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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特色小镇是浙江省创新发展的战略选择，以信息经济、金融、高端装备制造为主导产业的新兴产业

型特色小镇是技术、资本、信息、人才等要素高度集聚的创新活力空间。研究新兴产业型特色小镇景区化的最佳路

径，要在把握新兴产业型小镇内涵的基础上，深入剖析该类小镇景区化的动因，进而分析影响小镇景区化的关键因

素，据此提出该类小镇景区化的三种响应模式，即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和社区主导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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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环境的变迁，浙江块状经济面临着创

新不足、形式粗放的危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

力图推动产业经济循环发展，特色小镇无疑是浙江

推动创新发展与转型升级的重大战略选择。从 “一

镇一品”到特色小镇，浙江不仅逐步搭建起产业与

文旅功能融合的新平台，更营造出制度供给的新环

境。特色小镇具有产业内生性、功能复合性、形态

小而美、运行机制新而活的特征［1］，如何正确定位

“特色”、挖掘“特色”、放大 “特色”是特色小镇

景区化建设的关键。

特色小镇的规划建设是浙江省政府重大公共政

策供给的逻辑深化和创新［2］，特色小镇应该是集产

业、旅游、文化与社区多功能的新空间，其中旅游

业在特色小镇建设中占据重要地位。 《浙江省人民

政府关于加快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指

出要坚持产业、文化、旅游 “三位一体”，所有特

色小镇都要建设成为 3A 级以上景区，同时 《浙江

省特色小镇创建导则》要求所有特色小镇的年接待

游客都要在 30 万人次以上。景区化是指某个空间或

地域因其特定的资源环境被旅游者纳入旅游吸引视

域，经由某种形式开发和经营管理，配套相应旅游

设施与服务，逐步形成具备一定旅游功能的新型空

间的过程［3］。学界对城市景区化、革命烈士陵园景

区化、乡村社区景区化、民族村落景区化等问题均

有较多研究，但特色小镇的景区化问题尚未引起足

够关注。

一、新兴产业型特色小镇的内涵

截止 2017 年 8 月，浙江省先后推出三批省级特

色小镇创建名单，共 106 个 ( 已剔除 6 个被降格和

2 个升级的小镇) ［4］。从产业培育角度来看，浙江特

色小镇可分为转型升级型、资源依托型、新兴产业

型等三类［5］，其中新兴产业型特色小镇占了近一半，

它们是以创新性企业为主体，以营造创新创业生态

圈为重点，引导信息、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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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集聚的创新活力空间。新兴产业型特色小镇的产

业定位主要聚焦浙江省未来发展的核心产业，通常

以某个大企业集团或某些具有相似经营性质的企业

为龙头，孕育出优良的创新创业平台，吸引各类要

素在短时间内产生强大的集聚效应，进而形成独具

特色的新兴产业型小镇。该类小镇以创新创业为个

性，聚集高科技企业、创业型企业和创新性企业，

引领小镇产业结构走向更加高端化。

与资源依托型特色小镇相比，新兴产业型特色

小镇更加注重原创性，是更具挑战性的创新空间，

小镇内企业之间存在着既竞争又合作的复杂关系，

对小镇的管理也更加强调协调与平衡。资源依托型

特色小镇着力挖掘自然山水与历史文化的经济附加

值，而新兴产业型特色小镇则更关注产品服务产生

的直接经济价值以及创新能力的展示，但往往对历

史文化的发掘能力有所欠缺。新兴产业型特色小镇

中各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较强，一个好的创意点子就

能引来大批的风险投资，相应的产业链延伸也十分

迅速，集团化发展趋势较显著。

表 1 浙江省新兴产业型特色小镇与资源依托型特色小镇的对比

Tab. 1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emerging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 towns and
the resource－based characteristic towns in Zhejiang Province

对比类目
特色小镇类型

新兴产业型特色小镇 资源依托型特色小镇

产业依托 信息经济、金融、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 以资源为核心的旅游、健康、茶叶等产业

