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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80—90年代，在江苏南部苏锡常地区，

通过乡村集体力量发展乡镇企业，推动农村工业化

和城镇化，实现苏南农村地区的率先发展，形成了大

力发展乡镇企业的示范效应，成就了对中国农村发

展极具影响力的苏南模式。20世纪90年代，在浦东

开放开发的影响下，苏南模式走上了乡镇企业转制

和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道路，做大股份合作制经济和

大力引进外资兴办工业园区，加速城乡一体化建设，

形成新苏南模式的超越。当今的苏南模式，是国资、

外资、民资和股份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是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壮大发展的一个典型，

实现了区域市场更加开放、城乡发展更加协调，更注

重共同富裕，更好践行“创新、绿色、开放、包容、共

享”的新发展理念，是长三角地区率先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示范区。

一、苏南农村乡镇经济蓬勃发展与苏南模式的

诞生

苏南是指江苏南部包括苏州、无锡和常州在内

的苏锡常经济区，历史上就是鱼米之乡、富庶之地，

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明清时期历时300余年的

江南早期工业化就发生在苏南地区，现代苏南是长

三角的经济核心，也是上海的重要经济腹地。苏南

的社会经济发展农工商兼顾，有着崇学崇商的文化

基因、企业家实业报国和乡村能人带领村民集体富

裕的传统。

(一)苏南经济的发展与“苏南模式”的提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苏南农村迅猛崛起的乡

镇集体企业，在当时经济计划外“异军突起”，率先推

动农村工业化和区域城镇化。苏南模式集体经济的

性质特征，指向了政府主导的市场化、工业化和农村

城镇化，决定了苏南模式发生、发展和演进总是有着

比较明确的政府规划和发展战略①，地方政府组织投

资(初期发展阶段)、引导海外投资者进入(外向型经

济发展阶段)。苏南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成功实践。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 1983年，首次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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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模式”的概念，即“以发展工业为主，集体经济

为主，参与市场调节为主，由县、乡政府直接领导为

主的农村经济发展道路”②。苏南模式之所以很快能

够成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最具典型的道路，是因为

在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苏南农村背靠大中

城市，得益于城市大工业的辐射，加以地方基层政府

强势主导和推动，催生了苏南乡镇企业的迅速成长，

使得苏南文化中深植于苏南人心中的企业家精神和

集体情结得以释放，再加上苏南农村发展工业的内

在需要和中国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亟须转移，这些

多重因素成就了苏南模式。

20世纪90年代，苏南乡镇企业进行转制，乡镇、

乡村政府产权主动退出或折股，部分企业转为类似

过去温州模式的私人企业，多数企业是转为股份制

法人治理结构的公司制企业。结合浦东开发开放，

苏南本土的乡镇企业通过与外商合资，与其他法人

企业组建企业集团、建立股份制公司和资本市场上

市等途径，明晰产权并走外向型、市场化竞争之路。

自此，乡镇企业由分散布局开始集中进入园区，或者

融入开放包容的块状产业集群发展之路，在开放发

展中极大地支持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党的十八大以

来，在新发展模式和新发展观指导下，乡镇企业参与

城乡融合发展，着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苏南模式成为总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一体化

新模式。

(二)与温州模式相对应的苏南模式特点

苏南模式坚持乡镇集体经济，产权理论并不足

以充分解释乡镇企业发展突飞猛进的动因，尽管后

来乡镇集体产权在乡镇企业改制中退出或折股，让

乡镇企业产权清晰，是苏南模式转型的一个重要因

素。苏南的崇商重工文化基因，厚重的企业家精

神，浓郁的集体情怀，注定苏南人敢于为人先，敢于

创新创业。苏南乡村带领村民致富的能人(企业家)
有市场意识、营销思维，善于抓住各种稍纵即逝的

商机，这一点与史晋川等研究温州模式指出的浙江

人与生俱来做市场的营销思维和赚钱模式③，其实高

度相通。

苏南模式作为一个更大地域范围的发展道路创

新，是由华西村模式、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苏州模

式等多个鲜活的改革开放实践，共同织就的苏南农

村工业化、区域城市化、市场开放化的创新发展画

卷。虽然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在产生发展的理论解

释上存在差异，但与温州模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

背后力量——制度变迁相同的是，改革开放带来的

制度变革也是苏南模式乡镇经济异军突起的机制动

力④。苏南模式乡镇集体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触发

中国区域制度秩序性的市场化变迁，推动中国城乡

经济的开放融合⑤。表 1清晰展示了“苏南模式”与

表1 “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发展阶段特征比较

发端地

地方资源禀赋

政治环境

区位条件

历史上的积淀

发展特征

“温州模式”

浙江省的东南一隅，温州为代表，扩展包括台州、金华

传统上是落后闭塞的区域，多山地少农田，农业的原始
积累很少，工商业更无基础

20世纪 80年代和 90年代前半期，发展受到诸多的政治
约束；但进入21世纪，其发展受到保护和广泛的鼓励

处于浙江省的边缘地带，过去交通条件很差，与区域中
心城市上海相距甚远；且闭塞孤立于浙江的其他地区之
外，缺乏大城市对其的辐射和带动

历史上得到国家和浙江省的投资很少，相应受国家计划
经济的影响也少一些，故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的发展所
受的制约相对较少

建立在家庭工厂的基础之上，是一种私有制经济结构，
有明晰的私有产权。以劳动密集型的建筑业和加工制
造业为主，包括传统第三产业的商业、餐饮、交通运输，
社会服务业等

