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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的“吴江现象” 

丁娟 肖安元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要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的发展”。民营经济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结吴江民营经济的“吴江现象”将有助

于吴江民营经济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为吴江市场化经济体制建设作出新贡献。 

一、吴江民营经济发展历程及成就 

（一）吴江民营经济发展的辉煌“四级跳” 

1.孕育起步阶段。1978年到1992年是孕育起步阶段。改革开放后，吴江乡镇集体企业带有计划经济的特点，主要是在政府

主导下发展集体所有制为主，采取的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发展策略。这一时期的民营工业处于零星、点状分布的

家庭作坊形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生产相关产品，产品不确定性大、持续度低。 

2.迅速壮大阶段。1992年到2000年是迅速壮大阶段。随着90年代吴江“三资（制）”工作思路贯彻实施。吴江民营工业由

点及面，发展速度加快，形态主要为家庭作坊式户型经济、联户型经济或原始的股份合作制，对镇村集体企业的依附性减弱并

形成相互竞争的态势，“一镇一品”的格局初步形成。一大批乡镇企业、国有市属企业初步完成改制。吴江民营经济发展迅速

驶入快车道，民营经济总量从1997年占全市乡镇企业经济总量不足10%，一跃上升到2000年的43%。 

3.快速提高阶段。2000年到2007年是快速提高阶段。21世纪初，吴江提出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园区建设和积极开展对外招

商引资，出台了一系列扶优扶强做大民营企业的措施。吴江民营经济乘势而起，进入了第二轮投资高潮，积极扩大有效投入、

加快增长步伐，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形成了自身特有的产业优势。其中丝绸纺织、装备制造和光电缆的三大支柱产业不断壮大，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镇一品”板块经济集群。 

4.转型升级阶段。2007年至今是转型升级阶段。在资源要素和环境等约束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的现实压力下，吴江民营企

业转入调整结构、转型升级、科学发展的新阶段。2010年吴江确立了“工业立市、工业强市”的方针，加大对民营经济的财政

支持力度，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提升企业自身创新能力。2016年，围绕“先进制造业立区，现代服务业兴区”目标，大

力推进智能工业发展，启动实施智能工业“155计划”。2018年，制定了《全力打造民营经济发展标杆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进一步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不断提升民营经济产业能级和发展质效。 

（二）吴江民营企业发展成就卓著 

1.民营企业实力强劲。吴江民营企业顺应经济发展趋势，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发展大机遇，出现了恒力、盛虹、亨通、通鼎、

永鼎、康力等一大批业内“单项冠军”和“中国500强企业”。2018年在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18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

中，吴江区有5家企业入围，其中恒力、盛虹、亨通跻身前100强，分别排在榜单的第9、38、62位。恒力2017年的销售额突破3000

亿元，连续挺进世界五百强行列。盛虹被评为“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等。亨通位列全

球光纤通信行业前3强。 

2.民营企业领袖缔造传奇。在“胡润百富榜”排出的“苏州十大富豪”中，吴江独占5席。各民营企业家大多是白手起家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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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如被称为“化纤巨子”的恒力老总陈建华凭借卓越的领导力，整顿生产、改进设备，不断延伸产业链，逐步缔造具有全

产业链的化纤王国。全国“时代楷模”亨通总裁崔根良，自主研发光棒，打破国外技术封锁，先后研发掌握了光纤光棒核心技

术。盛虹董事长缪汉根，带领团队研发“记忆纤维”，联合业内专家攻克0.15dpf（1万米长的丝，重量仅为0.15克）的“世界

极限”，被业界誉为“全国超细纤维专家”。康力董事长王友林打造中国自主品牌，建成288米试验塔，刷新了世界电梯试验塔

的最大高度，带领康力电梯跻身世界电梯行业第一阵营。 

二、当前吴江民营经济面临的挑战 

一是发展环境更艰难。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及环保政策等影响，民营企业面临物价、劳动力成本上涨、产能过剩等多重压

力，盈利能力下降、金融风险凸显。民营企业产值增速明显趋缓，企业转型压力大、突破难。 

二是产业仍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环节。从吴江民营企业布局的产业看，丝绸纺织业主要集中在化纤与织造环节，造成终端