景区等级 建 3A 级景区，年旅游接待 30 万人次以上 5A 级景区标准，年旅游接待 60 万人次以上

投资情况 以研发、新设备投资为主，收益周期偏短 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主，收益周期偏长

产品生产 无季节性，偏重产品的实用性 有很强的季节性，偏重产品服务质量

环境营造 突出快节奏、高效率、竞争性 突出慢节奏、慢生活、休闲性

小镇代表
西湖云栖小镇、余杭梦想小镇、临安云制造

小镇、上城玉皇山南基金小镇等

仙居神仙氧吧小镇、文成森林氧吧小镇、武义温泉

小镇、奉化滨海养生小镇等

二、新兴产业型特色小镇景区化的动因分析

( 一) 坚持生态发展理念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浙江省坚持 “青山绿水就

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以 “三生融合” ( 生产、

生态、生活) 和 “四位一体” ( 产业、文化、旅游

与一定的社区功能) 的理念为指导规划，建设了一

批产业特色鲜明、多种功能叠加、生态环境优美的

特色小镇，在建设中凸显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的作用，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当前，为了顺应

后现代旅游发展的需要，很多景区都在经营管理上

进行改革创新，拓展旅游空间，具体表现为旅游景

点的分布形态由点状向面状的区域空间扩散，新兴

产业型小镇注重小镇建设的景区化与小镇功能的旅

游化，努力营造各要素和谐相处的生态圈氛围。据

官方统计，2016 年，浙江省旅游项目总投资首次突

破 1 万亿，达 11 775. 2 亿元，当年实际完成旅游投

资 1 442. 01 亿元，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的 4. 9%［6］。

( 二) 促进产业相互融合

当前中国的产业经济呈现出制造业与服务业融

合、以互联网为纽带进行跨界融合、金融投资与实

体投资融合等趋势，浙江省作为全国旅游产业发展

的前沿阵地，在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大力推进 “产

业+旅游”的融合发展模式。新兴产业型特色小镇

集聚信息经济、金融、高端装备制造等核心产业，

在服务理念、产品创新、市场特点等方面与旅游产

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且在资源特性上具有良好的

互补效果。特色小镇产业间的融合主要在于新兴产

业的旅游利用，即小镇的景区化发展，最大程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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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新兴产业的旅游功能价值，开发游客喜闻乐见

