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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庐康养小镇建设规划路径及策略研究
佘 月

（河海大学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摘 要：为了更好地帮助浙江桐庐探寻特色小镇发展模式，本研究基于桐庐健康小镇城镇改革的背景，从定位区位、景观分布、产业

功能等方面了解了桐庐康养小镇的发展现状；探索桐庐内外功能组织混乱、形象感知空间缺失、产业发展方向不明、生态环境形势严重等

问题，因地制宜提出“一轴三区多廊”的规划结构，并结合桐庐现有的产业优势，从土地规划、产业建设、人才引进、工作组织等角度做出康

养小镇未来规划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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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工业化与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问题不断

引起人们对乡愁文化的感慨。新时期乡村振兴工作在“美丽乡村”的理
念指导下就需要承担起新的历史使命，焕发出新的生机。《浙江省十二
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按照企业主体、资源整合、产业
融合的原则，在全省建设一批聚焦七大产业、兼顾历史经典产业、具有
文化内涵的特色小镇。[1]在新医改和“健康中国”的战略背景下，浙江桐
庐的康养小镇就顺应新型城镇化的核心理念，打造美丽康养城乡，让城
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然而，在浙江省公布的省级特色小镇 2017年考核中，桐庐健康小
镇受到了警告处理，三年来，桐庐积极谋求城镇改革的创新之路。目前，
健康城正处于从窗口期向出彩期转变的重要时期。富春山健康城是桐
庐跨江发展的一个新台阶，同时也担负着推进杭州市“旅游西进”战略
的实施、完善区域功能体系建设、着力将桐庐建设成为“中国最美山水
型现代化中等城市”的重要使命。桐庐政府到底应该如何在深化新型城
镇化的紧要关头做好城市规划，增强城市创新能力，优化城市产业结
构？如何在疫情复苏后，根据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要素禀赋和比较
优势，培育发展具备健康医疗特色的城市产业体系？[2]如何避免“千村一
面”的样本村，巩固乡村振兴的全面成果？本研究将从桐庐康养小镇的
城市规划现状出发，探索其现有建设中的问题和功能建设方面的优势，
因地制宜分析规划并给予落地建议。

2 桐庐康养小镇发展现状
特色小镇开发建设，是就地城镇化的主战场，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

突破口，是中国城镇化的革命。[3]目前，国内健康小镇发展有三大主要类
型：天然资源引领型健康养生小镇、产业科技驱动型健康科技小镇、医
疗服务导入型医疗健康小镇。[4]康养小镇或将成为下一步中国各地健康
水平整体提升、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特色发展模式。[5]桐庐康养小镇
以“药祖故地，健康智谷”为愿景，立足自身已有资源和区位优势，以秀
美山水资源为基底，以人才集聚和科研创新为支撑，以千年药祖健康文
化为底蕴，做深“健康+”“旅游+”两大文章；聚集生命科技及中医健康两
大产业，培育发展环境，强化人才培养，力争通过 3-5年时间的努力，打
造覆盖全省、享誉全国的健康产业高地、文化示范基地。

2.1 目标定位
桐庐康养小镇的产业发展目标是以研促医、以医助养、健智融合。[6]

打造生命科技产业创新示范区、中医健康服务业先行示范区。在功能定
位方面，桐庐康养小镇是集大健康、生命科技、中医服务、文化休闲、生
态居住、特色旅游于一体的健康智谷、文化小镇、幸福家园。

2.2 区位关系
2.2.1 宏观区位———重要旅游产业带的中点
桐庐位于杭州市域中部，处于杭州 1小时交通圈范围内，属于杭州

都市经济圈的紧密层，是杭州到千岛湖（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黄金

重要旅游产业带的中点，具有发展休闲旅游业的先天优势。
2.2.2 中观区位———城市南部发展新平台
健康小镇所处的富春山健康城是桐庐城市南向跨越发展的新平

台，紧邻富春江南岸迎春商务区和富春江科技城，位于迎春路城市发展
主轴上。

2.2.3 微观区位———健康城的核心功能区
富春山健康包含“3+1”产业功能，分别为生命科技产业、中医健康

养生、运动休闲康体、高铁综合功能。[6]在空间布局上分为六大片区，健
康小镇所处生命科技引领核心区和健康医疗服务区两大功能片区，是
健康城产业引领、形象展示的核心区域。

