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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下，特色小镇发展迅速。为了解嘉禾铸造特色小镇发展困境，通过实地调查走

访嘉禾铸造企业，基于112家铸造企业基础数据，铸造企业访谈内容以及特色小镇主管领导访谈内容，

刻画嘉禾铸造企业的生产经营特征、企业需求以及铸造特色小镇发展规划。研究发现资金、人才短缺，

产业链短是制约嘉禾特色小镇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分别从产业、人才、生态方

面提出合理政策建议，完善特色小镇发展要素，为建设嘉禾铸造特色小镇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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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China, characteristic towns have 
developed rapidl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dilemma of Jiahe foundry characteristic 
town, based on the basic data of 112 foundry enterprises, interviews with 77 foundry enterprises 
and interviews with leaders of characteristic towns,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characteristics, 
enterprise needs and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Jiahe foundry characteristic town were described. It 
is found that the shortage of funds and talents and the short industrial chain are important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Jiahe characteristic town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
lization strateg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reasonable policy sugges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industry, 
talents and ecology, improves the development factors of characteristic towns, and provides refer-
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Jiahe casting characteristic tow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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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特色小镇的发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特色小镇作为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从特色小镇发展现状出发，

探讨在乡村振兴战略下特色小镇发展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参考。 

2. 嘉禾铸造特色小镇建设情况 

2.1. 嘉禾县概况 

嘉禾县面积 699.16 平方公里，辖 9 镇 1 乡，242 个行政村，是湖南省地域面积最小、人口密度最大

的县之一[1]。根据郴州市统计局公布 2022 年全市各县国民生产总值可知，2022 年嘉禾县 GDP 为 169.13
亿元，常驻人口 34.3 万，人均 GDP 为 4.9 万元。根据嘉禾县 2022 年统计公报数据计算可知，嘉禾县三

次产业的比重为 0.166:0.390:0.444，比较湖南省 0.101:0.381:0.518，嘉禾农业已尽地利，嘉禾三次产业潜

力较大 1。嘉禾是中国铸造产业集群试点县，湖南省铸造产业基地，被中铸协、中锻协分别授予“江南铸

都”“中国锻造之乡”荣誉称号[2]。作为省内唯一一家以铸(锻)造产业为主体的产业集群，是全国五金

工具生产和出口基地，锻铸造业发展势头强劲。 

2.2. 嘉禾铸造行业调查分析 

本调查面向嘉禾所有铸造企业，采用线上问卷和线下访谈两种方式结合，线上收集 92 份问卷，除去

问卷回答不完整，填写时间太短问卷后，线上获得 82 份有效问卷；线下共走访 77 家铸造企业，收集 77
份有效问卷，除去重复收集的数据，本研究共收集了 112 份嘉禾企业数据。调查问卷主要内容包括：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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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基本信息、企业生产铸件种类及工艺、铸件产品配套领域、主要客户分布、投资规模及投资意愿、职

工情况等。本文通过实地调研，与特色小镇主管领导以及铸造企业主访谈，了解嘉禾特色小镇发展现状

与困境。在调研期间，从嘉禾县科工信局获得《“江南铸都”是怎样练成——嘉禾县铸造产业发展的调

查》《嘉禾县铸造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汇报》两篇政府调查报告，在嘉禾县塘村镇镇政府办公室获得《郴

州市嘉禾县塘村精铸小镇总体规划(2019~2030 年) (2020 年修订)》《塘村镇产镇融合示范镇发展规划》两

篇嘉禾特色小镇规划书。 
根据问卷收集的企业基本数据，对问卷的问题进行汇总，分析嘉禾铸造企业的发展现状。总体看嘉

禾铸造行业正处于转型升级阶段，向高质量铸件发展。嘉禾铸造企业呈现数量多规模小、龙头企业不多、

以民营企业为主等特征，在供给侧积极实施转型升级和招商引资政策。从趋势上看，嘉禾铸造企业绝对

数明显缩小，嘉禾铸造企业集约化水平不断提高，品牌效应逐渐增强，铸造特色小镇发展前景巨大。 
1) 铸锻造企业用地面积。根据调查问卷数据计算可知，铸造企业平均占地面积为 16.9 亩，约 50%

