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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边角料”县到“协调发展”市的巨变

——改革开放 40年张家港实践的成功经验

魏 欣，王兴亮，秦锁英

【摘 要】：改革开放史诗般的 40年，本刊是记录者、见证者、参与者。从本期起我们将陆续刊登有关理论学术

文章，回望长三角地区改革开放的探索奋进历程，感知其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动，记录这块热土上思想再解放、改

革再出发的新篇章。

张家港的前身为沙洲县。改革开放之初，因经济基础薄弱、发展条件较差，一度被称为“苏南的苏北”。40 年来，张家港

人坚持以改革开放为根本动力，塑造并弘扬张家港精神，团结拼搏，自加压力，敢于争先，负重奋进，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

劳双手，使张家港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从“边角料”县域发展成为“协调发展”城市典范，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发展

之路，取得了不同凡响的区域发展业绩。

一、改革开放 40年张家港市的发展历程和成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张家港市的经济社会改革，经历了一个先农村后城市、先侧重破除旧体制的束缚后立足新体制

的构建、先单项改革重点突破后综合配套改革整体推进的渐进过程。在改革开放初期，乡镇工业异军突起，成为全市经济的重

要支柱，张家港港也于 1982年成为了全国第一批对外开放的一类口岸。至 1985年，张家港跃居全省 64个县（市）中第五位。

张家港因此加快了由“农”到“工”的转变，成功实现百万农民的非农化转移，而且“以工建农”“以工建镇”，大批小城镇

迅速崛起。1986年张家港撤县建市。纵观改革开放 40年张家港市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六个阶段。

1978 年-1985 年，为白手起家、大办工业阶段。改革开放初期，家庭联产承包制和地方财政包干制的实施，解放了农村大

批剩余劳动力，激励了张家港市大办工商业，到上世纪 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已在全市工业中占绝对优势，成为全市经济的重

要支柱。

1986-1991年，为整顿提高、坚持发展阶段。1986年 12月撤县建市后，张家港市确定了“以港兴市、以市促港”的发展战

略，经济发展也实现了由“内”到“外”的转变。同时，确立了“二上一'尚”（上产品质量，上科学技术，上管理水平，提高

经济效益和促进社会发展）发展理念，使乡镇企业发展上了一个台阶，港口经济逐步成型，一城双核城市格局开始确立。

1992-1995年，为开发开放、快速发展阶段。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张家港市响壳提出了“三超一争”（工业超常熟、外

贸超吴江、城建超昆山，项项工作争一流）的奋斗目标，培育并弘扬了张家港精神，全市步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1992 年张家

港保税区建立，1993 年主动接受上海浦东开发区的辐射，全市形成以保税区为龙头的“五区联动”的全方位大开发、大开放的

格局，外向型经济呈现出“三外”（外贸、外资、外经）齐上局面。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同步提升，三个文明建设齐头并

进，形成了“两手抓、两手硬”的工作经验。

1996-2001 年，为深化改革、持续发展阶段。从 1996年起，张家港市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转变”。全

市产业结构实现了“一、二、三”向“二、一、三”再到“二、三、一”的转变。工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初步确立了冶金、纺

织、机电、粮油食品、化工五大支柱产业。乡镇企业产权改革不断深化，各类生产要素向优势企业、优质产品和优秀企业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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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全市经济由“大”变“强”。“城市现代化、乡村城市化”试点全面实施，形成市区、重点中心镇和一般建制镇三个层次

的城市框架体系。

2002-2007年，为“三足鼎立”、升级发展阶段。张家港市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着力激发民间资本和外

来资本的活力，基本形成了规模经济、民营经济和外向型经济“三足鼎立”的经济格局，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全面

转变。全市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行政区划调整，“一城四片区”的现代化中等城市框架基本形成。卫生、教育、社保等社

会事业全面发展。

2008-2017年，为聚焦转型、创新突破阶段。面对世界金融危机，张家港市偏于传统的工业结构承担着很大的转型升级压力。

全市从经济、交通、城建等各方面全方位突破。沪通铁路、沿江城际铁路开工建设，疏港高速建成通车，苏虞张快速通道、沿

江公路等改扩建工程顺利竣工。城北科教生态城、城东黄泗浦生态核心区加快建设，片区新城形象初显。保税区成为长江经济

带国家级转型升级示范开发区，经开区成功升格为国家级开发区。城镇社会保险实现城乡全覆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率保持在 99%以上，城乡低保实现并轨。

