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色文化小镇对于优化城乡资源配置尧推动乡

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尧加快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袁成为了一种新型创

新创业平台遥 目前特色文化小镇的建设方兴未艾袁
在取得明显成绩的同时袁也出现了产业创新不足尧
特色不鲜明等苗头性问题遥 创新不足是产生问题

的最根本原因遥 因此袁提升特色文化小镇的创新能

力并建立起相应的培育机制就成为当前特色文化

小镇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的紧迫任务遥

一尧特色文化小镇培育应以提升
小镇创新能力为目标

渊一冤创新能力不足是制约特色文化小镇发展

的主要瓶颈

特色文化小镇的建设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袁但同时也出现了产业发展不强尧文化

特色不鲜明尧差异性不明显等问题遥 造成这些问题

的主要原因是创新能力不足遥 一是特色文化小镇

的文化特色不鲜明袁 其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深入挖

掘小镇的文化资源袁 未能用创新的思维将蕴含在

小镇中的文化元素提炼出来袁上升形成鲜明的文化

主题定位袁并运用创意设计将文化主题独特地表现

出来遥二是将特色文化小镇等同于文化产业园区或

者旅游景区袁其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很好地理解野产尧
城尧人尧文冶的融合创新机制袁依旧用发展工业尧发
展园区的老思路去对待特色小镇袁创新意识淡薄袁
创新思维受限遥 三是社会参与特色文化小镇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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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设的成效不显著遥 其中主要原因是对于如何

更好地处理政府和市场尧 社会的关系缺乏创新性

的思路袁在土地利用尧产业培育尧人才利用尧资金筹

措等方面未能形成充分激发社会和市场活力的有

效举措等遥

渊二冤提升特色文化小镇创新能力关键是构建

创新生态系统

约瑟夫窑阿罗斯窑熊彼特在 1912 年出版的叶经
济发展理论曳一书中指出袁创新就是要打破原有的

要素组合袁建立一种新的函数遥 创新主要有两种路

径袁一种是技术创新袁以曼斯菲尔德渊E.Mansfield冤
和施瓦茨渊Schwartz冤等为代表袁研究重点在于技术

创新袁被称为野新熊特得学派冶遥 另一种是制度创

新袁以诺斯渊C.North冤等为代表袁研究重点是制度创

新袁着眼于政策尧制度尧环境对创新的影响和作用遥
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走向融合的过程中融入生态

学和演化经济学理论袁形成创新生态系统遥 国内对

于创新的研究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院 以线性范

式为代表的创新范式 1.0尧以创新体系为代表的创

新范式 2.0尧以创新生态为代表的创新范式 3.0遥 关

于创新生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创新生态尧产
业创新生态和区域创新生态几方面遥

目前对于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多集中在理论

范式袁针对特定企业尧特定产业尧特定区域的创新

生态系统研究相对较少袁 尤其以小城镇为研究对

象的创新生态系统研究更少遥 创新生态系统需要

根植于具体的研究对象中袁 才能显示出强大的力

量袁才能找到其运用的更加广阔的天地遥 对于特色

文化小镇这一新的城镇发展类型袁 新的创新创业

平台急需与创新生态系统有机融合袁 才能更好地

形成其健康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遥

渊三冤特色文化小镇创新生态系统内生条件

根据创新生态系统的基础理论和特色文化小

镇自身具有的要素复杂尧创新多样尧自组织力强尧
主体之间协同关系密切尧与外围的融合性尧适度规

模性等特点袁 我们概括和分析出特色文化小镇创

新生态系统的内生条件遥

1.多元的创新主体

丰富的物种是自然生态系统欣欣向荣的基

础遥 在特色文化小镇的创新生态系统中袁首先要有

多元的创新主体袁包括中小微文化企业尧艺术家尧
工艺美术大师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尧手工技艺

