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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南北挂钩共谋发展

孙  昂

达495.7亿元，积累了一些发达地区

和欠发达地区进行紧密合作、携手开

发、共创双赢的宝贵经验。

（一）高起点规划，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由于经济实力和思想观念的差

异，以往苏北地区开发区的基础设施

建设和苏南地区有一定的差距。而共

建园区上马以来，按照苏南先进开发

区的标准，坚持高起点规划和建设，

实现“七通一平”、“八通一平”，甚至

“九通一平”，以有效保证当前及未

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开发区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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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良好的基础。而且很多园区坚持环保

优先，开展环境质量贯标工作，实行

引进项目环保一票否决制，将可持续

发展的要求落到实处。有的园区把设

定的单位面积投入产出率以及建筑

容积率作为企业进区的约定指标，充

分提升园区的土地利用率，实行集约

开发。一些园区有着较强的“品牌意

识”，通过培育各具特色的硬件和软

件设施，打造“特色园区”、“品牌园

区”。在开发方式上，许多园区引进苏

南地区“开发一片、收益一片”的原

则，依靠自身积累，实行滚动开发，

而不是盲目铺摊子、上项目。

（二）南北携手，有序推进招商引

资。“共建园区”密切了发达地区和欠

发达地区间的经济联系，结对各地以

园区建设为基础，以项目对接为抓手，

通过联合开展招商引资等手段促进了

苏南地区相对过剩的产业向苏北地

区定向、有序转移。以苏州和宿迁为

例，2007年两地组织了历时一个多月

的“南北挂钩招商月”活动，在苏州地

区举办集中招商活动83次，参加活动

客商达2300余人，参访企业2000余

家，苏州客商组团到宿迁考察达1923

人次。2008年5月，两地再次

联手协作，利用一个月左右的

时间，举办了“苏州宿迁南北

挂钩投资洽谈月”活动，邀请

近万名苏州客商到宿迁实地考

察。活动开幕式当天，就有25

个项目正式签约，总投资额达

99亿元。特别是南北挂钩合作

的重要成果——成功引进台资

企业“台湾可成科技”，于2008

年12月19日在苏宿工业园开

工建设。这一重大项目的成功

江苏省是我国东部经济大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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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梯度明显，苏北

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苏南

的39.8%、全省的58.5%。为了促进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2006年起，江

苏省开始实施南北挂钩共建苏北开发

区的重大决策：由苏北地区在本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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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和经营管理等工作。区中园建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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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年多来，南北共建园区工作取得了长

足进展。截至2011年底，共建园区累

计完成基础设施投入161.3亿元，引

进注册项目1489个，项目注册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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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户，成为宿迁市引进科技含量最高、

注册外资最大、产业链最长、产业影

响最广的高新技术项目，项目总投资

6亿美元，对带动宿迁高新产业发展、

提升宿迁地区产业水平、推进新型产

业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

外，南京和淮安先后举办了10余次宁

淮挂钩合作项目签约大会，累计签约

400多个；“锡山——丰县工业园”在

无锡组建招商办事处，依靠锡山经济

开发区在信息、人脉上的优势，吸引

了大批企业和客商前来考察。

（三）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

合理布局。就产业结构升级和地区间

合理布局而言，“共建园区”在苏南和

苏北地区间建立起的“利益共享”纽

带是十分紧密而明显的。地区间的紧

密合作为苏南地区有序转移相对过剩

的产业提供了可靠、稳定的渠道，从

而实现了“腾笼换鸟”，为在更大范围

内优化资源配置、引进和培育高新技

术产业创造了条件；而苏北地区则

可以充分利用苏南地区产业转移的

契机，加快工业化进程，提升产业结

构，实现跨越式发展，其得益更为直

接和明显。苏州市沙钢、恒力、波司

登、梦兰、澳洋、长江润发等一大批

投资额超过10亿元的企业集团，积

极响应省委、省政府号召，到苏北地

区投资兴业，不仅为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为企业壮大实

力、拓展自身发展空间提供了有利机

遇，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以前宿迁市引进的产业转移项目

大多是百万元、千万元级别，现在落

户共建园区的许多项目投资额都在亿

元甚至10亿元以上。如总部在苏州的

恒力集团在宿迁市连续投资了3个20

亿元规模的纺织、化纤类项目，总投

资达60亿元。落户吴江泗阳工业园的

阿齐兰纺织有限公司项目投资总额2

亿美元。落户常熟泗洪工业园的波司

登服饰项目投资总额10亿元，梦兰纺

织项目计划投资总额20亿元。特别是

落户苏州宿迁工业园区的台资可成科

技项目，总投资6亿美元，用工人数

预计达到4—5万人。同时，产业集聚

的效应越来越强。特别是纺织、服装、

电子等就业容量大、资源消耗低、环

境污染少的产业，越来越呈现出大批

量、成规模、上档次、关联产业同步

跟进的转移态势，既促进了苏州的产

业升级，又对提升宿迁产业档次、打

造产业集群起到了积极的带动作用。

在结构优化、布局趋向合理、规模化

集聚化效应增强的同时，苏南苏北间

的产业联系得以巩固和加强，有助于

实现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使南北地区

充分享受地区间产业合理布局和分工

协作带来的利益。

（四）探索建立健全的合作开发

管理机制。地区间“共建园区”这种

紧密型合作开发模式以往没有现成的

经验，能否探索建立起健全的合作开

发管理机制不仅关系到园区自身的健

康运行、良性发展，也关系到双方的

合作能否持续、深化。就此，江苏南

北各地开展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苏

州和宿迁市共同成立了市政府主要领

导、分管领导担任主席的“联合协调

理事会”和“双边工作委员会”，建立

了定期沟通交流机制，及时审议园区

发展规划，协调解决园区建设推进过

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苏州工业园区

专门成立了以管委会主任为组长的

“走出去领导小组”和“推进苏宿工业

园区领导小组”。宿迁市专门成立了

“推进苏宿工业园区建设领导小组”。

两市领导和园区主要负责人时常莅临

园区实地，帮助解决园区开发建设过

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在省委、

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加大干部

交流力度来推进紧密合作，促进共建

园区建设，加快产业转移步伐。目前，

苏州交流到宿迁任职的市级、县处

级、科级干部有几十人。

（五）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积

极支持园区共建。江苏省级财政和地

方财政部门积极利用税收、奖补等优

惠政策引导带动园区建设，推动区域

经济协调发展。如对共建园区中新增

增值税和所得税的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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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家园区

给予总额4500万元的奖励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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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元等。同时，

地方政府和财政部门也出台优惠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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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润都用于自身滚动发展，全力支持园

区加快建设。

作为一项创新举措，共建园区对

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较强的

启发和借鉴价值。纵观世界各国推动

区域经济共同发展的政策，多以财政

资金的纵向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成

效并不是十分理想。而以对口支援为

主要形式的横向转移支付则因为缺乏

健全的平台、机制和利益共享渠道，

其规模和成效均受到极大的限制。而

共建园区这种方式对于解决对口支援

过程中的平台、机制和利益共享渠道

等核心问题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

索，对于丰富和健全横向转移支付的

方式和内容，从而更有效地配合、补

充财政资金纵向转移支付，推动区域

经济的协调发展、共同发展具有较强

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作者单位：江苏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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