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４１卷　第１期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Ｖｏｌ．４１　Ｎｏ．１　　

　　　２０２０年１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ｓ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Ｊａｎ．２０２０　　　

管理学 ＤＯＩ：１０．１３４３８／ｊ．ｃｎｋｉ．ｊｄｘｂ．２０２０．０１．０１３

旅游特色小镇同质化困境及其破解
———以云贵川地区为例＊

熊正贤１，２

（１．长江师范学院 武陵山区特色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中心，重庆４０８１００；

２．长江师范学院 武陵山片区绿色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重庆４０８１００）

摘　要：资源禀赋依赖、规划团队依赖、行 政 过 度 干 预、社 会 资 本 介 入 等 原 因，导 致 旅 游 特 色 小 镇 的 同 质 化 现

象已经普遍存在。云贵川地区旅游类特色小镇比重较大，同质化现象比较明显，但同质化竞争未必导致效 率

低下。大理喜洲以建筑抢眼，靠文化制 胜；千 户 苗 寨 以 业 态 完 整，靠 规 模 制 胜；洛 带 古 镇 以 历 史 厚 重，靠 创 意

制胜的建设经验验证了特色小镇的“个性生存”法则。基于此，提出三点建议：一是科学设计“适度距离”，优化

特色小镇的空间布局；二是建立“跨省对话”机制，预防同质竞争于“未然”；三是规范设计“门槛条件”，使特 色

小镇级别与禀赋级别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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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特色小镇作为我国新型城镇 建 设 的

创新模式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推手，在风靡全国的

同时，开始显现 “千 镇 一 面”的 同 质 化 现 象，如 规

划设计相互模仿，“产业产品”如出一辙，开发项目

重复建设等现象开始涌现，由此导致特色小镇建

设效益低下，产能过剩。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了国

家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

长刘志峰指出特色小镇建设需要降降温，重复、交
叉、同质化 问 题 比 较 严 重［１］。２０１８年９月，国 家

发改委下发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建立

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高质量发展机制的通知》

提出特色小镇将采用创建达标制，由“多而广”向

“小而精”发展转变。
旅游特色小镇具有历史积淀性和发 展 惯 性，

其类型和资源禀赋多数是历史形成的或是自然积

淀起来的，相似的资源禀赋必然形成相似的特色

小镇，且短期内难以进行大的调整，其同质化弊病

具有不可回避性，但是同质化现象一定会导致效

率低下吗？从自然界的现象来看，银河系有数千

亿颗类似于太阳的恒星，太阳系有９大类地的行

星，他们在各自的轨道上正常运行，很少出现“越

轨”现象而影响其他天体的运行。从文化现象来

看，某些相同的民族文化由于两地之间恰当的距

离，以及所处的外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同，也
出现了“美美与共，各美其美”的共存格局。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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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表明：同质化现象不论是自然界还是社会界，
都是普遍存在的，同质化的两个事物未必不能“共
存”。那么共存的背后存在哪些科学规律呢？