从业者尧艺术类大学生尧当地居民尧消费者尧文化和

艺术类高等院校尧各类专业和相关服务研究机构尧
社会组织等遥 只有多元的创新主体才能迸发出多

元的创新思维尧创新思路和创新行为袁特色文化小

镇才能更具生机和活力遥
2.完善的创新生态链条

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会存在相互关联尧 相互

制约尧相互依存的食物链条袁生物物种通过上下游

的食物链条相互野吃冶起来袁构建有机生态环境袁保
持生态的平衡和稳定遥 特色文化小镇的创新生态

系统中同样要形成多种视角下的创新生态链条袁
使得创新要素相互关联起来袁 促进要素之间的相

互作用遥 例如要形成技术创新尧管理创新尧产品创

新尧品牌推广创新构成的企业创新生态链条曰要形

成文化 IP 导入尧 产业链条延伸的产业创新生态链

条曰要形成特色文化小镇的资本创新生态链条尧公
共服务链条以及运营管理链条等遥 完善的创新生

态链条使得每个环节的创新行为都能更加容易实

现袁发挥出更大的效应遥
3.合理的相互协作和竞争机制

特色文化小镇中的创新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协

作或者竞争遥 相互协作使得事半功倍袁有利于创新

效应的扩散遥 相互竞争有利于改进自身不足袁催生

创新行为的产生遥 合作和竞争的目的是走向竞合袁
共同促进特色文化小镇的创新迭代遥

二尧创新导向下特色文化
小镇的培育机制

特色文化小镇的培育要以提升小镇的创新能

力尧促进小镇健康可持续发展为目的遥创新能力的提

升可以通过创新理念的应用尧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尧创
新链条的完善尧创新机制的建立等方面来体现遥 小

镇可持续发展的具化指标包括创新动力强劲尧文
化特色鲜明尧生态长期友好尧产业不断升级遥 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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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目标袁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小镇培育遥
一是内部动力与外部环境维度遥 特色文化小

镇培育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主要涉及内生动力尧外
部环境尧制度保障等要素遥 内生动力主要包括对传

统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创意创新理念的应

用遥 文化资源为新型城镇化注入强大的动力[1]遥 自

觉挖掘和实现文化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是特色

文化小镇培育的根本动力源遥 外部环境既是小镇

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袁 也是特色文化小镇创新产

生和小镇培育的外部支撑袁 着力培育好外部环境

是特色文化小镇健康发展的基础遥 制度保障是特

色文化小镇培育机制建立的主要抓手袁 它包括制

定和出台支持特色文化小镇发展的财政尧税收尧融
资尧土地尧人才等方面的正式制度袁以及培养小镇

良好的社会风气尧 形成强劲的社会信任等非正式

制度的建立遥
二是多元培育主体维度遥 特色文化小镇的培

育涉及的培育主体有政府尧企业和社会遥 政府的培

育在特色文化小镇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袁 特别是

小镇发展初期具有重要的作用遥 对于自由市场模

型而言袁 政府的完全放任可能会促进创新行为的

自发形成袁然而现实并不是这样的袁市场需要政府

的有效干预袁需要政府来形成规则袁帮助人们破除

创新的障碍遥 政府可以通过建立科学有效的人才尧
土地尧财政尧基础设施尧金融尧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正

式制度来对特色文化小镇培育提供政策支撑袁也
可以通过促进和鼓励非正式制度的形成袁 缩短社

会距离袁为特色文化小镇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遥 文

化企业是特色文化小镇的支撑袁 是特色文化小镇

的立镇之本袁企业的成长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尧
促进创新迭代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遥 除了

政府和企业之外袁还需要社会的多元参与遥 律师财

务尧科研机构等中介服务机构和会展公司尧各种培

训机构尧 创新孵化平台等社会主体也是特色文化

小镇获得持续发展的积极因素和重要动力遥
三是硬条件和软条件维度遥 硬件和软件对于

特色文化小镇的培育和发展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

用袁软件建设甚至更为复杂尧更为长久尧更为稳固遥
硬条件和软条件是相互融合的袁你中有我袁我中有

你遥 硬条件包括专业化人才尧普通劳动力尧成熟的

企业创新技术尧充足的资金尧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

支持特色文化小镇发展的各项政策和制度遥 软条

件即文化的形成和作用袁包括多样性的文化尧多样

性的创新主体尧良好的社会信任关系尧强劲的创新

动力尧较小的社会距离尧浓厚的创新氛围尧知名的

文化品牌尧共同的价值观尧被认可的小镇愿景等遥
围绕这些要素的培育开展相关工作是创新导

向下特色文化小镇培育的核心袁 这些要素相互联

系和作用构成特色文化小镇培育机制 渊如图 1 所

示冤遥

图 1 特色文化小镇培育机制理论模型

三尧特色文化小镇创新能力
提升及培育实践

渊一冤强化特色文化产业创新发展

特色文化小镇首先要求产业的野特冶而野强冶袁
产业定位要有特色袁产品内容要有新意遥 但是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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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特色文化小镇培育和建设中出现的最主要问题

