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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特色小镇作为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已成为国家和广西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但建设和发展特色小镇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基于资

金均衡、数量均衡与固定资产投入配比三种路径研究预测广西轻、重资产型特

色小镇建设，发现广西特色小镇建设的资金需求巨大。当前广西特色小镇建设

投融资程序繁琐、地方政府财政实力偏弱、融资渠道偏窄，特色小镇建设项目自

身收益性低、风险性大等，是广西特色小镇建设面临的主要投融资问题。广西

应做好顶层设计，科学界定政府职能，优化特色小镇投融资扶持政策，统筹整合

各级财政资源，加大银行等金融系统对特色小镇建设投融资的支持力度，构建

特色小镇建设项目多元投融资体系，以解决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资金

瓶颈问题，推动特色小镇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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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小镇”一词于２０１７年底亮相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在彰显特色小镇成为供给侧改革

的重要抓手的同时，肯定了特色小镇建设已成

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供需两侧发力的黄金结合

点。广西积极贯彻中央精神并持续发力推动自

治区特色小镇发展，２０１７年迅速出台了《广西

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培育广西特色

小镇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通知明

确，到２０２０年，要培育３０个左右全国特色小镇，

建设１００个左右自治区级特色小镇、建设２００个

左右市级特色小镇，激活２０００亿元以上固定资

产投资。但特色小镇建设任重道远，广西乃至全

国，资本短缺是阻碍快速发展的瓶颈。如何多渠

道、多形式利用金融资本助推特色小镇发展，是

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前金融助力特色小镇发展的问题也引起

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宋艳丽［１］认为，开发性金

融由于具有目标、功能、效率、手段等方面的特

性和优势，更能破解小城镇发展的资金瓶颈；宣

吉方等［２］认为，为贯彻特色小镇发展战略，中国

农业发展银行应创新体制，提高金融支持能力；

李涛［３］认为，特色小镇的基础设施项目可采取

政府采购、ＰＰＰ和资产证券化等融资模式，重大

项目可采用中长期贷款、投贷联动、融资租赁等

融资模式，特色小镇建设中的中小企业发展可

采用银行贷款、产业基金等融资模式；魏蓉蓉

等［４］对ＰＰＰ模式支持特色小镇发展进行了研

究，认为ＰＰＰ可以为特色小镇建设提供持续的

金融支持；袁军［５］提出应从完善金融体系、拓宽

融资渠道等方面加大金融助推特色小镇建设的

力度；万树等［６］认为，ＰＰＰ模式是助推特色小镇

发展的重要融资模式，但由于特色小镇经济发

展慢、金融市场程度低和地方财政自给力不足，

因而存在 ＰＰＰ融资风险，这就要求特色小镇、

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三方通力协作。

综上所述，关于金融助推广西特色小镇建

设，已有研究涉及开发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社

会性金融，但由于２０１６年国家才全面推行特色

小镇发展战略，因此研究金融助推特色小镇发

展的文献还比较少，且没有形成规模性和系统

性的研究；广西由于地处西南边陲，针对金融助

推广西特色小镇建设的研究就更少。建设特色

小镇是我国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

举措，研究金融助推广西特色小镇发展，将有助

于广西加快贯彻国家战略，推动新型城镇化发

展，实现以小城镇带动大发展的目标。鉴于此，

本文拟在研究特色小镇战略推进所带来的巨大

投融资需求和当前广西在这方面面临的问题的

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推动广西

特色小镇持续健康发展。

　　一、广西特色小镇发展现状

广西探索推进区域村镇建设较早。从

２０１０年底到现在，广西村镇建设经历了从特色

名镇名村、美丽广西乡村到如今的广西特色小

镇的发展过程。２０１７年出台的《意见》对广西

特色小镇做了明确界定。

１．目标与规划

广西在承袭浙江等发达地区特色小镇建设

标准的基础上，明确广西特色小镇是“相对独

立于城市中心区，具有明确产业定位、文化内

涵、旅游特征和一定社区功能的发展空间平

台”，小镇主要以“建制镇（乡）、产业园区、现代

农业核心示范区、特色旅游集聚区等”为载体，

分国家级、自治区级和市级进行培育，强调要拓

宽融资渠道，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积聚全社会

资源；同时细分产业类型，建设信息技术、节能

环保等具有广西地方特色和产业优势的小镇，

进而实现“一个主题文化品牌、一个文化场馆、

一个小镇公园、一个具有独特文化肌理和建筑

风貌的小镇核心区文化展示”的“四个一”广西

特色小镇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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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贯彻国家大力发展特色小镇建设精