“苏南模式”

江苏南部，以苏州、无锡、常州为主，扩展包括镇江、扬
州的一部分

历史上就是鱼米之乡，地肥水美、商贾云集，农业的原
始积累好，工商业有一定基础

自发展的初期，就受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鼓励和
保护；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了新一轮的转型和发展

区位条件优越，介于长三角中心城市上海和区域副中
心城市南京之间；沪宁铁路和沪宁高速纵贯苏、锡、常，
受上海的辐射带动作用特别强烈

历史上就受到上海工业的辐射，计划经济时代来自国
家和省的投资及项目都比较多，计划经济的国家集体
所有制经济结构色彩浓厚，私有经济较弱

建立在社队集体企业之上，是一种集体所有制经济结
构，集体经济产权不很明晰。发展了一些劳动密集型
和资金密集型产业，以及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包括建
材、化工、重型机械制造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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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模式”的发展阶段特征与差异。

(三)苏南模式乡镇集体经济代表——华西村的

发展变迁

被称为“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是苏南模式乡

镇集体经济的代表。华西村一直是发展乡镇集体企

业，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的模范生。江阴华士

镇的华西于 1961年建村，当时与中国广大农村一样

贫穷。为了村民致富，吴仁宝带领村民很早就发展

多种经营，早在 1969年华西村就偷偷摸摸地办起小

五金厂，10年下来，小五金厂初具规模、获利颇丰，为

后来华西村发展工业奠定了基础。正因为华西村有

集体经济的基础，社队企业发展得早，所以，改革开

放让中国农村经济放手发展时，华西村自然沿着集

体兴办工业企业的路径走下去，而不会退回去像温

州那样去做家庭作坊。这其实也是历史积累和现实

条件决定了华西村或整个苏南在改革开放初的道路

与温州之差异。⑥20世纪 80—90年代，华西村民大

规模兴办乡镇集体工业，做大村集体经济，凝聚发展

华西村的集体力量。

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开始对纺织业进行战略

性调整压缩，棉纱一下失去了市场而大量积压滞

销。这个时候，华西村反其道而行，大量购进棉纱并

着手上马纺织业生产线，结果成就了华西资本和纺

织产业最早的规模积累。在此基础上，纺织、服装、

钢铁、机械加工、家电设备制造等配套产业链，也在

华西村陆续上马并迅速壮大。与此同时，吴仁宝邀

请专家帮助规划华西、发展华西，走工业化、城市化

和国际化并举之路，华西很快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社

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典范。⑦制定规划，其实是苏南乡

村干部发展乡村经济的目标和决心，是苏南模式地

方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征。诺斯说过“有效

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⑧吴仁宝领导下

的华西村应该就是这样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

华西村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辉煌了几十

年，发展开始逐步回归平常。现在的华西村发展是

不比从前，故而有人主观武断地将华西村今日的负

债与经济发展的平常“萧条”，归因于华西村坚守过

时的集体产权；也有人将华西村今日的平淡经营归

因于吴仁宝在华西村搞家族制，认为这给华西的今

日发展埋下了隐患。⑨诚然，20世纪改革开放农村土

地“大包干”之时，华西村并非不想分地，但华西村的

情况是地少人多，每户人家分不到3分地，吴仁宝当

时经与村民们商量决定不分地，这是华西现实决定

了其要利用村集体力量才能够解决农民生存问题。

20世纪 90年代华西村企业集团也进行了股份

制公司化改造，只是村集体产权没有退出而是折成

股份，决策上股份说话，用人上华西村的原则是“能

者上、庸者下”。应该说华西村今日的负债和经营

困境并不奇怪，这与华西村颇有争议的转型可能有

很大关系。华西村从传统制造向金融业转型的大

动作，现在看来并不成功，这极可能是华西今日困

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尽管华西天下第一村的名

头很响，但一个村庄转型发展金融业，其对金融人

才的吸引力以及对资本的集聚，与大城市相比确

实不在一个层次。华西村发展势头受阻，但它引

领的苏南乡镇经济崛起在竞争中促进了苏南县域

经济的大发展。2022年中国百强县榜单中江苏就

占25席，稳居各省份第一，全国百强县前5名中苏南

就占据4席。⑩

(四)乡镇集体产权模糊与技术约束下的苏南模

式困局

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优势，

通过原料和市场的两头在外，轻松获取了计划经济

时代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缺口的市场。随着市

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也进入

了市场竞争，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终究还是享有

很多国家指令性生产资料、资金的支持，产品市场也

有稳定的国家采购 (即使是在 2022、2023 年的今

天)。相反，这个时期乡镇企业虽然是地方基层政府

主导支持，以乡镇集体产权为依托，但其经营却是必

须完全依赖市场的路径。乡镇集体产权的模糊性

在市场经济中有其弊端，会牵制企业的市场经营，这

是苏南乡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不及温州模式个

私企业灵活高效的一个原因，但苏南乡镇企业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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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基础也为日后的经济变革和融合打下了基础。

除了资源与市场约束之外，乡镇企业发展还面

临技术约束。苏南乡镇企业发展初期，多数使用的

是城市工业中过时或陈旧的技术和设备，这影响乡

镇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进一步壮大。乡镇企

业的基层政府主导模式，在乡镇企业发展初中期有

利于企业在不完全市场中的竞争。但是，到了20世
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市场化改革日益成熟，乡镇企