国外学者针对同质化问题很少直接阐述其规

律，早期的理论多从差异化策略角度提出 对 策 建

议，Ｅ．Ｈ．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ｉｎ认为，差异化发展战略是企业

争夺 市 场 份 额 的 重 要 手 段，能 增 强 企 业 的 垄 断

力［２］。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Ｐｏｒｔｅｒ提出，企业要开发有差别

又有市场的产品，才能实现盈利［３］。近年来，有部

分学者从资源禀赋、文化特质角度探索同 质 化 问

题，如ＤＬＮＤ　Ｊｅｓｕｓ通过对土著社区旅游经济的观

察，认为旅游开发导致了社区的退化加剧，但文化

的同质化和大众化对土著文化的复兴和维系具有

价值［４］。Ｆ　Ｄｉｎｇ，Ｔ　Ｍａ认为随着旅游目的地规模

的增加，景区同质化现象导致目的地形象趋同和竞

争力下降，由于共同的文化背景、资源和环境，产品

同质化是普遍存在和不可避免的，同质化区域的发

展差异与开发强度有关。差异化发展要从总体规

划入手，综合考虑资源特征、类型、结构、分布和形

成［５］。国内学者对同质化的研究以旅游景区、旅游

文化为主，如周大鸣认为民族旅游的同质化现象有

三种情况，景区的同质化、旅游商品的同质化、族群

的同 质 化，并 提 出 以 文 化 多 样 性 破 解 同 质 化 倾

向［６］。李明瀚认为我国旅游小镇、温泉度假、旅游

纪念品等存在激烈的同质化竞争，主要原因是缺乏

专业人士和旅游开发经验，导致相互模仿［７］。谢正

发、郑志宏以重庆８１６三线军工特色小镇为例，从
同质化的规避和差异化的发展角度阐述军工文化

资源的独特性［８］。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对同质化问题关注较少，

现象的表述多于理论构建，经验总结多于问题剖

析。本文在系统梳理特色小镇同质化特征和形成

机理的基础上，以云南喜洲古镇、贵州西江千户苗

寨和四川洛带古镇为例进行对比分析，为我国特

色 小 镇 百 花 齐 放 的 发 展 提 供 理 论 遵 循 和 实 践

引导。

二、旅游特色小镇同质化的基本

特征

基于云贵川三省的系统调查，发现旅 游 特 色

小镇同质化的基本特征既有外在表象，也有内在

原因，形成机理上受到资源、规划、行政和资本等

多重约束。
（一）外在表象

从外在表象来看，特色小镇的同质化 现 象 表

现为四个方面。
表象一：旅游商品千篇一律。“吃”方面，多数

特色小镇没有开发出本地独特的饮食产品，部分

小镇有２～３种零零散散的本地特色小吃或本地

菜，更多的饮食商品是家常菜和普遍性的小吃，如
回锅肉、水煮鱼、辣子鸡丁、鱼香茄子、麻辣鸡块、
酸脆萝卜等。“住”方面，多数旅游类特色小镇以

重建、仿建为主，民俗旅馆较多，建筑风格雷同，除
了居住功能之外，本地文化符号的融入性较差，很
难给游客留下深刻印象。“行”方面，多数旅游特

色小 镇 交 通 方 式 简 陋，公 交 线 路 不 全，的 士 车 辆

少，面包车，黑的士成为主要交通工具。部分知名

度较高的 旅 游 类 特 色 小 镇 有 旅 游 观 光 车 和 游 览

车，但缺乏特色。“购”方面，旅游纪念品通常是规

模化生产，大众化品味，由工厂统一生产，然后分

发到各旅游景区，导致大面积的景区都是类似的

旅游商品，景区内的整条街都是类似的旅游纪念

品，让游 客 的 审 美 极 为 疲 倦。土 特 产 方 面，如 腊

肉、牛肉干、药材等带有地域特色的产品，由于“流
动性商贩”的存在，也逐步失去了地域标签，变成

了遍在性商品。
表象二：建筑风格千镇一面。有 历 史 文 化 背

景的特色小镇，热衷于青砖瓷瓦和仿古建筑，有民

族文化背景的特色小镇热衷于民族风格，重建吊

脚楼，修旧如旧，墙体统一格调，重新粉刷，真真假

假，让游客无所适从，毫无惊喜感。甚至有些店铺

门窗、墙壁、屋顶都是一种模式，店铺货架、牌匾也

一模一样，给人一种走错店的感觉，来也匆匆，去

也匆匆。
表象三：开发项目如出一辙。有 自 然 山 体 的

特色小镇热衷于建玻璃栈道，缆车等旅游项目，有
自然水体的特色小镇热衷于建漂流、泳池、垂钓等

项目，没有特色资源的地区，就仿建，重建古城、古
镇，制造步行商业街，做商业地产。“娱乐”项目方

面，歌吧、迪吧、酒吧林立，娱乐方式大同小异。让

人有“一叶知秋”“五岳归来不看山”的感觉。
表象四：经营模式如法炮制。多 数 特 色 小 镇

开发企业都不是做自己的本行，属于跨行经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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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汽 车 的，做 零 售 的，做 地 产 的 等 多 种 属 性 的 企

