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江模式”打破了跨区形成的行政体制束
缚，不同之处还在于产业是整体转移，是相对落
后的地区探索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新模式

微观视角

◆导报记者 姜旺 牟德鸿 江阴报道

站在江阴要塞的黄山古炮台
上隔江向长江北岸眺望， 但见岸
上码头林立、企业密布；江面上则
是伴随着汽笛声声， 各种船舶穿
梭于大江南北，一派繁忙景象。

江阴 - 靖江工业园区管委
会副主任孙明江告诉经济导报记
者，那就是他所供职的江阴 -靖
江工业园区。园区建园 9年来，依
托丰富的长江岸线资源， 已经建
成一处以船业、机电、冶金、能源、
物流、研发、商贸为主导产业的，
具有临江产业特色的重要国际制
造业基地。

地区生产总值 115.19亿元，
同比增长 30.35%； 财政收入 21
亿元，同比增长 44.7%；一般预算
收入 8亿元，同比增长 52.9%；完
成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4亿元，其
中工业投入 25.1亿元———这，就
是江阴 - 靖江工业园区这个全
国首家跨江、 跨行政区域的联动
工业园 2011年的“成绩单”。

两次体制突破

“之所以成就如此快速的增
长，原因就在于‘两江模式’打破
了跨区形成的行政体制束缚。 ”
在孙明江看来，实现如今“较为
理想的跨区体制”， 经历了两个
层面的较大突破。

一是在 2003年至 2004年前
后， 初步确定了部分经济管理权
限抽离江阴、靖江地方，由省直管
的机制，解决了最大部分的争执。

孙明江举例说，“当时靖江
园区开发投资公司所有资料准备
俱全， 但注册发证是找江阴还是
靖江的工商局呢？ ”为了类似的
事件， 园区第一任主任当时一个
月跑了 20多趟南京。

随后在江苏省多部门的协调
下，直接由省级管理的财政、国地
两税分局等独立行政单位迅速建
立起来，并配以特殊优惠政策。以
江苏省为该园设立独立金库为
例，对于国税、地税和财政等部门
征收的园区地方级预算收入，园
区金库留成 100%。

第二次突破是在 2006 年至
2007年前后，将涉及到江阴、靖江
的地方管理权力， 尤其是靖江的
属地管理范畴， 以委托授权等形
式，直接交由园区管理。

政策壁垒一旦打破， 这片昔
日的荒凉之地很快被打造成投资
的热土。 建园后短短三五年间，
就先后有江苏中燃油品储运有
限公司在此建设了 3 万吨级油
运码头，江苏长博投资有限公司
完成收购整合靖江九圩汽渡并
建造万吨级船台、 物流码头，江
苏双良集团购置 100亩土地用于
沿江开发，扬子江船厂、江苏苏美
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等苏南企业
跨江投资。

产业“过江”时机已到

“过去地区之间在产业转移
园区方面的合作， 实质上是产业
的梯度转移过程。 发达地区之所
以热衷于跨地区建设产业转移园
区，一方面是为了‘腾笼换鸟’，
另一方面是为了减少本地区税收
的流失。 而对欠发达地区急需的
人才、资金与服务方面投入甚少，
客观上造成产业转移园区的先天
不足。 ”孙明江说，“两江模式”
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产业是整体转
移，而且首先是制度性要素、人力
资源性要素的流动。 流动中先流
至靖江的是江阴政府的公共服
务、财税扶持政策、招商理念等，
它是相对落后的地区探索新型工
业化与城市化的新模式。

环境容量、 土地、 岸线优势
等，这些是靖江独有的；先进的政
府公共服务、高素质的管理人才，
这些是江阴独有的。同时，江阴接
受上海辐射的要素更多， 可以成
为靖江参与国际资源交换的重要
平台，对江阴而言，则是平台优势
更具吸引力。
“从产业角度看，江阴 - 靖

江工业园区主要以造船和钢构为
主业，这两大主业对江阴而言是
相对独立的，并没有实现当初设
立工业园区的‘产业过江’初
衷。 ”孙明江表示，虽然产业没
有“过江”，但园区的产业相对
独立，并已到成长瓶颈期阶段，此
时已是园区与江阴产业结合的最
佳时机。

如何进一步突破制度壁垒，
对长三角产业结构升级、 带动落
后地区意义重大。 具体到江阴 -
靖江工业园区， 它现在及未来的
探索与突破， 甚至会给江苏沿江
开发、 全国跨区域行政联动提供
借鉴。

