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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特色资源促进乡镇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四川彭州市为例

王 谋 1, 2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环境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 100732;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 100732)

摘要　介绍了中国乡镇发展缓慢的原因 ,提出了现阶段发展农村经济的途径。以四川彭州市为例 ,多角度分析了该市各乡镇的特色资
源 ,规划了乡镇产业集中发展区和特色产业经济区 ,并对优化县 (市 )域经济产业布局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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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农业税减免、粮食直补、农用生产资料补贴等政策

的实施 ,提高了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 ,也使广大农民获得

了切实的利益。农民的负担减轻了 ,但农村的发展依然缓

慢。有关资料显示 , 2004年 ,中国农村人口比重为 58. 2% ,农

业 GDP只占中国总 GDP的 15. 2%
[ 1 ]

; 2007年 ,农村人口比重

为 55. 3% ,农业 GDP占总 GDP的 11. 7% ,农业在国民经济

中的弱势地位依旧明显 [ 1 - 2 ] 。

农业、农村发展缓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内强外帮”

的角度分析 ,发展缓慢的原因可以大致归纳为两个方面 :一

是社会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外帮”作用还非常有限 ,工业反

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虽然在理论上受到全社会的广泛认

同 ,但实践不够 ,落实不到位 ,大量的资金、生产物资等并没

有实现向农业、农村的转移 ;二是农业、农村自身的“内强”能

力依然较弱 ,发展规划和资源开发工作有待深入。新农村建

设 ,需要以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经济作为支撑 ,这就要求更加

深入的分析形势 ,探索农业、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突破口。

1　农业产业化发展面临的问题

大量的研究表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可行

性、必要性、重要性 ,也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提出了反哺的方

式 ,这些研究无疑会推进全社会对反哺农业、农村问题的认

识 ,也为反哺行为提供了多学科的依据 [ 3 - 8 ] 。然而从实践来

看 ,农业、农村经济并没能获得大量反哺资源 ,走上快速产业

化的道路 ,尤其是在我国西部山区和丘陵地区。四川省 2005

年统计数据表明 ,全省农产品加工率仅为 10% ,而县域经济

体内 ,一般除了在县城附近能形成规模产业园区外 ,其他乡

镇很难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经济格局 [ 9 ] 。当前 ,我国农

业产业化发展面临 3个主要问题。

(1)工业自身发展不足 ,提供的反哺资源有限。我国工

业化进入了中期阶段 ,根据先行工业化国家中期阶段的一般

经验 ,到工业化后期 ,工业才开始反哺农业。所以 ,我国虽然

已跨入工业化中期阶段 ,但对农业的反哺能力仍然不足 ,并

未主动转移到工农业平行发展的轨道上来 [ 7 ] 。

(2)农业基础设施落后 ,工业进入困难。农业基础设施

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发展产业化农业、促进农业工

业化 ,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 ,农村

的能源供应、污水处理、交通设施、物资储运等基础设施建设

滞后 ,已成为制约大型工业企业进入县乡镇经济体的障碍。

(3)城市与农村对发展资源的争夺依然存在。目前 ,我

国的城市 ,尤其是中小城市发展程度普遍不高 ,与理论界倡

导的城市全面反哺农村不一致的是 ,城市与农村争夺发展资

源的问题依然存在 ,以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为例 , 2005年 ,我国

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至少有两万多亿元 ,而农村的

基础设施投资则只有两、三百亿元 [ 10 ] 。城市与农村发展 ,在

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矛盾 ,城市反哺农村所能提供的资源在

一定时期内将非常有限。

2　依托特色资源的农村经济发展分析

当反哺资源有限时 ,发展农村经济应更注重从“内强”着

手。经验表明 ,有限的资源通常易于流向更具规模或更具特

色的产业。在非县域中心城市的农村地区 ,很难产生能吸引

资金的产业化工、农业 ,而这部分地区的人口和面积通常占

整个县域经济体的 60%以上 ,在西部地区尤其明显。以彭州

市 (县级市 )为例 ,城关镇———天彭镇和致和镇是以工、贸为

主的城区 ,氵蒙阳镇是成都市确立的优先发展重点镇 , 3个镇

是各类型产业园区的聚集地 ,工业、商贸经济较发达 ,但 3镇

人口仅占全市人口的 38% ,其他的乡镇经济发展问题依然严

峻。在缺乏规模化产业经济的乡镇 ,更为现实的选择是发展

农村特色经济 ,避开竞争劣势 ,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 11 ] 。

特色产业来源于对特色资源的发掘和利用 ,也只有依托

特色资源发展的产业 ,才更具有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贵州省利用其光照柔和、湿度较大、适宜草药生长与中药材