业，进入特色小镇领域后，没有成熟的经验，没有

专业技术团队，有些是为了拿地，有些是为了获取

税收减 免 优 惠 政 策。拿 到 特 色 小 镇 开 发 项 目 之

后，到处观摩学习，剽窃抄袭，短时间内就形成了

一套经营模式，最终导致大多数特色小镇的经营

模 式 和 盈 利 模 式 基 本 相 同，毫 无 创 意。如 图１
所示。

图１　旅游特色小镇同质化建设的基本特征

　　（二）形成机理

特色小镇同质化现象背后有其内在的形成机

理。四大制约因素促使同质化现象的形成，分别

是资源禀赋、规划团队、行政力量、社会资本。
一是资源禀赋依赖。资源禀赋是特色小镇形

成的基础，有些特色小镇依靠深厚的历史文化，有
些特色小镇依靠鲜明的民族文化，有些特色小镇

依靠良好的自然资源、有些特色小镇依靠原有的

产业园区基础。这些资源禀赋在特色小镇申请时

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建设过程中也会导致发

展惯性和路径依赖，对后续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尤其是排他性不强，独特性不足的资源禀赋很容

易被观摩学习和模仿（如民族文化，公共文化遗产

资源，农产品等），这成了特色小镇同质化现象的

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创新团队依赖。开发设计是特色小镇的

灵魂，规划团队的创新性是关键，有些规划团队每

年手中的规划项目数十个，创新团队成员寥寥几

人，或是服务外包，或是拉郎配完成任务，创新供

给严重不足，于是采取“依葫芦画瓢”的方式，将国

外的开发模式照搬照抄用在国内的特色小镇之中

去，将发达地区的模式用在西部欠发达地区中去，
将Ａ省的模式套在Ｂ省的特色小镇之中去，结果

是同一模式遍地开花，同质化成必然。无独有偶，
地方政府在选择设计团队时，陷入“拥挤餐馆”陷

阱（吃饭拥挤的地方就是味道好的地方），往往选

择居“庙堂之高”的大学或科研院所，“高、大、上”

几乎成必然选择，而忽略了地方性本土人才的使

用，导致规划设计偏离实际、偏离本土、偏离特色。
三是行政过度干预。行政力量的干预导致特

色小镇的规划设计和建设风格成为“个人喜好”的
产物，西部地区的特色小镇基本上属于政府主导

建设模式，资金投入、建设风格、政策倾斜、项目设

计都离不开关键领导的决策，这些干预的思维来

自他 们 的 个 人 素 养、或 观 摩 学 习 后 的 感 悟，或 者

“拍脑袋”行为，而真正懂行又具有创新性的领导

毕竟是少数，在任期政绩的驱使下，难免会形成过

度干预，比 速 度、比 数 量、比 规 模，而 忽 略 发 展 质

量，最终导致与其他特色小镇重复建设，陷入同质

化发展陷阱。
四是社会资本介入。社会资本是特色小镇建

设的主要驱动力，但是“圈地”“圈利”型开发企业

是多数，或为商业地产而来，或为优惠政策而来，
他们的目的是“逐利”。由于开发新的项目要花费

巨资，尤其创新性项目需要承担巨大风险，因此，
这些企业一旦接下特色小镇开发重任之后，往往

会选择成熟稳妥的建设和经营模式，实现稳步盈

利，很少有企业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去创新。部

分开发公司信息灵通，通过低价方式和特惠招商

进来之后，基本不投资，坐地观望，等待被政府赎

回，或等待被其他企业收购，留下陈旧的基建、破

烂的道路、淘汰的项目给后来者，玩“金蝉脱壳”，
给特色小镇带来“一地鸡毛”。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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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特色小镇同质化的形成机理