2.3 景观风貌
健康城内依山傍水，山环水绕；东南侧是峰峦叠嶂的连绵群山，西

侧是开阔秀丽的富春江面，属于城市与自然交接过渡地带；城内河塘密
布，有大量低丘缓坡用地和部分耕地。基地内产业空间与乡村、农林景
观并存，整体大背景以农林景观为主，健康产业的相关用地与乡村用地
嵌入其中，三者相互融合，生态优美。

2.4 用地现状
非建设用地为主，商业服务业设施较多。基地目前尚处于初步开发

建设阶段，现状用地构成以非建设用地为主，占总用地的 68.46%。目前
健康小镇已引入不少健康养生企业，故有较多的商业服务业用地，占现
状城市建设用地的 45.84%；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5.52ha，主
要为现状村小及电力培训中心等；现状绿地与广场用地 28.32ha，主要
分布在迎春南路两侧。[7]

2.5 产业功能分布
健康产业机构入驻态势较好，健康品牌效应初显。目前健康小镇已

入驻不少健康产业相关的机构和企业，包括江南养生文化村、达利健康
博览中心、海博运动休闲城、海博养生酒店、艾唯医美中心、中科纳泰实
验室等，初步形成了健康的品牌效应。

2.6 道路交通
城市交通主要门户、路网框架基本形成。现状杭千高速在规划范围

内有一个互通出入口，为县城互通；本区将成为未来桐庐最重要的交通
门户。其余区块道路系统基本形成，其中梅林路、城南路等主干道部分
路段处于在建状态，路网框架已经基本形成。目前区块内部的支路网尚
未完善。

2.7 河流水系
健康小镇内部水系丰富，目前水域面积约 14.67ha，水面率为

3.7%，由多个水库和多条溪流水系组成。包括小青龙水库、轧子垅水库、
徐家垅水库、溪旁水库等，以及富春南渠、金竹溪、梅林溪、乔林溪等多
条河流。这些水系都是康养小镇重要的景观资源。

3 桐庐康养小镇存在问题
3.1 内外功能组织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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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地功能尚未集聚，健康小镇外部功能均各自为政，尚未形成
产业空间体系。
（2）健康城被高速 Q和高铁H两条区域交通轴线隔断，健康小镇

与南侧山前区域的功能地块联系割裂。
（3）健康小镇核心功能主要分布于路线 D沿线、区块 J等，核心功

能空间分布较散，且有大量村庄穿插其中，功能难以集聚。
3.2 形象感知空间缺失
健康城现状门户和展示窗口主要集中于 320国道区域，主要为区

块 J和路线 D。桐庐主通道———路线 Y未进行整体利用。
3.3 产业发展方向不明
科研产业机构入驻态势较好，健康品牌效应初显，但功能尚未形

成，集聚效应较弱。且目前健康城产业发展思路偏向大而全，这种思路
是否可以进行相关转变。

3.4 生态环境遭遇破坏
虽然健康小镇的景观生态环境优越，但目前也面临着生态破坏的

危机。健康小镇乃至健康城和桐庐县，偶尔会出现村民开垦山林的情
况，对生态廊道和景观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

4 桐庐康养小镇未来规划
规划将维系健康小镇生态大格局，依托大奇山生态屏障，通过梅林

路生态廊道和迎春南路生态廊道的延伸，引导山林绿化、自然水系向小
镇渗透，打造健康小镇的山水格局。

规划结构：一轴三区多廊。
一轴：指迎春南路门户景观轴，迎春南路对接桐庐高速出入口，纵

贯健康小镇及江南新城区，南北连接富春江和大奇山生态屏障，为小镇

的门户景观轴线。三区：指生命科技创新区、中医健
康医疗服务区和山前中医健康养生区三个功能板
块。多廊：指乔林路、梅林路、迎春南路等多条生态廊
道。规划以大奇山生态屏障为依托，延伸多条生态廊
道向小镇渗透，提升小镇生态景观品质。

5 桐庐康养小镇未来规划产业优势
根据浙江省健康产业“十三五”规划，浙江省未

来健康产业总体布局将呈现一核三极三带的格局。[8]

桐庐所在的浙西山区的健康产业定位为健康养生。[9]

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优势，深挖自己的产业优势，打造
以健康服务业为主导、健康生产为支撑的健康产业
体系，在合适的产业基础之上建设新城。[10]