的企业占地面积 ≤ 10 亩，最大的铸造企业占地面积为 117 亩，最小的企业占地面积为 1 亩。铸造企业的

厂房平均面积为 6729 平方米，6 成左右的企业厂房面积不足 5000 平方米，有四分之一的企业厂房面积

小于 2000 平方米。平均企业厂房面积与占地面积之比 59.6%，28.6%的企业厂房面积小于占地面积的一

半，仅有 12.1%的企业厂房面积与占地面积之比大于 90%。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土地利用率较低。 
2) 嘉禾铸造企业流动资金情况。根据问卷数据分析发现，90%以上的企业有未收款金额，平均每家

企业未收账款671万元，占平均年产值的1/4，个别企业未收款金额高达1个亿，占该企业年产值的55.5%。

平均每个企业成品库存金额 336 万元，最高成品库存金额 8000 万元，仅 4 家企业零成品库存。平均每个

企业在制品占用资金 251 万元，87.9%的企业在制品占用资金低于 500 万元，4 家企业在制品占资超 1000
万元，最高为 3000 万元。平均每个企业负债 320 万元，最高负债 2000 万元，约 10%的企业负债超过 1000
万元，只有 12%的企业零负债。每家企业近三年平均投资 398 万元，最高投资 3000 万元，理想投资规模

平均为 1500 万元，理想投资最高为 2 亿元，具体分布情况见表 1。嘉禾铸造企业资金缺口较大，表 2 数

据显示，平均每个企业资金缺口 502 万元，13.6%的企业缺口 1000 万元以上，最高缺口高达 5000 万元，

仅有 6 家企业目前无资金压力。 
 

Table 1. Annual average investment and ideal investment amount of foundry enterprises 
表 1. 铸造企业年均投资与理想投资金额情况 

企业近三年平均投资金额(万元) 企业数 企业理想投资金额(万元) 企业数 

0~499 63 0~499 35 

500~999 12 500~999 21 

1000~1499 11 1000~1499 12 

1500 及以上 4 1500 及以上 20 
 

Table 2. Capital gap of foundry enterprises 
表 2. 铸造企业资金缺口情况 

企业资金缺口金额(万元) 企业数 

0 6 

1~499 52 

500~999 18 

1000~1499 5 

1500 及以上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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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铸锻造企业生产铸件种类及范围。嘉禾铸造企业的铸件材料有铸钢、铸铁、铸造有色合金(铜、铝、

锌、镁等)等。铸铁企业中，生产灰铸铁件、球墨铸铁件企业数占企业总数 71.4%、34.1%；生产蠕墨铸

铁铸件有 6 家企业。铸钢件占企业总数 29.7%，生产铝镁合金铸件有 2 家，铸件种类丰富。嘉禾铸造业

的生产范围主要有三大类：铸造、锻造和机械加工。数据显示，生产铸造产品的企业有 74 家，生产锻造

产品的企业有 18 家，从事机械加工的企业有 51 家。三类企业的生产是交叉的，一家铸造企业可从事多

种生产活动。如铸造和锻造兼产的企业约占 10%，铸造和机械加工兼产的企业约占 20%，有 4 家企业三

类均生产，企业生产产品种类多，范围广。 
4) 嘉禾铸件生产特征为多品种小批量。调查问卷数据统计显示，平均每家企业生产不同模具的产品

数 568 个，最多不同产品数高达 18,800 个，最少 1 个；平均每家企业每年新研发的产品数平均为 116 个，

最多 3760 个，最少 0 个。无论静态看不同产品数还是动态看新产品研发数，嘉禾铸造的多品种小批量生

产特征都是十分显著的。调查还发现，平均每家企业的主要客户数 21 家，最高的企业主要客户数高达

300 余家，从侧面印证嘉禾铸造企业的多品种小批量生产特征。 
5) 嘉禾铸造企业职工情况分析。嘉禾铸造企业，平均每家企业职工人数为 40 名，人数最多为 195