40年来，张家港人民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艰苦创业，开拓创新，争先创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

1.经济建设突飞猛进，昔日的穷沙洲变成了较具实力的经济强市。40 年前，张家港各项人均指标在苏州地区 8个县中排名

倒数第一。1994年至今，张家港已连续 23年保持在全国百强县第三强左右。2017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已从 40年前的 3.2亿

元猛增至 2606亿元；财政总收入已从 0.45亿元增加到 210亿元；从 1978年至 2017年，三次产业结构从 45.54：35.86：18.60

调整为 1.36：53.4：45.24；全市已有大小工业企业 1.5 万家，销售超亿元的大企业 212 家，其中超百亿元的特大型企业已有

11家。

2.对外开放从零起步，昔曰封闭的乡村经济已变成融入全球经济。从 1992 年在全国县（市）中首家获得自营进出口权起，

全市出口总额已由 1991年的不足 1亿美元增加到 2017年的 1045亿美元。张家港港口岸开通国际航线 19条，与 140多个国际

码头有货运往来，2006年成为全国首个吞吐量超亿吨的县域口岸，至 2017年一直保持长江沿线最大的国际性贸易商港之一。境

外投资总额多年位居全省县（市）首位。

3.城乡面貌发生巨变，昔日的小地方变成了富有现代气息的新港城。当初的张家港是一个小地方，如今的张家港城市化率

提高到 67%，农民集中居住率 61%。全市城镇建成区面积达到 174.23平方公里，比 1978年扩大了 18倍。大交通格局基本形成，

同周边大城市形成 1小时都市圈，所有镇村开车 15分钟可上高速公路、可达中心城镇。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14.92%，城区绿化

覆盖率达到 43.75%，人均公共绿地 14.48平方米，成为首批国家生态市，是全国第一个获得“中国人居环境奖”的县级市。2008

年获得联合国人居奖。

4.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昔日的勉强温饱步入了小康富裕阶段。张家港市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1978

年分别为 367元和 178元（原沙洲县），2017年已分别增加到 5.92万元和 3.02万元；城镇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老年农（居）民养老补贴发放率均超过 99%；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 58.3平方米；恩格尔系数下降

到 28.5%；人均预期寿命达 82.54岁。已成为全省首批全面小康达标的县（市）之一。

5.社会文明与时俱进，昔日的“边角料”成了叫得响的明星城市。张家港全方位争先创优，打造一流城市形象。坚持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以卫生为基础、以文化为内涵、以育人为根本、以服务人民为宗旨，推动五个文明协调发展，城乡一体文明特

色鲜明。2005 年便摘得“全国文明城市”的桂冠，迄今更是全国唯一获此“五连冠”殊荣的县级市。全市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还先后荣获全国教育、文化、科技、村民自治等累计 200项国家级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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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开放 40年张家港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特色和经验

张家港市 40年经济社会发展初步形成四个鲜明特色：

1.“三足鼎立”的经济格局。形成了规模经济、民营经济和外向型经济“三足鼎立”的经济发展格局。至 2017年，销售超

十亿元企业 70家，超百亿元企业 11家；沙钢集团成为江苏省首家利税超百亿元的工业企业，2015年位居世界五百强第 274位；

拥有 21家上市企业，新三板挂牌企业 33家。全市民营经济销售占全市工业销售的四分之三。全市外资企业达到 1052家，50多

家跨国大公司先后落户港城，其中列入世界 500强的有 19家。

2.“区港联动”的先发优势。区（张家港保税区、张家港保税物流园区、张家港经济开发区）、港（张家港港口岸）、园

（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三位一体的区位优势已经凸现。张家港港口岸 2017年货物吞吐量