就是产业特色不突出尧缺乏产业创新袁主要表现在

产业内容传统固化尧 产品销售形式未能适应现代

消费需求尧 产业创新生态未能得到良好培育等方

面遥 只有不断创新产品技术尧制作工艺尧产业链条袁
才能使特色文化小镇的发展获得持久的动力支撑遥

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寿东村是位于黑龙港流

域的一个既没有资源又没有特色的普通的平原农

业村袁由于没有其他产业支撑袁农业也不发达袁该
村曾经是省级贫困村遥 2013 年该村年人均收入只

有 2000 元遥 经过几年的发展袁寿东村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袁2015 年被评为了全国最美乡村袁2018
年该村年人均收入近 2 万元袁 村容村貌得到明显

改变袁并跻身中国十大最美乡村遥 由寿东村发展起

来的野粮画小镇冶从一个普通尧落后尧无人知晓的普

通小镇变身为远近闻名的美丽幸福的特色文化小

镇袁这种蝶变正是来源于创新的持续力量遥
野海增粮艺冶是野粮画小镇冶的龙头企业遥 野粮

画冶产业形成了完善的尧延长的产业链条院粮食种

植科学研究要要要粮食新品种培育要要要粮食作物耕

种要要要粮食防腐技术处理要要要粮食画创作要要要品

牌推广和营销要要要创作体验要要要向其他手工画延

伸遥 完善的产业链条聚集了众多的创新要素袁促进

了产业的创新发展遥 一是创新粮食培育和种植技

术遥 粮食作画对粮食形状尧颜色尧颗粒大小等方面

有较高的要求遥 野粮画小镇冶从粮食新品种的研究

和种植做起袁 与农业技术研究部门合作袁 创新品

种袁创造适合粮食生长的环境袁经过科学研究和精

心培育袁创新性地培育了 35 种粮食作为粮食画的

原材料袁有效提高了粮食来源的质量遥 二是创新粮

食的防腐处理技术遥 海增粮艺创始人经过几年的

技术研发袁掌握了创新的粮食防腐技术袁解决了粮

食画创作的后顾之忧遥 经八道工序加工处理之后袁
粮食可以防火防虫袁而且色彩鲜明尧层次分明尧生
动自然袁不经过染色处理袁具有纯天然的特色遥 三

是创新粮画创作工艺遥 野粮画姑娘冶不断学习新的

艺术表达方式袁挖掘新的艺术内容袁粮食画的文化

内涵越来越有新意袁 粮食画的制作工艺越来越精

良遥 其中用 6 斤粮食创造的叶清明上河图曳袁可以卖

到 48 万袁充分显示了艺术创作的价值袁大大提高

了粮食作物的文化附加值遥 四是创新小镇居民就

业途径遥 带动居民参与的产业内容和发展模式的

变化是特色文化小镇产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核

心遥 长期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寿东村对粮食有着天

然的亲近感袁 粮食画产业基础材料是村民熟悉的

农作物遥 农村妇女不断学习粮画创作工艺袁男性劳

动力积极参与到粮食的种植过程袁实现了野就地就

业冶遥 在野粮画小镇冶袁企业尧产业尧居民找到了一种

相互融合尧互相促进的发展模式袁这也是野粮画小

镇冶 取得成功的核心遥 五是创新延伸产业体验链

条袁创新拓展产业范围袁增强文化体验性遥 除了粮

食画之外袁小镇力争成为中国手工画基地袁包括武

强年画尧丰宁布糊画尧石版画尧漆画等手工画门类遥
野手工画一条街冶中有十几种手工画种类袁并有手工

作坊进行生产尧展示尧销售遥很多外地企业或设计师

设立手工作坊进行作品的后期制作遥大朋友和小朋

友可以来到这里亲自体验粮食作画的过程袁充分延

伸产业链条遥
特色文化产业的形式多种多样袁 在具有不同

资源禀赋的地方可以发挥出积极作用遥 特色文化

小镇今后可以在特色演艺业尧特色手工艺业尧博物

馆经济尧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中挖掘力量袁强化特色

文化小镇的产业支撑譹訛遥
第一袁充分发挥特色演艺的积极作用遥 特色演

艺在特色文化小镇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袁 富有特殊

的魅力遥 将特色演艺与特色文化小镇的培育和发

展有机结合起来袁 将丰富特色文化小镇的产品服

务内容袁提高小镇的文化吸引力遥 一是演艺内容题

材紧扣小镇的文化内涵遥 充分挖掘小镇文化底蕴袁
展现小镇的文化气质袁 使得每一个小镇拥有经典