两江联动玩转产业魔方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是自古以来对江苏这片
富庶的鱼米之乡的美誉。 作为我国最早、最重要的沿海
开放省份之一，江苏经济发展迅速，在全国的地位举足
轻重。

去年，江苏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8604.3亿元，比上
年增长 11%，这已是江苏经济连续 20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江苏 52个县（市、区）县域生产总值、县域工业总产
值超过全省总量的六成。去年，江苏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 26341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4531元，位列全
国第六；比上年增长 14.8%，高出全国 0.7个百分点，增幅
在全国名列前茅。

多年来，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前 10名，江苏占比超
过半数。 自 2003以来，江阴市已连续第九年雄踞榜首。

! （牟德鸿 姜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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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焱
江苏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

经济导报：江苏，特别是苏南，县域经
济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全国综合实力
百强县数量最多，且在前 10位中占据了 7
席。江苏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头在哪里？

郑焱：如果仅仅是发展一个县的县域
经济，把一个县做大做强，其影响力及辐
射作用是有限的。 在江苏，县域经济的动
力源头就是开发区。 从上世纪 90年代早
期开始，江苏尤其是苏南地区就一直在搞
开发区。 正是那一轮经济开发区建设热
潮，促进了苏南地区县域经济实力的迅速
壮大。

实际上，江苏并没有针对县域出台过
具体的扶持政策，只是针对园区提供过一
些相应的优惠政策。现在回顾苏南地区县

域经济发展的原因时，还有一个因素不得
不提及，那就是许多苏南县将其县域经济
主动向上海靠拢，通过外向型经济实现了
快速发展。 这在当时颇有些争议，但现在
看来是正确的。

经济导报：与山东目前情况相似，江苏
也存在地域方面的经济差异。具体来讲，江
苏是如何解决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

郑焱：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确困扰
着江苏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在探索南北经
济均衡发展上也有过失败， 例如上世纪
80年代开始搞扶贫、对口扶贫、结对帮扶
等，但是效果都不好。

目前， 江苏正在通过南北共建园区、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以及沿海经济战略，逐
步实现苏南苏北协调发展。从南北联动发
展成果看，江苏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
对于解决苏北地区经济相对滞后的问题，
价值还是蛮大的。

发展的关键在于观念是否正确，所以
南北交流首先是通过干部交流，把苏南的

干部派到苏北，担任地方主职，将先进的
思想引入苏北。 之后即开展苏南、苏北合
办开发区，如苏州对口徐州，县对县合办
开发区， 除司法权外一切交由开发区管
理。 苏北地区土地价格相对便宜，这对于
饱受土地因素制约的苏南来说，是很有吸
引力的，况且还能够享受诸多税收优惠。

苏南、苏北对口合办开发区，往往能够
把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或者产业集群招来，
企业入驻之后就能很快发展起来。

经济导报： 我们注意到， 与山东的
“半岛蓝色经济战略”和“黄河三角洲高
效生态经济”相类似，江苏也有自己的沿
海、沿江开发战略。 这将在多大程度上改
变江苏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状况？

郑焱：江苏经济发展的短板在于沿海
滩涂多，海洋资源困乏。 现在搞沿海开发
战略并不是搞海洋战略，而是把整个区域
统筹起来。 有海的概念也有陆的概念，总
体原则是陆海统筹。

沿海开发是江苏生产力布局的又一

次大调整，落点则是产业与城市的综合协
调发展。 根据规划，沿海开发主要是连云
港、盐城、南通 3个城市，覆盖苏中苏北。
目前的主要工作是下大力气搞好基础设
施建设，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引进龙头
产业， 迅速构建起苏北地区的支柱工业，
使其承接苏南等地的产业转移。然后是培
育新兴产业，使苏北地区不再只是停留于
较低的产业梯度，有了跨越的可能。

沿江开发，具体来说，通过建造多座
跨江大桥， 促进了江南江北的一体化，同
时使苏中地区的扬州、泰州获得与苏南的
组团协同效应。

沿海、沿江开发就是把从苏南通向苏
北的战略走廊这块薄弱的地带，通过沿江
开发和沿海开发这样的互动， 找到苏南、
苏中、苏北这三块因自然阻隔而发展不均
衡的区域间的内在联系， 促进产业联合、
区域生产要素的快速、高效流动和重组，
进而消除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导报记者 牟德鸿 姜旺 江苏报道）

