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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主要采用比较研究尧文献资料研究尧专家咨询等方法袁对体育特色小镇高质

量发展的内涵尧困境和治理策略进行了探讨遥研究认为体育特色小镇的高质量发展袁
是指在体育特色小镇的建设和运营中袁始终以人为中心袁体育主题突出袁遵循野精明

增长理论冶所包含的先进理念和野创新尧协调尧绿色尧开放尧共享冶的新发展理念袁保障

人民在体育特色小镇中能享受到高质量的生态和生活袁 并能从事高质量的生产袁最
终实现体育特色小镇的可持续发展遥我国体育特色小镇高质量发展主要还存在着规

划尧生态和投融资方面的困境袁需要完善治理体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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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mainly adopts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literature review

and expert interview to explore the implication, dilemma and governance strategies of high-quality

sports town development. The study holds that the high-quality sports town development means that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sports towns are always people-centered, highlighting the theme of

sports, and following the advanced concepts in the Smart Growth Theory and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of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 openness, and sharing, so as to ensure that people can en-

joy a high-quality life in sports towns and can engage in high-quality production, and ultimately to real-

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ports towns.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planning, ecology,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ports towns in Chi-

na, and the governance system needs to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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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是野十四五冶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的主题袁 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

局遥因为特色小镇的建设被赋予新型城镇化的抓手尧
乡村振兴的支撑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平台等众多期

望袁 所以特色小镇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2017 年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颁布

的叶关于推动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建设工作的通知曳提
出袁推动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渊简称体育特色小镇冤建
设袁还承载着助力扶贫尧体育产业发展和健康中国建

设的特殊使命遥但是近五年体育特色小镇建设中袁出
现了概念模糊尧定位不准袁重建设尧轻运营和资源利

用率不高等问题袁 亟待明确体育特色小镇高质量发

展的内涵袁剖析存在的问题袁并寻求优化治理路径遥
国内学者对体育特色小镇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起

点尧关键问题与路径的初步研究 [1]袁为本研究提供了

有益的借鉴遥但全面尧准确理解体育特色小镇高质量

发展的内涵袁既需要从我国宏观背景内推演袁还需要

从国际经验中借鉴遥 本研究结合我国宏观高质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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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内涵与国际上规范城镇可持续发展的 野精明增

长理论冶袁探讨体育特色小镇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遥 以

此为镜袁 分析当前我国体育特色小镇高质量发展面

临的困境和治理思路袁 从而进一步推动体育特色小

镇高质量发展袁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袁推动健康中国

战略袁提升人民的幸福感遥

正确理解体育特色小镇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袁是
高质量发展体育特色小镇的前提袁 也是体育特色小

镇研究首先要回答的基本理论问题遥 以下先结合中

国高质量发展提出的宏观背景和特色小镇高质量发

展的政策要求袁再从国际视角袁借鉴美国规范城镇发

展的野精明增长理论冶和实践袁探讨体育特色小镇高

质量发展的内涵遥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院野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遥 冶[2]虽然高质量发展的理

念已经被提出袁 但目前其内涵仍没有一致认可的具

体界定遥 在概括学术文献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

量发展的一系列讲话的基础上袁 本研究认为高质量

发展的基本内涵应包括经济尧社会尧生态等方面遥 在

经济方面袁主要是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袁
经济发展由数量向质量转型袁集约化发展袁由要素驱

动到创新驱动袁 拥有一定产业支撑袁 兼顾公平与效

率曰在社会方面袁主要是指医疗尧卫生尧健康尧教育尧
居住尧就业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尧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

服务能力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曰在生态方面袁主要是指

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尧污染治理尧环境保护尧生态文

明建设尧绿色发展等遥另外高质量发展要求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袁体现野创新尧协调尧绿色尧
开放尧共享冶的新发展理念袁促进公平袁实现经济尧社
会尧生态效益平衡统一袁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最终发

展目标遥就发展要求来说袁高质量发展要求兼顾效率

与公平袁实现经济效益尧社会效益尧生态效益的均衡

发展曰要求坚持可持续性原则袁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发

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遥换言之袁发展的

概念中包含着制约的因素袁 在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

中要尊重自然尧顺应自然尧保护自然袁走低资源消耗尧
低环境污染尧低碳排放袁集约化发展袁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道路[2-3]遥
2018 年袁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发布的叶关于

