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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是我国的第一大河和世界第三大河，横

跨我国东中西三大自然经济板块。长江沿岸 11省
市资源丰沛、物产富饶、交通便捷、产业密布、城镇

云集、文化发达、科技先进，与沿海地区共同构成

了我国 T字型的两大发展主轴，同时亦是世界上
可开发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内河经济带。就

其社会经济基础和发展水平而言，目前长江经济

带仅次于中国海岸经济带，但具有联系更紧密、腹

地更深广、发展潜力更大、更具持续性和爆发力的

明显后发优势[1]。在当前我国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

常态的重要时期，国家启动长江经济带建设具有

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长

江经济带的概念至今，国内学界曾掀起过两次研

究热潮，众多学者亦从不同视角开展了多层面的

研究：陈修颖、张超等对长江经济带空间结构的基

础及演化进行了研究，指出长江经济带各地之间

存在通达性和互补性[2-3]；虞孝感、唐立国、彭劲松

和黄庆华等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的演变与调整

进行了分析，认为应着力推进长江经济带的产业

一体化[4-7]；邱静、牛雄、方大春等从城市结构的角

度阐述了长江经济带建设应增强其核心城市的区

域影响力[8-10]；朱鸿飞、陆炳炎、张荣天等则从长江

经济带发展战略和政策、土地利用等方面展开了

研究分析[11]。

江苏地处长江下游及河口地区，紧邻上海、扼

居口门、通江达海，是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中最大
的经济大省和科技大省，产业规模大，科技实力雄

厚，人才优势明显。据《中国省域竞争力蓝皮书

（2013-2014）》显示，2012、2013年江苏省域经济
竞争力均跃居全国第一。《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

2014》显示的江苏区域创新能力已经连续五年保
持全国第一 [12]，在长江经济带整体发展格局中具

有极为突出的竞争优势和战略地位。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江苏紧紧抓住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城乡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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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江苏是我国的工业大省，在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领域的优势尤其明显，在我国长江经济带发展
战略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文章在梳理分析了长江经济带 11省市及江苏的产业发展与产业分工
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长江经济带产业分工合作的基本思路，认为江苏应抓住新一轮长江经济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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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发展、世界制造业转移、浦东开发开放和长三角

区域经济一体化等一系列重大历史性发展机遇，

全省社会经济得到了持续飞速发展。十八大以来，

江苏又紧紧抓住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一带一

路”、长江经济带和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

等三大国家战略的重大机遇，全面深化改革、深度

创新驱动，不断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江苏在长江

经济带一体化建设中必将大有作为。

一、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现状及江苏定位

长江经济带历来是我国的城市走廊、工业走

廊和商贸走廊，集中了一大批大耗水、大耗能、大

运量、高科技的工业行业和特大型龙头骨干企

业。江苏则是沿江最大的工业省份，是长江经济

带产业经济的领头羊，多项经济指标均位居 11
省市第一。

2013年，长江经济带 11省市 GDP达 235925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383177亿元，固定资
产投资总额 175926亿元，地方财政收入 30893亿
元，外贸进出口总额 16386亿美元，社会消费品零
售额 96626 亿元，分别占全国同期的 41.2%、
41.2%、40.2%、44.8%、39.4%和 40.6%，接近全国
的半壁江山；上述六项指标中，江苏省分别占长江

经济带 11 省市的 22.8%、31.3%、20.3%、21.3%、
33.6%和 21.5%，而其面积和人口分别仅占长江经
济带的 5.0%和 13.7%。由此可见江苏在长江经济
带中所拥有的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见表 1）。
按 41 个工业行业的产值计算，2013 年江苏

省十大工业行业分别是计算机、化学制品、电气机

械、钢铁、通用设备、纺织、汽车、金属制品、专用设

备制造以及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主导产业类

型明显优于沿江 11省市和全国，主导产业集中度
（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明显高于

沿江 11省市和全国（见表 2）。

表 1 2013 年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基本情况（万 km2、亿元、万人、人/元、%、亿美元）