5.1 具有较好发展基础
健康城已建成江南养生文化村（一期）、海博酒

店、桐君堂等健康产业项目，在建爱唯（国际）细胞工
程与再生医学产学研基地项目、桐庐纳泰医学检验
实验室、康银健康管理中心等一批健康产业项目，形
成了一定的基础。因此，健康城产业可以首先注重现
有产业的培育，以产业强链补链的思维，做强做优生
命科技、中医健康、运动休闲等产业。

5.2 具有较强比较优势
健康城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生态环境、区位交

通、文化底蕴等方面。立足生态环境和区位交通优
势，加速“融杭融圈”进程。立足富春山居图实景地、
中国画城和中医药鼻祖圣地，加大文化资源的挖掘
和产业化。因此，健康城产业选择可以立足本地优势
资源，推进资源优势向产业发展优势转变，重点发展
基于互联网的科创产业、文创产业、教育培训、生态
居住等产业。

5.3 具有巨大市场潜力
长三角经济区是健康城产业发展的主要目标

市场，从市场需求变化看，长三角经济区家庭的消费
进入了相对富裕的发展型、享受型消费阶段，健康、
教育、旅游、运动、居住等市场需求呈增长趋势，同时

模仿式、排浪式的消费向个性化、多样化转型。健康城产业聚焦的健康、
教育、旅游、运动、居住等产业中高端产品和服务供给，可以主动适应以
长三角经济区为核心的市场需求变化。

5.4 具备“桐庐城市新门户”的区位
健康城为杭黄铁路站场所在地，是高铁时代桐庐的第一站和最后

一站，是世界认识桐庐、感受桐庐、品味桐庐的新窗口。因此，健康城产
业选择应充分考虑桐庐城市新门户的功能需求，发展交通集散、形象展
示、文化会展、现代商贸、休闲旅游等功能。

6 桐庐康养小镇规划建议
6.1 主要任务
6.1.1 强化基础设施配套
通过搭建小镇道路网络、构建小镇交通体系、完善其他基础设施，

加快画圣路、城南路横向主通道建设与提升，推进画屏路等纵向道路建
设，完善道路框架，串联小镇内部功能。

6.1.2 深化产业空间建设
进一步推进中科纳泰 4P产业园、江南文创园（二期）、智慧医谷、中

通学院等项目建设、启动富春山健康城生物科技健康产业园建设。
6.1.3 优化土地存量空间
对健康城辖区优质闲置资产进行收储，用于拓展招商引资资源空

间。对区内石珠村等部分村庄采取“就近安置，本村安置”的拆迁安置策
略进行拆迁。[11]

6.2 实施保障措施
6.2.1 创新政策，统筹推进小镇建设
保障供给机制创新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鼓励和支持社会资

图 1 桐庐城市示意图

图 2 小镇规划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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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投向特色小镇建设；[12]优化土地指标分配，对列入特色小镇“特事特
办”，实行“确保快批”。[13]产业政策扶持，积极制定特色小镇产业发展的
政策扶持体系，将健康产业发展提升为政府重点工程项目，出台系列相
关文件规范，落实相关方面政策的实施。积极争取省市部门对特色小镇
的政策支持，地方政府给予 1：1资金配套支持，确保小镇建设工作有序
推进。

6.2.2 加快招引，强化产业要素支撑
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积极引进一批掌握核心技术、具有可持续研

发能力的国内外科技领军人才，增强区域人才优势，形成完整的人才梯
队。加强地方相关行业人才培养，努力打造结构合理的高层次创新人才
队伍。让产业基础要素建设更优化，加大健康产业重大项目引进，打牢
产业发展基础，推动集聚发展。积极建设产业公共服务平台、产业技术
开发平台和企业技术创新平台。[14]

6.2.3 宣传推广，促进区域交流协作
加大小镇宣传力度，在全区域范围内充分利用网络、报纸、电视、

广播等传播平台和渠道，积极宣传小镇的特色和发展定位，提高本区
公众对健康小镇建设的认知程度。积极开展特色小镇建设的交流活
动，广泛宣传小镇发展信息经济的重要意义。鼓励产业的跨区域合
作，落实小镇规划，明确产业发展方向，利用高端人才资源，广泛开展
国内外合作交流。

6.2.4 市场主导，构建多元融资体系

充分发挥市场主导作用，牢固树立“政府引导、企业经营、市场运
作”的理念，充分发挥市场的灵活机制，整合调配多方资源，将资金、人
才及技术等要素更好地在小镇范围内流通，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保
障充足的资金支持，加强招商引资，引导本地金融机构支持健康产业发
展，营造和提升良好的创业、创新软环境，鼓励和扶持健康产业企业和
创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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