建立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高质量发展机制的通

知曳渊简称叶通知曳冤提出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袁坚持

新的发展理念袁 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

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袁 以引导特色产业发展为核

心袁以严格遵循发展规律尧严控房地产化倾向尧严防

政府债务风险为底线遥要求政府角色定位明确袁重在

理念引导尧规划制定等袁使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

设成为政府引导的高质量发展过程袁 从而加快建立

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高质量发展机制袁 促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 [4]遥 叶通知曳为体育特色小镇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政策规范框架遥

野精明增长理论冶是美国为了解决城市郊区化造

成的城市蔓延尧 中心城区衰退和城市隔离等一系列

问题袁而逐渐形成的为平衡城市发展和生态保护尧内
涵式发展和外延式扩张尧 产业发展和生活宜居等方

面的理论和实践遥 野精明增长理论冶所包含的一些先

进理念和原则袁 对探讨体育特色小镇高质量发展具

有启发意义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袁 伴随着美国汽车的普及和

交通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袁 美国出现城市郊区化

趋势袁即所谓的城市蔓延袁引发了一系列经济尧社会

和生态方面的严重后果遥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袁美国

人的增长伦理发生了巨大变化袁 兴起了增长管理运

动曰在 20 世纪 90 年代袁演变为野精明增长冶运动袁关
注的焦点更是涵盖了所有经济尧环境和社会问题袁更
加注重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间的平衡遥 1997 年美国

格兰邓宁正式提出了野精明增长冶袁这一理念的核心

是在野区域生态公平冶的前提下倡导科学与公平的

城市发展观袁旨在通过提供多种交通方式尧丰富的

工作岗位以及绿色社区建设袁 推动当地的科学规

划袁从而保护自然资源尧完善土地的开发及利用政

策以及提升居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袁以此保证城市

长期的生态完整性袁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5]遥美国环境

保护署渊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冤在报告

中袁 将当时这种基于地方性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称

为野精明增长型冶的经济发展战略袁并强调运用野精明

增长冶的方式袁促进经济尧社会尧生态安全方面的发

展袁不只单纯追求经济繁荣袁更强调综合规划袁兼顾

公平与效率袁建立起兼顾环境尧经济尧社会的城市可

持续发展模式[6]遥
关于野精明增长冶概念袁至今仍没有统一的界定遥

对美国城市史有深入研究的孙群郎教授给出的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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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院野精明增长冶 是针对城市蔓延而提出的一种可

持续的发展理念袁是一种服务于经济尧社区和环境发

展的城市发展模式[7]遥

关于野精明增长理论冶的原则袁最为大家认同的

是 1996 年美国规划协会提出的十项原则院渊1冤混合

式土地利用模式曰渊2冤 采用紧凑的建筑设计曰渊3冤创

造多样化的住宅选择机会曰渊4冤 建造步行友好的邻

里曰渊5冤 创造具有鲜明特色的社区袁 增强其吸引力曰
渊6冤保护开放空间尧农田尧自然景观以及区域环境曰
渊7冤加强和引导现有社区的发展曰渊8冤提供多样化的

交通选择曰渊9冤使开发决策具有可预测性尧公平性和

成本高效性曰渊10冤 鼓励社区居民和利益相关者积极

参与开发决策渊表 1冤[5]遥
表 1 野精明增长理论冶指导原则

原则 主要内容

混合式土地使用模式 混合土地利用袁对土地进行有效使用和紧凑开发曰基础设施合理规划布局袁建设不同类型
的多功能开发区

紧凑的建筑设计 促进社区互动以及更有效利用已开发的土地袁在此基础上鼓励投资发展

多样化的住宅选择机会 提供多种住宅类型袁创造可以满足所有阶段的不同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的机会袁为居民提
供多种选择的活动场所

建造步行友好的邻里 建立具有安全性尧便捷性的步行社区

创造具有鲜明特色的社区 提供充满活力的社区袁吸引新居民和游客

保护开放空间尧农田尧自然景观以及区域环境 保护开敞空间尧农田尧自然景观袁减排尧防止空气污染

加强和引导现有社区的发展 鼓励现有社区发展袁提高开发土地和基础设施的利用率

提供多样化的交通选择 提供多种可供选择的交通方式袁降低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曰整合多种公共交通方式袁做好
区位选择

