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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苏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核心竞争力

张桥

苏州市人民政府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

任务，要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苏州是制造业大市，2022 年规上工业总产值达 4.36

万亿元，制造业增加值破万亿元，目前规上工业企业总数达 13383 家，稳居全国前列。苏州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推进数字经济时代产业创新集群融合发展，

全面提升苏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核心竞争力，加快建设规模更大、质量更优、竞争力更强的制造强市。

攀“高”逐新，构建产业创新集群新格局。创新是核心竞争力的源泉，苏州率先提出并践行“数字经济时代产业创新集群

建设”，不断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和技术优势。一是推动产业创新集群形态成势。围绕电子信息等四大产业创新集群，聚焦光子

等 16 个细分优势领域，建立“八个一”工作机制（一位牵头市领导、一个牵头单位、一项行动计划、一份重点企业名录、一个

重点项目清单、一个行业协会、每月一次专题调研、一次行业大会），编制“三单一图”（关键技术清单、重点产品清单、研

发机构清单、产业地图），推进产业创新集群融合发展，开辟更多引领未来发展的新赛道。2022 年四大产业创新集群产值达 3.8

万亿元，到 2025 年力争突破 5万亿元。二是促进高能级平台载体质态提升。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和本地产业发展需要，加强创新

载体平台建设，着力实现产业科技创新更大突破。获批创建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国家生物药技术创新中心、国家

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材料领域“国之重器”苏州实验室挂牌组建。全国首个先进技术成果区域转化中心——长三角转

化中心成功落户。三是加速企业科技创新生态优化。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加快构建以企业为

主体的产业创新体系，全市拥有高新技术企业 13473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 22327 家，数量分别位列全国第四位和第二位。引

导建设一批创新联合体，已组建高功率半导体激光等 13 个创新联合体。支持引导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累计获评 32 家国家

级企业技术中心。全力打响“人到苏州必有为”品牌，集聚海内外高层次产业人才，成立苏州市科技商学院，与南京大学等国

内顶尖高校合作，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速复合型产业科技人才培养，为制造业发展提供高质量人才支撑。

向“强”迈进，打造优质企业新梯队。企业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生力军。一是发挥龙头骨干企业“头雁效

应”。支持龙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资本运作、战略合作等方式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合理提高重点行业集中度。以 C 端和终端

为重点，着力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态主导型企业、知名终端消费品牌。恒力、沙钢、盛虹成功入围 2022 年《财富》世

界 500 强。全市共有营收超百亿元工业企业（集团）46 家，累计获评工信部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33 家，均位居全省第

一。二是彰显专精特新企业“尖兵作用”。出台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加快构建从孵化培育、成长扶

持到推动壮大的全生命周期梯度培育体系，引导企业聚焦主业、强化创新，成为掌握独门绝技的“单打冠军”或者“配套专家”。

建立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库，入库企业超过 1 万家，累计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71 家、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 1415 家，数量均居全省第一。到 2025 年，力争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500 家以上。三是用心用情解决企业

“急难愁盼”。做精做优企业服务，切实解决企业实际困难，让企业家投资放心、发展安心、生活舒心。打造兴业“苏商通”

品牌 APP，让法人只进“一个入口”就能高效办成“一批事”，围绕法人全生命周期服务，已接入全市 190 余个法人服务系统和

应用，集聚 29 个部门 5329 项办事指南。创新开发“政策计算器”，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汇集各类政策 1.6

万余条，累计注册企业 7.3 万余家，匹配次数超 15.8 万次。2022 年疫情期间，快速开发“苏链通”供应链对接平台，帮助逾万

家企业缓解供应链难题。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Wz7QSVtT7FaFkl_3oczayfnp4mhoR4p8ZBbUf1ABraT4KciMT6bLRCQlm5H8RiTbZ4OqEs84WbsvgAVjKvWTPJBUcAX4z31u5T4ul6fEC4c=&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organ/detail?v=Wz7QSVtT7Fa8b0Lf6TEp-UWZjlsAgNI1vZd_-Ledey93VDvCe3IuU584qbsJDiLKuqJwC2mwvbNf2dicyw_l15AC7p_po1bC1eklCa77PlpJpjfUIzSZ7w==&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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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融”提质，积蓄数实融合新动能。江苏提出建设“数实融合第一省”，苏州最有基础、最有条件为全省探索经验、多

作贡献。一是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出样本”。围绕三年实现规上工业企业全覆盖的目标，建立“月跟踪、季调度、年考核”

工作机制，已累计实施改造项目 2.18 万个，规上工业企业覆盖率达 92.9%，拥有全球“灯塔工厂”6家，占全国八分之一。综

合运用免费诊断、技术输出、贴息奖补等手段，着力解决企业“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等难题。鼓励标杆企业技术服务输

出，友达光电成立友达智汇，专业提供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服务客户总量超 700 家，横跨 25 个行业。引导中小企业实施数字化

转型，到 2025 年将累计完成 40000 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能力评估。二是工业互联网看苏州“亮品牌”。先后出台系列政策，推进

网络、平台、安全三大体系建设。坚持“外部引进”综合双跨平台和“本地培育”重点行业平台双管齐下，获评全省首个工业

互联网方向的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14家国家工业互联网双跨平台落户苏州。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系统建设 5G 基

站、千兆光网和数据中心，获评全国首个“千兆城市”，累计建成 5G基站 3.86 万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 15 个。三

是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抢赛道”。坚持把数字经济作为转型发展的关键增量，做大做强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软件、

区块链等新兴数字产业。聚焦数字产品制造和服务、数字技术应用、数字要素驱动等关键领域，培育应用市场、提升发展能级。

2022 年实现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销售收入 2014 亿元，同比增长 8.7%，获批创建全国首个区块链发展先导区。加快推进自主可控

工业软件特色化发展，成功创建中国软件特色名城。当前，苏州正以大数据产业招商工作为重要抓手，按照数据产生—传输—

加工—应用的链条，形成高位推动格局，争取项目招引实现更大成效。

以“转”谋变，焕发传统产业新活力。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苏州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实现“老树发新

芽”。一是调结构、转方式。统筹推动冶金、化工、纺织、轻工等传统优势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支持引导企业加大新产品、新

技术、新工艺研发应用力度。与中服集团、中国化纤、中国丝绸等央企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推动纺织服装产业品牌化、高端化

发展。加快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实现制造业的价值链由以产品制造为中心向以提供产品、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并重转变，成功

入选首批国家服务型制造示范城市，获评国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项目、平台）17 个。二是降能耗、减排放。创新开展“近

零碳”工厂培育建设工作，发布“近零碳”工厂建设管理办法和评价指标体系，评选首批“近零碳”工厂 5 家，以点带面推动

全市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加强重点行业和领域节能降碳技术改造，加快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累计创建国家级工业产品绿色设

计示范企业 7 家、绿色工厂 59家、绿色园区 4家。三是促集约、抓淘汰。推动“产业在沿江转型、创新在城区集聚”。深化工

业企业资源集约利用综合评价，综合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扎实推进淘汰落后产能工作，2022 年改造提升和处

置淘汰低端低效企业超过 3000 家。探索“工业上楼”发展模式，开展镇村工业集中区优化整治提升，盘活存量工业用地，推动

产城人深度融合，进一步提高产业层次和绿色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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