神，《广西培育特色小镇意见》提出，到 ２０２０

年，要培育３０个左右全国特色小镇、１００个左

右自治区级特色小镇、建设２００个左右市级特

色小镇。该意见的出台为广西贯彻国家特色小

镇发展战略、发展广西区域经济明确了方向。

２．政策环境

为推动广西特色小镇建设，广西营造了良

好的政策环境。２０１０年底，广西颁布了《关于

促进特色名镇名村发展的意见》，之后每年持

续推动自治区工贸型、生态（农业）型、旅游型

和文化型特色名镇名村遴选和建设工作。截至

２０１６年底，共创建了９０个特色名镇名村，其中

工贸型１０个，生态（农业）型２０个，旅游型３６

个，文化型２４个，为推进广西特色小镇建设积

累了经验。

２０１４年，为加快推进镇域经济和新型城镇

化建设，广西又出台了《广西百镇建设示范工

程实施方案》，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

在培育主导产业，发展工业、边贸、旅游和文化

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支持政策，

进一步优化了广西特色城镇发展的政策环境。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广西出台了《广西培育特色

小镇意见》，提出培育特色小镇有利于加快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有利于集聚产业人口、有利于

完善设施服务，从要求、任务、创建程序、支持政

策和政策保障５个方面提出了指导意见。《广西

培育特色小镇意见》总体上借鉴浙江等发达地区

特色小镇建设经验，立足广西实际，要求住房城

乡建设、发展改革、国土资源、文化、旅游和产业

等主管部门协同配合，并辅以每个小镇２０００万

元补助资金奖励，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积极有序

推进特色小镇建设。该意见的颁布为广西特色

小镇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

３．国家级特色小镇培育

２０１６年７月，住建部、发改委、财政部三部

委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

知》，启动了全国特色小镇培育工作。同年８月，

住建部启动了全国特色小镇推荐遴选工作。截

至２０１８年８月，广西共有１４个镇入选，其中工

贸型４个（木乐镇、桥圩镇、陆屋镇、新和镇），农

业（生态）型５个（莲花镇、校椅镇、侨港镇、溶江

镇、六堡镇），文化型３个（南康镇、贺街镇、刘三

姐镇）、旅游型２个（中渡镇、黄姚镇）。

　　二、广西特色小镇建设规模和资金

需求预测

　　１．社会投入

《广西培育特色小镇意见》指出，广西特色

小镇建设要分轻资产型特色小镇和重资产型特

色小镇来进行，这两种类型的特色小镇的建设

面积原则上按１～３平方公里面积进行建设，但

对这两种类型的特色小镇的社会投入要求不同。

文件明确要求轻资产型社会投入要达到每平方

公里８亿元以上，重资产型社会投入要达到每平

方公里１６亿元以上。但根据广西经济发展预测

和其他省市特色小镇建设投入情况，广西轻资产

型特色小镇建设未来社会投入可能会达到每平

方公里８～２４亿元，重资产型特色小镇社会投入

可能会达到每平方公里１６～４８亿元。

２．建设数量

《广西培育特色小镇意见》从整体上确立

了广西特色小镇建设数量和投入资金规模，但

没有明确指出轻、重资产型和国家级、自治区

级、市级三种类型特色小镇的拟建数量。通过

研究分析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未来走势、

过往政策实施路径与固定资产投入占比等因

素，广西特色小镇按照轻、重资产分类，数量均

衡、资金均衡、固定资产投入配比三种路径拟建

数量如表１所示。

３．资金需求

如果进一步把特色小镇建设分为低、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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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情况，三种情况下轻、重资产型特色小镇每