使开发决策具有可预测性尧公平性和成本高效性 开发决策注重公平效益曰避免盲目扩张袁提高成本的有效性

鼓励社区居民和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开发决策 鼓励社区和相关利益主体合作参与开发决策

从野精明增长理论冶指导城市规划的原则来看袁
基本内涵包括了城市规划尧建筑设计尧土地使用等经

济生态领域袁为复兴中心城区尧生态保护尧城市可持

续发展尧发展绿色经济提供了保证遥野精明增长冶实际

上是在城市规划尧开发尧保护尧利用中寻求平衡袁通过

政府尧公民尧社会团体及各方利益组织的参与袁实现

环境保护和生活质量提高袁 进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和发展袁以城市发展使每个人受益袁实现经济尧社会尧
环境公平袁 使新旧城区均获得投资机会并得到良好

发展为主要目的[7]遥
美国城市的野精明增长冶管理最具代表的州是马

里兰州尧俄勒冈州袁它们都是最初从州政府层面推动

实施野精明增长冶政策袁并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遥以下

是对 2 个州实施野精明增长冶政策相关实践的具体介绍遥
马里兰州野精明增长冶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紧凑

式开发尧保护开放空间尧混合使用土地等遥事实证明袁
野精明增长冶方案对当前发展模式带来的蔓延式开发

和土地高消费具有遏制作用袁野精明增长冶 方案将促

进集聚式空间开发尧 减少农用地和林地损失袁野精明

增长冶 在减轻潜在土地利用决策对开放空间及生态

环境的风险伤害上意义重大 [8]遥 马里兰州的经验表

明野精明增长冶的实施离不开地方政府的长期政策支

持和资金支持遥
波特兰是俄勒冈州最大的城市袁 被认为是全州

最宜居尧最可持续尧最绿色尧使野生态乌托邦冶成为现

实的城市遥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袁 波特兰就推行了

野精明增长冶计划袁制定了一系列提高城市宜居性尧促
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 [8]遥 在城市增长管理

上袁通过了叶俄勒冈州土地利用法曳袁严格控制城市增

长边界的扩张袁实现紧凑发展曰在交通规划利用选择

上袁倡导交通混合发展模式袁并在交通规划中要求推

行自行车和步行袁产生了良好效果曰通过财政政策尧
税收优惠等措施袁吸引投资袁促进交通建设和各种服

务设施的可达性袁增强居民的宜居性袁吸引更多外来

人口 [9]遥
为了推动城市建设袁 波特兰还建立了相应的制

度环境袁积极营造绿色环境和公共空间遥在土地利用

和交通规划尧垃圾处理尧绿色空间管理上袁成立了专

门的区域政府袁区域政府拥有的权力较大袁负责日常

的管理工作曰秉承由上而下的公众参与传统袁允许公

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袁最大限度满足公众的需求曰在
规划制定和落实上袁 为不同背景的公众参与和监督

提供途径遥 现在袁波特兰通过城市规划建设袁已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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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宜居尧绿色尧可持续的城市 [10]遥
从马里兰州尧 俄勒冈州的实践成效来看袁 实行

野精明增长冶的发展模式袁在进行城市规划尧促进公共

健康和生态保护等方面成效显著袁 提升了人们的归

属感和幸福感袁州经济发展实力逐渐上升遥

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应包括经济尧社会尧生态

等方面袁并且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袁
体现野创新尧协调尧绿色尧开放尧共享冶的新发展理念袁
促进公平袁平衡经济尧社会尧生态效益袁以实现可持续

发展为最终目标曰高质量发展要求兼顾效率与公平袁
坚持可持续性原则袁实现经济效益尧社会效益尧生态

效益的均衡发展遥 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

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袁 落实到体育特色小镇则是

野生产尧生活尧生态冶的融合发展遥 由实地考察及专家

咨询发现袁 行政主管领导和专家都强调体育特色小

镇高质量发展必须野三生融合冶遥 据此袁本研究从生

产尧生活尧生态 3 个维度对体育特色小镇高质量发展

的内涵进行推演渊图 1冤遥

图 1 野三生冶维度示意图

生活维度中主要包括公众尧 基础设施和社区功

能 3 个要素遥其中院公众是体育特色小镇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主体袁 体育特色小镇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发

