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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模式： 浙江省东南部的
温州地区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
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 从而形
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

晋江模式： 以民营经济为主
体，以制造业现代化为先导，以城
市化跨越为主题， 以壮大中间阶
层为主流趋势的新发展模式。

苏南模式：江苏省苏州、无锡
和常州、 南京和镇江等地区通过
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的
方式。 主要特征是农民依靠自己
的力量发展乡镇企业， 乡镇政府
主导乡镇企业的发展。

东莞模式： 主要依靠台商投
资， 以资讯科技产业替代传统劳
动密集产业，以“台湾接单-大陆
生产-产品全部出口” 的经营方
式发展经济。

县域城镇化建设
四大模式

链接

如果说邵东县推动城镇化的方式
是通过兴建大型商场、 步行街的形式，
在改善城建的同时拉动当地消费、促进
第三产业迅速发展，那么株洲的芦淞服
装市场群就是在打造商业源头，将中南
地区甚至是全国范围内的服装经营源
头导向株洲， 从而在促进株洲城镇化
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1984年， 芦淞区在火车站旁构建
了一个简易的马路市场， 这是株洲市
最早的服装市场。也是在这里，催生出
了株洲市一批“万元户”———仅140家
左右的服装经营户竟创下了671万元
的惊人交易额。

1989年12月，占地约7000平方米，
拥有700多个摊位的芦淞服装大市场建
成，并由此正式拉开了株洲芦淞服装市
场发展的序幕。 在随后的十几年里，芦
淞服装市场的辐射面由株洲拓展至湖
南，甚至还把触角延伸到了我国中南部
地区。 以最早的芦淞大市场为中心点，
星通、华丽、环洲、金都等大市场相继建
成，并由此使芦淞区成为了不折不扣拉
动株洲经济发展的一架马车。

2006年以来，高家坳、龙泉路服装
加工区、康泰服饰工业园、侨泰服饰工
业园等一系列现代服饰工业园相继建
成， 这些园区吸引了各类加工企业
4100余家，加工区产值达95亿元。

2009年， 株洲市副市长蔡典维在
接受采访中曾表示：“株洲芦淞作为‘长
株潭’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的重要组
成部分，通过整合，把产业集中在服装
园来发展，达到集中污染处理、集中供
热的效果。”

如今， 在不足1.5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芦淞区聚集了83个各类专业市场，
市场辐射到国内15个省市230多个县
市区以及俄罗斯、东欧、东南亚等国家
和地区，年成交额超过200亿元。截止
至2011年， 株洲市城镇化率已经达到
了57.48%，领先全省的45.%，城镇化发
展卓显成效。

点评：株洲市芦淞区区长汤立斌认
为， 株洲正向一个现代化工业城市迈
进，芦淞服装市场会相应地促进株洲城
市化进程的加快。他还指出，专业市场
必须以产业支撑为基础，温州、广州等
地的服装批发市场之所以能够做大做
强，就是因为它们拥有全国最大的服装
产业集群、生产基地及其配套体系。

潇湘财智俱乐部副秘书长，中国人
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徐继华直言：“从
某种意义上说， 工业化是创造供给，城
镇化则主要是创造需求。 如果培育得
当，城镇化非常有可能成为未来经济增
长的重要引擎。”

邵东、芦淞模式：
商业兴县，消费快跑

实现城镇化发
展，不同的县（区）走
出了不同的路子。

地处湘中腹地，
默默无名的邵东县
在上个世纪90年代
一举成名。作为湖南
第一个“民营经济试
验区”， 邵东快速成
长为我国中南地区
商品批发中心，全省
掀起了学邵东热潮，
一时间“邵东现象”、
“邵东模式” 等赞誉
不绝于耳。

“兴商”，让邵东
县飞速发展。同样是
立足于商业，株洲市
芦淞区通过发展市
场集群，在城镇化建
设过程中造就了另
一种经济增长引擎。

■记者 朱蓉

20世纪70年代， 许多邵东人为了
生计不得不“走出去”，在全国各地经营
着自己的生意。邵商的名气开始逐渐响
亮起来。返乡热潮中，跟随在外经商的
邵东人一起回到县城的，还有他们长期
在外经商所累积下的储蓄和资金。他们
对购房以及消费的市场需求，被当时的
邵东县政府看在眼里。

1992年，邵东正式提出“兴商建县”
的发展战略，商品市场年销售额当年即
达到40亿元。1995年，邵东大力引导个
体私营经济， 县域经济实力迅速增强，
跻身全国5强。接下来的10年里，邵东县
政府大力发展商业，国美电器、步步高、
德克士等知名企业相继落户邵东，为其

城镇化发展道路营造出新的空间。
2006年4月28日，由湖南大汉集团

开发的邵东九亿商业广场正式奠基。广
场总建筑面积达63006平方米，总投资
达1.5亿元， 填补了邵东县无高档城市
综合体的空白。

大型购物消费场所的相继兴建使
得邵东人过去“有钱没处花”的消费瓶
颈得到改善，而由完善商业结构，提高
商业品质所带来的邵东消费升级、引导
市民消费，则进一步推动了邵东城镇化
发展的进程，从而实现了源源不断的良
性循环。2012年，邵东的目标是扩展城
镇面积2.4平方公里， 城市化率达到
42%，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35.2%。

点评：武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副教
授李永周认为：“小城镇基础设施的建
设和完善，可以有效地把农民的潜在购
买力转变为现实的有效需求，直接带动
相关产业的发展。”

谈到邵东“商业兴县”政策，中南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导刘新庚教授提出，
该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商业城、 工业
镇、专业村”的经济布局，建成了以县城
为中心的庞大市场群落，形成了小商品、
大市场、大流通的与工业镇、专业村综合
配套的市场体系。

另外他强调，广大内陆地区的县域
经济要发展， 都要像邵东一样注重培育
消费市场。

【邵东】 兴商建县，拉动内需

【株洲芦淞】 商业源头造就集群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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