平方公里社会投入分别对应为 ８亿元、１６亿

元、２４亿元和１６亿元、３２亿元、４８亿元，三种

情况下资金需求总量如表２所示。从预测结果

可以看出，只有低情况和资金均衡下，才最为接

近《广西培育特色小镇意见》计划的２０００亿元

固定资产投入。同时考虑到广西农业发展和旅

游业的天然优势，未来广西特色小镇建设轻、重

资产类型数量比为２１较为合理，符合广西经

济社会发展实际。

根据社会投入，进一步对预建设的轻、重资

产类型特色小镇数量优化调整和进行梯形部

署，按照低情况下轻、重资产型特色小镇每平方

公里社会投入分别为８亿元和１６亿元，为实现

特色小镇发展目标，广西特色小镇建设的资金

需求总计为４６００亿元，具体见表３。

表１　广西特色小镇轻、重资产分类建设

数量预测 个

建设路径 轻资产型 重资产型

数量均衡 １５０ １５０

资金均衡 ２００ １００

固定资产投入配比 １１２ １８８

表２　广西特色小镇投资需求总量预测 亿元

建设路径 低情况 中情况 高情况

数量均衡 ３６００ ７２００ １０８００

资金均衡 ３２００ ６４００ ９６００

固定资产投入配比 ３９０４ ７８０８ １１７１２

表３　广西低情况特色小镇资金需求预测

资产类型
建设面积／
平方公里

建设数量／个
投资需求／
亿元

１ １３５ １０８０

轻资产型 ２ ４５ ７２０

３ ２０ ４８０

１ ６５ １０４０

重资产型 ２ ２５ ８００

３ １０ ４８０

　　三、广西特色小镇建设面临的投融

资问题

　　２０１７年广西全区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仅

为２０３９６．２５亿元，全区财政收入仅为２６０４．２１

亿元，面对特色小镇建设庞大的资金需求，财政

资金支持捉襟见肘。这就要求广西应从自身实

际出发，充分利用金融利器，创新投融资模式，

开拓多层次投融资渠道。目前，广西特色小镇

建设面临如下投融资问题。

１．融资程序繁琐减弱了对社会资本的吸

引力

广西特色小镇主要以建制镇（乡）、产业园

区等为载体进行培育，特色小镇建设主要依托乡

镇政府落实开展。但目前乡镇政府并不是一级

完整的预决算财政单位，没有融资权限，需要层

层上报等待审批，程序冗长繁琐，工作效率较低。

同时乡镇一级政府对项目决策缺乏主导权，企业

进入乡镇的制约性较大。这些都可能造成特色

小镇建设投融资缺乏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

２．财政实力偏弱降低了财政支持特色小镇

建设的力度

特色小镇建设项目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

维护与公共服务配套方面，前期启动阶段的资

金投入需求较大，需要自治区和地方财政支出

支持。但是，一方面广西财政收入规模处于全

国中下游水平，２０１７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１６１５．０３亿元，在全国仅排第２２位；另一方面

广西财政自给率较低，对中央财政支持的依赖

度较大，２０１７年全区获中央补助资金２６３４．７２亿

元，占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的４６．３％，财政

自给率仅为３２．８７％。同时广西地方政府债务

率较高，截至２０１７年底，柳州、南宁、钦州、北海

等地的地方政府负债率已超过警戒线。面对资

金均衡路径下广西特色小镇建设所需要的４６００

亿元的资金，地方政府财政支持捉襟见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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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融资渠道偏窄制约了特色小镇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的快速发展