业这种集体产权和经营上对乡村政府的过多依赖，

反而不利其参与市场竞争了。苏南乡镇企业发展由

20世纪 80年代的巅峰，滑入 90年代的严重增长低

谷。如何突破困境？苏南模式也在盘整中不断适应

形势作出积极变革。

(五)苏南模式不断适应新形势作出新探索新变革

随后，苏南迅速开启了产权清晰的股份合作制

现代公司治理改革。同时，依托集体经济力量主动

对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兴办开发区、工业园区，走

城乡经济一体化之路。乡镇企业改制，涌现了一些

新的领头羊，譬如亨通集团，就是从苏州吴江七都乡

的一个村通信电缆厂，改制为法人治理的现代股份

制公司，改革很成功并成就了亨通今天的现代化高

科技企业集团。但也有一些村集体力量强势、惯性

过大的乡镇企业，其改制后的企业管理运营几无实

质变化，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步不适应而落伍。纵

使是实力雄厚如华西村，因应改制的乡村集体产权

没有退出而是折成股份，自然村集体产权一股独大，

企业的决策还是村集体说了算，以致华西村在现代

市场竞争中渐处下风。当然，不屈的华西人仍在探

索新的模式，寻求新的突破。

20世纪90年代乡企改制，苏南模式突破了影响

发展的集体产权制度障碍，结合开发区、工业园区建

设大力度吸引外商投资，苏南形成了乡镇企业、个私

经济、股份制经济和外资经济共同发展的多元混合

所有制结构。苏南模式在乡企改制和城乡经济走向

开放的转型中实现了自我超越，新苏南模式应运而

生。与乡镇政府脱钩的乡镇企业不再固守乡村故

土，苏南拉开了城乡要素市场对接和企业向工业园

区集中的大幕，推动苏南向着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方

向迈进。

二、苏南模式的演进创新与苏州的发展超越

作为中国城乡区域经济最成功的发展道路与模

式，苏南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自我演

进、自我革新，其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苏州的发展

与超越。

(一)走在“苏南模式”前列的苏州蜕变发展之路

在苏南模式的发展演进和创新超越中，苏州始

终是走在前列的。如今苏南模式，已经从乡镇集体

经济发展，蜕变为外向型经济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

展相结合、区域创新充满活力的新苏南模式，或者也

叫苏州模式。这种模式不同于原来苏南模式乡镇

企业分散布局于乡村故土，而是开发区和工业园区

建设带来企业集中搬迁入园，农村居住也逐步实现

社区化、街道化。

苏州抓住20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的契机，

围绕现代化城市的建设目标，以开发区和工业园区

建设为龙头，迅速形成苏州引领中国开放型经济的

态势，促成苏州开放制度新“势能”，推动苏州开放

型经济和城乡一体化健康发展。这种开放制度新

“势能”在苏州全域不断扩散放大，有效加大了既有

的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常

熟经济技术开发区、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吴县经济

技术开发区的建设力度。而苏州新区和中新合作苏

州工业园区的打造建设，则是苏州外向型经济发展

的标杆。

1992年 11月 18日，苏州新区被国务院批准为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加以建设，新区坚持科

技主导、开放带动的发展战略，加快了苏州高新技术

产业化的进程。短短几年时间，区内高新技术项目

就形成了可观的数量规模，至 1997年底经省科委认

定的高新技术企业57家，占苏州市区总量65%。苏

州新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让一大批乡镇企业通

过与海外高科技企业产品的配套，逐步建立了严格

的质量保证体系，提升了苏州的乡镇企业水准，增强

了苏州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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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1994年国务院批准建设中新合作苏

州工业园区项目，效仿新加坡裕廊工业镇模式，按

“园区即城市、城市即园区”的建设理念，融开发区、

工业园区建设与城市化同步推进，苏南外向型经济

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入新阶段。中新合作苏州工业

园区是第一个具有行政区域概念的工业园区，是集

产业和人口集聚、金融及科教文卫服务配套、研发中

心落地于一体的新型城市空间。经过 20多年的建

设，苏州工业园区终成为新苏南模式开放经济与区

域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闪亮名片。

(二)苏南县域“经济五虎”共同成就了新苏南模式

在改革开放中苏南出现的“经济五虎”——常

熟、昆山、张家港、吴江和江阴，这五个最强县域经济

中的四个都在苏州，共同成就了新苏南模式。而苏

州新区和中新合作苏州工业园区的成长，使苏州形

成以姑苏区为核心的一体两翼发展架构，更是新苏

南模式外向型经济和城乡一体化的代表——苏州模

式的最强内核。特别是新区和工业园区合署以后，

整体综合营商效应突出，高科技产业向园区加速集

聚，已经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集聚创新产业区、新能

源产业集聚创新区、医疗器械和生物医药产业集聚

创新区、高教园区等多个区域开放创新综合体。正

是这种集聚效应，使苏州的创新发展势头越发澎湃，

这也完全契合藤田昌久等(M. Fujita，et al.)的空间经

济学理论所阐述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特别是

向城市的集中)所产生的规模经济、知识溢出与创新

效应，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再就是乡

镇建制与园区的一体化整合管理，使得苏南农村经

济与社区也深刻地融入国内、国际市场之中，成为参

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主体，这极大带动了苏州农村

以至苏南经济社会的开放发展，促进了城乡基础设

施共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不断均等化，新苏南模式

的代表——苏州模式愈发成熟。

新苏南模式外向型经济的蓬勃发展，带来苏南

城乡差距缩小和收入可持续增加。正是因为外向型

经济带动了乡镇经济的强大，苏州在统筹城乡就业、

统筹城乡规划，建立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

疗保险制度，实现农民社会保障与城市接轨等方面，

都走在了全国前列。

苏南乡镇企业是一种不完全契约模式下的地方

政府与乡镇企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企业经理人(企
业家)与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问题上可以妥协，政府

