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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区域现代化建设的苏南探索1 

宋林飞 

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在考察江苏时提出，要“着力在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上争当表率，在服务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上

争做示范，在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走在前列”。这是对江苏工作的肯定与未来发展的定位。省委十三届九次全会强调，

要准确把握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在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走在前列。苏南积极探索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

建设新征程的实践，已经取得重要进展。在此基础上，苏南“十四五”开局，要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更高水平基

本实现现代化上发挥示范作用。 

苏南现代化建设探索的主要进展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2019年，苏南地区人均 GDP达到 2.43万美元，预计 2020年苏南五市人均 GDP达到 2.5万美元以上。

人均 GDP超 2万美元的 14个城市排名是：深圳 29498美元（第一）、无锡 26093美元（第二）、苏州 26000美元（第三）、珠

海 25368 美元（第四）、鄂尔多斯 25088 美元（第五）、南京 24017 美元（第六）、北京 23773 美元（第七）、上海 22802 美

元（第八）、广州 22676美元（第九）、常州 22670美元（第十名）。其中,苏南占 4席。 

从工业化来看，苏南新型工业化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2019年苏南五市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超过 1.7万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 46.4%,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 1.9个百分点；其中苏州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 49.4%。

苏州已成为全球八大纳米技术产业集聚区之一，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制造等新兴产业为先导，2020 上半年全市实现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 1.55万亿元，超越上海和深圳而成为全国第一大工业城市。 

从城镇化来看，2019 年苏南五市城镇化率达到 77%左右，领先全国 17 个百分点左右，领先江苏全省 7 个百分点左右,接近

发达国家城镇化率 80%的平均水平;南京城镇化率已达到 83.2%。 

从社会现代化来看,2019年,苏南地区平均预期寿命达到 83岁左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6岁左右；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

教育年限 13年左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年左右。苏南地区已经形成城乡一体的养老、医保、低保全覆盖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 

从民生现代化来看,2019 年，苏南地区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6.3 万元左右，比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高 2.1 万元;苏南

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3.1 万元左右，比全国平均水平局 1.5 万 7G 左右；苏南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2：1 左右，比全

国城乡居民收入比 2.6：1更为均衡。 

从政治文明建设来看，苏南民众对党风廉政建设的满意度达 80%以上，法治建设满意度、公众安全感达 95%左右。 

从现代化建设试点县区来看，南京江宁区正在推进高质量产城融合；南京江北新区正在高质量发展新材料、生物医药、软

件和信息服务等地标性产业；昆山正在创造性地保持全国百强县之首的综合实力；苏州工业园率先跨入人均 GDP 达 5 万美元的

最发达经济体门槛;江阴推进“中国制造业第一县”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漂阳加快建设宁杭生态经济带上的副中心城市。这些

地方分别先行先试，发挥示范作用。 

苏南率先探索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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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先生当年在苏南调查时对苏南地区的领导说，你们是做模式的，我是写模式的。1983年,他提出了“苏南模式”，特

别强调乡镇企业、小城镇、集体经济和致富农民等特征。经过近四十年发展，苏南模式已形成升级版。苏南探索开启基本实现

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路子主要为自主创新引领、高新产业集群、开放合作示范、城乡一体表率、生态宜居导向、共同富裕追求。 

自主创新引领。苏南是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密集之地，省、市政府积极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使创新资源

转化为越来越强大的创新优势。2019年，苏南五市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 3.26%,较 2014年提高 0.59个百分

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07个百分点，研发投入强度达到创新型国家和地区水平；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53.7件，较 2014年

增长 182.6%,是全省平均水平的 1.8倍、全国平均水平的 4倍；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 46.4%；科技进

步贡献率达 65.4%；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70%,领先全国平均水平 10 个百分点。以 2014 年为基期，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创

新指数在 2015年、2016年、2017年分别为 115.79、131.47、150.88,保持总体快速上升态势。苏南五市全部为首批验收通过的

国家创新型城市，4个县（市）入选首批国家创新型县（市）。苏南已经成为全国创新生态最为良好、创新活动最为活跃、创新

成果最为丰硕的区域之一 

高新产业集群°苏南五市将园区作为经济建设的主阵地，以产业集群、要素集约为目标，充分发挥新兴市场竞争主体的作

用。苏南 31个高新园区，是江苏经济的主要增长极。通过产业链招商引资，苏南高新园区形成了一批现代产业集群，特别是具

有先发优势的特色战略产业创新集群，成为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成为高成长性科技企业的

聚集区。2019年，在全国城市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排名中，苏南五市有 1.7万家，处在北京（2.5万家）、深圳（1.7万家）、上

海（1.28万家）、广州（1.22万家）中间。苏南高新技术企业总数占全省总数的 71.2%,较 2014年增长 195.3%。苏南自创区共

遴选出独角兽高成长性企业 13家、潜在独角兽高成长性企业 113家、瞪羚企业 454家。形成南京高新区新一代信息技术、无锡

高新区物联网、常州高新区光伏、苏州工业园区纳米技术及材料应用、苏州高新区医疗器械、镇江高新区海工装备等各具特色、

错位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格局。苏南高新技术在语音识别、图像识别、智能机器人、智能传感器、智能芯片等领域掌握了