的尧原创性的尧独创性的袁极富特色的演艺遥 充分发

挥特色演艺在丰富小镇夜文化尧夜生活尧夜经济中

的重要作用遥二是演艺形式多样化遥演艺形式不要

只局限于实景演出尧舞台演出袁还可以采用街道随

机演艺尧 餐厅中的表演伴餐以及充分利用现代信

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逐渐形成的移动化尧 视频化

观演等多种形式袁做到原创与引进相结合尧大型专

业演出与小众趣味演艺相结合袁 提高小镇自我提

升能力袁增加小镇文化特色遥 三是演艺管理模式灵

活化遥 小镇中的演艺管理涉及到演出内容创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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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尧演出场所管理尧活动营销管理尧现场和互联网

票务服务管理尧舞台设备与服务管理等多个环节袁
每一个环节都存在自身的特点袁 需要不同的管理

方式遥 演艺管理模式须采用本土自组织管理与外

来专业管理相结合尧 政府管理与民间自发管理相

结合等多种形式袁力争形成政府尧民间尧社会尧市场

多元参与尧利益共享尧风险共担的灵活化管理模式遥
第二袁挖掘特色手工技艺的市场潜力遥 手工艺

是传统的文化产业门类袁 也是最能代表文化特色

和地域特色的产业门类之一遥 特色手工艺是特色

文化小镇最具竞争力的尧最具差异化的产业之一袁
在特色文化小镇支柱产业培育与提升小镇独特文

化魅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遥 一是特色手工技艺

应更好地与现代生产生活相融合遥 手工技艺具有

较高的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袁 但是实用价值有待

进一步开发袁应该将手工技艺与现代服饰尧家具尧
家装尧小件生活用品尧背包等生活需求更好地融合

起来袁才能更具生命力遥 比如袁剪纸尧年画等手工技

艺不仅好看袁 而且对于过去的建筑和居家方式而

言袁实用性强袁但是袁随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

改变袁这一类民俗用品适用范围大大减少袁不再适

用遥 因此袁积极拓展特色手工技艺与现代生产生活

方式的融合无疑能为以特色手工技艺为主导产业

的小镇注入更加持久的发展动力遥 二是手工技艺

走进社区与社区文化相融合遥 将手工技艺的传承尧
制作与老百姓的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能够增强小镇

的活力袁使得小镇的文化特色更加鲜活袁比如设立

社区文化站集中进行手工技艺的宣传和培训袁组
织儿童进行手工技艺的创意工坊袁 组织家庭妇女

参与手工艺产品的创作等袁 提升小镇居民对小镇

文化的认同度袁同时带动当地居民就业遥 三是将特

色手工技艺与小镇空间设计相结合遥 将手工艺品

或者依托手工艺品制作的绘画等其他艺术表现形

式运用到建筑标志物尧小镇小品尧厕所尧垃圾桶等

小镇公共空间建设中袁 使得小镇时刻充满特色手

工艺的韵味遥
第三袁重视博物馆的带动作用遥 具有地方特色

的小型专业化博物馆能体现地方的文化特色遥 博

物馆在小镇的公共文化服务中发挥着基础性作

用袁对于增强特色文化小镇吸引力袁促进旅游经济

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遥 我们可将博物馆与特色文

化小镇客厅结合起来遥 每一个特色文化小镇需要

一个能满足小镇居民进行对内对外宣传尧 交流需

求的小镇客厅遥 同时袁博物馆具有展示尧教育尧交
流尧学习服务等功能遥 将小镇客厅的空间建设与博

物馆的空间布局有机结合起来袁 将小镇客厅的功

能与博物馆的功能有机结合起来袁 能够提升博物

馆的使用效率袁 也可以增强小镇客厅的特色与活

力遥其次袁更加注重博物馆的创意产品开发遥特色文

化小镇的博物馆更加讲求小型化尧专业化尧特色化袁
所以它开发出来的创意衍生品将更具有专业化袁更
具特色袁市场差异性更强袁更加容易获得野小产品袁
大市场冶曰同时袁有助于提升特色文化小镇的野有趣