以不损害传统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前

提，支持企业家和经理人创新创业。而进入乡镇企

业改制和政府主导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新苏南模式以

后，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经理人的价值目标追求更多

地趋于一致，但在具体的区域中长期发展目标和企

业短期利益上，有时会有偏差。这时，不完全契约模

式和企业家经理人之间的妥协依然是协调企业家与

政府关系的制度框架基础。这种地方政府与企业家

取向利于发展的妥协，正是后来新苏南模式政府主

导外向型经济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新阶段，保证苏

南企业家没有受到政府经济和外资产业链的挤压，

反而让其在参与外资产业链的扩展和国际合作中赢

得了自我发展空间，壮大了苏南本土企业特别是乡

镇企业自身。

(三)外向型经济的拓展让新苏南模式如虎添翼

得益于新苏南模式的代表——苏州模式启动外

向型经济发展的开放时代机遇，一批乡镇企业也通

过合资合作、对接配套跨国公司的生产而参与全球

化竞争，提升自身的企业管理水平和科技水平，涌现

出以亨通、恒力、康博、吴中等为代表的一批高科技

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新型企业集团。这些高科技企业

集团的发展业绩，既得益于苏州模式经济的外向型

拓展，也为苏州经济的开放发展贡献了企业集团的

力量。可以说，在新苏南模式的代表——苏州模式

的发展过程中，这些集团企业的创新发展与苏州开

放型经济社会的城乡一体化是相互成就的。

亨通集团是崔根良一手创办、不断壮大的行业

翘楚。20世纪80—90年代，我国通信领域基础设施

严重匮乏，当过4年通信兵的崔根良建议七都乡政府

发展通信电缆生产，他看准了这个极具市场前景的

通信基础设施高科技领域。1991年4月2日，七都乡

政府决定乳胶厂转产成立吴江光电通信电缆总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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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根良代表乡镇出任法人代表，其时苏州正值启动

