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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培训中心
培字［2017]29 号

关于举办“2017 最新特色小（城）镇规划建设与开发运营

实务专题培训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鲜明、产城融合、

充满魅力的小城镇。2016 年 7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

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培育 1000 个左右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特色小镇。近日，国家发改委发

布《关于加快美丽特色小（城）镇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发展美丽特色

小（城）镇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平台，是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

的重要抓手，并明确了特色小（城）镇发展的总体要求、发展路径、主要

任务及保障措施等。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

志关于特色小镇、小城镇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帮助相关政府机构及企业，

因地制宜加快规划建设各具特色、产城融合、宜居宜业宜游的精品小（城）

镇，以新理念、新机制、新载体推进创新创业创投，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为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建设特色小镇，交流研讨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独特的内

容内涵特征与发展模式路径，解析特色小镇总体定位、设计策略、功能分

区、空间特色、产业布局、文化挖掘、开发模式、运营招商、投融资体制

以及经典案例，推动人居环境建设与产业发展相融合，提高特色小镇规划

设计实操能力，共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特色小镇发展之道，为此中国经

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培训中心决定于昆明市、大连市分别举办“2017 最新特

色小（城）镇规划建设与开发运营实务专题培训班”，会议将邀请相关业内

专家采用授课研讨、交流互动和实地考察的方式深入解析特色小（城）镇

建设的工作重点、注意事项，请各单位根据需求自愿组织人员参加。

联系人：高 霞 13552828890

电 话：010-61812994

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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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训内容

（一）国家重要文件关于特色小（城）镇建设的政策解读及项目申报策略

1、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

作的通知》（建村[2016]147 号）；

2、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快美丽特色小（城）镇建设的指导意见》（发

改规划[2016]2125 号）；

3、开发性金融支持特色小（城）镇；

4、“千企千镇工程”解读；

5、国开行、建行、农发行对特色小镇建设资金支持政策与审批要点；

6、特色小镇推荐工作的报告编写技巧；

7、特色小镇申报条件分析：产业定位；建设空间；资金保障；建设内涵；

功能定位；运行方式；建设进度；综合效益；

8、特色小镇的申报基本类型分析及策略；

9、特色小镇项目建设手续申报和审批流程及申报要点分析；

10、特色小镇建设项目中央财政奖励措施及专项建设基金项目申报技巧及

注意事项；

11、特色小镇初审及考核评价体系建设：规划空间、功能内涵、投资建设、

扶持政策等；

12、特色小镇规划建设工作实践及项目申报主要经验借鉴。

（二）基于新型城镇化视角的特色小镇建设问题研究

1、新型城镇化及特色小镇一般理论分析：新型城镇化及特色小镇的基本涵

义；特色小镇的特性分析；特色小镇发展目标的设定等；

2、我国特色小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式；

3、特色小镇的基本类型分析：城郊卫星城镇；科技教育与工业主导型；商

贸物流带动型；现代制造型、休闲旅游观光型；传统民俗文化传承型、美

丽宜居型、交通枢纽型；区域中心型等；

4、特色小镇建设的遵循原则及未来发展方向；

5、中国特色小镇规划建设工作实践与经验。

（三）特色小（城）镇建设与片区土地开发利用

1、土地收储抵押融资政策解读；

2、土地片区综合开发（融资、土地征收、产业用地）；

3、市政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操作要点；

4、特色小镇建设的土地供应策略；

5、特色小镇建设标准与土地利用；

6、如何申报创建国家级、省级特色小（城）镇；

7、“产城融合”新精神给园区用地开发利用带来的机遇。

（四）推进特色小（城）镇建设实务

1、特色小（城）镇的特色主题及其文化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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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色小（城）镇产业选择与发展路径；