省市 面积
年末
常住人口

GDP 人均 GDP 工业
总产值

固定资产
投资总额

地方
财政收入

外贸进出
口总额

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

城市化率

上海 0.6 2415 21602 84797 31897 5648 4110 4413 8052 89.6

江苏 10.3 7939 59162 68255 120125 36373 6568 5508 20796 64.1

浙江 10.2 5498 37568 63293 59124 20782 3797 3358 15226 64.0

安徽 14.0 6030 19039 28744 29245 18622 2075 455 6542 47.9

江西 16.7 4522 14338 28750 20809 12850 1621 367 4576 48.9

湖北 18.6 5799 24668 38502 33451 19307 2191 364 10886 54.5

湖南 21.2 6691 24502 33370 28629 17841 2031 252 9019 48.0

重庆 8.2 2970 12657 38742 13095 10435 1693 687 4600 58.3

四川 48.6 8107 26261 29560 31033 20326 2784 646 10561 44.9

贵州 17.6 3502 8007 19668 6544 7374 1206 83 2366 37.8

云南 39.4 4687 11721 22128 9225 9968 1611 253 4005 40.5

下游 35.0 21882 137371 57945 240391 81425 16550 13734 50616 66.4

中游 56.5 17012 63508 33893 82889 49998 5843 983 24481 50.4

上游 113.9 19266 58646 27366 50672 48103 7294 1669 21532 45.4

经济带 205.4 58160 259525 40780 383177 179526 30893 16386 96629 54.1

全国 960.0 136072 630008 38325 929292 446294 69011 41590 237810 53.7

带占全国 21.4 42.7 41.2 1.06倍 41.2 40.2 44.8 39.4 40.6 1.01倍

江苏占带 5.0 13.7 22.8 1.67倍 31.3 20.3 21.3 33.6 21.5 1.20倍

数据来源及说明：各省市及全国统计年鉴（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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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江上中下游地区受资源要素禀赋差异的影

响，优势产业的地域分布迥异，区际产业发展的互

补特征鲜明。江苏在集成电路、化纤、农药、计算机

制造等产业领域具有明显优势，产品产量均占全

国总产量的 20%以上。
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3年全国 36种主要

工业产品中，沿江 11省市有 20种工业产品产量
超过了全国的 40%，分别为微型计算机、化学纤
维、家用洗衣机、水电、家用电冰箱、硫酸、发电机

组、集成电路、化学农药原药、布、卷烟、金属切削

机床、房间空气调节器、农用氮磷钾、轿车、水泥、

汽车、大中型拖拉机、原盐和发电量，其中江苏在

集成电路、化纤、农药、微型计算机、洗衣机、拖拉

机等产品及相关产业方面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优

势。从主要工业产品及其相关工业行业的类型和

产值规模上看，江苏及下游四省市主要集中于电

子、化工、电气机械、钢铁、通用设备、汽车等高科

技产业、重化工业和装备制造业等领域；上游四

省市主要集中于矿物采选和加工（包括有色、钢

铁、煤、非金属矿等）、特色农副产品加工（包括食

品、烟、酒、茶、饮料）等采掘工业、轻纺工业领域，

以及化工、汽车、电子、电气机械等部分高科技产

业和装备工业领域；中游 3省则介于下游与上游
之间，形成了各自独特的优势产业类型，为上中

下游之间的产业分工与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见表 3）。
上中下游地区三次产业、轻重工业、不同所有

制企业、大中小企业共同发展的产业格局业已基

表 2 2013 年长江经济带及全国 41 个规模以上工业行业产值前十位情况

排名 江苏（134648.91亿元） 占比（%） 长江经济带（418970亿元） 占比（%） 全国（850626亿元） 占比（%）

1 计算机 12.87 计算机 8.60 电力、热力 11.74

2 化学原料制造业 11.14 化学原料制造业 8.53 黑色金属冶炼业 7.36

3 电气机械 10.86 电气机械 8.00 化学原料制造业 7.01

4 黑色金属冶炼业 7.81 汽车制造业 6.45 计算机 5.97

5 通用设备制造业 5.35 黑色金属冶炼业 6.37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5.70

6 纺织业 4.83 电力、热力 5.08 汽车制造业 5.50

7 汽车制造业 4.28 通用设备制造业 4.99 电气机械制造业 5.45

8 金属制品业 4.03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4.25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4.72