的体验产品，开展独具特色的智慧之旅。例如，滨

江物联网小镇以 “旅游+”的模式推动小镇旅游业

与物联网科技、物联网医疗、智能家居、商务会展、

休闲商业等具体产业融合，挖掘旅游新业态，努力

将物联网科技及其产品植入旅游、生活和生态的细

节中，促进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智慧化和艺术化。

从浙江全省来看，相关权威统计数据显示，仅 2015

年，浙江首批 37 个省级特色小镇税收收入达 53. 09

亿元，全年旅游接待人数为2 768. 61万人次，平均

每个特色小镇为 74. 83 万人次［7］。

( 三) 满足目标人群需求

新兴产业型特色小镇吸引了一大批 90 后高校毕

业生、大企业高管、科技人员和海归人员入住，这

些人群的文化层次、收入水平、消费水平较高，特

别注重工作与生活环境的品质保障，小镇的景区化

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需求。小镇通过加

强绿化、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休闲娱乐场所、开发

旅游产品、生态环境监测、引入智慧医疗设备等各

项措施保障小镇的环境品质。新兴产业型特色小镇

的魅力在于其产业吸引力，新兴产业与旅游产业的

结合将吸引大批的旅游者前往体验智慧旅游产品，

比如在德清地理信息小镇，旅游者可以研学测绘与

地理信息知识，体验以地理信息为核心的智慧小镇

旅游特色; 在桐庐智慧安防小镇旅游者可以了解先

进的安防技术，体验 “密室逃脱” “芝麻开门”等

安防旅游项目，小镇在发展主要产业的同时，满足

了大众游客的智慧旅游需求。

( 四) 夯实旅游产业基础

浙江省 现 已 形 成 较 大 规 模 的 旅 游 产 业 格 局，

2017 年浙江全省接待游客总人数 6. 4 亿人次，实现

旅游总收入 9 323 亿元［8］; 全省景区 ( 点) 数量位

居全国前列，有 A 级以上景区近 400 个，其中国家

5A 级景区 16 家，国家 4A 级景区 180 余家［9］。浙江

省虽然已基本形成自然观光旅游、滨海度假旅游、

乡村休闲旅游、宗教文化旅游等丰富的产品体系，

但是依然缺乏独具特色的旅游新业态。新兴产业型

特色小镇的景区化为浙江省旅游业的发展创造了新

的机会。浙江省应依托新兴产业基础与优势，完善

小镇的旅游功能，建设一大批 3A 级以上景区标准

的特色小镇，进一步夯实旅游产业基础，早日实现

由旅游大省向旅游强省转变的目标。另外，新兴产

业型特色小镇往往是当地的核心区块，对周围经济

具有很强的辐射作用，能带动旅游相关产业的快速

发展，带来旅游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

( 五) 践行文化传承重任

新兴产业型特色小镇作为社会结构组织中的重

要元素，需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新兴产业引领时

代未来，又紧贴日常生活。在不影响小镇正常发展

的前提下，小镇应满足大众对科技文化知识的求知

欲，而旅游便是最为有效的路径，因此推进特色小

镇的景区化有现实的必要。另外，各企业与旅游者

的良性互动对宣传社区文化、企业文化及小镇特色

发挥了有效的作用。新兴产业型特色小镇建设若不

注重地方历史文化的挖掘与传承，就会使小镇失去

文化底蕴。践行文化传承是小镇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小镇的景区化建设就是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过程，