展主体对其各项建设活动进行指导尧参与以及治理曰
基础设施是体育特色小镇实现基本生活向高质量生

活进阶的重要因素袁 包括满足居民生活的各类公共

服务基础设施和满足精神需求的文化基础设施曰体
育特色小镇是具备完整城市功能的空间单元袁 体育

特色小镇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依赖一定的社区功能袁
社区功能应该包括提供生产和消费的经济功能袁用
于营造文化氛围和提供教育的社会化功能袁 提供医

疗服务和福利保障的社会保障功能袁 为公众提供经

济尧政治等活动参与途径的社会参与功能[5]遥
生态维度中主要包括环境尧自然资源 2 个要素袁

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尧 环境保护的整体状态是判

断一个体育特色小镇是否可持续发展尧 实现代际公

平的重要衡量标准遥在体育特色小镇高质量发展中袁
这 2 个要素主要反映在利用水平尧 开发水平以及存

量水平上[11]遥
生产维度中包括产业发展的各要素袁 产业是经

济发展的重要中观变量袁 产业发展应该包括资金支

持尧政策支持以及政企关系等遥资金支持离不开一定

社会资本的支持袁 在体育特色小镇高质量发展中应

表现为投融资模式的优化曰在我国袁政企关系历来在

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袁 在体育特色小镇高质量

发展中应表现为政府尧 企业的职责履行和权利使用

合理袁 不存在体育特色小镇发展主体间责任和权利

分配不合理等曰 政策支持是区域发展的重要前提之

一袁 在体育特色小镇高质量发展中应表现政府不会

因为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袁而造成失灵遥
综上所述袁 本研究认为体育特色小镇的高质量

发展袁是指在体育特色小镇的建设和运营中袁始终以

人为中心袁体育主题突出袁遵循野精明增长理论冶所包

含的先进理念和野创新尧协调尧绿色尧开放尧共享冶的
新发展理念袁 保障人民在体育特色小镇能享受到高

质量的生态和生活袁并能从事高质量的生产袁最终实

现体育特色小镇的可持续发展遥

我国体育特色小镇建设才刚刚起步袁 对照体育

特色小镇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遥通过文献研究尧实地考

察尧对科研专家和政府主管领导的访谈袁发现我国体

育特色小镇目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遥

我国体育特色小镇建设袁 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

程遥 科学规划袁成为重中之重遥 而实践中袁面对新事

物袁为赶野新节奏冶袁在专业人才缺乏的约束下袁出现

了诸多困难袁主要有以下四方面遥

产业定位是体育特色小镇形成产业支撑尧 促进

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遥 但在我国大多数体育特色小

镇建设中体育产业的定位较为模糊袁 导致产业发展

程度低遥比如北京国际足球小镇袁在规划期定位是以

足球为导向袁 但在实际运行中只有足球场地和一些

其他运动项目在运营袁没有突出足球的主体地位 [12]遥
另外袁一些地方政府出现了内生性政府失灵揖注 1铱遥 在

产
业发展
渊 资 金
支持 袁产
业支 撑 袁规
模经 济 袁政
策支 撑 袁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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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特色小镇上表现为政府为了追求政绩袁 脱离地

方实际袁一哄而上袁盲目投入袁缺乏整体发展理念和

科学规划袁跟风建设体育特色小镇袁导致重复建设袁
小镇同质化倾向严重尧自然资源浪费严重遥

土地利用政策整体欠佳遥一方面袁各地市积极响

应体育特色小镇政策的号召袁 对土地指标支持政策

加码袁土地政策更多关注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保障袁
但实际情况中大多由于报批尧征迁尧认定等复杂程序

