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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南模式”的反思 

浦文昌 
 

敢闯敢冒是苏锡常过去十年高速发展的重要经验之一。正是靠这种精神，创

造了国内外瞩目的“苏南模式“及‘苏南速度”。 
但是，进入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由于种种原因，苏锡常三市的敢闯敢冒

精神却落后于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苏南模式”的既有发展思路和经验陷入了

某种盲目性，没有根据国内外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及时完善，以致改革开放和经

济发展的步子相对来说放慢了。 
苏锡常地区要进一步发展，赶上珠江三角洲，必须以贯彻小平同志重要当年

敢闯、敢冒，敢于开创“苏南模式”的雄风。 
坚持公有制为主壮大巩固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但在发展其他多种经济成分

方面见事迟、发展慢。 

以公有制为主是苏南模式的本质之一，它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方

向，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一系列的优越性。 
但是，苏锡常所有制结构中有一个明显的弱点，即其他经济成分所占比例太

低。从总体上说，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还仍然是靠公有制一条腿走路。这也正是

苏锡常三市经济发展速度赶不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重要原因之一。 
苏锡常地区的经济格局是“两头在外”，面对国内外市场激烈竞争的挑战和

资金不足、技术改造繁重的困扰，为了加快经济发展和不断跃上新的台阶，必须

允许和鼓励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 
以按劳分配为主，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在破除平均主义方面力度不大，

进展不快。 

在分配上，苏锡常有两个问题必须切实解决：一是进一步克服平均主义，适

当拉开分配上的差距，特别是要拉开有贡献的科技人员、经营管理人员与其他成

员的分配差距，真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二是完善农村分配格局多元化的同时，

在城市适当发展作为按劳分配补充的其他分配形式，包括股票、债务的利益收入、

为法规所允许的第二职业的收入等。 
以市场调节为主在竞争中求发展，但市场及市场机制的发育滞后。 

苏锡常三市的工业经济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以加工工业为主、中小企业

为主，主要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两头在外，计划分配的份额历来不大。特别是

经过十年改革，乡镇工业的蓬勃兴起，客观上苏锡常的工业经济早就是以市场调

节为主了。 
但是，在苏锡常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却存在着极为显著的矛盾现象，即一方面

经济已在按市场经济的机制运行，另一方面在市场和市场机制的发育方面却显得

相当滞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在观念上长期存在重生产、轻流通的思

想，以及手“左”的束缚，不敢根据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去搞活流通，发展第三

产业；二是一些地方忽视市场设施的建设；三是没有及时地大力培育商品市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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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四是没有相应转换政府职能，使工商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市

场主体。 
依靠中心城市的依托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由于城乡互补不善，城市经济发

展不够理想。 

苏锡常的乡镇企业之所以能在全国领先一步发展起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依

靠上海这一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以及苏锡常三市经济的辐射。它不仅为这一地

区的第一批乡镇企业培育了经营、技术骨干，而且为农村工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

“现成”的基础设施、时常条件及投资环境。 
但随着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在城乡关系上却出现了一些不相适应的现象：

一是城市企业活力不强，经济发展缓慢，城市工业在整个地区总产值所占比重下

降；二是财政不富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量不足，严重制约了城市综合功能的

增强。 
靠技术和管理水平较高的优势，在竞争中取胜，但在科技进步方面还这力不

够。 

苏锡常地区前十年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一地区的人员素质相

对较好，技术和管理水平相对较高。但从总体上说，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相比，在

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经济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一是依靠科技，尊重人才的意识还

不够强烈；二是产品档次还不高，技术含量较低；三是用与科技开发的投入还较

少；四是科技市场的培育还不快，科技与经济发展一体化的运行机制还未真正形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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