接轨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契机，这

给崔根良通过合资合作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并再创

新，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起步环境。崔根良用5年时

间做到全国同行产销量第一，1996年他的公司开创

乡镇企业并购外资企业的先河，1997年亨通香港有

限公司成立，开始借助香港将业务向海外发展。随

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加剧了中国国内市场从短缺

转向过剩，这一意外让苏南加快了乡镇企业转制，亨

通也在此时成功转制为股份制法人公司。此后亨通

的市场占有率、品牌、信誉日益上升，亨通一路开

挂。亨通连续入选中国企业500强，成为国家重大基

础性战略产业的脊梁。亨通建立了11家海外产业基

地，业务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实行股份制法人治理结构，是乡镇政府、企业

经理人和村民集体共同选择经济发展取向的平稳

改革。亨通是一个成功的乡镇集体企业转制典型。

1999年 5月，亨通集团正式改制为亨通集团有限公

司，实施高管和中层管理者持股，其时改制后的亨通

有多达50多个持股股东，基本相当于全员持股，激励

效应自是很大。亨通的领军人物崔根良是行伍出

身，他建立了一整套亨通的企业文化、企业制度，在

集团形成了讲党性、讲道德、讲企业诚信的亨通精

神，这是亨通能够不断创新、实现营收目标由10年前

的百亿元(2008年营收 118亿元)到 10年后的千亿元

(2018年营收 1 019亿元)巨大跨越的保证。亨通是

中国本土乡镇企业家带领企业自主创新、解决网络

强国技术卡脖子问题，进而实现全球布局、国际竞

争，在光电通信、新材料、新化工、金融租赁等领域多

元化拓展的大型国际化综合企业集团。

(四)苏州以科教之城引领新发展，焕发苏南模式

恒久魅力

科教是创新研发的基础和动力源泉，苏州外向

型经济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很大成

绩，这与苏州注重科教引领密切相关。外向型经济

是一种知识分享型的经济，需要在协作中创新并在

创新中协作，更需要知识创造的不断支持。苏州自

20世纪90年代开始即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引进国内

外名校资源来苏州共建校区或研究院、科创中心，极

大地提高了苏州的科教水平和区域创新能力，也因

此吸引了世界 500强企业研发中心落地苏州并带来

大量人才。目前苏州已有省内的南京大学苏州校

区、东南大学苏州校区等，还有中国人民大学苏州研

究院、清华大学苏州研究院、新加坡国立大学苏州研

究院、苏州西交利物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等等，不

下近百所机构。这些高校和科研院所进驻，带来人

才、技术、知识向苏州的流动集聚，其力度不输深圳。

创新推动发展，人才是关键。2020年苏州成为

继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之后GDP突破2万亿

大关的城市。“十四五”期间，在新的起步点上，苏州

更聚焦科技创新，进一步激发企业创新创造力和区

域内生增长动能，打造世界级人才高地和科创高地，

助推苏州模式再上新台阶。为此，苏州出台了人才

新政——《苏州市人才制度改革十五条》，从加快人

才集聚培养、强化人才要素保障、打造优越的人才综

合环境三个方面，进行措施激励并建立招才引智的

专项基金。持续的制度化的人才激励和科创投入，

是苏州能够与创新名城深圳、北京中关村和杭州相

媲美的实力之所在。

三、不等不靠的苏南模式代表——昆山之路

在苏南模式乡镇企业突飞猛进、外向型经济蓬

勃发展的大潮中，昆山走出了一条不等、不靠、不要，

自费建开发区，自主招商引资的道路，成为苏南模式

发展的又一代表——昆山之路。昆山是中国开发区

建设第一县，招商引资和科技创新第一县，IT产业为

主的加工制造出口是昆山外向型经济的特征。高度

外向型经济依赖的昆山，从发展表征上看是外生型

增长模式，但促成昆山由藉藉无名的苏州下辖穷县

一跃成为外商投资高地第一县，则是与昆山自身努

力分不开的，是昆山地方政府为了发展而创新进取

的结果。昆山地方政府是企业家型的政府，昆山人

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出招商引资优越制度环境和优

越的硬件环境，这是典型的自主创造内生增长机制

撬动外向型经济势能的发展路径。昆山之路无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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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的制度创造，与早期乡镇企业发展、苏南外

向型经济转型一样，是政府、百姓共同推动的发展。

这与海外学者克里斯汀·帕里斯(Kristen Parris)所说

的温州模式无处不在的百姓、政府几方经常博弈而

后决定发展取向，是不同的。

(一)穷则思变的昆山工业自费开发起步之路

20世纪 80年代，苏南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那时

的昆山却是苏州最穷的县。1984年国务院批准沿海

开放城市设立14个经济技术开发区，没有昆山。“无

工不富”，要甩掉苏州最穷县的帽子，昆山的主政者

明白必须要发展工业。于是，在没有工业基础、没有

开放鼓励政策的情况下，昆山人在城东一块 3.75平
方千米的农地上自费开发搞起了工业园区，这就是

昆山国家级开发区的前身。那时的昆山常常以14+1
的“非合法”身份参加全国开发区的会议或活动，当

地政府俯下身子搞服务，用心听取企业意见，喊出

“昆山就是开发区”和“开发区就是昆山”的响亮口

号。这个口号可不是一般的招商广告词，其意指昆

山人人都为客商服务，昆山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

为着招商引资来的。该口号比之现在个别地方喊出

的所谓“项目为王、全员招商”责任制下的所谓“担

当”，要更富有内在的激励。历经8年自费建开发区

的努力，1992年国家批准昆山开发区为国家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自此，昆山的外向型经济开始了爆炸式

增长，此后昆山连续16年蝉联中国百强县“榜首”。

昆山现在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最强县(市)。但是，

昆山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事实上，昆山 1984年自费

建工业园区，是当年到任的昆山县(市)经委副主任宣

炳龙提出的，但几年下来，除有零星项目进驻，整个

昆山的外资经济并无甚起色。当然，这也是全国许

多地方开发区建设之初所遇到的通病。昆山真正腾

飞是在 1989年，因为一碗奥灶面从亲情上打动了台

商。1989年的一天，宣炳龙的司机请假，要去上海虹

桥机场接一名远房亲戚，得知亲戚是来大陆投资考

察的台商时，宣炳龙叮嘱司机：“把他们接来昆山，我

请奥灶面。”就这样昆山与几位台商初遇，当时几位

台商并不看好昆山，但昆山人用诚意打动了他们。

1990年这位亲戚带着第一家企业——顺昌纺织有限

公司落户昆山，随后，昆山“以商招商”，让昆山服务

外商的高效优质口碑在海峡彼岸相传，外商以老带

新，投资昆山呈葡萄串一样持续增加。

(二)亲商服务带动昆山崛起为台资制造新高地

而真正拉开台企大规模投资昆山大幕，特别是

电子行业、IT产业全产业链进驻，当回溯到 1992年

台商吴礼淦率沪士电子投资昆山。沪士电子初落户

时吴礼淦还没有办公室，昆山时任县长直接把自己的

办公室让出来给他。昆山政府社会上下的“亲商”，由

此可见一斑。台商吴礼淦因之大受感动，日后频繁奔

走昆台，为昆山和更多台商牵线搭桥。1993年一年，

就有近100家台企落户昆山，随后平均每年新增90余
家台企。进入 21世纪，台企赴昆山投资更掀起高

潮。2000年国务院批准设立首批 15个出口加工区

试点，昆山是名列其中的唯一县级市。2000-2007年
落户昆山台企超过2 000家，台资投资昆山真的形成

了薪火相传，昆山迅速崛起为台资制造高地。

20世纪 90年代台企扎堆来大陆投资得益于改

革开放，其时苏州最穷县昆山很受台资青睐，当然与

昆山政府社会共同努力创造优越的招商引资环境密

不可分。正是这样，昆山调动了台商来昆山投资、置

业和生活的热情，让台商的社会网络与文化在昆山

形成扎堆、集聚、扩张的能量。这与王春光研究温州

人的社会网络及其集聚对外扩张的结论是有相通之

处的：温州人或温商是以温州村、温州城的形态在全

国各地和世界各地依赖亲朋好友的“传、帮、带”来扩

大发展，构建温州人自己的商业社会网络，为温州人

进一步扩大其发展和保护其生存提供支撑，减少新

环境可能带给他们的不确定风险。而台商通过“以

商带商”的社会网络扎堆投资昆山，不是台商要抱团

抗风险，而是昆山的亲商环境让他们有了投资的稳

定预期和安全感，于是台商与昆山在中国改革开放

中共同发展、相互成就。

(三)营商福地的昆山成为吸引外资产业集聚的

高山

在大力吸引台资投资昆山的同时，昆山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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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民间社会全心全意长效服务台商，优越的服务使