耗时过久袁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不足袁 众多小镇成为

野纸上小镇冶曰另一方面袁政府相关部门对于土地供应

环节没有明确且灵活的政策袁 各类用地供应比例不

合理袁缺乏平衡 [13]遥 调研发现袁上海市某体育特色小

镇负责人就曾表示由于土地规划设置的边界政策原

因袁小镇无住宅用地遥 另外袁浙江省首批部分体育特

色小镇就存在每年建设用地指标总量严重不足袁造
成小镇项目无法落地的现象 [14]遥

在实际中袁 体育特色小镇由政府主导建设的情

况较为普遍遥 体育特色小镇在建设过程中难免会与

一些国有尧集体尧民营等经济组织以及居民利益产生

冲突袁在这种情况下普通居民几乎没有话语权遥体育

特色小镇开发中袁政府放弃大包大揽袁充分发挥企业

的主体作用尧允许多方主体参与开发决策尧坚持市场

化运作的模式少之又少遥 政府对于北京国际足球小

镇的政策存在行政干预过多的问题袁 而且政府与市

场等相关主体的关系也不够清晰明确 [12]遥 江浙沪地

区一些体育特色小镇建设中也存在政府为了追求业

绩和自身利益袁 不顾公众态度袁 公众参与度严重不

足袁 甚至当地很多居民对一部分小镇即将举办的体

育赛事完全不知情的情况 [15]遥 目前体育特色小镇在

实质上还是政府主导的建设模式袁政府引导尧市场主

导的格局尚未真正形成 [16]遥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对于体育特色小镇而言

非常重要遥 没有完备的基础设施建设袁小镇也无从

发展遥 目前国内多数体育特色小镇中交通选择较为

单一袁公共交通发展程度较低袁基础设施建设较为

薄弱遥 例如袁浙江省首批部分体育特色小镇尧河北崇

礼冰雪小镇尧 兰州什川镇体育特色小镇以及山东

省尧辽宁省部分体育特色小镇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均存在不足袁给工作人员和旅游者在小镇内的行动

都造成了不便 [14,17-19]遥一方面小镇相关道路设施不配

套袁 另一方面尚未形成公共交通混合发展模式袁缺

乏有力的指导政策袁相关法律体系建设空白遥 同时

由于缺乏相关知识的宣传普及袁目前公众对于公共

交通混合发展模式的了解和认识远远不够袁对其可

以为人们带来的经济效益尧出行方便尧环境效益等

缺乏了解袁社会接受程度有待提高遥 践行低碳生活

方式尧选择绿色环保出行的理念袁未在社会公众层

面成为人们重要的价值观等袁也都是造成这种现象

的重要原因遥

在体育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袁 相关主体无序开

发袁重小镇建设而轻管理服务袁环境保护意识薄弱袁
疏于整治公共环境袁导致环境污染严重遥 例如袁作为

冬奥会赛场之一的河北崇礼冰雪小镇袁 存在游客在

滑雪时产生的垃圾未能得到及时处理袁 在重点地方

未做好保护措施及未设危险性标志的问题袁 从而使

得小镇内外的公共卫生野脏乱差冶现象突出袁这严重

危害了周围居民生活以及社会环境袁 不利于小镇生

态功能和生活功能的协调发展 [17]遥 在体育特色小镇

建设运营中亟待进行治理袁保护生态环境袁促进体育

特色小镇高质量发展遥

目前对于大多数体育特色小镇而言袁政府建设资

金支持有限袁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渊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袁PPP冤的投融资模式成为首要选择袁当然有

些地区尚未形成 PPP 融资模式袁如兰州什川镇体育特

色小镇[18]遥 但在减税降费的背景下袁PPP 模式的限制

逐渐显露出来袁主要原因是政府支出责任有限尧财力

不足遥 一是袁作为社会资本的引入模式之一的 PPP 模

式在小镇资金支持建设中普遍采用特许经营制度袁减
少了企业竞争袁造成垄断袁并导致在某些环境下企业

自身缺乏发展动力袁企业积极性和服务性降低[20]遥 二

是袁国家各部委针对体育特色小镇发展建设投融资模

式袁多为政策性指导文件袁金融政策体系不健全袁缺乏

专门立法袁尤其在贫困地区融资环境尧体制机制尧融资

渠道等相关问题尚缺乏相应规定[21]遥 现有的政策呆板袁
缺少灵活性和可操性袁同时对于项目的进入尧退出机

制以及如何科学评估也都缺乏相应的制度规定遥

针对以上我国体育特色小镇在高质量发展中出

现的问题袁本研究借鉴野精明增长冶所包含的先进理

念袁 从治理角度对我国体育特色小镇如何实现高质

量发展提出一些治理策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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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特色小镇治理需要先进的规划理念袁 要始