9 专用设备制造业 3.73 纺织业 4.23 通用设备制造业 4.13

10 电力、热力 3.22 农副食品加工业 4.17 有色金属冶炼 3.75

合计占比（%） 68.12 合计占比（%） 60.67 合计占比（%） 61.33

数据来源：各省市及全国统计年鉴（2014）。

表 3 2013 年长江经济带产品产量占全国比重前十位（%）

3 家用洗衣机 80.2 微型计算机 34.2 硫酸 16.2 集成电路 57.3 化学农药原药 23.7

4 水电 69.1 发电机组 33.8 卷烟 15.2 家用电冰箱 55.4 微型计算机 22.3

5 家用电冰箱 65.3 卷烟 25.9 原盐 15.2 微型计算机 48.9 家用洗衣机 18.8

6 硫酸 63.9 农用氮、氨 22.2 平板玻璃 13.6 布 44.2 大中型拖拉机 16.9

7 发电机组 63.9 天然气 18.5 化学农药原药 13.5 金属切削机床 43.6 布 15.0

8 集成电路 62.0 大中型拖拉机 16.2 水泥 13.1 化学农药原药 39.4 烧碱 14.5

9 化学农药原药 57.9 成品糖 15.6 房间空气调 11.6 初级形态 31.3 初级形态 14.3

10 布 57.7 水泥 14.2 布 10.8 房间空气调 30.3 金属切削机床 13.4

类型 长江经济带 上游 中游 下游 江苏

2 化学纤维 81.6 硫酸 34.3 农用氮、氨 19.9 家用洗衣机 71.1 化学纤维 31.5

1 微型计算机 83.5 水电 46.7 水电 20.0 化学纤维 78.0 集成电路 33.0

数据来源：各省市及全国统计年鉴（2014）。

3



本形成。江苏则以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

业的发展为特色。

从三次产业构成上看，江苏及长江下游地区

主要以第二和第三产业为主，第一产比重仅为 6%
左右；而上中游地区三次产业结构比较相似，分别

为 12.9:48.4:38.6和 12.9:49.9:37.2，第一产比重均
接近 13%。从轻重工业的比重上看，2013年沿江
11省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重工业占比已达到
69.8%的较高水平，且上中下游之间的分布也比较
均匀，重工业占比分别为 69.8%、67.3%和 70.7%，

江苏则已达到 74.0%，仅低于上海的 79.8%。从工
业企业的规模结构上看，2013 年沿江 11 省市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大中小型企业平均占比为