性冶袁增加游客在博物馆的停留时间袁改变博物馆纪

念品千篇一律尧缺乏特色的状况袁实现更大的经济

价值遥 三是提升博物馆外观设计的特色性遥 将博物

馆的外形等整体设计风格与博物馆的内涵或者与

特色小镇的文化特色相融合袁使得博物馆成为特色

文化小镇的品牌符号袁提升小镇艺术感召力遥
第四袁促进文化旅游新融合遥 旅游服务功能是

特色文化小镇重要的职责和价值所在遥 我们应坚

持并强化以文化为野内核冶袁打造具有野独立精神冶
的文化产业体系遥 这需要坚守野文脉冶袁遵循文化和

艺术的客观规律袁 按照文化消费而非旅游消费的

标准进行产品的研发和制作曰需要拓宽视野袁提高

文化包容度袁培育兼具传统与现代尧国内与国际视

野的文化人才队伍袁带动本地文化野内核冶自我更

新遥 同时我们应打通文化生产尧文化服务尧公共文

化与旅游观光尧参与和消费之间的壁垒袁打造富有

感染力的文旅体验圈遥 特色文化小镇应实施全域

旅游战略袁打造一步一景的自由行之镇遥 小镇应最

大限度地将文化生产尧社区生活尧地方文化活动向

游客敞开袁 搭建起地方居民与外来游客沟通交流

的桥梁遥 我们还可依托野互联网+冶袁打造文旅融合

新业态遥 特色文化小镇不但要为到访实地的消费

者服务袁同样也应重视为在线野游览冶的消费者提

供多样化的服务遥

渊二冤建立多元参与的运营管理体系

刘伟尧 毛寿龙认为创新的持续力量来源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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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袁 政府出台的创新政策只有得到社会力量的参

与和创新袁才能获得持续的创新力量袁才能将短期

的政策创新转化为长期的制度创新袁 最大限度地

激发创新活力[2]遥 特色文化小镇的健康发展离不开

多主体参与的运营管理袁需要建立一条由政府尧企
业尧社会多方参与的运营管理创新生态链条遥

野粮画小镇冶成为一个立足当地尧特色鲜明尧创
新驱动的特色文化小镇袁 它的成功得益于构建了

一套由政府尧企业尧社会多方参与的创新生态链条

和创新生态系统渊详见图 2冤遥

图 2 粮画小镇创新生态系统

野粮画小镇冶在当地政府尧龙头企业尧小镇居民

的积极努力和参与下袁在规划小镇定位尧小镇镇容

镇貌尧专业化运营管理尧多主体参与日常管理等方

面创新思路袁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遥 首先是合理规划

小镇定位遥 馆陶县委县政府和村两委班子认为仅

仅有粮食画这一种门类还不足以支撑小镇的文化

内涵袁所形成的文化吸引力不够强大遥 他们不断思

考小镇发展的新的着力点袁 最终确定将 野粮画小

镇冶的发展定位于立足河北尧面向全国的手工艺画

基地遥 并通过免费装修尧减免房租等政策吸引其他

文化产业门类的企业来小镇发展遥 其次是创新小

镇镇容镇貌管理遥 小镇街道进行了硬化和美化袁房
屋进行了特色化的改造袁生活污水尧垃圾处理工程

迅速推进袁村庄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改观袁镇容镇貌

焕然一新遥 小镇将原有的垃圾大坑改造处理袁形成

秋千广场和运动场遥 科学合理地建设了停车场尧游
客服务中心尧小镇广场尧生态厕所尧运动场等遥 同

时袁 信息技术的应用增添了小镇的现代化气息[3]遥
一进小镇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获得小镇的全方位信