种植的气候特征 ,依托中药材这一特色资源 ,有力地促进了

地方特色经济的发展 ;云南省充分利用中性、微酸性土壤夜

晚土表回潮 ,有利于烟株的生长发育 ,大力发展烟草工业 ,并

成为最具有地方特色的支柱产业和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 ;浙

江舟山利用其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使得舟山渔场成为我国

著名渔场 ,并形成规模化、公司化、生态化的全国养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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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 11 ] 。这些成功的案例 ,都建立在对特色资源的利用和开

发上。因此 ,一个非经济中心的资源型县市 ,应当明确它的

优势资源 ,以长项借力 ,发挥资源特色和优势。

3　县域产业发展规划———以彭州市为例

发展特色经济一定要因地制宜 ,量力而行 ,要用科学的

态度识别、发现、培育真正的农村特色经济 ,让农村特色经济

健康发展 [ 11 ] 。以四川省彭州市为例 ,该市位于青藏高原东

缘龙门山脉与成都平原的交界区 (图 1) ,其资源特征可从地

质学、地理学、生态学、资源经济学等方面进行分析。从自然

地理学角度分析 ,该市拥有平原、丘陵、山地等多种地貌类

型 ,具有多种气候、土壤和动植物资源 ;从经济地理学角度分

析 ,在一个行政区域内 ,拥有平、丘、山等经济类型 ,有条件形

成互补性的区域经济 ;从地质学角度分析 ,彭州伴随青藏高

原隆升、夷平等地质活动 ,形成了煤矿、铜矿等特色矿产资

源 ,更形成了世界性的推覆构造地质遗迹景观———葛仙山—

塘坝子飞来峰群 ,同样因为地质作用 ,在晚侏罗系砂岩岩层

风化成壤的土地上 ,培育出闻名全国的精品牡丹 ;从生态学

角度分析 ,彭州地处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两种生态类型的过

渡带 ,生物多样性较为丰富 ,过渡类型的生态系统具有更高

的抗干扰和抗风险能力。由于地处盆地和高原过渡带 ,彭州

具有丰沛的水资源、砂石资源和相对于其他平原区更高的环

境承载能力。这些特色资源可以为发展特色种植、养殖、旅

游和适度污染的工业等产业提供可持续开发、利用条件。

图 1　彭州市地貌及政区

F ig. 1　The landform and distr icts of Pengzhou C ity

　　为更好的利用特色资源 ,促进县 (市 )域经济的整体发

展 ,在理清特色资源情况之后 ,应进一步做好乡镇特色资源

和特色经济分析 ,并进行特色产业发展规划 ,对跨乡镇的特

色资源进行整合开发 ,促进特色经济发展由点及面 ,以规模

为支撑 ,延长产业链 ,逐步建立产品附加值高的特色产业集

中发展区。彭州市依据自身特点 ,针对乡镇的特色产业进行

发展规划 (图 2) ,主要从 3方面加以考虑。

3. 1　平原区　平原区主要分布于四川彭州市域南部和中南

部地区。区内地势平坦 ,交通方便。平原区正在逐步形成以

天彭、致和 (工业开发区 )、濛阳、丽春、桂花和隆丰镇石化基

地为主的化工、医药、建材、石化、制造业等工业体系和物流

体系 ,应通过相关产业园区的建设促进产业集群 ,进一步提

图 2　四川彭州市乡镇特色经济发展规划

F ig. 2　The development plan of town ship character istic economy of Pengzhou C ity in Sichuan

升工业体系的综合竞争力。

产业园区外的平原地区 ,利用易于进行土地整理开发的

优势 ,结合镇域特色经济 ,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家禽养殖

是九尺、三界、升平 3镇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其相关产业餐

饮业、食品加工业和羽绒制品业的发展也具备了一定规模。

上述 3镇在接受工业产业园区辐射的同时 ,可指导性的推进

养殖、食品加工、羽绒制品加工的产业链建设 ,并逐步实现产

业化。隆丰镇大蒜基地、桂花镇的经济林木基地、丽春镇蔬

菜和花木基地、升平镇兰花种植基地和三界镇莴笋基地建设

不仅应在面积和产能上形成规模 ,在新品种的研发和产品深

加工上也应逐步跟进 ,推动产业化发展。

3. 2　旅游资源集中区　彭州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不仅具

有纵深千米以上的高山峡谷 ,在九峰山、丹景山、塘坝子等地

还有风格独特的岩溶景观以及回龙温泉、白鹿森林公园、丹

景山牡丹、龙兴寺、阳平观、清真寺等自然和人文景观 ,更具

有世界级的推覆构造地质遗迹塘坝子—葛仙山飞来峰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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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坝子—葛仙山飞来峰群是在推覆构造、剥蚀夷平等地