三、云 贵 川 旅 游 特 色 小 镇 的“个

性生存”法则

（一）云贵川旅游特色小镇总体概况

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共计入 选 第 一 批、第 二

批国家级特色小镇４８个，入选国家体育总局的体

育特色小镇１０个，其中以旅游、文创、康养、体育

运动 等 为 主 导 产 业 的 特 色 小 镇３４个，占 总 数 的

５８．６％，此外，还 有 不 少 以 观 光 农 业，休 闲 农 业 为

重要支撑的特色小镇，如遵义市湄潭县永兴镇以

茶叶生产和销售主导，但也在加强开发茶叶观光

旅游产业，一些小镇以特色农业加工业为主导，但
旅游融合趋势比较明显，如遵义茅台镇。由此可

见，云贵川地区特色小镇旅游化和泛旅游化趋势

明显，见表１。
表１　云贵川国家级旅游特色小镇基本情况

地区 特色小镇名称 特色小镇产业类型 特色小镇级别

云
南
省

１红河州建水县西庄镇 旅游、特色农业

２大理州大理市喜洲镇 旅游

３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仑镇 旅游

４保山市隆阳区潞江镇 旅游

５保山市腾冲市和顺镇 旅游

６楚雄州姚安县光禄镇 旅游、有机蔬菜

７大理州剑川县沙溪镇 旅游与特色农业

８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建塘体育休闲小镇 休闲旅游与体育运动

９红河州弥勒市可邑运动休闲特色小镇 休闲旅游与体育运动

１０曲靖市马龙县旧县高原运动休闲特色小镇 休闲旅游与体育运动

１１昆明市安宁市温泉国际网球小镇 休闲旅游与体育运动

国家 住 建 部 公 布 的 国
家 特 色 小 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国家 体 育 总 局 公 布 的
首 批 体 育 特 色 小 镇
（２０１７）

四
川
省

１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 旅游与文创产业

２攀枝花市盐边县红格镇 康养与旅游产业

３宜宾市翠屏区李庄镇 旅游

４雅安市雨城区多营镇 藏茶文创产业

５阿坝州汶川县水磨镇 旅游

６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 文化旅游产业

７自贡市自流井区仲权镇 彩灯文创和旅游

８眉山市洪雅县柳江镇 休闲度假与旅游

９甘孜州稻城县香格里拉镇 旅游

１０绵阳市江油市青莲镇 旅游与休闲养老

１１达州市渠县龙潭乡賨人谷运动休闲特色小镇 休闲旅游与体育运动

１２广元市朝天区曾家镇运动休闲特色小镇 休闲旅游与体育运动

１３德阳市罗江县白马关运动休闲特色小镇 休闲旅游与体育运动

１４内江市市中区永安镇尚腾新村运动休闲特色小镇 休闲旅游与体育运动

国家 住 建 部 公 布 的 国
家 特 色 小 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国家 体 育 总 局 公 布 的
首 批 体 育 特 色 小 镇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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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地区 特色小镇名称 特色小镇产业类型 特色小镇级别

贵
州
省

１安顺市西秀区旧州镇 旅游

２黔东南州雷山县西江镇 旅游与文创产业

３铜仁市万山区万山镇 旅游与文创产业

４黔西南州贞丰县者相镇 旅游

５黔东南州黎平县肇兴镇 旅游

６安顺市镇宁县黄果树镇 旅游、蜡染产业

１１贵阳市花溪区青岩镇 旅游

８遵义市正安县中观镇户外体育运动休闲特色小镇 休闲旅游与体育运动

９黔西南州贞丰县三岔河运动休闲特色小镇 休闲旅游与体育运动

国家 住 建 部 公 布 的 国
家 特 色 小 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国家 体 育 总 局 公 布 的
首 批 体 育 特 色 小 镇
（２０１７）

