广东省首批认定的 38 个森林小 镇 之

一。该小镇由华侨城集团投资( 中央企业) ，其子公司东部华侨城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经营和管

理，于 2007 年建成开业，是由中国国家环境保护部和国家旅游局联合授予的首个“国家生态旅

游示范区”。东部华侨城占地 9．6 平方公里，建成区 3 平方公里左右，建筑容积率 0．3%，景区总

建筑面积 25 万多平方米，其中商业运营面积 15 万平方米。核心区内建成两个主题公园、茵特

拉根等三座旅游小镇、四家度假酒店( 3000 床位) 、两座 36 洞山地球场、大华兴寺和天麓地产项

目。小城常住人口 3600 人，其中华侨城工作人员 2600 人，其余为当地居民———茶农。2016 年

接待游客 370 万人次( 平均每天接待游客 1 万人次) 。从小城及周边地区的森林覆盖率、产业定

位、文化内涵、旅游功能、社区特征以及小城建成区规模、人口及景观等方面衡量，东部华侨城单

独即可构成一个很有特色的森林小镇。该森林小镇为大都市深圳提供生态屏障保护、优化城市

结构、疏散过度密集的城市人口和提供安全保障等方面，将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价值。
第三种类型是延伸森林城市建设的做法，以建制镇 ( 乡 ) 为单元，在已有的集镇建成区内的

绿化、美化等方面下功夫，建成具有一定森林覆盖率( 比如广东要求达到 30%以上) 的小城镇。
———广东省江门市恩平市大田镇。大田镇按照《恩 平 市 创 建 珠 三 角 森 林 城 市 群 建 设 规 划

( 2015—2018 年) 》，于 2016 年启动“大田森林小镇”建设，2017 年 9 月，被认定为广东省首批森

林小镇。该镇位于山区，森林资源丰富，全域森林覆盖率 71．63%，已建成河排国有林场国家森

林公园、茶山坑镇级森林公园。镇政府驻地大田集镇具有一定规模，镇区面积约 2 平方公里，聚

集人口 3500 人，镇区北部( 锦江河北岸) 湿地公园( 250 亩) ，镇区植树造林新增绿化面积101．13
公顷，占镇域总面积的 52%，镇区森林覆盖率提升到 40%。另外，在全镇 12 个建制村 ( 居 ) 中，

建成 3 个森林村庄，其中朗北村庄的“风水林”300 亩，其中古树名木 98 棵。镇域支柱产业为农

业，同时按照江门市首个独具岭南特色休闲文化宜居型森林小镇建设目标发展旅游和康养业，

并已初具规模，建成锦江温泉、山泉湾温泉两个国家 4A 级旅游区。2015 年，该镇分别荣获“中

国最佳生态休闲旅游名镇”“江门市乡村旅游示范镇”称号。镇域内除浓郁的岭南文化以外，该

镇又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和解放军的根据地，该镇岑洞曾经是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司令部旧

址，在全镇的 156 个自然村中，革命老区村共有 73 个，这里流传着广东的“狼牙山五壮士”的故

事，红色革命文化在这里传承。恩平市大田镇通过森林、集镇、农业农村和旅游业资源整合，建

成了“森林公园( 国有林场) 、森林集镇( 镇区中心) 、森林村庄 ( 建制村 ) 、森林休闲度假区、森林

田园”五位一体的森林生态和绿色发展网络，为以建制镇为单元建设特色小镇和农村地域空间

综合价值追求，趟出了路子。

三、结论和启示

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战略应该转向“经略农村”。“农村仅仅依靠农业就能生存的时代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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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农村地域空间应该是“向外部开放的、具有自律性、独特的多种产业复合体的经济空间”
“完全无视经济需求而述说乡愁，……农业和农村是无法存续的”“仅仅站在生态学的立场上强

调恢复自然的权利，常常会忘却人类的存在”［1］。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特色小镇和美丽

乡村建设推动农民就近、就地城镇化，将进一步打破农村单一依靠农业的格局。新时代的乡村

振兴，必须对农村地域空间重构及其综合价值追求作出科学的规划和布局 : 要综合规划农村人

口、产业、村庄、集镇、道路建设 ; 要科学布局农村生产空间，重建农民生活空间，修复和拓展城乡

生态空间，划定和管控“三区三线”空间边界并理顺其互动 关 系，追 求 农 村 地 域 空 间 的 经 济 价

值、生态环境价值、生活( 社会、文化) 价值三者和谐 ; 要理顺农村政治组织、产业及合作组织、社

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调整农民之间及其与各类产业及合作组织、村组集体和国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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