通过特色小镇旅游可以实现地方传统文化的活态传

承，例如滨江物联网小镇以景点命名、表演剧、非

遗展示等形式挖掘古渡文化、名人文化，据小镇建

设指挥部统计，2014 年小镇刚开建就陆续接待国内

外参观团 730 余批次、2 万多人 次［10］，备 受 市 场

欢迎。

三、新兴产业型特色小镇景区化的影响因素

( 一) 小镇旅游开发意识

目前，新兴产业型小镇各企业内部大多都建有

企业文化展览厅、产品体验馆、内部茶吧和咖啡吧

等，但它们基本只是用于企业自身的商业接待，而

不用于旅游服务接待。另外，小镇各个企业之间相

对孤立，缺乏旅游联动，从整体来看，小镇旅游的

开发意识还比较淡薄，有些特色小镇仅是为了应付

上级对相关指标的考核而执行景区化政策。一些小

镇管理者与企业负责人认为小镇景区化是副业，只

要在小镇环境上稍加美化即可，对游客市场问题认

382018 年第 5 期 刘敬华: 浙江省新兴产业型特色小镇的景区化研究



知不清，缺乏执行景区化政策的积极性与能动性，

这些都集中反映出小镇建设者的旅游开发意识不强。

一些小镇管理者只是从对大众游客开放带来的管理

秩序问题考虑，认为小镇的工作环境、日常生活会

受打扰，在管理上将带来较大麻烦，对小镇景区化

的落地持有怀疑的态度，对小镇旅游的开发热度不

高，因此有关方面迫切需要加强对小镇的旅游开发

意识，否则就有可能影响小镇的景区化进程，降低

建设质量。

( 二) 小镇旅游资源转化

新兴产业型特色小镇的景区化重点在于如何把

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旅游产品优势，可以转化的资

源、资源转化的方式、转化的难度与程度均影响着

景区化政策的实施。目前，该类小镇的旅游资源挖

掘还远远不够，如旅游纪念品、产品模拟体验、星

空科技探险等大量资源均有待开发，旅游产品类型

较为单调。新兴产业型小镇的资源转化方式较为单

一，多为静态的博物馆式参观，缺乏互动型、高科

技型的现代旅游体验项目。当然，有些新兴产业与

旅游产业进行融合发展时，资源转化有一定的难度，

如以金融为特色的小镇因其产品的特殊性无法直接

转化，需借助其他载体或以场景仿真的形式展开。

此外，在资源转化程度上具有特色和文化内涵的旅

游产品将更具市场吸引力，小镇建设与当地传统文

化的深度融合将提高景区化的质量。

( 三) 小镇旅游人才保障

当前新兴产业型特色小镇的旅游人才严重不足，

小镇的景区规划、管理、运营等环节都缺乏旅游专

业人才的指导和参与，甚至小镇的主体企业也没有

配备旅游专业人员，小镇的旅游人才无法得到保障，

这就直接影响到小镇景区化的科学性。小镇旅游人

才保障会对景区化发展的持续动力产生影响［11］，目

前，新兴产业型特色小镇一般都成立了外事接待部，

企业也有自己的接待部门，因此可在原有的建制上

扩充队伍，通过引入旅游专业人才、培训现有人员

来提升小镇旅游服务整体水平，以保障小镇景区化

的顺利进行。此外，旅游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也有

待提高，一线服务人员的素质与小镇的整体旅游形

象密切相关，有关部门要通过技能培训、思想教育、

高校进修、帮扶指导等多种形式提升旅游从业人员

的专业素养，同时可引导小镇部分内部员工向旅游

型人 才 转 型，构 建 一 支 “双 能 型”的 旅 游 人 才

队伍。

( 四) 社区参与旅游程度

浙江省特色小镇有别于行政区划单元和产业园

区，它们相对独立，具备一定的社区功能，注重生

产、生态与生活的相互融合，新兴产业型特色小镇

的景区化也离不开社区，社区的支持和参与程度会

对小镇旅游的质量与可持续性产生直接的影响。目

前，新兴产业型特色小镇的旅游配套设施普遍严重

不足，旅游景点、旅游步道等基础设施急需建设，

休闲、餐饮、住宿等场所的数量和质量无法满足游

客的需要，以上这些均需要社区在土地、人力、物

力等方面予以支持。小镇在经营与管理上也需要社

区的广泛参与，经营上如特色商业街、餐饮住宿等

诸多领域，管理上如小镇旅游规划、小镇管理决策、

旅游利益分配等方面均离不开社区的参与和支持。

四、新兴产业型特色小镇景区化的响应模式

新兴产业型特色小镇景区化涉及的关系主体主

要有基层政府、小镇企业及居民社区，因各自的立

足点不同，它们对小镇景区化持有的态度也表现各

异，呈现出三种典型的响应模式———政府主导型、

企业主导型和社区主导型。响应模式的选择与小镇

发展所处的阶段、关系主体间的合作、产业集聚程

度等因素有着密切联系，小镇应根据自身特点进行

合理性响应。

( 一) 政府主导型响应

浙江省特色小镇规划建设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下辖各个特色小镇建设领导小组及指挥部，本研究

所指的基层政府为特色小镇规划建设指挥部，根据

相关指导意见的规定，特色小镇建设应坚持政府引

导、以企业为主体、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因为基层

政府固有的号召力及服务属性，新兴产业型小镇景

区化建设初期往往选择政府主导型的响应模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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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上级政府制定的既定目标，通常以完善特色小