人，最少仅为 3 人，职工百人以上企业约占企业总数的 8%。调查数据显示，一线职工平均占比 75%，五

年以上的职工占比 38.2%，职工平均年龄 43 岁。职工年龄偏大，36%的企业五年以上职工占比 ≤ 30%，

职工稳定性受到考验，一线职工出现断层。调查发现，铸造企业一线职工本地人居多，年龄大多近 50 岁

上下，学历低，极少经过铸造专业培训，一些企业极度缺乏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企业员工月平均工资

6200 元，最低月工资 3200 元，与嘉禾其他行业比较，工资相对较高，但对外地人才没有吸引力。 
6) 企业进行产业转型升级投入情况。经过前一轮技术改造，在被调查企业中，环保达标率为 100%，

平均每个企业固体废物利用率达到 88%，69.2%的企业废物利用率 ≥ 90%，仅 12%的企业废物利用率 ≤ 
50%，基本实现废渣循环利用。平均每个企业年粉尘排放量约 15 吨，最高排放量为 300 吨，全部达到国

家规定标准。所有企业均在环保治理上投入资金，企业年均环保投入金额 66 万元，最高环保投入金额为

500 万元，环保投入占总成本的 6.6%左右，企业环保投入逐年增加，基本实现绿色铸造。 

3. 乡村振兴战略下铸造特色小镇的薄弱环节 

3.1. 企业融资困难，资金缺口大 

根据与企业主访谈内容发现，绝大多数企业都表达了他们所面临的主要困难是缺乏资金，成因有三：

一是企业扩大再生产，包括升级设备、扩大场地，设备更新改造，新型环保设备投入，需要资金的口径

多数量大；二是回款周期长，企业通常是 3 个月结算、6 个月电子承兑，最快需要 9 个月收到货款；此

外，国有企业采购产品是通过一级、二级供应商，产品对接难，造成回款周期更长；三是融资困难，嘉

禾铸造企业规模不大的私企，很难从四大行贷款，只能通过抵押且高利率获得其它银行或私人贷款，企

业的资金负担重、资金周转紧张。 

3.2. 企业缺乏人才 

半数以上的企业家认为铸造企业技术和管理人才不足，大多数企业对新产品研发，工艺改进有强烈

需求，但企业缺乏技术人才，科研团队能力薄弱，缺乏人才引进渠道，并且“引得进、留不住”，人才

流失问题突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前一线职工尚比较充足，从职工年龄分布看却出现断层，新

生代不愿投入铸造业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预计若干年后，嘉禾铸造不仅有人才问题更有人力问题。由

此引发三大困境：一是嘉禾铸造的发展提高嘉禾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收入后不愿进入铸造业；产业技术

提升需要人才支持，但是嘉禾铸造人才资源短缺；二是嘉禾铸造人工资源不足，需要通过数字化、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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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改造提升铸造技术水平，减少用工人数，但缺乏相关技术人才来完成技术改造；三是短期扩大生产规

模需要人力，但铸造业对嘉禾人缺乏吸引力，也很少有外地人来嘉禾参与铸造活动，嘉禾铸造业人工制

约因素很大。 

3.3. 嘉禾机械产业链普遍较短 

机械产业链一般包括原辅材料市场→原材料→铸造/预处理→机械(零件)加工→部件→整机→成品市

场。嘉禾机械产业没有形成原辅材料市场，也没有专门的机械成品市场，有从“铸造→……→整机”的

机床产业链，也有从“铸造→……→部件”的产业链，还有从“金属型材→……→制砂机”的产业链。

但是，即使机床产业链也仅仅生产规格有限的镗铣床和冲床，其它产业链更短，特别是在绝大多数配套

领域，嘉禾铸件都未向后延伸产业链，总体上看，嘉禾部件和整机制造范围很小，铸造产业链普遍很短。 

3.4. 特色小镇发展受土地要素制约 

铸造产业是土地密集、重资产、低盈利行业。根据《嘉禾县铸造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汇报》调查报

