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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工业园区发展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 

高伟玮 

（中共泰州市委党校，江苏泰州 225300） 

【摘 要】工业园区是现代工业集聚发展的主要载体，对于促进企业集中、产业集群、要素集聚、土地集约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泰州市工业园区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进而对泰州全市工业园区转型升级的有

效路径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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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区是现代工业集聚发展的主要载体，对于促进企业集中、产业集群、要素集聚、土地集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

过去的 20年时间里，泰州市工业园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已经成为全市工业经济的主战场和主引擎，但随着新形势下经济发展

方式的加速转型，园区旧有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已明显与时代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积极探寻泰州市工业园区转型升级的有效路径

刻不容缓。 

1 泰州市工业园区现状 

自上世纪 80年代以来，工业园区建设在我国蓬勃兴起，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些园区的成功经验证明：不论从推进工业化

进程的角度看，还是从增强产业创新能力、提髙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水平看，工业园区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泰州市工业园区的创建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1992 年泰州设立经济开发区，1993 年升格为省级经济开发区，掀起

了工业园区建设的新潮。到 2016年止，经过 20年的发展，全市共形成大小工业园区 36个,分别是 2 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6个

省级经济开发区、9个市级科技创业园和 21 县区级工业园区。截止 2016 年 12月，工业园区人驻企业共计 2355家（其中开发区

709家），累计投资额约 305.7亿元（其中开发区 189.7亿元）。泰州工业园区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尽管也

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先进地区相比，与转型升级的要求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为:一是园区布局分散，载体规模不大。

泰州全市大部分镇有 2 个以上工业集中区，分布零散，主要集中在工业基础好的村里，有的远离集镇，有的只有几家企业，沿

路而建，沿河而建，一字排开，块状成片较少，呈点、线状分布较多，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特征明显。即使块状成片的园区，

规划面积普遍较小，规划也大多是本世纪初编制的，长期没有修编;且园区内有住家，居住区有工厂，分布混乱无序。二是园区

主题缺乏，企业关联不紧。大多数镇级工业集中区的产业主体不鲜明，门类多，产业杂，形成主题明确、产业类企业集中的园

区不多。园区中机械、化工、纺工并存，机械中有纺工、化工中有纺工的现象普遍存在。企业尽管也集中到园区了，但企业与

企业之间的关联性不强，产业的互补性不高，园区缺乏主题，没有个性，是一个企业集中的大拼盘。三是园区基础薄弱，配套

功能不全。大部分镇由于财力有限，缺乏融资平台，融资能力不强，导致园区基础设施投人不足，基础设施比较薄弱，水、电、

路等基础设施设计标准较低，有的园区内路灯、绿化配备不全。此外，园区的功能“只图当前有、不求今后”的现象较普遍，

尽管项目人驻时具备“五通一平”的要求（通给水、通排水、通电力、通电信、通道路和场地平整），但功能配套不完备，垃

圾、污水处理设施缺乏，行政服务、商务、商业服务平台不全，园区形象、层次较低，已远远跟不上产业发展的要求和形势发

展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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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泰州市工业园区主要存在问题分析 

上述现状是长期历史形成的，属于园区发展过程的初级阶段，泰州市工业园区在过去的建设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以下几个主

要和根本性的问题。 

2.1规划及其执行的问题 

首先是市级层面的园区发展战略不够明确，重点打造的园区平台没有清晰的定位，尽管也提出了“一区四园”的构想，但

对四个园区发展的方向、目标、要求没有正式的规定和明确，园区的规划建设并未提到市级层面来统筹谋划和推进，依然是由

镇（区）“各自为政”。其次对一般镇级园区没有提出具体发展要求，任其发展，我行我素，不管有条件发展的还是不具备发

展条件的都建立了工业集中区，镇级工业集中区缺乏科学系统的规划，即使有规划也比较陈旧，起点和层次偏低，园区功能设

计不完善，由于缺乏准确的产业定位，加之没有完整的产业规划，致使园区产业布局散乱，各类企业混杂。 

2.2管理体制的问题 

目前各镇工业园区的管理模式主要采取园区管理办公室的形式，部分镇机构、职能、人员不能完全到位，有的园区管理出

现真空现象。部分园区行政管理职能、公益性服务职能和经营性服务职能不明确，导致园区组织目标多元化，运行受阻，监管

松散等问题。尤其对于全市重点打造的曙光工业园、双登科工园和民营产业园，管理体制也是传统的乡镇园区管理模式，管理

力量和资源配置能力与重点园区的发展要求严重不匹配，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园区的发展层次和空间。 

2.3经营机制的问题 

泰州全市各镇工业园区的开发建设主要倚靠行政推动，市场化运作不够，园区基础配套设施投人主要来自地方财政、银行

融资和项目包装上争，投人不足以及债务负担沉重已成为制约园区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人园项目管理方面，也普遍缺乏效

益观念，有的项目没有严格执行投资强度和产出效益的规定;有的项目享受的优惠政策没有与协议规定的投人产出效益挂钩;低

效项目的清理退出机制也不健全，这些项目白白占用了宝贵的资源而无贡献，清退时往往还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2.4政策配套的问题 

除经济开发区之外，泰州全市重点工业园区的配套扶持政策不完善，市财政没有设立支持重点园区发展的专项资金，重点

园区在税收分成、用地指标、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也没有得到政策倾斜。各镇工业园区的扶持政策也仅限于对新建标准厂房的