息曰小镇与北京骑骑智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合作袁

上线使用了野高颜值冶的绿色共享单车遥 再次是成

立专业的运营管理公司遥 为了进一步对工坊和企

业提供专业的服务袁 以及加强对小镇运营的科学

管理袁小镇成立了专门的野粮画小镇运营公司冶袁负
责小镇的运营管理遥

从实践案例可看出袁政府是引领者袁引导发展

方向袁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和设施保障曰企业是运

营主体袁 实施专业化的管理袁 进行精细的实操运

营曰社会的多元主体是助推器袁使得运营管理更加

丰富和顺畅遥 政府尧企业尧社会共同构建的运营管

理链条对于特色文化小镇而言必不可少遥

渊三冤培育行政管理创新生态

特色文化小镇的培育离不开政府理念的创

新尧实践思路的创新和政策的创新遥
1.打破区域发展指标限制

国家提出到 2020 年建成 1000 个各具特色的

特色小镇袁各省也制定了不同的发展目标袁相应下

级地市无不争先建设特色文化小镇遥 但是袁特色文

化小镇建设应依据不同的文化资源禀赋和不同的

区域特征实施差异化方案袁 而不能作为地方政府

取得政绩的硬性指标要求强行上马遥 所以袁以政府

理念的创新发展特色文化小镇首先应该弱化地域

发展数量指标的限制遥 如邯郸市馆陶县依据本地

农业产业的发展基础袁发现和培育特色品牌袁制定

了合理的发展规划袁打破乡镇界限袁在全县范围内

培育建设了野粮画小镇冶尧野黄瓜小镇冶尧野花木小镇冶尧
野教育小镇冶袁 形成了特色文化小镇集群袁 打出了

野看小镇袁到馆陶冶的发展口号袁取得良好效果遥
2.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

特色文化小镇的培育和建设涉及国家尧 省尧
市尧县等不同层级的政府袁同时关系到发改尧住建尧
财政尧金融尧宣传等多个部门的利益袁因此不同层

级政府以及不同部门之间便形成了复杂的矩阵式

管理遥 在特色文化小镇培育实践中袁出现了落实主

体不清晰尧部门之间政策相互冲突等现象遥 破解之

道在于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袁 强化各个相关部门

的相互沟通袁成立强有力的整体推进和管理部门遥
各地方可成立特色文化小镇发展和管理委员会袁
由地方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作为牵头人袁 整合和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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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不同职能部门袁形成整体的行政管理格局袁减少