广西特色小镇建设需要激活２０００亿元以上

固定资产投资，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形成城乡结合

的新平台，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目前，预算内

资金、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

是广西固定资产投资的５个资金来源。长期以

来，广西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自筹资

金、国内贷款和预算内资金，利用外资和通过其

他渠道融资获得的资金很少，融资渠道偏窄。

２０１７年，广西实际利用外资额仅为８．２亿美元，

比全国均数低１５．３个百分点。随着２０１７年《政

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

第８７号）的出台，政府购买服务严重受限，同时

随着银行信贷资金加紧风险防范，国内贷款支持

特色小镇建设力度趋向疲软，融资渠道偏窄严重

制约了广西特色小镇的快速发展。

４．特色小镇自身属性加大了投融资难度

广西特色小镇建设项目大多具有收益性

低、风险性高的特点。前者因为特色小镇建设

虽然以产业发展为主导，但同时以完善设施服

务、建设宜居城镇和提高城镇居民生活质量为

最终目标，特色小镇建设项目很多集中在基础

设施完善与公共服务提高方面，这一类项目收

益率非常低。由于特色小镇项目的建设周期都

比较长，一些涉及农业、旅游、环保、养老等融资

项目建设周期一般都需要３～５年以上。需要

融资的额度比较高，项目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

定性，这就加大了项目融资的风险性。特色小

镇建设项目的这两大金融属性，加大了项目建

设的投融资难度。

　　四、金融助推广西特色小镇建设的

政策建议

　　１．做好顶层设计，科学界定政府职能

一方面应做好顶层设计，引领特色小镇发

展。各级政府应通力协作，做好顶层设计，科学

划分特色小镇投融资项目，制订特色小镇长期

和中短期投融资规划，尽快启动特色小镇投融

资项目建设。另一方面应科学界定各级政府的

职能，明确特色小镇投融资的方向与渠道。乡

（镇）一级政府应具有一定的投融资决策主导

权，负责特色小镇投融资项目实施；县一级政府

应成立特色小镇建设项目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出台特色小镇项目投融资方案等；市、自治区一

级政府应为办理特色小镇建设资金上报、审批

等事宜开辟绿色通道。

２．优化特色小镇投融资扶持政策

应统筹整合和安排特色小镇建设用地，在

特色小镇土地利用指标与融资等方面给予便

利，保障特色小镇项目合理用地空间，增强特色

小镇投融资项目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同时应

量身制定特色小镇税收减免、贷款利息补贴等

优惠政策，增强特色小镇建设项目的吸引力，减

轻特色小镇建设项目的投融资风险，吸引更多

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特色小镇建设。

３．统筹整合各级财政资源

自治区政府应尽快落实各项补助资金，根

据广西区情，向国家申请资金支持。应统筹自

治区、市、县的财政资金，精准把握支持重点，大

力支持特色小镇项目建设。同时应根据特色小

镇建设项目情况，整体打包列入年度自治区重

点项目，使其能享受重点项目优惠政策或优先

获得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

性银行的长期低息贷款。

４．加大银行体系对特色小镇建设的金融支

持力度

银行体系作为我国金融体系最重要的组成

部分，是助推广西特色小镇建设发展的最重要

的金融力量，应统筹开发性银行、政策性银行、

商业银行等各类银行融资主体，建立政策性金

融和商业性金融互为补充的支持特色小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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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银行融资体系。开发性、政策性银行应发挥

其综合服务功能和作用，加大信贷支持，提供优

惠的中长期贷款，并引领带动商业银行、社会资

本参与广西特色小镇建设。商业银行应进一步

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为特色小镇建设提供全方

位的金融服务支持，同时还应大力创新金融产

品，有效对接特色小镇项目建设。

５．构建特色小镇建设项目多元投融资体系

应创新融资模式，拓宽融资渠道，构建特色

小镇建设项目多元投融资体系。应鼓励特色小

镇建设中的基础设施领域投融资项目优先考虑

选择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ＰＰＰ）模式，鼓励有

稳定现金流的特色小镇项目通过 ＰＰＰ、资产证

券化融资，同时在特定条件下允许地方政府发

行特色小镇建设专项债券、绿色债券，支持设立

自治区特色小镇建设专项基金，支持项目业主

引入保险资金等参与具有稳定收益的项目建设

和运营。同时还应创新运用券商资管、信托计

划、融资租赁、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与并购重组等

多种金融工具进行特色小镇项目融资，大力形

成和建设广西特色小镇建设项目的多元投融资

体系。

　　五、结语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进入新常态这一关键

时期，建设广西特色小镇将成为推进广西经济

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但由于广西经济底子

薄，特色小镇建设任重道远，资金不足已成为其

快速发展的瓶颈。金融作为特色小镇建设发展

的重要推手，在广西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应创

新融合政府金融和市场金融，构建多层次多渠

道融资体系，使“金融活水”充盈广西特色小镇

建设的“蓄水池”，以加快推进广西特色小镇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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