告可知，嘉禾每年工业用地指标只有 600 亩，低盈利也就很难短期自我积累下大额投资资金。报告中显

示，2020 年平均每亩占地创造产值 < 1000 万元、产生居民收入 90.34 万元，单位土地面积产出能力是比

较低的。嘉禾目前有近 40 家企业排队等候入园，就需要用地近 2000 亩。土地问题严重制约大项目、好

项目的引进，不能满足铸造业发展需求。根据调查问卷中的企业基本数据计算，在现有企业中，28.6%的

企业厂房面积与占地面积之比 ≤ 50%，12.1%的企业厂房面积与占地面积之比 ≥ 90%，不少企业土地利

用率太低，另一些企业却没有发展空间。 

3.5. 铸造企业环保问题依旧存在 

虽然近些年，在乡村生态振兴战略的实行下，铸造企业已经转型升级，更新环保设备，依法依规关

闭“小、散、乱、污”铸造企业，企业生产条件已经得到改善。但是总体看，嘉禾铸造业的污染依旧问

题显著，主要有二：一是部分铸造企业一般很少顾及环保问题或者没有充足的资金投入环保设备；二是

嘉禾铸造粗放型铸造生产特征尚未得到根本改变，根据调查问卷数据计算可知，环保方面的投资只占据

铸造厂设备投资的 6%~10%左右，嘉禾铸造业尚未具备较为先进且完善的污染控制设施和技术，尚未在

铸造企业树立起健全的环保意识。 

4. 乡村振兴战略下铸造特色小镇发展优势 

4.1. 乡村振兴战略助力特色小镇发展 

政府加大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投入，加快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特色小镇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改善乡村的基础设施、经济结构、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从而促进特色小镇的发展[3]。2021 年 7 月 30
日，2021 年 7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基础研

究，推动应用研究，开展补链强链专项行动，加快解决“卡脖子”难题，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国

家领导人要求，企业家要以“专精特新”为方向，聚焦主业、苦练内功、强化创新，把企业打造成为掌

握独门绝技的“单打冠军”或者“配套专家”。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2020 年 12 月 16 日) [5]，嘉禾需要面向乡村振兴，这是对嘉禾铸造的最高

定向和定位。 
嘉禾精铸小镇发展依托湖南省“三高四新”战略以及“3 + 3 + 2”产业集群战略，同时嘉禾精铸小镇

作为郴州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的一部分，省市县政府高度重视嘉禾铸造业发展，嘉禾精铸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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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建设是三级政府的一致定位[6]。嘉禾县委县政府把铸造产业作为全县国民经济的第一支柱产业，将铸

造产业作为首位产业来抓——拿出首配资源、制定首办措施、强化首要落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

署，突出“三去一降一补”重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规划引领，规划了机械装备、锻铸造产业

“一区两园”布局体系，明确产业发展方向，完善铸造产业配套服务。嘉禾县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

政策措施，激励铸造业发展，包括《践行“三严三实”帮扶实体经济“八项措施”》《关于加快园区发

展的若干意见》《嘉禾县产业引导资金奖励实施细则》和《关于加快科技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发展的实施

意见》等。 

4.2. 铸造特色小镇发展具有内部竞争优势 

在《“江南铸都”是怎样练成——嘉禾县铸造产业发展的调查》调查报告中，铸造业占嘉禾工业的

3/4，受到本地各界的极大关注和支持。《郴州市嘉禾县塘村精铸小镇总体规划(2019~2030 年) (2020 年修

订)》重点提到优先保障最紧缺的土地资源，2019 年 4 月经湖南省发改委对嘉禾经开区调区扩区方案的批

复，园区调整后总面积为 472.05 公顷，即坦塘工业园区块总用地面积 365.25 公顷和郴州(嘉禾)机械装备

制造基地区块用地面积 106.80 公顷。《嘉禾县铸造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汇报》指出嘉禾县委县政府已经

出台工业园区“1 + X”系列文件，支持园区做大做强，铸造产业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跨步迈进。一把手工

程，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抓招商优化和帮扶服务，建设嘉禾铸造产业集群。政策激励创新驱动，积

