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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创造着奇迹的苏南，也正为此承担着太多的使命。 

 
自改革开放以来，苏南地区始终保持着经济高速增长，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缩影，

并扮演着风向标、示范区等角色。2004 年春，总书记胡锦涛考察苏南，首次对一个地方如

何贯彻科学发展观做出了全面系统性的阐述。2008 年江苏“两会”期间，原省委书记陈焕

友曾与笔者聊起苏南，他认为，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所描绘的“下个世纪中叶”的宏伟

蓝图，将在苏南地区提前 30 年左右率先实现。 
 

决策层和管理层对苏南模式的再次高度重视，始自金融危机。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央常

委级领导多人多次调研苏南地区，对其在危机期间始终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高度赞赏，对其

出台的诸多刺激和稳定经济增长的政策给予了极高评价。到 2011 年 12 月，随着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考察苏州，更是提出了苏南大区域的谋划。 
 

从学术的角度，可以对苏南模式进行诸多的归纳和总结。如果考察江苏省统计局 30 年

来的主要指标数据可以看出，苏南模式最大的特点便是在 30 多年的历史中，这一地区始终

保持着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其间没有出现过较大的波动，呈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特点。 
不可否认的是，自费孝通先生 1983 年首次提出“苏南模式”一词以来，其本身也经历着诸

多衍变和发展，其内涵和外延也不断被扩宽并赋予新的含义——这如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

化、本土化一样。甚至，苏南模式也曾遭遇过危机。 
 

但从目前的形势看，苏南模式以及新苏南模式仍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发挥着主要作

用，继续扮演着诸多国家使命，实现国家战略宏图。但新世纪以来出现的一些新动向和变化

——尤其是 2008 年以来国有经济的抬头，这其中以华西村集体经济为代表——展现出一种

体制上的回归，但这又不是倒退回计划经济时代。 
 

从苏南模式到新苏南模式 
 

考察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的发展，中国出现过多个代表地方特色的区域发展模式。而苏

南模式中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是开辟了中国农村工业化的道路，曾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模板”。小平同志称之为“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从初创期到发展期，学界政界对苏南模式逐渐有了共同认识：以集体经济为主、以乡镇

企业为主、以市场调节为主、以乡村干部推动为主、重视协调发展、追求共同富裕，是为苏

南模式的主要特点。 
 

从 1990 年向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和市场经济的完善，苏南模式的优势渐

渐弱化，乡镇企业的经济效益下滑。 
 

原靖江市委书记刘建国较早参与苏南模式，刘曾向笔者表示，早期苏南模式发展中存在

“太集中”和“太分散”两个问题：“太集中”是指所有制太集中，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经



 

 

济，导致所有制单一；“太分散”是当时发展工业市、镇、村、队、户“五个轮子一起转”，

“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工业布局太分散，造成污染难以治理，基础设施投入大，城市化

率提高慢，服务业发展滞后，社会化分工难形成。 
 

在经济大转轨的上世纪 90 年代，苏南乡镇企业渐渐显示出旧体制下国有企业的弊端，

实践者感到企业越做大越像国有企业，最大的问题是企业产权的界定模糊。作为乡镇企业的

负责人往往又是村镇两级党组织和行政官员，政企职责不分，导致企业办社会的“包袱”严

重。此外就是企业的单一集体所有制，让其在市场经济中的融资等受到限制，限制了企业的

做大做强。 
 

1992 年和 1997 年前后，苏南乡镇企业经历了两次改制，多转为私有制和混合所有制，

渐渐走出困境。此后，诸多企业尝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苏南模式的发展中，借助上海浦东大开发，苏南各地建立了开发区，诸多改制后的乡镇

企业以生产“配套”方式纷纷参与到上海大开发中，受到了外资企业的青睐。外商投资高歌

猛进，外向型经济迅猛发展，企业产品向海外扩展。 
 

到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私有化为主的苏南乡镇企业改制模式，被外界简单理解

成一个“卖”字，彻底冲击了集体所有制，而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迅速升温发

酵，认为苏南模式则成为历史的终结，开始向温州模式靠拢。 
 

当时的舆论总体上对苏南模式起到的历史贡献并不彻底否认，但赞同苏南模式历史终结

的人们，都体现了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向往与期望。这与当时中央推行的国有企业改革背景有

