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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共建  南北双赢

地同挂”，江苏省的这一创新举措意义

重大。对此，有人形象地比喻为从“腾

笼换鸟”到“筑巢引凤”：发达地区可以

借此缓解困扰经济发展的制约，进一步

拓展发展空间，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资源

配置，增创新优势，提升竞争力；与此

同时，欠发达地区通过学习借鉴先进的

管理经验和模式，充分利用发达地区在

招商引资、资本和人才等方面的优势，

加快工业化进程，推进跨越式发展。这

一“利益共享”机制的建立，将苏南与苏

北紧紧连在了一起，地区间的合作逐渐

步入良性发展轨道，一方面推进苏南产

业转型升级，一方面加快苏北新型工业

化进程，变“输血”为“造血”，增强整体

区域经济的发展活力。

从单纯扶贫到南北挂钩，从单个项

目转移到园区共建，大江南北的合作一

次次走向深层。经过几年的建设，共建

园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再到遍地开

花，取得了明显成效。2006年12月，由

最贫穷的宿迁与最富庶的苏州结对共建

的“苏州宿迁工业园”问世。随后，“江

宁——淮阴”、“无锡新区——新沂”、“常

熟——泗洪”、“宿豫——张家港”等首

批10个南北共建工业园区在苏北拔地而

起。2009年，江苏省共建园区达到20个；

2010—2011年，江苏省进一步推动苏北

承接产业转移的速度和力度，继续深化

南北合作，共建园区增至33个。2012年

底，随着上海嘉定汽车产业园亭湖工业

园、武进经济开发区射阳工业园、南京高

新技术开发区洪泽工业园、昆山花桥经

济开发区淮安工业园拿到政府批文，如

今，江苏省共建园区成员已增至37对。

在江苏南北挂钩合作的城市群中，

苏州与宿迁是最受关注的一对，它们分

别代表着江苏经济的两个极。“截至今

年上半年，苏州市共向宿迁转移500万

元以上项目636个，总投资855亿元，”

宿迁市委书记蓝绍敏介绍说，“南北挂

钩、产业转移是省委、省政府促进全省

区域共同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推进苏

南产业转型升级、苏北新型工业化的制

度设计；要利用苏南的力量，通过先进

的放大和带动效应来建设苏北，先富帮

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工业园区是

承接产业转移的有效载体，是实现跨跃

式发展的前提，有利于产业链的形成和

产业的配套发展，从而发挥产业的集聚

效应。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苏州和宿

迁两市按照“优势互补、注重实效、共

同发展、合作双赢”的原则，在挂钩合

作、人力资源、社会事业、共建园区和

产业转移等方面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合作

与交流。两市共建的6个园区已累计开

发40平方公里，入园注册企业达到387

个，累计实现税收21亿元，带动就业24

万人次……一系列数字见证着南北共建

给当地发展带来的实效。

□本刊记者  李  烝

一条大江，把江苏分割成强弱分明

的不同经济板块，苏南苏北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落差明显。“江苏的南北就像我国

的东西部，但过去的几年可以说是苏北

发展最快的几年，也是江苏南北差距缩

小最快的几年……”还在车上，与记者同

行的江苏省财政厅干部就介绍起来。窗

外，一幢幢大厦高耸挺立，一个个产业园

拔地而起，顺势北上，一路的所见所闻

无不诠释着江苏南北融合发展的印记。

作为我国东部经济发展大省，江苏

省整体经济实力较强，但地区间经济发

展不平衡的状况依然存在，苏南、苏中、

苏北地区的发展梯度明显，如何进一步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平衡发展，江

苏无疑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2006年

起，江苏省开始实施南北挂钩的重大决

策，通过财政、产业、科技、劳动力四项

转移，鼓励苏南开发区与苏北开发区紧

密合作，共建工业园区。具体做法是：

苏北地区在本地设立的省级以上开发区

中，划出一定面积的土地作为区中园，

由苏南地区的开发区负责规划、投资开

发、招商引资和经营管理等。区中园的

建设不规定统一模式，由合作双方按照

市场导向、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集约

开发、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协商确定。

“一个园区两地共建，一个牌子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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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亮的标准厂房矗立在道路两旁，

商住示范小区已经完成桩基工程……作

为实施“南北共建”以来第一家“共建园

区”，苏宿工业园区用六年的时间交出

了一份不俗的答卷，在一片原生状态的

苏北农村中搭起了基础设施和配套建设

完备的现代工业园框架。苏宿工业园区

管委会副主任陆志刚告诉记者，苏宿工

业园区实践并见证了苏南和苏北区域经

济的共同发展，在2012年度全省综合考

评中，苏宿工业园区连续第4年名列全

省第一，如今已成为全省南北共建园区

的标杆。

自“南北共建”上马以来，各地园

区均坚持高起点规划和建设，以保证当

前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水、电、气、

排污、交通等方面的需要，为位居产业

结构中高端企业的进驻打下良好的基

础。“要把环境作为‘作品’来加工”，陆

志刚介绍说，“园区建设都是按照‘先规

划，后开发；先地下，后地上；先工业，

后商住；先做环境，后做制造业’的科

学开发程序进行的，与很多工业园区不

同，头几个月甚至是第一年都显得十分

‘低调’，基本看不到什么‘成果’，但其

实，园区建设的功夫全花在了地下！”