产品数量少；电子信息业方面，呈现研发与终端产品“两头在外”的格局，企业制造环节大多为来料加工，高附加值产品生产

不在吴江；作为装备制造业代表的电梯产业主要以低速电梯、低载重货梯和电扶梯为主。 

三是民营企业逐步进入“交班”期。改革开放以来，吴江“创一代”企业家筚路蓝缕苦心经营，创下吴江民营企业的大好

局面，而当前正是“创二代”企业家接力父辈事业的关键期。年轻的创二代企业家愿不愿意、能不能担当重任是企业面临的挑

战之一。 

四是企业内部管理和投资结构均需完善。民营企业整体上没有实现现代企业管理，缺乏实用型企业管理人才。而投资结构

上存在投资规模偏小，大项目储备不足等问题。企业投资缺少科学规划，部分项目用地指标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在融资上缺少

稳定渠道，在中小民营企业股权融资门槛高的环境下，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普遍存在。 

三、进一步推动吴江民营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引领区民营企业转型升级 

吴江区要有针对性地扶持和打造一批主营业务突出、竞争力强、成长性好、专注细分市场的企业集群，引导企业走产学研

的发展路径，强化与科研院所技术交流、技术合作，不断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根据市场需求研发特色新品，从技术

和产品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产品的竞争力，不断强化企业的产品创新研发能力和行业话语权，抢占产业链最高端。 

（二）加快推动区民营企业向互联网+智能制造迈进 

1.加强民营企业“创二代”企业家接班人队伍建设。吴江应有计划有目标地组织开展“创二代”企业家队伍建设，打造“有

理想、有担当、有本领”的优秀青年企业家队伍，引领企业向高质量发展加速转型。 

2.加快推进民企生产设备更新换代。吴江区要继续加强对区内企业机器设备的更新换代。鼓励企业引进工业机器人，加快

“机器换人”步伐，破解劳动力紧张的制约因素，提高劳动生产率。 

3.加快民营企业向智能化生产迈进。要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推动各大产业整体迈进互联网+时代，应有计划有步骤的

组织民营企业到智能管理系统运作成熟的龙头企业开展互联网+智能管理系统学习和培训，推动全区民营企业整体尽快实现智能

化管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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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优化行业大数据整合，进一步扩大民营企业集群发展优势 

1.构建全区民营企业大数据平台。组织各行业协会及有关龙头企业，共同推动民营企业大数据平台建设。整合全区各大产

业长期积累的产业链数据、资源和技术创新及管理经验，从大数据的视角重新建构产业链各要素，实现上游资源信息化，下游

资源电商化，并将积累的行业数据实现资产化，促进企业的生产模式和组织形式的变革。 

2.推进全区民营企业集群发展。搭建智能制造协同创新平台，推动行业内的各类企业资源要素共同集成、协同创新。提升

行业整体竞争力，孵化出更多的创新型企业，同时，依托企业大数据平台，推进龙头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分工协作，促进大小企

业协同共存，避免同质化的无序竞争。此外，依靠拥有自主品牌、竞争力强的领头企业为核心，通过作业分包、技术合作、虚

拟经营等方式，带动一大批配套型中小企业集群发展，实现信息共享、资源共用、合作共赢。 

（四）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推进民企再飞跃 

1.政府要继续做好“旁观者”。民营企业在各个发展阶段都有适应市场转变的自主能动性和灵活策略性，要让其自由发展，

抓住自身的发展机遇，充分释放民营企业发展的旺盛动力，使民营企业自觉、活跃地迸发。 

2.政府要继续做好“助推者”。探索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提前消除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性障碍，帮助实施企业加快向现

代化公司运营机制转变，积极发挥助推作用，避免企业的恶性竞争和无效生产。 

3.政府要继续做好“引导者”。在从数量增长到结构优化转型的关键期，政府必须不断深化改革、激活体制，制定激励机

制推动企业自主创新，提高技术创新能力，规范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作者单位：中共苏州市吴江区委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