质作用下形成的罕见地质遗迹 ,具有极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飞来峰体本身 ,大多由灰岩岩体构成 ,侵蚀和风化作用形成

的深切峡谷和溶洞等岩溶景观也非常发育 ,形成极具观光价

值的景观。应继续打造飞来峰、丹景山牡丹等特色景观 ,注

重开发特色旅游资源上下游产业 ,以旅游经济带动区域经济

发展 ,以优质服务、齐全的配套设施和不断更新的旅游产品

吸引游客 ,壮大旅游产业规模 ,发展区域经济。

3. 3　其他丘陵、山地区域　丘陵地区和不具备特色景观的

山地 (以下简称丘、山地区 ) ,通常被认为是地方经济发展的

软肋。彭州市拥有“六山一水三分坝 ”的自然格局 ,搞好丘、

山地经济发展 ,是市 (县 )域经济能否协调发展的关键。

丘、山地区要充分利用气候、土壤环境、生物和生态资

源、水热等特殊条件 ,形成具有资源优势的特色经济。通过

土地整理和发展规划等项目的实施 ,壮大特色经济的规模 ,

并逐渐实现产业化。白鹿、通济、磁峰等镇 ,具有药材种植

(黄莲等 )所需的良好气候和土壤条件 ,也形成了一定的种植

规模。以药材种植和药品加工为龙头 ,在品种选育、生产规

模、生产工艺等环节实现指导性调控 ,保证产品具有稳定的

生产规模和质量 ,并以规模和质量 ,吸引下游企业落户 ,形成

产业链。小渔洞、新兴两镇位于湔江上游 ,水质优良 ,水产养

殖业在两镇都具有多年历史 ,整合水产养殖资源 ,逐步发展

具有品牌的特色餐饮业 ,不但给乡镇经济提供了良好补充 ,

而且可以将其培育成为乡镇主导经济。通济、葛仙山、红岩

等镇 ,因海拔、气候条件适宜 ,食用菌种植较为普遍 ,而产品

开发和加工企业非常缺乏 ,以 3镇食用菌产量为依据 ,规划

建立食用菌产业发展集中区 ,加强产品研发 ,延长产业链 ,增

加产品附加值。丘、山地区特色经济的产业化开发 ,不仅有

助于工、农业协调发展 ,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更有利于丘、

山地区能在利用特色资源优势的基础上 ,走可持续发展之

路。

4　结语

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农业工业化、减少农业人

口、扩大农产品需求 [ 3 ] 。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还未

完全实现的情况下 ,如何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业产业化 ,是新

农村建设面临的普遍难题。科学地分析资源特征 ,结合实际 ,

对相邻并拥有同样特色资源的乡镇进行资源整合 ,提升农产

品规模 ,为工业加工提供充足的生产资料 ,以稳定的初级产

品生产量 ,吸引工业项目资金和技术 ,为农村特色资源的开

发和可持续利用创造条件 ,最终实现乡镇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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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长负责制 ,岗位目标责任制、教职工聘任制、教师结构工

资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 ,强化考核的力度 ,对不合格的

幼儿园限期整改 ,直至取消其办园资格。

3. 5　实现幼儿园城乡协调发展机制保障　农村幼儿园无论

在硬件上 ,还是在软件上与城市幼儿园都存在较大的差距。

要提高新农村幼儿园的办园层次 ,提高农村幼儿园的质量 ,

还需建立城乡幼儿园协调发展机制。所在市、县教育部门理

应充当“红娘”,出台城乡幼儿园“携手共建、和谐发展 ”战

略 ,为城乡幼儿园的“联姻”牵线搭桥 ,实现城市与农村幼儿

园的有效对接与共建。出台城乡幼儿园定期交流研讨制度、

城市幼儿园与农村幼儿园对口帮扶制度、城市幼儿园教师到

新农村幼儿园支教制度、农村幼儿教师到城市幼儿园实习进

修制度及农村幼儿园园长定期培训制度等 ,实现城乡幼儿园

建设的互动与发展。新农村幼儿园应在理念上跳出“农门”,

高攀“城门”,以现代的管理方式、科学的教育模式、较好的办

园条件 ,提高幼儿园的办学层次 ,缩短城乡幼儿园的办学距

离 ,使农村幼儿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幼儿园同等的教育 ,实现

城乡幼儿园的协调发展、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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