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１８ 卷 第 ２ 期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１８（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０－３０
基金项目：浙江大学土地与国家发展研究院项目“山区发展与国家安全战略研究” ；发展中国论坛课题“全国

森林小镇评价体系及发展指数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西藏农地流转、农户响应与农

业规模经营模式选择：机理与实证” （４１６０１１１０）
作者简介：王景新，男，浙江大学土地与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Ｅ－ｍａｉｌ：ｊｉｎｇｘｉｎｗ＠ ｚｊｎｕ．ｃｎ；支晓娟，女，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思想与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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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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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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特色小镇建设；乡村振兴；空间重构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０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４６５（２０１８）０２－００１７－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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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９１

第 ２ 期 王景新，支晓娟：中国乡村振兴及其地域空间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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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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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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