高端访谈

用要素流动消弭区域落差

江苏靖江经济开发区新港园区一派繁忙景象 姜旺 牟德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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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26 28.6 85 484.2 13.1 25.2 25.2 5.2

江苏 29 58 95.4 612.2 18.6 43 32.4 7

2011年山东、江苏百强县对比表

（制表：姜旺 牟德鸿）

扬子听涛

◆导报记者 姜旺 牟德鸿 江苏报道

此时， 一股寒潮正将北方的山东送
入寒风凛冽的初冬， 但是偎依在江南一
隅的江苏省江阴市， 却依然沉浸在晚秋
留下的一丝余温之中。

江阴市黄山湖公园里， 由市戏曲票
友协会组织的“戏曲大家唱”活动正在如
火如荼地进行着， 氤氲在经济导报记者
耳畔的吴侬软语，闲适间透着几分暖意。
“全国百强县排名前 10位，江苏占 7

席，江阴连续 9次蝉联榜首，所以百姓才
会有这份祥和闲适。 ”陪同导报记者采访
的江苏省政府研究室社会处处长沈河，
这样评价江苏的县域经济。
“江苏尤其是苏南县域经济表现十

分抢眼， 部分原因是江南自古都是繁华
富庶之地，百姓勤劳聪慧，经济基础本来
就比较好。 更多的原因是，江苏人骨子里
有一种突破精神， 能够在政府没有提供
太多政策扶持的情况下， 每个县都有各
自的方法，或是外向型经济，或是转型升
级，或是建设现代化的示范区，总之都在
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 ”沈河说。

五方挂钩 突破苏北

“我的公司大部分业务还主要集中
在山东青岛， 所以曾经萌生过把公司迁
到青岛的念头。 苏南的昆山也有同行朋
友希望我把企业迁到那边去。 但是老家
邳州这边毕竟土地、人力成本都不贵，还
能给乡亲们创造一些就业机会， 所以一
直在这儿坚持着。 ”江苏摩力顿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其增向导报记者道出
了心中的纠结。
“与山东目前的东西地域经济差异

相似， 江苏同样存在地域经济发展不平
衡的难题。 吴其增的纠结，是苏北经济现
状的真实写照。 ”沈河说。

南北经济差距， 一直是制约江苏经
济协调发展的一个“瓶颈”。 沈河向导报
记者介绍，实际上，从上世纪 90年代起江
苏省就开始重视南北经济协调发展，并
先后建立了“五方挂钩”的帮扶制度和财
政、产业、科技、劳动力“四项转移”制度。

至新世纪之初，江苏省根据苏南、苏
北经济发展梯级差异明显的省情， 提出
了“苏南提升、苏中崛起、苏北振兴”的区
域协调发展战略。 2005年、2006年，江苏
省又作出了支持南北挂钩、 共建苏北开
发区的决策，让苏南 10个县（市、区）在
苏北跨区域挂钩共同建设 10个开发区，
鼓励苏南重大产业转移项目落户苏北。
之后又先后制定了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和
沿江开发战略。
“从海洋经济来看，因为江苏的沿海

多处于洼地， 沿海战略开发是通过陆海
统筹带动苏北，加快区域协调发展。 苏南
苏北五方挂钩，南北共建园区，促进产业
转移、劳动力转移、科技转移，促进苏北
发展。 已经取得较好效果，近年来苏北的
增长指标比较乐观。 ”江苏省发改委区域

经济处处长陆建康向导报记者表示。
苏北通过有规划有选择地接受苏南

的产业转移， 加快了产业体系培育与完
善。通过增强转移产业在本区域中的粘连
性，带动了区域产业的发展，统筹了南北
发展，实现了区域共同繁荣。 江苏省通过
南北共建开发区的实践，有序推动了省内
产业在区域间的梯度转移。
“前几天我随昆山来的朋友到徐州

工业园去看了一圈。 或许有一天，我会
把我的公司迁过去呢。 ”吴其增告诉导报
记者。

大胆探索出来的开发区

苏南经济哪来的这般底气，承载了江
苏省对振兴俗称“经济洼地”的苏北如此
之高的厚望呢？
“改革开放以后，江苏的园区经济抓

住外向型经济突破口，对整个苏南的经济
发展起到了辐射作用。 ”陆建康表示，在
以往的几十年里，江苏很少在经济发展模
式上打头创新，但第二步往往走在全国前
列，江苏的园区发展模式算是一例。