36.3:24.5:39.2，其中江苏为 38.9:22.7:38.4，大中小
企业的分布比较均匀。从企业所有制结构上看，国

有企业占比从上游到下游依次降低；外资企业占

比则正好相反，从下游到上游依次降低；私营企业

占比则为中游最高，下游次之，上游最低；江苏则

在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占比上具有明显优势

（见表 4）。
表 4 2013 年长江经济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构成（%）

地区 三次产业构成 轻工业、重工业占比 大中小型占比 国有、私营、外商投资占比

上海 0.6:38.9:60.4 20.27:79.8 55.2:21.2:23.6 4.2:10.5:46.8

江苏 6.3:50.2:43.5 26.0:74.0 38.9:22.7:38.4 4.7:37.4:25.2

浙江 4.8:50.0:45.2 39.3:60.7 26.6:30.1:43.3 5.1:41.0:24.8

安徽 12.7:54.6:32.7 32.6:67.4 43.2:20.9:35.9 7.0:41.0:7.2

江西 11.7:53.6:34.6 32.0:68.0 24.8:30.6:44.6 8.5:40.1:6.9

湖北 12.8:50.3:36.9 34.2:65.8 39.4:22.5:38.1 9.3:31.8:11.3

湖南 13.6:47.4:39.0 31.3:68.7 28.6:23.2:48.2 5.9:48.0:4.1

重庆 8.2:52.4:39.4 27.0:73.0 48.0:26.0:26.0 1.0:-:11.0

四川 13.8:51.7:34.5 33.0:67.0 38.0:27.0:35.0 5.0:19.0:7.0

贵州 13.0:39.1:47.9 23.1:76.8 36.5:32.1:31.4 21.0:25.9:1.8

云南 16.0:42.9:41.1 30.7:69.3 36.6:19.5:43.9 5.4:19.1:2.1

下游 5.9:48.9:45.2 29.3:70.7 38.5:24.1:37.4 5.0:35.6:25.4

中游 12.9:49.9:37.2 32.7:67.3 32.1:24.8:43.1 8.0:39.3:7.8

上游 12.9:48.4:38.6 30.2:69.8 39.7:25.9:34.4 5.9:15.6:6.3

长江经济带 9.1:49.1:41.8 30.2:69.8 36.3:24.5:39.2 5.8:33.1:18.3

全国 10.1:45.3:44.6 28.4:71.6 41.4:23.5:35.1 8.3:30.7:15.2

数据来源：各省市及全国统计年鉴（2014）。

二、长江经济带分工合作共赢发展和江苏的作为

（一）长江经济带分工合作共赢发展的基本思路

关于长江经济带的一体化建设问题，主要可

以从政府与市场这两个视角和两条主线去切入和

推进。从市场的视角分析，长江经济带目前存在的

主要问题与障碍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原有

的市场化基础比较薄弱，市场的发育程度低，区域

一体化的市场体系尚远未形成；二是各自为政、市

场封锁、地方利益至上的行政区经济依然严重制

约着跨地区的产业合作和要素的自由流动；三是

区域产业、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动力严重不足，所处

产业链等级普遍偏低；四是区域产业组织结构松

散，流域上中下游之间和产业链条上下游之间的

联动都严重不足。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与障碍的

最终结果，就是导致沿江各省市之间、产业企业之

间缺乏共同的利益诉求，缺乏通过分工合作实现

共赢发展的整体理念、制度设计、内生驱动力和关

键切入点。因此，我们认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通过分

工合作实现共赢发展的基本思路是：

深入挖掘区域产业分工合作的内生驱动力，

以市场为核心，以互补为基础，以共赢为根本，以

开放为动力，尽快形成“东西互补、海陆联动、双向

徐长乐，孟越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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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3 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
及全国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地区 2011 2012 2013

上海 6472.1 6439.0 6134.6

江苏 16318.7 19002.1 20580.3

浙江 2539.3 2819.3 2983.4

安徽 619.0 905.5 1128.9

江西 979.5 1312.7 1454.7

湖北 1122.1 1497.1 1784.8

湖南 752.3 1024.1 1555.1

重庆 985.8 1697.3 2351.5

四川 2637.3 3323.3 4486.1

贵州 211.5 178.0 202.7

云南 118.2 158.8 192.5

下游 25949.1 29165.9 30827.2

中游 2853.9 3833.9 4794.7

上游 3952.8 5357.4 7232.7

长江经济带 32755.8 38357.2 42854.6

全国 87527.2 102284.0 116048.9

江苏占长江经济带 49.8 49.5 48.0

江苏占全国 18.6% 18.6% 17.7%

开放、开边出海”的区域产业发展新格局。国内外

区域经济与产业分工合作的一般规律表明：区域

经济的特色在联合，优势在整体。联合是它的核

心，联合是它的精髓，而联合的前提和基础则在于

分工与互补。鉴于长江上中下游之间的资源要素

禀赋不同，产业发展的高级化程度不同，市场的培

育、建设、开放程度亦各不相同，上中下游之间完

全可以根据自身的产业发展特点，在互补联动中

实现本地产业的调整升级和区域产业的整体优化

发展。

一是抓住江苏及下游地区面临的制造业增长

乏力、部分传统产能严重过剩、产业结构亟需优化

升级的转型压力和中上游地区产业发展大干快

上、后来居上的要求急切的互补性，促进下游产业

梯度转移、上中游产业有序承接、战略性新兴产业

共同发展的区域产业合作新模式。

二是抓住江苏及下游地区资源能源短缺、加

工工业瓶颈制约突出但资金、技术、人才实力雄

厚，而中上游地区资源能源丰富但资金、技术、人

才紧缺的互补性，促进下游优势产业经济要素西

移、上中游资源能源东送的双向流动新态势。特别

是长江 12.5米深水航道上延至南京后，江苏全省
尤其是沿江 8市可以积极依托长江黄金水道的航
运物流资源，大力发展国际物流及区域物流，有效

促进江苏优势产业经济要素西移、上中游资源能

源东送的双向流动。

三是抓住江苏及下游地区外向型经济强、嵌

入全球生产网络程度深、海洋经济前景广阔的产

业特色和上中游资源能源采掘加工、高效农业、国

防工业、特色旅游业等优势产业突显的互补性，以

长江中国经济新支撑带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及海

上丝绸之路这“二带一路”的国家发展战略的规划

实施为契机，凭借以黄金水道为基础和天然纽带

的、发展迅猛且日臻完善的区域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形成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互补共生、内陆沿海