　注：根据国家住建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特色小镇名单整理，产业类型根据作者调查走访及地方政府官方提供资料整理。

　　（二）同质竞争背景下云贵川典型旅游特色小

镇的制胜法则

西南地区的国家级特色小镇中，旅游 类 特 色

小镇所占比重最高，但同质化现象也明显存在，本
文从云贵川三省各选取一个典型的旅游型特色小

镇，分别是云南的大理喜洲、贵州的西江镇和四川

的洛带古镇。上述三个特色小镇都以旅游为主导

产业入选了第一批或第二批国家特色小镇，它们

在商业模式、旅游产业链方面具有很强的相似性，
但它们在文化内核、建筑风格、产业业态方面又具

有各自的“个性”特征，见表２。从实践来看，这三

个旅游型特色小镇都很成功，社会知名度都较高，
属于国内知名旅游目的地。下面从“个性”特征和

“生存法则”方面归纳其原因。
表２　大理喜洲、西江千户苗寨、洛带古镇的个性比较

大理喜洲 西江千户苗寨 洛带古镇

文化
内核

历史文化：南诏大理国文化
商帮文化：蜀滇缅印古道文化
白族文化：白族风情与工艺文化

村寨文化：苗族村寨群
苗族文化：服饰、习俗
工艺文化：银饰，蜡染

历史文化：会馆祠堂
客家文化：客家迁徙
艺术文化：文化创意

建筑
风格

白族传 统 建 筑 风 格，如“三 坊 一 照
壁”“四 合 五 天 井”等 建 筑 随 处
可见。

苗寨建筑群，吊 脚 楼，青 石 板，穿 斗
式木结构房屋，依山傍水。

四大会馆、客 家 博 物 馆 和 客 家 公
园、清代建筑群。

产业
业态

旅游休闲，业 态 比 较 丰 满。特 色 项
目有严 家 大 院，三 道 茶 表 演，四 方
街等。饮食有 喜 洲 粑 粑，玫 瑰 酿 和
桃花酿等。各 种 商 贩、个 体 户 人 数
众多，商业氛围浓厚。

旅游门票、客 栈 住 宿、餐 饮、演 艺 节
目、银饰、蜡 染 等。商 贩 云 集，个 体
户众多，众产业呈融合态势。

古 镇 观 光、客 家 建 筑 大 观 园、文
创企 业、文 创 品 商 店、民 宿 客 栈、
文艺名家名 人 工 作 室 等，商 务 会
展博览产业等。

　注：根据作者的调查和各特色小镇的内部资料整理。

　　１．大理喜洲：建筑抢眼，文化制胜

云南省大理喜洲古镇是第一批国家级特色小

镇，地处云南大理北部，是我国最为典型的白族历

史文化名镇，也是云南省著名的侨乡之一，人口６
万多，白族人 口 占９０％以 上，是 以 白 族 为 主 体 的

民族类型建制镇。大理喜洲于２０１６年入 选 第 一

批国家特色小镇，也是云南省重点打造的一流特

色小镇。２０１７年，大理喜洲古镇农村经济收入达

５２亿元，接待 国 内 外 游 客３４４万 人 次，旅 游 收 入

达到２亿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１４　８６２元。
大理喜洲在众多古镇中脱颖而出，其“个性生

存”法则有两个：一是白族建筑风格抢眼，大理喜

洲的民居建筑保存完整，与周边自然环境浑然一

体，街巷空间感很强，生活气息浓厚。清 朝 末 年，
喜洲工商业的繁荣发展带来了外来文化的融入，
建筑文化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建筑风格，喜洲古镇