3、特色小镇市场分析与市场定位策略；

4、特色小镇项目背景及建设条件分析；

5、特色小镇规划体系（包括战略定位、产业规划、项目策划、市场推广规

划、旅游规划、概念性规划、空间规划、城市设计等等）；

6、特色小镇概念性规划方案探讨：特色小镇总体定位、功能分区及宜建形

态；特色小镇空间特色与建筑风格塑造、产业布局规划；概念设计策略等；

7、特色小镇项目建设方案探讨（总体规划分析；总平面布置及道路景观设

计；建筑单体设计；空间结构规划设计；公用工程与辅助工程分项目建设

方案设计等）；

8、特色小镇专项规划设计（核心区整体城市设计；综合交通规划设计；公

共服务设施规划设计；特色风貌及景观规划设计；标识系统规划设计；全

域旅游规划设计、乡村民宿价值与美丽乡村的复兴等方案探讨）；

9、特色小镇与传统房地产开发的区别及盈利模式分析；

10、加速政府体制改革和服务创新为特色小镇提供个性化服务的工作要点；

11、特色小镇在促进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引领作用；

12、特色小镇的“产、城、文、旅”融合之道；

13、特色小镇规划建设工作实践与经验。

（五）特色小镇产业开发模式与运作模式探讨

1、特色小镇产业功能设计：企业主体、资源整合、项目组合、产业融合原

则；产业链、创新链、资本链、服务链四链融合开发模式；生产、生活、

生态三生融合开发模式等；

2、以产业链思维运作特色小镇：市场化主导模式分析；项目化运作模式；

产业化支撑和产业体系构建；特色小镇的互联网化转型与基因表达等；

3、特色小镇开发商业模式与营销模式及案例分析：开发类型分析、企业定

位、商业模式、运作流程等企业运作模式及案例分析；开发品牌连锁模式

及案例分析；区域综合价值开发模式及案例分析；

（六）特色小镇投融资机制模式

1、特色小镇建设项目专项建设基金申请与中央财政奖励；

2、特色小镇建设资金运作及投资结构搭建；

3、特色小镇建设与地方政府融资；

4、PPP 模式在特色小镇的应用；

5、PPP+资产证券化+特色小镇基金在特色小镇建设中的应用；

6、特色小镇 PPP 项目政策解读与典型案例解析。

（七）国内外特色小（城）镇建设的案例剖析

1、特色小（城）镇的主要类型；

2、现有特色小（城）镇建设的成功模式；

3、我国第一批认定特色小镇建设经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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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杭州市云栖镇、乌镇、安顺西秀区旧州镇等国内特色小镇经验介绍；

5、法国吉维尼小镇、欧洲风情小镇、达沃斯小镇、意大利波西塔诺等国

外著名特色小镇经典案例介绍；

6、相关特色小镇实地教学及案例解析。

（八）资源对接

1、协助引进规划设计机构，协助确定小镇功能定位；

2、协助对接投资主体；

3、协助引进投融资机构破解资金难题；

4、协助申报省级、国家级特色小镇。

二、培训对象

各省、市、县（市、区）推进特色小镇规划建设主管单位；发改、住

建、规划、国土、工信、商务、旅游、农业、财政和金融机构等相关管理

部门，规划、设计院所、乡镇（街道）、村（居委会）负责人、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等平台公司、各银行、产业投资公司、工程咨询机构、特色小

镇相关投资商、龙头企业，特色小镇产业链条上的投融资、众创空间、乡

建及地方相关管理人员等。

三、培训师资

拟邀请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

城市规划院、行业协会等有关专家授课，现场答疑交流。

四、培训时间、地点

2017 年 06 月 16 日—19 日（16 日为报到日） 地点：昆明市

2017 年 06 月 23 日—26 日（23 日为报到日） 地点：大连市

五、培训费用

2800 元/人（含培训、资料、场地、专家费等）统一开具发票。

六、联系方式

因通知文件下发数量有限，地方有关部门及行业协会可以转发并组织

相关人员前来参加。凡参加培训班的人员请按要求将报名表认真填写好后

传真、邮件报名。(结合国家发改委“千企千镇工程”，由国家发改委、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城市规划院等相关单位组成的专家组成员，承接各

地市县“特色小（城）镇”编制工作及合作开课。我中心负责编辑“全国

特色小镇建设报告”和建设“特色小镇建设项目库”现开展项目征集工作。

详细请来电咨询。)

联系人：高 霞 13552828890 邮 箱：fgw_gao@163.com

电话/传真：010-61812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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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最新特色小（城）镇规划建设与开发运营实务

专题培训班”报名表 g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电子邮箱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参 加 人 员 名 单

姓 名 性 别 职 务 手 机 电子邮箱

参会地点 昆明 □ 大连 □

住宿预订 □标准间（拼房） □单间

拟住日期： 2017 年 月 日至 月 日

请列出您关注的议

题

收款帐户

户 名：北京中硕伟业信息咨询中心

账 号：1100 1094 1000 5300 4022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古城支行

行 号：1051 0000 6064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联系人：高 霞 13552828890 邮 箱：fgw_gao@163.com

电话/传真：010-61812994

注：请认真逐项填写此表；此表复印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