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现代化视角下的西咸新区新型城镇化之路 

西咸新区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这个村子未被拆掉，而是在村子的其中

两面构建了一些新建筑与景观，对外塑造以“茯茶”为主题的旅游小镇形象。

同时每家每户在政府支持下改善外立面和院落，并进行一定培训，发展茯茶产

业和餐饮业，实现家门口创业。这是西咸新区众多优美小镇的一个。根据规划，

未来 5 年内西咸新区将建成 35 个优美小镇。作为一种特殊的集聚人口和产业

的空间，优美小镇在城乡一体化、新兴产业孵化、优化城市格局等方面，展现

了巨大的价值。 

西咸新区所提出并实践的优美小镇可谓与全国范围内方兴未艾的特色小

镇建设一脉相承，是国家级新区西咸新区“创新城市发展方式”的具体实践之

一。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发展模式的有益探索”，而且符合城市营

造中对地域历史人文价值的空间化、体验化和产业化的诉求，亦是对“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一城镇化理念的践行。当然，在发展过程中，

考虑到所涉各方利益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对这一发展模式的效果观察，也需放

在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下来看。 

1、创新城市发展方式的核心任务之一 

茯茶镇占地约 1300 亩，包括茯茶文化产业园、商业展示区、优美小镇及

双赵村商业改造四部分。2015 年 9 月前，完成一期 158 户的提升改造，并对

外开放，形成“家家户户有产业”的经营格局，基本形成了茯茶文化、关中民

俗文化、关中生活文化为一体的旅游小镇。 

茯茶小镇的目标是，成为国内一流的集茯茶、茯茶文化衍生品研发、文化

展示、旅游体验和城乡统筹为一体的综合性园区。倘若以旅游的视角来审视茯

茶镇，它目前还过于粗糙，和一些已经闻名天下的旅游小镇一比，其面貌和业

态尚显初级。但这不妨碍它对西安市民所具有的强大吸引力：2015 年国庆，

距离开园不到一个月，每日游客量就超过了 15 万人次。茯茶镇只是西咸新区

建成、在规划建设的众多小镇中的一个。 

2、一个优美小镇就是一个社区 



西咸新区建设的众多优美小镇之中，尽管在类型、产业等角度各有不同，

但其特征却是一致的。同时，这些特征也同样适用于全国多数地方大力发展的

特色小镇。具体如下： 

首先，优美小镇不是建制乡镇。优美小镇是以产业为核心，以项目为载体，

将产业、城市、生态人居相融合的一个特定区域。无论是泾河新城茯茶镇这类

民俗小镇，还是沣西新城的智慧学镇，抑或是空港新城的花园小镇，虽然在空

间形态上具备小镇的模样，但都不是建制镇，不设置乡镇一级政府，更没有镇

长的角色。 

其次，优美小镇是一个社区。优美小镇不是产业园区，和生态旅游度假区

等概念也不同。优美小镇是一个产、城、人一体的空间，符合产城一体、生态

宜居的理念。因此，优美小镇本身必须具备一定数量的常住居民，他们一部分

在小镇的产业里获得就业，另外一部分则生活在小镇里，但可能工作在其他地

方。与此相对应，在管理上，优美小镇未来更有可能的治理模式是社区自治。

例如在空港新城的花园小镇，几个村集聚到一个大型的居住社区里，原本农村

的村民自治模式，在这个社区里很有可能变成小镇居民自治。 

第三，优美小镇是嵌入式发展的。特色小镇应该依托于城市，以其所具有

的一种或者多种功能，嵌入到区域或城市的总体发展进程当中。例如，旅游、

居住等功能，都要依托城市的人群。其相关的产业，也要嵌入到城市的产业链

条之中。 

第四，优美小镇具有产业功能，一般需发展或塑造一种或多种主打产业，

且以新兴产业为主。在西咸新区四类小镇中，除了政府主导的安置型宜居小镇

没有鲜明的产业属性之外（其实它也能发展相应的工商业），其余三类都具有

明确的产业属性要求。而在未来 5 年西咸新区要建设的 35 个优美小镇中，后

三种类型的小镇共有 29 个，占了绝大比例。例如茯茶镇是以茯茶为核心的加

工、销售、展览等为主打产业。 

第五，要有特色。优美小镇的“特”可以来自其产业，也可以来自历史人

文、非物质文化遗产、河流、建筑，也可以来自入驻的某个企业或机构等等。

例如：茯茶之于茯茶镇、城堡之于酒庄小镇、科研之于智慧学镇等。 



第六，和城市的公共服务均等化。虽然是小镇，但城市的公共服务应该延