着很大的关系。此时，也是中国思想界和实际操作路线的争议集中期。 
 

这种争议实际上是好的，也为后期苏南模式扬长避短提供了借鉴，促使苏南模式自身发

生裂变，寻求自我超越。 
 

从国有经济向集体经济转变，成为苏南模式；而从苏南模式向新苏南模式衍变，则是集

体经济的私有化民营化。这种转变在进入新世纪后，则由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首次提出了“新

苏南模式”，认为值得中西部地区学习。 
 

昆山样本之缩小贫富差距 
 

进入新世纪，苏南模式在争议中前进。不过实际上，江苏省内对新苏南模式的理解不同

于吴敬琏先生。 
 

2006 年 1 月，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源潮在全省学习昆山经验报告上总结，“新时期‘昆

山之路’，……正在形成以科学发展观为特征的‘新苏南模式’。” 
 

这个总结基于昆山的探索。当时江苏正处在“两个率先”中的第一率先——率先小康。

以当时昆山的各项统计数据看，已在全国率先达到了全面小康的程度。昆山之路之所以被赋

予新的时代内涵，则在于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开始高度重视社会统筹。 
 



 

 

这主要体现在：努力缩小贫富差距追求共同富裕目标、协调市场与政府、强调创新精神、推

动可持续发展，开始追求公共性等。 
 

现徐州市委书记曹新平在担任昆山市委书记期间专门写文章，提出一个地区的市场化水

平不能以政府作用的强弱作为标准。苏南地区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直接的市场活动，但政府

作用的范围和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种转变在于，政府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公共职能得到强化，突出表现在为吸引各类投

资创造良好的公共环境。曹指出，要利用强势政府的效应和经济手段来共同推动经济社会的

发展。 
 

在实践中可以发现，“强势政府”的职能转变主要体现在决策（如外向带动、民营赶超、

服务业跨越战略等）、规划、优化环境、考核监控、调节收入和完善公共机制上。江苏省内

学者对此顺势总结为，强势政府是高效服务的强势、依法行政的强势等。当前，苏南城乡差

距是全国最小的地方。 
 

不可否认的是，政府职能转变中，在打造苏南地区的开发区、出口加工区以及注重科教

等地区发展环境上确实投入了重金。目前诸多县、市都拥有了国家级的开发区，这在全国罕

见。而科教人才成为了下一步依靠科技创新进行转型的基础和中坚力量。 
 

与此同时，为推动苏南地区产业的省级转型，实现区域共同发展和江苏制造向江苏创造

的转变，苏南地方政府在中央和江苏省委的布置下，对省内经济欠发达的苏北区域进行结对

帮扶，具体以“四项转移”（项目、科技、人才、资金）进行。 
 

笔者一开始曾以为这些转移出去的是单独的落后产能，但在苏北沭阳等地考察后发现，

虽然多以利用本地资源和劳动力的传统产业为主，但其企业规模、生产能力、产品创新、对

环境的控制以及吸纳的就业和贡献的税收，都远远超过转移之前的企业。 
 

昆山的发展之路表明，决策层始终认为，实现中国之崛起的主导力量仍是政府，但政府

必须先要积累起大量的资本、在足够强大的同时，才开始重视公益，而不愿意将实现之路上

的诸多角色和力量让位于市场经济，当遇到耗费资金巨大而无法产生对 GDP 直接促进的领

域，比如公益性项目几乎全部通过市场经济手段。 
 

苏州的新动向 
 

江苏省委原书记梁保华在江苏工作了 38 年。在 2009 年全省经济工作会议期间的苏南某

市代表团会议上，梁保华曾指出，苏南地区缺少知名度大的企业，比如像海尔、华为、娃哈

哈等企业，一提到大家都知道在哪个城市，是哪个地方的。 
 

尽管当时的市委书记在后来的发言中对上述观点给予了适当的解释，但梁保华又指出，

虽然×钢、××光电知名度大，但只是在业内，而缺乏公共的普世知名度，“要做到在大部

分普通老百姓的口中说出知道才行”。 
 

缺少公共知名度的企业，正是政府主导下苏南模式中企业成长的一种弊端的体现。如果



 

 

说仍有一些知名度大的企业的话，则是外资主导的了。 
 

目前政界和学术界的普遍认识是，苏南地区在经历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农转工）、

外向型经济（内转外）的高歌猛进两个阶段性发展高潮之后，必须用科技创新手段推动新一

轮的转型。尤其是在金融危机袭来之后，通过科技创新作用促进转型更是上升到了战略地位。 
 

但发展到当下，以苏州为例，苏州国有经济占比甚少，在 2008 年末尚不足 1000 亿。 
不过，苏州的一位人士曾对笔者表示：“从抵御 2008 年金融危机的角度看，如果国有经济不