的建筑以古建筑院落和白族传统风格为主，典型

代表有“四合五天井”和“三坊一照壁”。二是白族

文化制胜。典型文化有南诏大理国历史文化，蜀

滇缅印古道文化商帮文化以及白族习俗与工艺文

化。大理喜洲是唐代南诏故都，是南诏时期的十

睑之一，具有深厚的南诏历史文化。西汉时期，蜀
滇地区开通了一条对外商道，即从四川通往印度

的古道，历史上称为“蜀身毒道”“蜀滇缅印古道”，
学术界将其称为“西南陆上丝绸之路”。从四川开

始，经过昆 明、大 理，至 腾 冲，经 缅 甸、印 度，阿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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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直至地中海地区。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喜洲商帮

有鹤庆祥、永昌祥、复春和和鸿兴源等１００多家，
有行商２００多家，商帮文化极为活跃。白 族 人 的

雕刻技术和绘画艺术历史久远，名扬中外，习俗方

面的婚丧嫁娶，节庆习俗文化特色鲜明，“三道茶”
是其特有的待客礼节。最为重要的是，在金庸的

笔下，“大理国”的印象家喻户晓，这为大理喜洲的

文化穿透和传播增添了底色，很多游客慕名前往，
只为一睹南诏大理国故都的风采。白族独特的建

筑风格和白族风情又以大理喜洲尤为典型，让人

有一种“了解白族，必去喜洲”的感觉。基于此，以
自然风貌、建筑风格、白族风情、文化风味为基础，
形成集旅游休闲、观光、饮食、娱乐、住宿于一体的

旅游产业链就水到渠成了。

２．千户苗寨：业态完整，规模制胜

贵州千户苗寨是第一批国家级特色 小 镇，位

于黔东南州雷山县西江镇境内，全寨９９．５％的居

民为苗族，由东引、也通、平寨、南 贵、养 嵩、羊 排、
欧嘎、也东八个自然苗寨组成，区域面积５平方公

里。２０１７年，西江苗寨参与各种旅游就业的村民

超过１０００人，西江苗寨从事旅游经营的农户家庭

超过５００户，苗寨内居民人均年收入达到２　２　１００
元，户均收入 达 到８　６　１９０元［９］，真 正 意 义 上 实 现

家家户户脱贫致富。
千户苗寨不是我国苗寨村寨的唯一 代 表，全

国范围内，类似的苗寨数量很多，但最为知名的，
旅游开 发 最 为 成 功 的 当 属 千 户 苗 寨。归 纳 其 原

因，有以下几点制胜法宝：一是业态完整。千户苗

寨拥有优美的自然风景、典型的苗族文化、独特的

苗族 建 筑、成 熟 的 文 化 展 示 项 目 等，景 区 山 清 水

秀，空气清爽，景区内的文化旅游项目非常丰富。
苗寨有苗族飞歌、银饰制作技艺展示、苗族酿酒技

艺展示、苗族蜡染技艺展示、苗族刺绣技艺展示、
苗族农耕文化参观、农民画家体验、苗族文化博物

馆、祈福体验仪式、苗族原生态歌舞表演、苗族生

态芦笙舞蹈表演、苗族情歌对唱、斗鸟、鱼酱酸制

作工艺与讲解、苗族狩猎文化及腊肉制作工艺讲

解等２８个项目，让游客目不暇接。此外，景 区 内

商户云集，全国各地的中小企业，个体商户车水马

龙，汇 集 在 千 户 苗 寨，本 地 居 民 返 乡 创 业 热 情 高

涨、邻近居民进寨务工人数逐年增加，演艺表演、
特色饮食、客栈住宿、特产销售、工艺制作、照相摄

影等产业业态非常成熟而丰满。二是规模制胜。
千户苗寨赖以成名的法宝是其“苗寨规模”，全国

各地零零散散的苗族村寨不计其数，湖南、湖北、
重庆和贵州东北部，贵州东南、黔南和广西北部、
四川、云南和广西西部都有苗寨村寨的分布，甚至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也有苗族聚落的分