终把以人为本尧尊重自然尧绿色低碳理念融入小镇规

划的全过程袁科学指导小镇建设遥
首先袁针对体育特色小镇产业定位模糊尧建设用

地低效尧土地混合使用程度不高问题袁始终秉持土地

混合利用的野精明增长理论冶袁野化零为整冶采取紧凑

式发展模式袁做好体育特色小镇功能区域划分曰清晰

体育特色小镇产业定位袁以体育产业为主体袁多方位

发展袁统筹安排经营性用地尧居民住宅尧公共用地曰严
格遵守野三条红线冶袁即生态红线尧城镇边界和永久农

田袁提升城镇资源尧环境承载力袁为实现体育特色小

镇高质量的生产尧生活和生态奠定基础遥
其次袁针对政府和企业关系不明晰尧相关主体

参与度弱的问题袁可以引导多方参与规划遥 体育特

色小镇创建涉及主体较多袁在小镇规划的过程中必

须引入公众参与袁 设计与公众相关的法律制定等实

践的参与机制 [22]遥 实施参与式治理袁发挥政府尧体育

主管部门等专门机构以及社区居民的监管作用袁以
此做好科学规划遥 另外也有利于缓解小镇建设中相

关主体参与度弱的问题袁提升社区居民的参与度和

认同感袁进而提高居民幸福感袁实现以人为本的发

展理念遥
最后袁面对基础设施不完善尧公共交通混合发展

模式尚未形成的现象袁要科学规划袁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袁创建交通混合发展模式遥根据通勤时间和路程的

长短袁提供适合的交通工具遥 另外袁对小镇公共交通

发展提供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袁 提高小镇内道路通

行能力和公共交通发展程度袁 提倡步行和自行车等

绿色低碳通勤方式[22]遥

实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袁 保护体育特色小

镇开放空间袁 防止生态破坏遥 运用环境总量标准规

制袁在适当确定环境总量规制标准的情况下袁通过差

异化的外部性税收对企业污染行为进行约束袁 禁止

企业不正当处理生产过程中产生野三废冶的行为曰同
时袁推动公民积极参与环境治理袁提高全民环境保护

意识袁逐步形成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的制度遥
地方政府一方面始终把保护环境尧 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为社会性规制的重要目标曰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环

保行政立法作用袁保护环境遥
对于体育特色小镇建设运营中的外部性问题袁

为应对负外部性的发生袁坚持产业的生态性袁以不破

坏生态环境为基本准则袁 把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

小镇建设中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尧循环发展尧低碳发

展袁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尧水等自然资源袁强化环境保

护和生态修复遥 同时袁建立生态文明考核评价机制袁
完善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尧考核办法尧奖惩

机制袁 以此减少小镇发展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损

害袁推动形成自然资源合理利用尧保护环境尧保护开

放空间尧发展绿色经济的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遥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袁 完善和创新投融资模

式袁对于体育特色小镇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袁主要有

以下两方面的策略遥

首先袁加快立法袁完善我国 PPP 模式法律体系遥
明确法律责任袁履行好法律职责袁即明确政府部门和

社会资本等相关利益者在体育特色小镇建设合作进

程中的权利义务袁 发挥好政府监督者和合作者的作

用遥 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还应着重于规范 PPP 项目

中的企业运营范围尧具体合作方式的细节等遥同时上

级政府也要为下级政府预留政策调整空间袁 从而使

政策更易得到落实 [23]袁最终使体育特色小镇建设工

作成为市场主导尧规律发展的过程袁成为政府引导尧
科学发展的过程遥

一是袁PPP 模式对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

生产有税收政策上的直接减免优惠袁 这是体育特色

小镇存在重复建设尧 公共资源浪费和房地产化的重

要原因之一遥 为避免房地产化和重复建设导致的公

共资源浪费袁 针对 PPP 模式的税收优惠政策应进行

适当规制遥
二是袁 对于体育特色小镇建设中出现的政府支

出责任困境袁 可以将 PPP 和税收增量融资 渊Tax In-

crement Financing袁TIF冤结合使用遥 实施野精明增长冶
的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斯纳德县袁 就曾利用 TIF 以