借鉴当年苏州工业园区“先地下、后地

上”的建设模式，苏宿工业园区用一年

多完成了航空测量、大地测绘、所有基

点地质勘探、区域环评等全部基础工

作。在路网建设的同时，各种管线同步

施工，污水、雨水、供电、通讯、自来水、

燃气等各种管线一次完成。六年多来，

园区累计投入资金近30亿元，先后完成

园区总体规划、城市设计、控制性详细

规划等14项专业规划，形成了科学、精

致、完备的规划体系；累计建成10纵4

横通车路网28公里，完成12.3平方公里

“八通一平”投资环境的开发。

为保障基础设施开发顺利进行，苏

宿工业园区组建开发建设主体，由江苏省

国信集团、苏州市、宿迁市按照1：1.5：0.5

的比例共同出资设立开发公司，注册

资本3亿元，2010年苏州市又单方增资

3亿元，以承担苏宿工业园区基础设施

开发建设任务。“我们现在所在的园区

管委会就是园区厂房管理楼改建的，而

没有盖管委会大楼，”陆志刚继续说道，

“本着‘亲商亲民亲环境’的理念，园区

建设也要提升标准、优化服务、强化管

理，因此大力发展标准化厂房建设，保

证企业来了就可以进驻。”

“对于高污染、高排放、低附加值的

企业，我们实行一票否决，先污染后治

理的老路我们绝对不会再走”，陆志刚

说。同其他工业园区一样，招商引资是

园区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又与之不同

的是，以苏宿工业园区为代表的新一代

共建园区坚持与周边开发区错位发展和

专业招商，加大外资招商力度，紧盯旗

舰型、龙头型项目源，着重选择投入产

出大、科技含量高、环境污染少、带动

能力强的产业和企业，推行全员招商与

专业招商双规并行机制，构建起具有园

区特色的招商网络。目前，以台湾可成

科技、日本尼吉康电子、江阴长电科技

为代表的各类入园企业已达82家，项目

总投资184亿元，外资占比52%，亩均工

业投资强度326万元，逐步形成了电子

电气、精密机械、新材料和新能源等相

互关联、相互促进的较高产业层次。

苏宿工业园区的发展只是江苏南北

共建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为促进南北

园区共建、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江

苏省级财政和地方财政部门充分发挥财

政资金作用，积极利用税收、奖补等优

惠政策支持园区共建。如对共建园区新

增增值税、所得税省、市、县留成部分，

全部由省、市、县财政补贴给园区，用

于园区滚动发展。为确保扶持政策落实

到位，对每家园区给予总额4500万元

的以奖代补资金，用于园区基础设施建

设贷款贴息及奖励。此外，依据共建园

区基础设施投资完成额、企业固定资产

投资完成额、土地投资强度、环保基础

设施建设、业务总收入、入库税收收入、

从业人数等考核指标，加强对共建园区

的考核，对年度考评全省排名前二分之

一的园区给予额外奖励资金500万元。

地方政府和财政部门也积极出台优惠政

策，为共建园区的发展提供支持。如苏

州市和宿迁市约定，从增强园区可持续

发展的后劲和潜力出发，十年内不从共

建园区拿走一分钱，园区所有利润都用

于自身发展，全力支持园区加快建设。

与此同时，积极创新投融资模式，采取

BOT、BT模式促进项目建设。以苏宿

工业园区为例，建园之初，为贯彻环保

优先理念，苏宿工业园区对污水处理厂

公开招标，以BOT方式引入民营企业，

建设日处理能力8万吨、总投资2亿元

的污水处理厂。2010年下半年，为解决

融资难问题，苏宿工业园区又积极探索

BT合作模式，分别引入苏州工业园区

中的中新集团股份公司和中新苏州工

业园区市政公用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

BT模式承担3.67万平方公里的基础设

施开发任务，总投资13亿元。

随着园区的发展壮大和日臻成熟，

当地部门正在考虑如何进一步加大配

套建设力度，使其更好地发挥对区域经

济的带动效应，逐步成为城市经济新的

增长极。陆志刚告诉记者，园区一大批

工业、商业项目的投产运营，创造了大

量不同层次的就业岗位。目前，全区用

工近3万人，60%来自双庄、蔡集、黄

墩、耿车、皂河等周边7个乡镇，农民

在园区发展中得到了实惠，更看到了致

富的希望。如今，可成公司院内的车棚

停满了自行车、电瓶车，周边的居民不

用出远门便能打工，被亲切地称为“电

瓶车工人”，农村的留守妇女也可以在

家门口实现就业，百姓的幸福指数大为

提升。我们有理由相信，凭借园区共建

的契机，苏南借地发展、苏北借力起飞，

江苏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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