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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制造”品牌文化内涵建设路径浅析 

廖晨竹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制造业一直是苏州经济发展的根基和优势所在，作为连续多年排名全国前三的工业城市，苏州在原来电子信息、

装备制造、轻工、纺织、冶金、化工 6大传统支柱产业的基础上，打造了新型显示、高端装备、软件和集成电路等

10个千亿级制造业集群，形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纳米技术应用、人工智能四大先导产业，“苏州制造”

已然成为苏州的优势品牌。2021年 3月，苏州市出台《“苏州制造”品牌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提出以“苏州制造”

品牌认证工作为抓手，推动苏州制造业整体形象和综合竞争力提升，打造苏州经济的“金字招牌”。因此，如何立

足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借力文化内核赋能“苏州制造”品牌，是值得关注的话题。 

一、“苏州制造”品牌内涵及文化溯源 

苏州素以“苏工”“苏作”闻名，“苏工”“苏作”代表着江南文化一流风韵和非凡气质的完美结合，是“苏州制造”的

前期典范。“苏工”代表着工匠对精致、完美的极致要求；“苏作”不仅是地域的代表、造物品质的象征，更是人们对时代的

一种精神追求、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引领了江南文化的时代潮流，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底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精致生活的追求。精致典雅、文蕴醇厚的吴地文化，滋养了江南人民山温水软的性格，也养成了“香山帮”“金砖

工艺”等苏州传统制造业对产品高质量、高标准的追求。 

二是制作与文化的融合。“苏湖熟、天下足”带来的江南富庶，养成了物质生活之外对自由感、愉悦感的精神追求，形成

了雕刻工艺、园林艺术等文化传承，体现着苏州人民对精神意境与精巧工艺的充分融合。 

三是争先创优的理念。从“苏南模式”到园区经验、昆山之路、张家港精神的“三大法宝”，展示了苏州人民敢为人先、

争先创优的风采和追求。 

一直以来，江南文化中品牌意识、精致理念、创新精神在“苏州制造”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当前，苏州明确提出打造

“苏州制造”品牌，赋予“苏州制造”新的时代内涵：即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拥有卓越智造效率、掌控产业链关键环节、引领

行业最高标准、铸造最优品质、占据国内外广阔市场。这种致力于打造“智造标杆城市”的目标，体现了“苏州制造”品牌在

新时代的新要求。 

二、“苏州制造”品牌文化内涵建设的内容 

文化与产业联姻，融合了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生态环境价值、审美价值，文化对产业的引领和影响，微观上

表现为产品品牌、产品质量、产品设计等，宏观上表现为生产理念、生产方式、质量意识、产业精神，中观上表现为组织文化，

具体到制造业就是工业文化，这是工业提升创造力、竞争力、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动力和源泉。笔者以为，新时期“苏

州制造”品牌文化内涵建设，应包括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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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高质量高标准为目标的创新意识 

不断追求、不满足现状，创新理念融入的核心价值观，已成为产业发展的强大引擎和有力支撑，并内化成为城市的文化内

涵和精神特质，具体体现为对事业不懈的追求和高度的自觉。 

（二）以工匠精神为特征的精益生产理念 

工匠精神成为生产者的行为准则和消费者的价值取向，专注产品的质量提升和品牌培育，具体表现在具有行业特点的生产

制度、生产要求和生产管理内涵要求，体现为行业规范与企业文化。 

（三）以市场为导向的江南文化传播 

切实体现以人为中心、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理念，以及以产品质量和产品体验为基础的市场观念，深具江南文化的烙印，把

生活理念物化在产品中，传播江南生活方式。 

三、“苏州制造”品牌文化内涵建设路径的思考 

文化是一种精神导向、一种思想追求，也是巨大的资源财富，苏州是“江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区域之一，文化能量将是

“苏州制造”品牌建设极大的动能。 

（一）提升产业工人职业素养，培养一批具有工匠精神的人才队伍 

优质产品的背后是员工优秀的职业素养和工匠精神，职业素养的背后是文化底蕴，工匠精神的背后是文化驱动。优质的品

牌实质是员工职业素养和工匠精神的外化，是企业文化乃至区域文化的外延。构成职业素养的职业技能、职业行为、职业作风、

职业意识和合作精神、敬业态度等行为技能，是企业员工的内在特性，是可衡量、可指导、可开发的，需要所有团队成员能力

共同提升，进而做到提升整个企业的发展能力。为此，要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提高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同时，在创新、技能、

敬业等方面，通过线上和线下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开展员工职业素养教育和培训，系统性提升制造业员工职业素养。 

（二）建设工业文化产业基地，打响“苏州制造”文化品牌 

随着时代发展，渗透到制造业发展中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对推动制造业升级换代将起到长期性、关键性的

作用，尤其是创新精神、质量意识、诚信理念、实业精神直接影响到企业品牌打造。为此，建议选树一批行业、基地与企业文

化标杆，围绕工业设计、工业遗产、工业旅游、企业征信和质量品牌、企业文化建设等领域，有序推进工业文化产业基地、园

区和企业试点示范。同时，鼓励政产学研商等各界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推动工业文化发展，开展若干具有广泛影响的国际性工

业文化活动，促进工业文化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三）发展创新、责任和精致为核心的企业文化，丰富“江南文化”时代内涵 

无论是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知名企业、品牌产品，还是掌握产业链攀升高端的关键核心技术、标

准，都取决于各个环节实施者的共同努力，依赖于整体链条的系统构建，其最终是整个系统的组织文化和人文环境在起作用，

即企业文化和组织文化。以和谐、包容、创新、精致为核心内涵的苏州文化乃至江南文化，是组织文化丰富的资源，随着机器

智能对人常规脑力劳动的逐步取代，人的价值将越来越建立在创造力的基础上，从而需要建立基于创新、责任和精致为核心的

新型组织文化，以便更进一步丰富“江南文化”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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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设“江南文化产业”特色示范区，为“苏州制造”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江南文化是沪、苏、浙三地共同的文化基因，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为江南文化品牌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主阵地，提炼江南

文化优秀基因、展示江南文化时代价值，探索江南文化发展新路径迎来了高光时刻。历史悠久的姑苏古城，有着得天独厚的资

源优势，应在这个特殊区位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以文化价值赋能古城更新，充分利用历史建筑的文化内涵，积极融入商业

文化元素来刺激文化旅游消费，打造“现场的江南”和“都市的江南”，创造全新的消费体验和聚会场所，使其成为江南文化

资源集聚、传播体验和产业发展的高地，这既能继承和承载江南文化，又可以取得非常可观的经济社会效益。 

（五）坚持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力，让“苏州制造”引领最高标准、最优品质、最广市场 

自主创新技术是科技发展的制高点，也是科学文化与生产技术结合的原点，“苏州制造”大力推动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

型，打造智能制造“苏州方案”和打响“工业互联网看苏州”品牌，都有赖于关键共性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和引领性原创成

果的重大突破。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主体作用，建立健全与创新相关的体制机制，全方位营造创新精神需要的环境，充分释放

创新活力，进一步完善以提升动力为核心的科技体制改革，以及创新为目标的顶层制度设计，依托制度创新促进科技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