极引进高新技术企业落实嘉禾，近几年新上自动化或半自动化生产线 32 条，新增钢壳电炉 178 座、打磨

机器人 41 台、数控机床 100 台套。 

4.3. 要素吸引龙头企业落户嘉禾 

嘉禾的铸造文化，养育出嘉禾铸造人，嘉禾具有支持铸造业发展的优质人力等诸多要素。要素吸引

大资本的关注，形成“请进来”的投资条件。球墨铸铁国内第一的新兴铸管、制冷设备铸造国内第一的

华翔铸造、树脂砂生产国内领先的圣泉集团、铸造自动化生产国内领先的宁夏共享集团等先后考察嘉禾，

与嘉禾建立战略合作关系。《郴州市嘉禾县塘村精铸小镇总体规划(2019~2030 年) (2020 年修订)》规划书

中详细规划了在嘉禾经开区行廊片区内，新兴铸管已投资建设嘉禾绿色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投资总额

25 亿元，规划用地 1000 亩，建成后可容纳 30 家铸造企业，年产铸件 30 万吨、产值 25 亿元，税收 2 亿

元，引领和培育一批嘉禾铸造企业上规模、上档次。 

5. 乡村振兴战略下特色小镇发展对策建议 

针对嘉禾铸造现状、特征和发展趋势，在乡村振兴战略布局下，嘉禾铸造特色小镇发展不仅要增加

科技装备投入强度，更要提高科技产出效益，使投资、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和提升之间形成循环增强的

格局。 

5.1. 乡村产业振兴——专业互补协作营造产业集群化机制 

嘉禾铸造产业集群，不仅是“一区两片”的地理集中，更主要的是按照产品、生产工艺等专业化重

组生产单元，形成生产单元互补协作体系，产生群体效益。同类专业生产单元构成集群，在集群内部协

作创新要素，互补形成产业链，成品及中间产品差异化竞争，充足发挥产业集群的互动促进功能。通过

集群化，形成互补协作机制，完善配套实施和公共服务，弱化内部恶性竞争，提升地方品牌优势。通过

集群化，扩大地方特色影响力，开拓国内外市场，提升产业话语权和定价权，保障合理利益，提高产业

竞争和市场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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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乡村人才振兴——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 

注重高素质人才引进和培养，逐步建立完善员工培训体系。打造园区产业发展的各类服务平台，不

断增强集群内自身科研攻关能力和高端服务配套能力，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加强产学研结合，促进嘉

禾铸造研究院建立，设立大学生创业园，制定扶持政策，鼓励创业创新；建立人才库，通过正式调动、

聘用等方式刚性引进，以及采取咨询、科技合作、短期聘用、项目合作、技术入股、成果转让等方式柔

性引进高层次人才。开展培训班，按照管理人才、技术人才以及生产工人分别进行培训。各企业根据自

身需求培养出企业需要的人才，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 

5.3. 乡村生态振兴——实现绿色铸造 

节能减排、“碳中和”、绿色环保、数字化是铸造技术的发展方向，铸造业要坚决淘汰高能耗、高

污染的生产工艺流程，积极完善和推广节能减排成熟的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标准等。这种成熟

性，不是面上是否可能，而是具体针对嘉禾铸造是否经济有效。嘉禾铸造不是全国的主体，嘉禾铸件并

非关键核心件，根据中国铸造协会发布的 2022 年我国铸件产量计算得出，嘉禾铸件产量仅占全国的 2.7%，

技术设备的设计开发主要不是针对嘉禾铸造生产特征，适用的不多，嘉禾只能按照现实可能推进，积极

专用设备、工艺技术和特色产品标准，创造条件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5.4. 强化要素保障，围绕特色完善配套服务 

多品种小批量生产特色，更需要公共配套服务平台支撑，更需要建立内部协作联合创新的体制机制，

最大限度共享有限人才资源，产生集群创新效应。在关注引进龙头企业、培育标志性企业的同时，着力

促进嘉禾铸造企业生产规模由小变大、层次由低到高、产品由粗到精。扩大铸都集团的融资能力，发展

“湘铸贷”“精铸贷”等金融创新，扩大质押范围，助推嘉禾铸造业“铁水炼出真金”。建立铸造业原

辅材料供给市场和铸件销售市场，让嘉禾成为中小规格铸件的全国市场中心。产业集群办和铸协扩大商

标、专利、股权、标准制定等产权申报服务，提高企业的产权保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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