得昆山成了“人人都是投资环境”的营商福地。除

却台资集中大量进驻外，昆山很快也成为德资、韩资

在中国大陆集中进驻高地，来自欧美其他国家投资商

也纷至沓来，汽车、电子、通信网络、制冷设备、生物医

药、装备工程等产业迅速集聚，形成规模化生产集群

和产业基地。昆山这种外资集群高山的成长，正是应

验了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集群规模化自增长路

径理论。因为昆山注重全产业链招商引资，每一个

生产企业落户都能很快找到配套生产能力，世界500
强企业也受昆山营商环境所吸引，纷纷落户昆山。

随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区域发展

的灵魂动力”论断的深入人心，昆山在先前建设开发

区招商引资的基础上，开始重点打造“科创中心”，于

是“昆山就是科创中心，科创中心就是昆山”的口号

又横空出世。围绕打造科创中心，昆山把原来的招

商引资思路转到了招才引智上来，引进科研院所共

建昆山的创新综合体，为世界500强企业研发中心落

户昆山提供全方位服务，极大地提升昆山科研创新

实力和产业化水平。昆山的发展，正是在没有路径

的情况下，自己闯出一条路；没有资源的情况下，自

己去寻找资源；没有资金的情况下，自己去想办法解

决……最终闯出了开发区建设全国第一、招商引资

和科技创新在全国名列前茅这样一条苏南模式的新

路——昆山之路。

四、苏南模式的耀眼明珠——张家港精神

毋庸置疑，苏南模式是一种包容和创新的区域

发展道路。苏南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方，这里孕

育出的苏南模式不是一个模子打造的陈规固守，而

是苏南大地活跃的持续创新和自我超越。在这些创

新超越的模式和道路之中，张家港模式或张家港精

神也是最为耀眼的存在。

张家港模式展示的是苏南经济发展推动社会文

明进步的和谐美景，张家港模式是城市建设和城乡

协调发展的典范——实现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

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成就

了苏南模式的文明高地——张家港精神。

(一)投资硬环境、服务软环境两手抓成就营商环

境新标杆

张家港原来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农业县，是由

常熟、江阴之间的贫瘠之地圈出的沙洲县，原本经济

基础薄弱，经济结构单一，在江苏全省都是穷得叮当

响，在国内更无啥知名度可言，曾经被称作苏南的西

伯利亚。但就是这么一个籍籍无名的张家港，在改

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经济建设、

城市建设、城乡社区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齐头并进、

协调发展，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张家港也一跃成为苏

南的明珠。

回顾张家港的发展历程，张家港其实开始没有

什么特别的发展条件，其一没有江阴的发达乡镇企

业，其二没有常熟的成熟工业，其三没有昆山紧邻上

海的优越区位，但张家港要招商引资、要留住自己寥

寥无几不成规模的乡镇企业，还要实现工业超常熟、

外贸超吴江、城市建设超昆山的追赶目标。张家港

在苏南这些优秀生面前该如何出招？时任张家港市

委书记的秦振华，当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把张家港的

环境搞上去。这个环境从大处看就是张家港的村容

市貌，包括交通设施、水电气、通信、污水废气处理、

科教文卫等投资硬环境，也包括金融服务、工商服

务、政务服务、人民素质、百姓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等

社会营商软环境。这些环境搞好了，张家港的城市

建设就会更上一个台阶，城市自然就会成为经济集

聚、人口集中的最好载体。

无疑，张家港的这种做法很成功。优越营商环

境的打造，使得来苏州的海外客商恋上了张家港，张

家港自己的乡镇集体企业和周边县市的企业也为张

家港的优越营商环境、优美城市面貌和乡村文明所

吸引，扎根落户张家港，发展壮大自己的企业。这是

环境建设带来的精神文明风貌推动经济发展的最好

故事。张家港当时的这些做法，可以说是中国改革

开放后地方建设美丽县域、综合立体打造优越营商

环境的最早探索。

此外，与昆山的不等、不靠、不要，自己辟出一幅

地来自费建开发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一样，张家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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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抓机遇、奋勇争先发展经济。为了在出口加工经

济上跑出张家港加速度，抢先投资建设张家港保税

区，1992年 4月份确定建立保税区，5月份就拿出方

案，一个半月完成农房拆迁，20个昼夜完成8公里的

铁丝网隔离带，90天建成 8 000平方米的港务局大

楼，160天建成长江流域最大的万吨级码头。正是

由于张家港市委、市政府对“两个文明”建设采取两

手抓的战略，张家港成为全国两个文明建设示范县，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突出业绩。