筹集基础设施的资金 [10]遥 TIF 不局限于政府现有的

财政能力袁 而是将规划区域内的未来某段时期的税

收增量作为 PPP 中政府支出责任融资袁 但税基增长

产生的收入在项目期必须回流入区域内袁 进行再开

发[24]遥对于产生的税基增长的收入可用于缺口补助尧
政府付费尧补贴企业等方面袁为体育特色小镇建设和

发展提供财政支持遥 将 PPP 与 TIF 进行有机结合尤

其对于解决贫困地区小镇建设面临的财力不足但又

亟待发展的两难困境有优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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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注 1铱内生性政府失灵袁是指公共利益与政府成员自身利

益发生冲突渊矛盾冤时袁政府成员因保全自身利益而产生的

政府失灵现象遥

[1] 刘晓虎.运动休闲特色小镇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起点尧关
键问题与路径[J].四川旅游学院学报, 2020(5):35-39.

[2] 朱之鑫,张燕生,马庆斌,等.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M].北京院中国经济出版社,2019:3.

[3] 人民网.今年以来袁习近平这样论述高质量发展[EB/OL].

(2020-07-04)[2021-05-10].http://cpc.people.com.cn/n1/

2020/0704/c164113-31770921.html.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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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OL].(2018-09-28)[2021-05-10].

http://www.gov.cn/xinwen/2018-09/28/content_5326338.

htm.

[5] SMART GROWTH AMERICA[EB/OL].[2021-05-10].

http://smartgrowthAmerica.org.

[6] ZHOU S C,刘冰.创造一种精明增长型的发展战略框

架院美国小城镇的实用工具[J].城市规划学刊,2018(5):

119-121.

[7] 余守文 .基于体育的区域发展战略初探[M].上海院上
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0:39.

[8] GOETZ S J, JANTZ C A, BOCKSTAEL N E, et al. Mo-

deling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across Maryland in the

context of Chesapeake Bay restoration[G]//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Lincoln Institute for Land Policy. CONFER-

ENCE PAPER 06. [S.l.]: [s.n.], 2007:1-26.

[9] Wikipedia.ListofUnitedStatescitiesbypopulation[EB/OL].

[2021-05-10].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Unit-

ed_States_cities_by_population.

[10] NIELSENSE. SmartGrowthEntrepreneurs[M]. New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7:111-120.

[11] 王奕欣 .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研究[D].武汉院华
中科技大学,2019.

[12] 林东炅.北京国际足球小镇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D].

北京院北京体育大学,2019.

[13] 金梦薇.特色小镇土地政策研究[D].杭州院浙江大学,

2018.

[14] 陈晓晖.浙江省省级运动休闲小镇发展水平评价指标

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D].杭州院杭州师范大学,2020.

[15] 徐思敏 ,刘成,刘兰娟 .江浙沪三省市运动休闲特色小

镇发展态势与推进路径研究[J].体育研究与教育,2020,

35(6):1-9.

[16] 何春刚 .体育小镇建设中的政府职能与推进路径[J].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2017,31(4):23-27.
[17] 高吉岩 .冰雪体育特色小镇研究院以河北省崇礼区为

例[D].南昌院江西师范大学, 2020.

[18] 杨帆.甘肃省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培育路径研究[D].兰

州院西北师范大学, 2020.

[19] 吴桐.辽宁省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发展路径研究[D].大

连院大连理工大学,2019.

[20] 李新.特色小镇建设的 PPP 融资模式研究[J].住宅与

房地产,2020(35):189-190.

[21] 宗正昆.PPP 模式的优缺点[J].中国招标,2019(34):32-34.

[22] 魏德辉 ,谌丽,杨翌朝 .美国波特兰的宜居城市建设经

验及启示[J].国际城市规划,2016,31(5):20-25.

[23] 孙轩,杨晓东 ,黄斌.美国城市如何实施精明增长管理

[J].中国经济报告,2017(8):106-109.

[24] 余守文,蒋昆.贫困地区片区开发中政府支出责任困境

解决新思路院TIF 与 PPP 的结合使用[J].学习与探索,

2019(9):112-118.

渊责任编辑院晏慧冤

体
育
人
文
社
会
学

体
育
人
文
社
会
学

余守文袁等. 我国体育特色小镇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尧困境与治理策略要要要基于野精明增长理论冶的视角

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