占一定的比例，不发挥出一定的作用，则现在经济到底如何仍难预料。” 
 

下一步的转型如何做？至少在苏州的党政主要领导意识中有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

转型升级中，国有经济应适当增加话语权。 
 

苏州国资的提升，首先从金融入手。到 2010 年末，苏州金融总量已达 1.9 万亿，汇集

了 47 家银行、59 家保险、70 家证券以及 80 家创投。按照苏州当下思路，到“十二五”末，

其金融规模要到 4 万亿，各种金融机构全覆盖，这其中，苏州市本级国有金融资产总量在

6000 亿—7000 亿左右（到 2011 年末，苏州国有金融资产总量要达 1800 亿元）。 
 

完成国有经济的跨越，苏州的表现是，市属企业在苏州本地“没有工厂”，取而代之的

是一栋栋代表着“总部经济”的高楼，以资本经营作为其主要业务，“以体现转型的成果和

发展的机遇”。 
 

到“十二五”末，以国有为代表的总部经济，在苏州要出现 15 栋大楼，体现由制造业

——资本经营——总部经营的“转型”。在苏州的现代化蓝图中，园区苏州金鸡湖周围要率

先完成向服务业经济的转型，将建成 40—50 栋金融大楼，是为 CBD 中心，这其中苏州将

建设一座 500 米高的标志性建筑。 
而近期国有经济在中小企业“高利贷门”中的表现更让上述壮大国资的思路再次深入苏州执

政层的心扉。“苏州小额贷款公司已经超过 80 家，2011 年实现了 400 亿授信”，政府对小贷

公司的监管和引导，是江苏保持在金融危机下稳定发展的一大利器。 
 

腾笼换鸟促转型 
 

2012 年是江苏沿海三年计划的成果年，以苏州为主的苏南城市正积极寻求在沿海的用

地。从苏州的实践看，苏州已在盐城圈地 50 平方公里，利用沿海的港口和滩涂土地优势，

将全市年产值 2000 万以下的企业逐一转移出去。 
 

这种“走出去”的企业主要在苏州的县、镇两级。“农转工”以及“内转外”期间，即

使是以集中工业园的方式聚集，但县镇仍然集中了大量的低端制造业企业。 
 

但政府出面在外找地，以引导本地企业走出去，是为一种战略，即“让你走出去，但不

断你财路”，这有难度，但也有出路。 
 

苏州的指导思想是，对县、镇而言，尤其是镇，利用镇级的资产经营公司为平台进行大

量收购。在多数低端产业转移出去之后，早期乡镇开发出去的土地可以集中和利用，再与市



 

 

级以及省级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衔接以提高综合利用和开发率，而这些未来都是高价值

和高收益的资本。 
 

因此可以下一个定论的是，苏州未来的企业兼并重组将迎来一个高峰。在这一指导思路

下，从党领导经济的思路看，苏州对各地官员的考核将会以“单位产出”为主。 
 

随着社会统筹的加强，未来发展注重民生领域，而现有财力尤其是一般预算的增长不能

满足刚性支出，因此地方发展不能指望依靠工业项目的投入和拉动，“对各级党政领导而言，

要用经营城市的理念指导自己的工作，聚集土地用以发展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促进本地

居民就业。” 
 

这就有效解决了转型升级中的难题，也使得镇级财力借机顺势迅速壮大。2011 年上半

年，苏州下属某市就平整集中了 4000 亩的土地，在寸土寸金的苏州，是为一笔巨大财富。 
 

可以看出，现代化中苏州对下的指导思想很为明确，一方面是指导通过兼并重组方式继

续做大做强各类企业，另一方面则是要求党政官员充分研究分税制制度下“市级、县级和镇

级”的财税收入层面，而聚集土地提升其价值是一个最直接和最重要的表现形式。 
 

但无法回避的是，在上述指导思想下，如果镇级资产经营公司要在转型升级中回购企业

以获得土地，则意味着政府融资平台的“规模”和负债率将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下大为提

升。 
 

不过苏州自上而下传递一个思想：不要怕负债，但不能瞎负债。苏州认为，在这个过程

中，可以把更多的资源留给下一任。笔者获得的一个信息是：苏南部分城市的土地管理所负

债就高达 8 亿-9 亿元，有数据显示目前无锡宜兴村级平均负债达到 1 亿元上下。 
 
（作者系《21 世纪经济报道》驻江苏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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