土地指标奖励和租金补贴。此外，对于各类园区的目标管理及绩效考核也不到位。由于未能有效发挥政策激励和考核导向作用，

难以形成园区开发建设的强大动力。 

3 促进泰州工业园区转型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3.1科学规划产业平台 

要立足现有基础，调整发展思路，突出重点，培育亮点，提升薄弱点，大力推进园区布局调整，推动园区转型升级，“集

聚兵力办大事，集约资源办好事，集中力量抓弱势。”第一，举全市之力打造重点园区。要科学决策重点平台的布局，可在现

有大平台——经济开发区打造国家级智能电网电器产业园区基础上（目前是省级基地），举全市之力再着力打造 1～2个重点板

块：一是以现在的白米镇曙光石油装备产业园为基础，以东部干线为轴线，在城东布局一个“高新技术装备产业园区”，以此

向北可带动娄庄、向南可拉动大伦、蒋垛东南地区的发展;二是以姜堰民营经济产业园为基础，提升产业层次，转变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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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传统制造向高端转型，大力推动现代 2.5产业总部经济、软件产业的发展，着力打造一个“现代科技产业园”，将产业做轻、

做精、做尖。第二，培育发展特色园区。深度挖掘现有镇级产业的比较优势，规划提升优势产业，依照“一镇一品”的要求，

突出主体培育特色，将培植特色产业与建设特色园区结合起来，以产业的专业化推动园区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着力将

现行镇级综合园区向特色园区、专业园区转变。要着力培育华港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张甸工业热处理装备产业园、俞垛特种金

属材料产业园、娄庄波纹管换热器产业园等 4 个特色园区。第三，改造提升一般园区。其他镇级工业集中区要在填平补齐、提

档升级上下功夫。重点在“强村工程”上做文章，以建设标准厂房为抓手，大力鼓励本外地能人来镇创业，大力吸引中小企业

落户园区。要加大现有人园企业的提档升级力度，加大闲置、低效贡献率企业的盘活力度，努力提高园区的运行质态和人园企

业的贡献份额。要稳步有序地推进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设施功能，提升园区品味。 

3.2创新管理体制 

体制创新是管理创新的根本，没有体制设计的科学化就没有管理成果的高效化，因此体制的设置决定了工作的开放度和重

视度。要改变现有园区的管理模式，积极实施园区分级管理体制。实施重点园区市级管理体制，可借鉴其他地区“区镇一体化”

的模式，加大市委、市政府管理重点园区的力度，提升重点园区的行政管理层次，由市领导挂钩联系向市领导主抓主管转变，

由镇级主管向市级主管转变，由自行发展向集中全市资源重点发展转变。实施特色园区市镇联合管理体制，强化特色园区培育

力度，采取市镇联动、以镇为主的管理模式，实施市领导挂钩联系园区制度，加大市级对特色园区的引导扶持力度。实施部门

包保帮扶薄弱园区制度，明确帮扶部门，强化帮扶重点，突出帮扶成效。要进一步理顺“飞地入园”企业的服务管理体制。“飞

地人园”企业实施属地服务管理，厂建在哪里，哪里就必须服务管理;企业贡献的效益谁受益，企业因“飞地”而给所属地带来

的直接成本就由谁承担。为鼓励属地的服务管理积极性，可实行柔性指标两边计算的办法。 

3.3强化政策扶持 

建立健全园区发展的鼓励扶持政策，着力推进重点园区做大、特色园区做专、一般园区做优。园区建设要按照“产城（镇）

合一、工贸相济、产研相促”的思路和理念，完善产业规划、园区规划、城镇规划，制定“促进园区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

对园区实施差别化鼓励政策，鼓励不同的镇（区）差别发展，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农则农，不可千镇一面、千镇一业。要

建立完善“飞地政策”，强行实施项目人园制度，鼓励镇（区）引进项目人驻重点园区、特色园区和镇级工业集中区。要严格

执行“扩大重点主园区、提升特色园区、严控一般园区”的政策，坚决防止乱铺摊子、乱改规划、乱搞一套。要建立“引进项

目（含技改）复评价”制度，每年对上年竣工投产的项目进行一次复评价，不断提升项目的质量和贡献率。要建立“工业项目

转产及退出”机制，理顺项目可进可退的通道，加大闲置项目转型、腾笼换鸟的力度和速度。要完善招商引资考核办法，引导

招引主导产业、税源产业、新兴产业和腾笼换鸟项目，鼓励偏远镇（如通南地区镇）以土地盘整的指标来替代招商引资项目，

让盘出的土地指标为市级重点平台做贡献。要力争从政策引导的层面强力推进园区发展，努力使园区从区域规模发展向质量效

益转变，从粗犷发展向精细优质发展转变，有效促进企业发展增速、产业规模增效、园区贡献增长。 

3.4完善考核体系 

强化园区的考核，针对不同类型的园区制定不同的考核办法，对于重点园区和特色园区可以根据园区特点，围绕培育产业

特色、招引重大产业项目这一主题制定考核办法;对于一般工业集中区可以围绕建设标准厂房，打造中小企业创业平台这一主题

制定考核办法，也可以鼓励这部分镇将招引的重大项目、特色项目推介到开发区或重点、特色园区落户，制定有吸引力的“飞

地开发”考核奖励办法，确立招商引资全市一盘棋的考核思路来促进开发区和重点、特色园区快速发展。此外，要进一步严格

对落户项目的考核，切实解决有项目无土地和长期占用土地无效益这对矛盾，制定项目准人门槛，对于签约项目收取项目达产

达效承诺保证金和项目建设施工保证金，严格执行项目投人产出与奖惩政策挂钩，从源头上杜绝低层次、低效项目的进人;对长

期占用土地而无效益的项目进行清理整顿，实施差别化的土地使用税政策，强制淘汰低效项目，把有限的土地资源留给起点高

效益好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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