双向开放、流域经济与海洋经济联动发展的区域

产业发展新格局[13]。

（二）江苏在长江经济带产业分工合作共赢发

展中的作为

依据上述基本发展思路，江苏的具体举措和

作为可以从优势产业的引领带动、行业龙头骨干

企业的辐射结盟以及科技产业园区的创新示范等

三个层面予以展开：

相对于长江沿江其他省市，江苏最为突出的

优势行业当属制造业无疑，特别是其中的高科技

产业和以台资、外资、港资企业为特色的外向型产

业类型。2013 年，江苏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120125亿元，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 20580.3
亿元，分别占了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的 31.3%和
48.0%；高技术产业内部投入为 220亿元，占长江
经济带 11 省市的 35.0%，高技术产业的产值规
模、发展水平和科技实力在沿江各省市中均遥遥

领先（见表 5、表 6）。
2015年 3月 2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

调，要顺应“互联网+”的发展趋势，以信息化与工
业化深度融合为主线，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

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

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

数据来源：《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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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农业机械装备 10大领域，加快推进实
施“中国制造 2025”，推进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实
现制造业升级。在此领域，江苏拥有强大的产业基

础和明显的产业竞争优势。如在“机器人”制造领

域，江苏已拥有 9家机器人概念上市公司，占了全
国的 14.3%，仅次于广东而位列全国各省市区第
二位（见表 7）。今后江苏应以长江经济带建设为
契机，不断提高工业产业能级，加快推进制造业从

低端向高端、向生产性服务业的转型，最终实现从

制造业大省向制造业强省的转变。

一是通过持续做大做强做优，不断提升江苏

高科技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能规模、创新

能力、市场竞争力及其在长江经济带的领先地位，

并通过对接上海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和加强与

上中游地区在高端要素集聚、高端价值链塑造、高

端产业结构提升等方面的紧密合作，引领沿江各

省市共同参与“中国制造 2025”的实施，共同应对
全球“第三次工业革命”及“工业 4.0”浪潮的机遇
与挑战。

二是通过部分三资企业向上中游地区的转移

和建立分支机构，带动上中游地区外向型经济的

地区 2011 2012 2013

上海 619208 802296 936529

江苏 1737028 2060527 2199586

浙江 637981 845079 953002

安徽 162140 171111 210635

江西 138099 150116 185063

湖北 420870 552623 637199

湖南 144501 149301 315085

重庆 61831 83812 130567

四川 176643 348968 564865

贵州 16311 42326 102611

云南 31243 41925 45509

下游 3156356.2 3879013 4299751.2

中游 703469 852040 1137347

上游 286027 517031 843552.6

长江经济带 4145852.2 5248084 6280650.8

全国 12378065 14914940 17343666

江苏占长江经济带 41.9% 39.3% 35.0%

江苏占全国 14.0% 13.8% 12.9%

表 6 2013 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大中型企业
R&D 内部经费支出（万元）

数据来源：《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14）

表 7 中国机器人概念股上市公司省市分布一览表（共 63 家）

排名 省市 数量 占比 上市公司

1 广东 12 19.0 达意隆、松德股份、东方精工、茂硕电源、雷柏科技、汇川技术、巨轮股份、佳士科技、长盈精
密、瑞凌股份、赛为智能、大富科技

2 江苏 9 14.3 科远股份、南京熊猫、斯莱克、中南建设、天奇股份、亚威股份、南通锻压、中天科技、海伦哲
3 浙江 7 11.1 巨星科技、双环传动、慈星股份、钱江摩托、GQY视讯、日发精机、均胜电子
4 上海 6 9.5 海得控制、上工申贝、上海机电、科大智能、锐奇股份、新时达
5 湖北 4 6.3 华中数控、三丰智能、京山轻机、华昌达
6 山东 4 6.3 法因数控、*st东数、软控股份、山东威达
7 辽宁 4 6.3 机器人、蓝英装备、智云股份、大橡塑
8 北京 3 4.8 金自天正、大恒科技、紫光股份
9 黑龙江 3 4.8 工大高新、佳电股份、博实股份
10 安徽 2 3.2 方圆支承、泰尔重工
11 天津 2 3.2 赛象科技、长荣股份
12 陕西 2 3.2 宝德股份、秦川机床
13 河南 2 3.2 中信重工、林州重机
14 湖南 1 1.6 开元仪器
15 重庆 1 1.6 川仪股份
16 四川 1 1.6 雅化集团
泛长三角 24 38.1
长江经济带 31 49.2