相互摩擦袁增强管理和服务力度遥
在野粮画小镇冶的培育和建设过程中袁小镇强

化了县委的组织领导作用袁 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任

组长的特色文化小镇领导小组袁设立规划尧人才尧
土地出让尧项目招商尧资金尧信访稳定六个工作小

组袁并建立了特色文化小镇建设干部考核制度袁全
面服务于小镇的培育和建设遥 小镇设立美丽乡村

建设基金袁充分调动民营资本的积极性袁鼓励当地

老百姓积极参与曰还特别成立了小镇党校袁加强基

层党组织的学习遥 小镇积极进行民主议政议廉日

活动袁营造风清气正的浓厚氛围袁密切干群关系袁
增进相互理解袁促进小镇的和谐稳定遥

3.做好政府与企业和社会的联结

政府层面包括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沟通和协

调袁 包括同一层级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

调袁还包括政府与非政府部门的沟通和协调遥 在特

色文化小镇中袁政府应该加强与小镇商会尧协会尧
社会组织的联系和沟通袁 借助其他非政府组织的

力量加强对特色文化小镇的服务遥 要强化政府与

重点企业的交流袁 及时了解企业发展中面临的困

难袁及时帮助解决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遥 应引导

和扶持各类文化行业组织尧社团尧智库和机构充分

发挥治理职能袁积极参与相关政策和标准的制定袁
为决策部门提供专业的意见参考袁 并部分参与相

关标准和政策的制定袁实施社会监督遥

渊四冤培育资金和土地政策创新生态

1.树立正确的激励理念

资金的支持和奖励对于创新具有重要的作用袁
但是两者之间不是呈现完全的正向相关遥对于机械

性尧重复性的工作袁奖励的激励更加有效袁激励越

多袁做得更好遥但是对于创新性的工作袁有时将奖励

设置得过高袁创新性工作效果越差[4]遥 因此袁对于特

色文化小镇的支持也应该冷静看待袁 不能一哄而

上袁盲目投资遥我们应该减少短期激励政策袁增加长

期激励政策袁采取倾向于长远的期权式尧分阶段式

奖励等支持政策遥 馆陶县委县政府设立了野专业人

才奖冶袁以鼓励在乡村建设中取得明显成绩的人员袁
并创新性地建立创新督查评功制度袁激励大家在乡

村建设和小镇建设中多努力袁多做贡献遥
2.充分调研了解特色文化小镇的实际需求

特色文化小镇分为多种类型袁 不同的特色文

化小镇是基于不同的文化资源禀赋而培育的袁拥
有的产业基础不同袁交通区位不同袁拥有的发展优

势和面临的发展短板是各有不同的遥 因此袁不同的

特色文化小镇在培育过程中需要获得的支持也不

仅仅是局限于财政的资金支持遥我们应该对特色文

化小镇进行充分的调研袁了解实际发展情况和不同

的诉求袁在人才尧基础设施尧交通等方面给予支持遥
对于馆陶县寿东村来说袁 建设特色文化小镇最为

缺乏的就是优秀企业的入驻和优秀企业家的支

持遥野粮画小镇冶的发展就是得益于地方党委和政府

的重视和发展思路的创新遥野我不给你一块地袁我给

你一个村庄冶袁 就这样一个创新性的想法和颇具幽

默感的回答袁野海增粮艺冶这个初具规模的本土民营

企业就被指向了新的发展目的地馆陶县寿东村遥
寿东村脱颖而出袁开始了产业尧文化尧旅游的同步发

展遥特色文化小镇的发展往往受到创新主体发育不

全的约束袁特别是文化企业自主创新有待提升遥 这

种约束来源于企业形式创新制约尧产品内容创新制

约尧创新人才的培养制约等遥 馆陶县委县政府正是

从政策尧资金尧土地等多方面突破创新约束袁大力培

养本地优秀企业家袁支撑小镇良好发展遥
3.建立资金的使用和反馈机制

目前袁 对于特色文化小镇的财政支持和奖励

只是给出了大概的总体支持额度袁但是袁对于资金

的申报和使用没有相应的制度设计袁 特别是资金

使用效果缺少评审机构尧评审程序和评审指标袁缺
少资金使用效果的反馈机制遥 因此袁建议建立资金

使用的具体规章制度袁明确使用的主体和范围袁建
立资金使用效果的评估体系和制度袁 提升小镇财

政资金支持和奖励的实效遥 同时应注重撬动资金

的市场化运作袁 在特色文化小镇的多方参与融资

实践中进行 PPP 模式的探索袁 目的是调动多方利

益相关者的参与袁 通过长期的公私合作促进小镇

的发展曰依托不同的投资项目应采取合适的形式遥
例如袁 特色文化小镇的公共服务可以采取 PFI 或
委托运营的方式袁文化遗产开发利用尧公共文化空

间建设等可以采取公共资源经营权作价入股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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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权转让的方式等[5]遥 充分利用好文化产业专项

资金尧各大银行重点支持项目等袁通过特许经营尧
政府购买服务尧PPP尧风险投资尧艺术品质押尧低息

贷款尧股权质押尧知识产权质押及保险尧众筹等多

种模式袁以少量政府资金带动社会资本袁建立多元

文化金融支持体系袁 为特色文化小镇发展提供金

融支撑遥

渊五冤培育文化场景提升小镇品质

祁述裕教授指出场景的构建对于吸引创新人

才尧促进创意转换有着重要的作用[6]遥 克拉克教授

倡导的场景理论从关注传统的生产要素到关注居

民文化参与对城市发展的作用遥 其中袁建设便利化

的生活设施对丰富居民文化生活尧 培养共同的价

值观具有重要的作用遥 特色文化小镇不是文化产

业园区袁不是文化旅游景区袁而是一种因为文化价

值而聚集的生产和生活空间遥 在特色文化小镇培

育过程中袁 文化便利设施的建设和文化场景的构

建特别是文化社区的营造尧生活文化设施的建设尧
多样化人群的形成尧丰富的文化活动等尤为重要遥

同时袁要注意良好社会风尚的养成遥 社会风尚

与文化内涵是表与里的关系遥 良好的社会风尚是

深刻的文化内涵的外化袁 文化内涵是社会风尚的

根基遥 特色文化小镇必须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袁并
且需要将文化的内涵以现代多元的方式表达出