布，但连片的苗族建筑群达到１０００户以上规模的

只有西江苗寨，而且其中大多数还是原存建筑体，
这是任何其他苗寨无法比拟的，这给游客带来无

比震撼的心理冲击和视觉感知，因此，我国知名学

者余秋雨 先 生 赞 誉 道：“看 西 江 而 知 天 下 苗 寨”。
无与伦比的苗寨规模，丰富多彩的苗族文化展示

项目，加上成熟丰满的文化旅游业态，成就了千户

苗寨“人有我全，人小我大”的旅游开发模式。

３．洛带古镇：历史厚重，创意制胜

四川洛带古镇是第二批国家特色小 镇，位 于

成都市龙泉驿区境内，是国家４Ａ级旅游景区、全

国首批特色小镇。全镇面积４３平方公里，城镇规

划区１２．３６平方公里，建成区３平方公里；常住人

口５万 人，户 籍 人 口２．９万 人、其 中９０％为 客 家

人。国家领导人贾庆林、李长春、贺国强等同志先

后视察洛带镇并给予肯定。近年来，洛带镇年均

接待游客５００余万人次，近３年实现旅游收入３１
亿元、文创收入７亿元，实现新增就业５０００余人，
农村就业人口占全镇就业人口的４０％以上，旅游

就业带动效果良好（根据洛带镇人民政府提供的

资料整理）。
洛带镇的成功之道主要体现在两个 方 面：一

是历史文化有厚重感，且展示较为充分。洛带汉

时成街、三国兴市，唐宋有关典籍中正式出现洛带

镇名称，千 年 未 更 名，“一 街 七 巷 子”格 局 千 年 未

变。拥有宋真宗赐名“瑞应禅院”———千年燃灯古

寺等古建筑，是成渝古商道桥头堡，自古为巴蜀名

镇，文脉 传 承 千 年。洛 带 是“西 部 客 家 第 一 镇”，

１６８６年，康熙颁诏，客家人“湖广填川”迁徙洛带，
形成客家文化特色。拥有明清客家建筑群５０余

万平方米，国家级文保单位四大会馆享誉全国，客
家祠堂近５０个，客家文化博物馆１２个，客家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１１项，客家古村落２个，本地居