伸到小镇，让小镇居民也能享受到城市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在空港

新城花园小镇，居住小区里设置了社区服务中心、医疗中心、幼儿园、小学、

中心广场等基础设施。 

3、让点状布局的市镇体系得以实现 

西咸新区提出“大开大合”的城市发展理念，即开敞的田园，紧凑的城市。

那也意味着，西咸新区的发展就不可能是“摊大饼”式的对外扩散。简单地说，

在紧凑城区之外，辅以优美小镇，将分解城市的人口压力，但由于优美小镇的

人口量不会很庞大，亦不至于构成交通的压力。 

优美小镇利用原有山川河流、大遗址保护区和基本农田构建城市绿色基底，

分布在核心板块外围，点缀在开阔的绿色田园生态区，能够彰显田园特色、优

美宜居及形成特色产业的市民社区。 

4、诠释了“记得住乡愁”的城镇化理念 

中国城镇化进程当中，农民利益的保护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方塘智库

在此前的文章里指出中国城镇化存在的两种极端现象：“一种是在农村被城镇

化的农民，其土地被征用后成为市民，但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没有解决；另一

种是在城市中大量的农民工虽然在城市就业，但他们的身份、生活、社保、住

房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并没有分享到城市发展的成果。” 

这种进退失据的困境，简单说就是，进了城当工人的农民，成不了市民；

被“上楼”的失地农民，虽然是市民了，但就业没保障。 

优美小镇不仅在空间上集聚了人口，促进了土地的集约利用，而且通过发

展相关产业，较好地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接轨城市的教育、医疗、养老

等公共服务，促成就地城镇化。 

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课题组点评：近年来，在全国范围之内，特色小镇在

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由乡到城转变的意义越来越被重

视，各地在建设小城镇的探索不断深入，尤其是在特色小镇的人口规模、面积、

产业和业态培育、商业布局等层面，进行了具有价值的探索，这便是西咸新区



优美小镇的建设背景之一。虽然在概念上，优美小镇和特色小镇有所不同，就

其本质而言，都是在一个小镇的范围内，进行“产、城、人”的集聚。在此基

础上，各地又结合自身的发展阶段，赋予特色小镇一些不同的功能或价值。 

具体到西咸新区，其优美小镇正是结合其快速城镇化的进程，在功能上更

多地体现城乡统筹、解决农民就业、生态宜居等。当然，在一些核心板块上，

西咸新区亦布局了以科研等功能为主的智慧学镇。优美小镇的建设是一个综合

性的工程，牵涉到社会、产业、金融、农民就业、生态保护等方面。在西咸新

区层面，其价值被定义为：田园城市理念的重要体现；“核心板块、优美小镇、

自然村落”点状布局市镇体系的关键一环；产城一体、城乡一体的重要载体，

和解决农民就业、就地城镇化的重要平台，等等。 

在投资开发以及运营上应以市场化为主。西咸新区提出按照“政府引导、

社会投资、市场运作、村民自治”的原则来建设优美小镇。这就意味着在优美

小镇建设过程中，将鼓励社会企业和资本参与投入，同时，在运营管理过程中

也将引进市场化的运营机制，实现小镇治理的社会价值、公共价值和商业价值

的融合。 

通过各种培训，村民还有机会到附近的商务服务中心、机场和空港酒店里

就业。空港新城将这套保障制度总结为“现金+租金+股金+薪金+保障金”的“五

金”制度。加之，小镇内部的诸多配套，查光义他们已经能过上一种很接近城

市的生活，尽管现在这个花园小镇和以前的老村子相距仅几百米。同样的，泾

河新城的茯茶镇发展起来后，原来的农户就可以通过餐饮、住宿、零售等来获

得收入机会，很多外出打工的农户回到了家乡创业。西咸新区建设小镇的标准

是：是否有利于农民获益；是否有利于节约用地；是否有利于综合体现现代田

园城市核心理念；是否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这几个标准中，对农

民利益的保护摆在第一位。城镇化的过程中，并不意味着城市一定会吃掉农村，

也不意味着一定要大拆大建。西咸新区通过对原有村镇的基础设施配套提升、

公共环境整治、工商资本注入等，使农村公共服务基本达到城市水平，且不破

坏原有社会结构，尽量保留原有乡村风貌和乡村记忆，诠释了“看得见山、望

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