镇旅游功能为核心，基层政府加速推进旅游规划编

制与实施工作，着力完善旅游基础配套设施，美化

小镇生态环境，努力挖掘、传承传统文化。上述响

应措施均带有行政色彩，而小镇企业和居民社区在

其中的表现多为被动式配合。为响应小镇景区化的

发展思路，小镇企业往往通过适度开放部分场所、

美化企业自身环境等方面来配合整个小镇的旅游开

发; 而居民社区的配合多表现在完善社区基础配套

设施、丰富社区文化及社区福利性参与小镇旅游利

益分配等方面。政府主导型的响应模式在建设初期

发挥着引擎作用，小镇的景区化在短期内可快速走

入正轨，成效较为显著。

( 二) 企业主导型响应

企业主导型响应是指特色小镇依托某一特色产

业优势，以大型企业为载体开展景区化建设。浙江

省新兴产业型特色小镇的发展基于信息经济、金融、

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在小镇景区化发展初期

或上升期均可选择企业主导型的响应模式。企业主

导型响应模式具有强劲的整合与创新能力，它瞄准

的是旅游带来的效益前景，通常以特色小镇旅游产

品开发为核心，小镇企业发挥产业优势联合组建旅

游经营公司，以 “产业+旅游”的融合形式大力开

发旅游体验产品，不断延伸旅游相关产业链。上述

响应措施均带有经济利益色彩，而基层政府和居民

社区在其中的表现多为主动式配合。基层政府主动

为小镇企业提供政务咨询，拟定政府层面的规章制

度，主动做好小镇旅游形象的正面推广与宣传工作;

而居民社区则自主投入到旅游经营中，参与利益分

配，建设社区文化，积极参与小镇的日常管理，以

谋取更多社区权益。企业主导型模式在小镇建设的

发展期起到促进产业高度融合的作用，有力地推动

了特色小镇的景区化发展。

企业主导型的响应模式需要一个实力雄厚的大

企业作为支撑，联合其他企业以专业化管理与运营

模式共同开发小镇旅游产品。以西湖区云栖小镇为

例，阿里巴巴作为小镇的核心企业，发挥了主导作

用，以互联网为纽带，拓展阿里旅行的业务范围，

以科技工业游、智慧城市体验游、科技展馆游、智

慧教育培训、创新创业文化游等新业态引领小镇景

区化的未来。云栖小镇旅游接待设施逐步改善，现

已被评为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小镇年旅游接待人

数也已超过 30 万人次［12］。

( 三) 社区主导型响应

浙江省特色小镇建设在生态理念指导下把社区

功能纳入其中，凸显出社区的重要地位。在小镇景

区化过程中，旅游活动的开展离不开社区环境，旅

游者与社区的互动也更加常态化，社区主导型的响

应模式在新兴产业型特色小镇的旅游发展成熟期发

挥重要的作用，因为其影响力是最为广泛的，也是

最具社会意义的。社区主导型响应模式立足于造福

社区、还利于民，通常以特色小镇旅游利益分配为

核心，居民社区努力增加与旅游者的互动频率，将

旅游产品植入社区经典元素，社区精英阶层积极参

与小镇旅游管理，社区参与股权性分配。上述响应

措施均带有协调色彩，其中小镇企业把技术应用到

社区以提升生活品质、创新旅游产品，创造更多利

润，以协商方式拓展各自利益的共享空间; 而基层

政府主要负责制定相关规定和条例保障小镇旅游业

的发展，适时为社区提供相关政务咨询，着力塑造

小镇良好的家居形象，通过旅游改善社区居民的生

活质量。社区主导型的响应模式在小镇建设的成熟

期使小镇景区化有了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推动了

旅游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社区主导型的响应模式往往较难形成，因为涉

及到社区居民受教育程度、社区凝聚力与政策环境

等条件，只有在居民社区、基层政府、小镇企业三

方力量的不断协调中才能逐渐形成。社区主导型响

应模式一旦形成就很难被打破，小镇景区化植根于

社区，旅游者活动与社区居民的生活融为一体，真

正实现了生产、生态与生活的高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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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Developing Scenic Spots in the
Emerging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 Towns of Zhejiang Province

LIU Jinghua

( College of Tourism and Urban－Ｒural Planning，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8，China)

Abstract: Developing characteristic towns is a strategy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Zhejiang Province. The
emerging characteristic towns，dominated by the industry of information economy，finance，and high－en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are space of innovation and energy concentrating technology，capital，information，and talent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motivation to develop scenic spots in such towns based on understanding the connotation of the
emerging industrial towns and further analyses th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scenic spots. Therefore，

three response modes are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o work out the best approach to developing scenic spots in the
emerging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 towns of Zhejiang，namely，the government－guided，the enterprise－dominated and
the community－oriented.
Key words: emerging industries; characteristic towns; developing scenic sp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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