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人工智能产业处于国内领先行列。 

开放合作示范。乡镇企业是苏南模式的亮点，外向型经济是苏南现代化模式的亮点。2019 年，江苏累计实现外贸进出口

43379.7 亿元，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3.8%;苏南五市进出口 5225 亿美元，占江苏全省的 83%,占全国的 11.8%;苏州市进出

口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为 7.7%、占全省的比重为 53.4%,外贸总值在全国大中城市中排名位于上海、深圳、北京之后名列第 4 位;

苏南实际利用外资 156.3亿美元，占江苏全省的 60%o苏南积极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苏州创新提升综合服务平台功能，南京、

无锡开通网购保税进口业务。同时，积极培育进出口新动能，苏南各市在欧美、非洲和“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新布局多家省级

公共海外仓，拥有一批服务企业，建设经济技术开发园区，扩大对外投资。 

城乡一体表率-苏南城乡协调发展，不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而是城区与县域经济共同繁荣，成为全国百强县最密集的地

区。2020 年，全国“县域经济 100 强榜单”中江苏占 23 席，其中苏南五市的昆山、江阴、张家港、常熟居前 4,太仓、宜兴列

前 8 名。县域经济成为苏南的重要亮点。百强县之首昆山市 2016 年就拥有 1 个千亿元级产业集群,IT 产业实现产值 4918.76 亿

元，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 58.8%;江阴市工业百强企业全年完成产品销售收入、实现利税分别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 68.0%

和 78.5%0苏南已经形成城乡一体的养老、医保、低保全覆盖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苏南交通建设走在全国前列，为城乡统筹发

展、长三角一体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苏南地区已经基本形成便捷高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生态宜居导向-苏南从农业社会的鱼米之乡转变为工业社会的宜居之地，主要得益于新型工业化与生态文明建设。苏南五市

森林覆盖率达 25%以上，城镇绿化覆盖率达 40%以上。市县政府组织开展治污减排攻坚战，在差异考核、财政奖惩和生态补偿等

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重点加强石化、化工、电子等重点行业的有机废气治理，在化工园区普及推广化工废气泄漏检测与修

复技术，生态环境逐步改善。在江苏 16 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中，苏南地区拥有 7 个，占 43.5%。南京市深水区、高淳

区、浦口区，无锡市宜兴市、锡山区、惠山区、滨湖区，常州市深阳市、武进区，苏州市太仓市、吴江区、吴中区，镇江市丹

徒区，苏州市相城区，南京市六合区，无锡市梁溪区，在 2018年、2020年先后入选第一、二批江苏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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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共同富裕追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苏南走在最前列。在 2019 年全国地级以上行政区城乡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百强榜上，苏州位列第 4（60109 元）、南京位列第 7（57630元）、无锡位列第 10（54847 元）、常州位列第 19

（49840 元）、镇江位列第 29（44259 元），市域差距为 1.36：10 在 2019 年度江苏各区县（97 个）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排名中，苏南五市有 22 个县区居前 22 名（76772-54248 元），其余 17 个县区居前 23 名到 53 名之中（52948-38863 元）。苏

南 37 个县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与最低差距近 2 倍。苏南 5 市已实现城乡低保标准并轨，从 2020 年 7 月 1 日起，苏

南各设区市最新城乡低保标准从每人每月 790元提至 1045元，区域差距较小。 

开创苏南率先基本实现区域现代化的新局面 

苏南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存在一些短板与挑战，主要是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够强，产业链高端化不足,区域发展不够平衡,

生态环境特别是空气质量有待继续改善，城乡居民收入与生活质量有待提高。苏南“十四五”规划应以“扬长补短”为着力点,

开创率先基本实现区域现代化的新局面。 

以核心技术关键技术自主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世界正面临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

业革命。苏南科技创新纵向比大有进步，五市都成为创新型城市，但横向比科技创新的国际竞争力还不够强。“十四五”期间，

苏南要开启从“跟随为主、引领为辅”向“引领为主、跟随为辅”的自主创新模式转变，企业要从跟随者向引领者转变。大力

推进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增强产学研融合，强化关键技术与核心技术区域合作攻关，在长三角创新共同体建设

中发挥示范作用,将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 

以强化内生增长机制构建新发展格局-苏南要在扩大内需，促进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方面先行先试，创造新的经验。要围绕

培育强劲、健康、升温的消费市场，出台积极、放心、利民的消费政策，发挥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杠杆作用，全面释放城乡

居民消费潜力，大力度扩内需。同时，要以经济高度开放性，建设以智能为核心的世界先进制造业、服务业基地，发展民营进

出口贸易企业，更高质量建设境内外中外合作产业园区，培育新形势下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构建共同富裕的长效机制。目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成就，是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的减贫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讲话指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以生存物质为核心的绝对贫困问题解决后，以发展共享为重点的相对贫困问题仍然存在。构建缓解相对贫困长效机制，以国际

通用做法为基础，并充分考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确定相对贫困标准。实施供给侧扶贫政策，主要是激发相对

贫困群体脱贫的内生动力机制，通过发展产业、技能培训帮助相对贫困人口参加生产与扩大就业。实施需求侧扶贫政策，主要

是通过公共财政补贴货币或商品，促进私人消费，以及支持捐赠等社会扶贫举措。完善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是相对贫困治理

的重要路径。苏南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的保障机制，提高相对贫困户子女受教育水平，建立干预代际贫困传递的阻

隔机制。苏南要进一步优化居民、政府与企业三者分配关系，率先形成中等收入者为主体的社会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