来遥 在特色文化小镇的培育过程中袁要注重对小镇

居民道德情操的培养尧文化价值认同的渲染袁注重

文明家风的形成遥 小镇应广泛开展文化宣传和教

育袁开阔居民眼界袁提高居民思想道德素质袁促进

社区文明和社会和谐袁共同营造小镇倡导创新尧创
业尧文明尧共享的社会风尚遥

在野粮画小镇冶的培育和建设中袁浓郁的生活

气息和便利的生活设施必不可少遥 除了基本的超

市尧卫生所尧幼儿园尧运动场之外袁小镇还建有邮政

中心尧咖啡馆尧西餐厅尧特色民宿尧极富特色的农家

菜馆尧民俗客栈等生活设施遥 村民们会邀请自己外

村的朋友来这里喝咖啡袁大家在一起谈小镇规划袁
谈项目的时候都选择了咖啡馆遥 咖啡馆不仅成为

了一个消费空间袁也成为了一个野创客空间冶遥 野粮
画小镇冶建立了自己的电视台袁对老百姓进行礼仪

的培训袁 人文素养的提升具有地地道道的小镇特

色袁还有很多节目是由村民自编自演袁讲述身边的

故事袁 居民可以进入电视台的演播厅自己录制节

目遥 优秀节目可以进入馆陶电视台袁邯郸电视台进

行播放袁将野粮画小镇冶的故事传播出去袁让游客欣

赏袁游客也可以进入电视台内体验演播的过程遥 小

镇编排了一首优美的叶我在小镇等着您曳之歌袁极大

地增强了小镇的文化凝聚力和小镇居民的文化认

同感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诸多便利的生活设施使小

镇聚集了人气袁产生了持续的内生的发展动力遥

渊六冤推进顶层设计和制度落实

对特色文化小镇的发展袁 我们应继续推进顶

层设计袁推进野县级扩权冶和野强镇扩权冶遥 渊1冤继续

推动省直管县制度改革遥 特色文化小镇发展中面

临政府管理创新的风险约束袁 需要全方位的创新

理念和创新性的探索改革遥 以国家级尧省级特色小

镇为抓手袁重点做好相应县的扩权工作遥 继续推进

野扩权强县冶有助于特色文化小镇的创新生态的营

造袁有助于提高特色文化小镇的建设效率遥 渊2冤落
实以县级政府为特色文化小镇培育的行政主体遥
特色文化小镇的建设多依托特色文化资源的开发

和利用袁而县级政府是稳定的行政层级袁县级政府

应成为特色文化小镇培育的行政主体袁权责一致遥
渊3冤以特色文化小镇培育为载体推进野强镇扩权冶遥
目前对于镇级基层组织的权利下放仍然处于探索

阶段袁还未进行明确的深化改革遥 特色文化小镇在

特色产业发展尧城镇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尧人居环境

优化尧 文化内涵体现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发展实力

和良好的发展前景遥 我们应以特色文化小镇为依

托袁积极推进野强镇扩权冶袁从授权形式的法制化尧
加强权利监督机制设计等方面重点发力袁 以提升

小镇管理效率遥
同时袁我们应做好制度设计与落实袁确保正式

制度落到实处遥 我们要继续深入调研袁争取更多的

利益方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袁增强政策的科学性尧
有效性尧可操作性袁提升政策执行质量尧政策服务

质量袁职责明确袁确保正向激励措施清晰袁负面清

单明朗袁保证好的政策落实到位遥 同时袁根据现有

政策的不足袁加快制定实践性强尧可操作性强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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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oriented Development Mechanism and Practice of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Towns

LIU Ya-li1, JI Fen-ye2

(1.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ebei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Hebei Administration College), Shi鄄
jiazhuang, Hebei, 050064; 2.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Hebei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Hebei Administra鄄

tion College), Shijiazhuang, Hebei, 050064)
Abstract: Insufficient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towns.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on ecosystem and enhancement of innovation ability is the main goal for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towns.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of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towns includes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subjects, improvement of innovation chains, and formation of innovation diffusion mechanism. The 野Grain
Painting Town冶 in Handan of Hebei province has accumulated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breaking through innovation
constraints and creating an innovation environment. Its successful experience shows that in construction of a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town we should give a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characteristic performances and explore the market potential of
characteristic handicrafts to strengthe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industry, establish an
ecological chain of operation, management and innovation which involves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social forces,
foster an innovation ecology of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by breaking the restric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dex and
connecting the government with enterprises and social forces, establish correct incentive concepts and a mechanism for
the use and feedback of funds to cultivate an innovation ecology for funding and land policies, attach importance to
cultivation of a favorable moral atmosphere and cultural attraction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town, and continue to
promote top design, work out good systems and effectively put them into practice.

Key words: innovation -oriented;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towns; development mechanism; development practice;
innovation ecosystem

项文件袁如叶特色文化小镇申报指导意见曳尧叶特色

文化小镇评价指标体系曳等袁加快出台特色文化小

镇综合管理的实施细则袁在公共设施尧产业配套尧
资源开发利用尧 人文和生态建设等方面提出更具

体和全面的要求袁杜绝造镇运动和变相圈地行为袁
保障小镇的建设质量和效率遥 实施不定期巡检尧公
示制度及第三方监管袁规范特色文化小镇建设遥

注院
淤 本部分是笔者参与撰写的由祁述裕教授主持的野文化

产业对接特色小镇建设冶项目的部分内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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