近 3亿吨；一大批关联度大、科技含量高、带动性强的龙头型企业和旗舰型项目落户两区两园，新办项目进区入园率超 90%，园

区的经济总量已占全市经济总量 80%以上。

3.“城乡统筹”的发展特色。城乡建设品位不断提升，服务功能明显增强。全市农村的交通、卫生、教育等基础设施全面

与城市接轨，城乡长效管理不断加强，逐步纳入科学化、规范化轨道。城乡生态环境不断优化，城乡一体实践在全国领先，实

现“国家卫生镇”“全国环境优美镇”“省级卫生村”创建“满堂红”，被确定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城市试点城市。

4.“文明协调”的城市内涵。全社会文明程度稳步提高，城市品牌更加靓丽。连续 14年成功举办（张家港）长江文化艺术

展示节，被中外媒体誉为“县级市扛起弘扬民族文化的大旗”。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协调发展。“平安张家港”建设绩效全省

领先，群众安全感指数达到 98.7。

回顾 40年经济社会发展，张家港市体会最深的经验有五条：

一是始终坚持自加压力，争先创新。伟大的事业需要崇高的精神。在改革开放历程中，张家港市培育了“团结拼搏、负重

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的张家港精神，实现了张家港的大变化、大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张家港市遵循规律，克难求

进，赋予张家港精神“争先、创新、务实、富民”的新内涵，实现了张家港的大开放、大进步；进入新世纪，张家港市又把弘

扬张家港精神与落实科学发展观有机结合起来，拓展其内涵，提升其境界，促进了张家港的大进步、大提高。

二是始终坚持抢抓机遇，解放思想。思路决定出路。张家港的每一次腾飞，都是解放思想、抢抓机遇的结果。乡镇企业异

军突起后，上世纪 80年代中期，提出了“上产品质量，上科学技术，上管理水平，提高经济效益和促进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

小农意识得到转变。1992 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后，每年适时提出一个加快经济发展的新思路，大开发态势全面形成。进

入新世纪后，充分认识到率先发展首先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发展质量稳步提升，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

三是始终坚持协调发展，统筹城乡。社会进步是通过协调发展来实现的。40 年来，张家港市按照统筹发展、协调并进的思

路，加快城乡资源整合，使城市功能布局更趋合理，农村资源更趋集中，片区中心镇功能提升，区域带动力日益加强；在全国

率先实施评先创优环保一票否决权等制度，全面推行城乡统一的环保标准，实施城乡兼顾的环境投入，努力构筑全市一体、相

互协调的生态环境系统；加速社会事业建设，农村公路网络全面贯通，全市统一的社区服务网全面建成，农民居民得到同质的

服务，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四是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富民惠民。张家港市为让更多的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完善全市就业服务网络，积极扶持

自主创业，拓宽增收渠道，全市 31 万农村劳动力中，从事非农产业的达 23.5 万人，农民收入来自非农收入的比重达到 77%以

上；大力推进农村实事工程，积极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每年拿出“六个五百万元以上”资金用于最低生活保障、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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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子女助学、村干部分配保障、农业结构调整扶持、贫困户危房改造、农村危桥改造等，城乡居民得到了更多实惠。

五是始终坚持“两手齐抓”，文明创建。在经济建设快速突破的同时，张家港市按照“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要求，坚

持以科学理论武装人，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柱；坚持以科学导向激励人，旗帜鲜明地激励创业、鼓励探索、保护

改革、宽容失败；坚持以文明创建提高人，从以卫生创建为突破口到以城市要求抓农村、以市民要求育农民，打造书香城市、

文明城市，构建网格化公共文化圈、志愿者爱心服务队，不断提高市民素质。五个文明建设的齐头并进，使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改革开放 40年张家港探索实践给我们提供了三个“第一”的启示：第一要务——不断追求卓越，扭住发展不放松；第一动

力——任何区域实现跨越发展，都离不开一种具有时代特质的超凡精神，新时代的发展更要与时倶进大力弘扬张家港精神；第

一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引领协调发展境界的应势升华。

如今，在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的历史节点，张家港市将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扎实践行新发展理念，解放思想，勇于

担当，科学发展，率先实践，不仅要努力成为长三角现代化的中等城市，更要成为一个富有特色和竞争实力的港口工业城市，

一个富有内涵和独特个性的生态园林城市，一个富有精神和文化底蕴的文明法治城市，以一流的业绩争当建设全省“强富美高”

新江苏的排头兵。

本文为江苏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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