谈到江苏的园区经济模式， 苏州工
业园是个绕不开的话题。 从目前数据来
看，2011 年该工业园区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 1589.6 亿元， 比 2010 年增长 13.5%；
地方一般预算收入 164.3 亿元， 增长
23.4%；新增实际利用外资 19.35亿美元，
增长 4.6%；完成进出口总额 770亿美元，
增长 4.3%。
“园区以占苏州 3.4%的土地、5.2%的

人口创造了 15%左右的经济总量，并连续
两年名列‘中国城市最具竞争力开发区’
榜首，综合发展指数位居国家级开发区第
二位。 ”陆建康表示，这一切都是在当年

排除众多争议干扰后， 自费建设园区的
胜利果实。

苏州工业园区由我国和新加坡两国
政府合作共建， 迄今已经走过 18年的发
展历程。 在建设初期，也经历了不可避免
的“资源招商”阶段：以相对低廉的土地
成本、劳动力成本及优惠政策，吸引了众
多跨国企业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基地落
户。 资源消耗和政策招商的方针，遭到多
方的质疑压力， 但在园区开发建设初期
可谓功不可没。

如今，苏州工业园步入了由“外引”
到“内生”的升华期。 新加坡经验在苏州
本土化实践后，通过园区“消化再输出”。
陆建康表示， 由苏州工业园区和苏州相
城区跨区域合作共建的苏州工业园区 -
相城区合作经济开发区(下称“苏相合作
区”)， 就是苏州工业园区在苏州城北部
诞生出的“姊妹新城”，首批 7个重点项
目已开工建设。
“在苏相合作区的蓝图中，互利合作

和借鉴园区经验被放置到同样高度。 合
作区将发挥园区的品牌、 项目和人力资
源优势， 以及相城区相对宽松的资源腹
地优势，进行经济合作开发，推动区域综

合发展。 ”陆建康表示。

“把产业链搬到苏北去”

“孤立或几个企业的转移，无论对产
业的发展，还是对当地经济的带动，都是
没有价值的。 ”陆建康表示，江苏对于南
北园区共建有一套办法：成熟的园区挑选
特色优势、科技主导型的产业，将其产业
链、产业集群整体搬迁，具体表现为如今
不同类型的园区，如医药园区、风电园区
等，当然更多的还是综合性园区。

截至去年底，江苏省南北共建园区增
至 33个。 列入统计的共建园区累计完成
基础设施投入 38.1亿元， 引进注册项目
382个，项目注册资金 79.3亿元。

其中，在全省南北共建园区中，苏州
市与苏北共建园区数量最多， 共有 9个，
注册资金 12亿元， 累计投入基础设施资
金 42亿元，开发面积 32.8平方公里。 苏
州在宿迁的 6个共建园区落户项目 243
个， 已投产 139个， 引进亿元以上项目
141个，去年实现业务总收入 139亿元。
“以徐州开发区为例，2006年之前苦

于经济发展找不到突破口，南北共建开发
区之后，两年时间就改变了徐州开发区在
全国排名比较落后的局面。 ”沈河表示，
如今开发区企业资源配置，可以说达到了
国内一流水平。 同时，也涌现出一批龙头
企业，如高端装备制造的徐工集团。

南北共建开发区，正成为推动苏南产
业转型、苏北跨越发展的强大引擎，园区
共建的“江苏经验”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
广泛的关注。

江苏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模式，其精髓
在于“南北共建园区”。 南北共建园区按
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原则，通过组
建股份开发公司的形式，积极调动双方的
积极性。
“较真起来的话，我们的广告公司也

算是若干个产业链上的一环吧。 ”江苏南
京形形色色广告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卢长
银，颇有几分兴奋地和导报记者打趣道。

这家在江苏小有名气的广告公司，近
10多年来的发展史，见证了江苏经济南北
协作的过程。目前这家公司最大的客户是
位于苏北连云港、在国内太阳能产业界声
名显赫的太阳雨太阳能有限公司。近几年，
他们伴随苏南诸多产业链的北移向北拓展
业务，又在徐州、盐城、淮安、宿迁等地，尤
其是开发区内，获得了更多的合作伙伴。

江苏：南北共建突破经济洼地

从海洋经
济来看， 因为
江苏的沿海多
处于洼地，沿
海战略开发是
通过陆海统筹
带动苏北，加
快区域协调发
展。 苏南苏北
五方挂钩，南
北共建园区，
促进产业转
移、 劳动力转
移、科技转移，
促进苏北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