民至今保持客家乡音。二是洛带镇以创意制胜，
并不断 创 新 发 展。洛 带 是 国 家 文 化 产 业 示 范 基

地。先后引进社会资金４５亿元，吸引５００余家文

８２１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４１卷



创企业、文创品商店、民宿客栈等，集聚，吸引赵树

桐、张修竹等２０余名文艺名家名人工作室落户，
初步形成文化产品研发、制造、体验、消费产业链。
近三年来，第三届中国汽车财经论坛、全国科研类

飞行器挑战赛、中法（成都）生态园国际合作投资

推介会等近百场商务会展博览活动相继在洛带举

办。２０１７年８月，首届中国（西部）特色小镇创新

发展论坛在洛带举行，不知不觉中，洛带成为了成

都近郊商务会展博览的首选地。站在深厚历史文

化的肩膀上，增添文化创意的翅膀，洛带镇充分展

现了自身魅力和发展潜力，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创

意相结合的特色小镇代表。

四、结论与启示

从经济学角度，只有一个特色小镇存 在 的 区

域会形成垄断，导致效率低下，而多个同质性特色

小镇存在的区域会导致激烈竞争，甚至恶性竞争，
也会导致效 率 低 下，因 此，“度”的 把 握 就 非 常 关

键。本文在大量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

特色小镇同质化的表象形式和形成机理，认为旅

游特色小镇同质化竞争不可避免，但只要能满足

以下条件，它们就可能“共存”：一是空间距离的控

制，各特色小镇的“有效辐射”空间要保持足够大，
否则就会导致交叉重叠，恶性竞争。根据国家发

改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规划，到２０２０年，我国

将培育１０００个国家级特色小镇，在目前我国已经

公布的４０３个特色小镇中，旅游发展和历史文化

型特色小镇占比超过了５０％，按 此 比 例，到２０２０
年，我国旅游文化类特色小镇数量将达到５００个

以上，用我国国土面积除以特色小镇个数，并假设

小镇以圆为方式向外辐射，每个国家级特色小镇

辐射周边区域约１．９万公里，辐射半径 为７８０公

里，才不会出现空间重叠。前述的大理喜洲、千户

苗寨和洛带古镇之间的距离也验证了各小镇之间

空间距离的重要性；二是“个性魅力”是旅游特色

小镇的第一生存法则。个性魅力的展示类似于无

线电的“发射频率”，两个相似的特色小镇对外辐

射一定要“调频”，不然就会相互干扰。如果“同”
不能避免，那么“异”就必须要突出。

从提高“存活率”的角度，同质化背景下旅游

特色小镇建设可做如下改进：

一是科学设计“适度距离”，优化特色小镇的

空间布局。距离间隔是有效缓解旅游特色小镇同

质化问题的有效方法，因此，各级各类旅游特色小

镇应遵循科学的空间布局。比如相邻的两个国家

级旅游特色小镇的空间布局，应科学地计算游客

流量 和 小 镇 的 空 间 范 围，用 距 离 调 节 同 质 竞 争。
虽然当前国家第一批、第二批国家级特色小镇已

经公布，但后续的第三批、第四批国家级特色小镇

尽可能遵循这个原则进行宏观把握、审核和批准。
全国省级以上旅游特色小镇数以千计，也应该科

学计算间隔距离和“辐射半径”，并严格审批、考察

与立 项，形 成 一 种 空 间 上 错 落 有 致，同 质 而 不 重

复，相似而不相同的发展格局。
二是建立“跨省对话”机制，预 防 同 质 竞 争 于

“未然”。缺乏足够的信息沟通是导致同质竞争的

重要原因，尤其是涉及到跨省区情况下，各特色小

镇建设与申报单位往往缺乏沟通，彼此信 息 不 对

称。等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之后，“沉淀成本”
高昂，撤出来的代价太高，重复建设与同质化格局

也就无法回避了。因此，相邻省区的城乡建委、发
改委等部门可以建立定期“跨省对话”机制，或委

托，或自筹组织半官方性质的“特色小镇”研讨会，
邀请相关领域的设计公司、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地
方职能部门等参加，定期释放项目建设信息，从源

头上规避同质化项目的立项，防患于未然。
三是规范设计“门槛条件”，特色小镇级别与

禀赋级 别 对 号 入 座。特 色 小 镇 同 质 化 现 象 的 出

现，很大一个原因在于“管理混乱”和“门槛缺失”。
目前我国特色小镇有四个鲜明的层次，第一层次

是国家住 房 与 城 乡 建 设 部 发 布 的 国 家 级 特 色 小

镇，全国有４０３个；第二层次是国家林业局、农业

部、体育总局等部委发布的特色小镇，数量过百；
第三层次是各省（区，市）发布的省级特色小镇，数
量过千；第四层次是各地区在建和筹建的特色小

镇，数量庞大。第一层次与第二层次属于国家级

水平，显示度高，社会影响力大，第三层次属于省

级水平，在省内具有显示度，第四层次属于地方性

水平，部分具有申请省级和国家级的潜力。资源

特色是特色小镇发展的“底牌”，在“千军万马过独

木桥”的背景下，一些地方没有资源禀赋，但无中

生有，强行建设和申请高级别旅游特色小镇；一些

地方只有三分资源，却要做成七分，越级申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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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类型。这些情况的出现必然导致真假特色小

镇鱼目混珠。因此，应建立一种 “门槛条件”和对

应机制，比如某地要申请旅游特色小镇，首先要做

资源评估。申请地厅级特色小镇，需要有地厅级

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自然遗产；要申请省级旅

游特色小镇，要求有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或

自然遗产（或其他相应省级资源称号）；申请国家

级特色小镇，要求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自

然遗产等，这样才能保证特色小镇后续建设有潜

力、有特色、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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