(二)推动“五个文明”协调发展光大张家港精神

张家港在主抓经济建设促进社会发展中，贯彻

新发展理念，当地党政班子和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

基层各单位意识到要把经济社会综合发展作为张家

港的名片打响，他们从物质与精神两个文明建设“两

手抓”到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

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从这一高度来塑造张家港精

神，并突出生态文明建设这个抓手迅速提高张家港

城乡发展的质量水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告诉我

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大系统，必须加大生态

环境治理力度，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张家

港五个文明建设一起抓，其实就是在打造经济增长、

社会发展、精神风貌与生态文明一体的大系统。在

20世纪90年代初，各地都在不惜代价牺牲环境而大

力招商引资发展工业之时，张家港反其道而行，加大

市容村貌建设、改造城乡环境，真的实现了“栽下

梧桐树、引来金凤凰”，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美丽张

家港建设带来招商引资奇效，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提升。

2017年张家港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合人类居住城

市，中宣部和国务院办公厅在张家港联合召开全国

精神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深层挖掘和广泛传播张

家港精神和张家港成功经验。2020年11月10日，中

央文明办公布了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入选名单和复

查确认保留荣誉称号的前五届全国文明城市名单，

张家港再次获评全国文明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是

张家港最硬的品牌，是张家港软实力的最好体现。

张家港辉煌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他们把社会主

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体制运行机制优势有机

结合的产物。张家港主政者当时的做法其出发点很

朴素：改善张家港的市容村貌，提升张家港人民的乡

风文明，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调动

个人、集体和政府及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这是一

种有效的管理或组织制度安排，产生了很好的个人

与集体激励兼容效应，比之纯清晰的私有产权制度

效应要更包容、更和谐和更有效，且更能调动社会各

方积极性。这种组织安排的效果与管理学理论中的

组织变革创新是有相同功效的。张家港在不断发

展乡镇集体经济、建设城市农村的同时，大力引进国

内外资金与项目，运用市场经济的激励机制，保证效

率优先；并发挥既有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的作用而兼

顾公平。这是张家港由俗称的苏南“西伯利亚”，一

跃而成为江南水乡富庶之地的内在动因。

五、苏南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引领吴

文化的区域发展典范

地域文化是影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

素。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其孕育发展的过程中都有

很深的文化烙印。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引领

外，他们还吸收了当地传统文化的营养，温州模式的

文化渊源是永嘉文化，苏南模式的文化背景则是吴

文化。

(一)吴文化的开拓进取造就重视实业和创业的

苏南企业家精神

吴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

鲜明的地方特色，其开放特性、水乡文化气息、士农

工商同道和经济文化同步发展，造就了该地区的地

域经济内涵与表征。吴文化具有重商崇学观念、开

放包容气势，能够与各方文明多元并存、交融创新；

吴文化还吸收西洋文化的先进性、科学性，接受西方

工业文明思想，也一定程度上包容西方民主内含的

积极性一面。凡此种种，造就了吴文化的开拓精神，

这对苏南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苏南社会深植吴文化的开拓创新精神，而创新

正是熊彼特所论述企业家精神的实质。明清时期，

中国江南出现了早期工业化，前后贯穿300年的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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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工业化(公元 1550-1850)，是苏南日后工业发展

的深层基因。在江南早期工业化阶段，已经有了棉

纺织业的分工与专业化生产，有了服装制作业、日用

百货制造业、烟草加工业、造纸业和印刷业等轻工

业，当然，明清时期的江南早期工业化也发展了造船

业及与其相关的重工业。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苏南

乡镇工业的发展开始就集中于小五金、纺织、服装、

日用百货、船舶修造等产业领域，与江南早期工业化

的分工与专业生产结构有着比较高的趋同。而1843
年上海的开埠，更是直接促成了苏南企业家群体的

成长。随着苏南进入现代工业文明时代，民族工业

在苏南地区各县和乡镇开始发展，利用苏南地理、人

文和社会条件实行灵活的经营方式，在帝国主义的

侵略资本垄断和本国大企业资本排挤的夹缝中顽强

生存。彼时，荣氏家族除在上海经营钱庄、商号和工

厂外，也在家乡无锡经商办业；荣氏家族的兴乡情

节，也带动了在上海经商办实业的其他苏南人回乡

置业兴工。可以说，江南早期的工业化和工业文明

埋下了苏南在改革开放后乡镇工业发展的种子。

事实上，苏南人与生俱来的优秀企业家品格和

精神的养成，与苏南地区素有的精耕细作农业传统

密切相关。江南水田农事工作量大且任务季节性扎

堆，需要农户之间的协作方可顺利推进，故而苏南农

民早就养成了互助协作的传统；而正是这种互助协

作的传统，又成就了苏南社会影响至今的诚信文

化。苏南社会的诚信文化，保证了苏南商业活动的

秩序，稳定了人们投资预期，降低了交易成本，支持

了苏南模式乡镇集体经济的腾飞和后来新苏南模式

的不断创新超越。诚信为商，加上乡镇企业先天具

备的集体秩序制度安排，这应该是苏南企业比之温

州专业市场、产业协作支持的自发秩序家庭作坊，要

更具规模和更有现代企业特征的一个原因。

正是苏南区域性的社会环境、人文环境培育了

苏南企业家群体，造就了苏南企业家精神和协作诚

信的文化。随着改革开放打破了那些阻碍发展的制

度桎梏，苏南地区开始采取乡镇政府主导来组织资

源，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开办企业，

并由政府指派的村中能人(企业家)来担任企业负责

人。这种组织方式将乡村能人(企业家)和村集体资

本、社会闲散资本结合起来，符合组织绩效管理模

式，在特定的时期解放了苏南地区的生产力，释放

出苏南地区的企业家精神，于是很快出现了苏南模

式的繁荣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期，苏南模式遭遇激励约束机

制矛盾而发展受阻时，反思并武断宣称苏南模式完

结的社会舆论一度很盛行。但正如钟永一先生所

言，苏南模式有其内在的制度性发展规律，具有对激

励约束机制进行深层次改造的内外动力，有组织绩

效与集体秩序的抗风险力量和变革超越的发展精

神。顺应这一规律，苏南模式从20世纪90年代的发

展困境中成功突围，以产权主体明晰的现代企业制

度，结合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建设，活跃了苏南外向型

经济强大发展动能，并进而实现新苏南模式的创新

与超越。

发生于 20世纪的乡镇企业转制，可以说是苏南

模式最早自觉实践所有制中性和竞争中性的苏南地

方自主改革。乡镇企业模糊产权在一定时期是具

有其特定作用和能力的，但随着时间推移也会束缚

其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而乡镇企业转制则很好地解

决了这个问题。苏南模式改革创新最直接的效应，

就体现于实践上的探索和体制上的突破。

(二)产权制度变革及文化熏陶持续激发出苏南

模式新的生机和活力

党的十五大明确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有多种实现形式，这为苏南乡

企改制扫清了道路障碍。自此，苏南人民努力寻找

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把一切适合社会化生产的

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拿过来、用起来，乡镇企业全

方位转制。各种蕴藏在民间的生产要素能量及致富

的积极性，一下子都调动起来，形成了开放型经济、

民营经济、园区经济、规模经济和新兴产业集群等竞

相发展的大好局面。苏南彻底走出了乡镇企业衰退

的阴影，GDP增长、工业生产和投资异常活跃，经济

活力十足。吴文化熏陶下的苏南模式在近年来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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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发展，持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苏南在秉持社会主义集体价值观基础上紧紧抓

住产权制度改革这一核心，冲破原来所有制结构比

较单一的乡镇集体经济形态，代之以产权清晰、经营

自主、效益提升的多元化经济结构或多元所有制结

构。确实，苏南经济体制经历了重大变革，吸收了温

州模式产权清晰的制度优势，得以继续引领性地走

在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并快速健康成长的征途上。

园区经济与外向型经济是新苏南模式的最大亮

点，二者将苏南工业化、城市化不断推向新高度。如

今的苏南，一是城乡二元格局被外向型经济繁荣下

的各类开发区、园区经济所打破，苏南向着城乡一体

化稳步迈进；二是开发区和园区的产业、技术、人才

集聚，推动工业转型、激发高技术创新型产业成长，

形成苏南区域核心生产力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格

局。苏南模式在经过改制之后持续焕发出新的生

机与活力，这是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交

融渗透、促进互动，是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社会可持

续、包容性发展的重大支撑。

(三)苏南模式在新时代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征程

上仍将不断创新和超越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苏

南模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征

程中，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国内经济

与国际经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统筹协调的发展

道路。苏南模式的发展道路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

是高度一致的。苏南模式或新苏南模式的创新超

越，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生动实践。苏南模式下乡镇企业转制和产业结构

变革后，集中涌现出一批走上国际舞台在更高层次

上参与国际国内竞争的企业集团。苏南模式通过市

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取得了经济社会的

全面发展；现如今，苏南人正抓住信息时代的数字化

推动苏南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再上新台阶。

结语

苏南模式的演进与发展，是发展经济学的工业

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理论在中国的成功实践，

是中国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初、中期发展阶段追求效

率的区域探索和发展突围。苏南模式是江苏率先实

现现代化的代表，为长三角以至中国现代化经济建

设添砖加瓦，贡献发展经验、成长智慧和竞争力量。

苏南模式的最新发展，是在中国对发展经济学

的创造性运用。新苏南模式或苏州模式，一是积极

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自

主可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在城乡一体化发展

中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实施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解决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三是以科教引领

打造新的竞争优势，建立推进高水平开放的人才高

地和创新高地；四是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兼顾效率

与公平，推进共同富裕。苏南模式的最新发展，创造

性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

念，使苏南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发展经济学主要是指导处于低收入发展阶段国

家和地区的发展。而作为今天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

学知识体系重要内容的中国发展经济学，就不是仅

仅停留于此，而是要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进程上，发挥更好更大的指导作用。苏

南模式的最新发展，为发展经济学的中国化、本土化

以至再行国际化，提供了最生动的实践案例，是中国

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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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and Sustained Development of South Jiangsu Model

Wang Zhikai Shi Jinchuan

Abstract：The South Jiangsu Model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successful path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odern economy. The South Jiangsu Model, as an explor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path with a larger geographi⁃
cal scope and rich diversity, has led to the creation of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Huaxi Village, which has promoted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y economy in south
Jiangsu. Zhangjiagang Spirit, a civilization highland where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promote and
complement each other, is a model of realizing high-speed and effici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prehensive social
progress and common prosperity with public ownership as the main body and fac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markets.
Kunshan Road, i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South Jiangsu Model with no wait or no reliance of its development on others,
ranking top 1 in development zone construction and investment attraction as well 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
tion in China. Suzhou Model,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new South Jiangsu Model, has achieved the high-quality devel⁃
opment of Suzhou regional economy integration into global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e South Jiangsu Model,
which often advances with the times, is now a model for the co-development of state-owned economy, private owned
economy, and shareholding economy. The South Jiangsu Model is a demonstration window for the growth and develop⁃
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uth Jiangsu Model is a successful practice of the development economics theory in China, and a breakthrough in
the pursuit of efficiency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stages of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w emerging market economy.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the South Jiangsu Model provides a practical venue for construct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a's development economics.

Key words：South Jiangsu Model;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Huaxi Village; Zhangjiagang Spirit; Kunshan
Road; Suzhou Model; Hengtong Backb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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