数据来源：http：//www.southmoney.com/fenxi/201408/156623.html（南方财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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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帮助其尽快植入、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

价值链体系。

三是积极牵头沿江其他省市联合组建大型工

业技术创新项目联合体，重点对电子信息、生命科

学、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技术产业的重大共性技术

和关键技术环节开展合作创新与联合攻关，等等。

江苏是制造业大省，同时也培育了大量的行

业龙头骨干企业。2013 年全国 500 强企业排名
中，江苏入围企业达到 49家，仅次于北京而位居
各省市区第二位[14]112。龙头骨干企业是社会生产力

高度发展条件下的一种先进的企业组织形式，也

是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的中坚和基石。积极培育

龙头骨干企业，能够有效地促进江苏及沿江地区

优势产业战略联盟的形成。

一是积极鼓励江苏企业特别是龙头骨干企业

走出去，到沿江各地及国内外建厂布点，到沿江中

心城市建立企业总部或研发、设计、运营、销售等

企业中心，促进龙头骨干企业技术的垂直分工和

生产的水平分工，并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和更加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塑造企业品牌，锤炼壮大。

二是依托长江黄金水道，重点培育大型物流

企业，抓住南京以下 12.5 米深水航道建设的契
机，重点打造以南京、苏州为中心的江苏航运物流

体系。在此方面，可学习和借鉴上海港务集团已实

施十多年的“长江战略”，通过对沿江主要港口的

参股、控股以及兼并、并购股权、共同投资等多种

市场化运作手段，不断加强和拓展与上中游地区

的港口、航运、第三方物流等相关企业之间的战略

联盟与产业合作，在跨地区产业合作中促进企业

做大做强和企业价值链、产品供应链的延展。

三是重点布局以长江经济带为主要市场的企

业网络，并随着长江经济带交通物流体系的日益

完善，不断扩大江苏企业的辐射与服务半径。例

如，苏宁云商作为中国最大的商业企业，年销售规

模现已超过 3000亿元，员工达到 18万人，位列中
国民营企业前三强。其主营业务除了电子零售产

业之外，近年来还不断向金融业、商旅服务业等领

域拓展，目前已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完整的销售、

物流和售后网络，其 5000多名 IT技术人员相继
分布在美国硅谷和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研发中

心，为科技苏宁和智慧苏宁提供了有力支撑[15]。

“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方式根本转变和促进“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大战略举措，而科技产业

园区则是承载产业集聚、产品孵化和企业科技创

新尤其是企业联合创新的最佳地域组织形式和空

间载体。江苏是我国各省市中拥有国家级高新技

术产业园区最多的省份，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起

步早、数量多、效益高、管理好，业已成为各地市承

接高科技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发展外向型经

济的主要载体，成为“创业、创新、创优”和“三创三

先”之“江苏精神”背景下的靓丽风景线。

一是积极组建沿江跨地区的园区联盟，尤其

是跨地区联合共建的园区联盟，使之逐渐发展成

为沿江跨地区产业合作、资源共享、技术溢出和重

大联合攻关的新型区域产业空间组织，譬如2010
年由上海漕河泾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苏州工业园区

等 30多家园区及大型企业集团共同发起的“长三
角园区共建联盟”。共建园区除了具有一般园区所

承担的产业集聚、组织管理和企业科技创新的功

能外，还赋有承载跨地区产业转移和管理模式创

新的特殊功能。在促进产业转移功能方面，通过联

合共建园区，特别是通过由当地政府政策提供的

制度优势，可以确保转移企业在新园区内同样可

以享受到原有的市场发展环境和稳定的政策发展

环境，从而较好地推进区域间的产业转移，形成产

业在开发区内的集聚、集群，实现区域竞争优势的

提升。在管理模式创新功能方面，共建园区则需要

在园区共同管理模式、异地经济核算和两地利益

分享分配等一系列重要的管理环节及制度安排上

形成突破，其成功与否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有效协

调本地方和合作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并通过寻求

各方利益的均衡点，实现各方利益的合理分配。因

此，合作共建园区是推进产业异地转移、培育区域

共同利益和促进区域产业合作共赢而搭建的产业

跨地区集聚发展的最佳区域空间平台和制度平

台，其基本属性和功能就是形成制度创新和产业

集聚收益并进行合理的跨地区分配。

在组建跨地区园区联盟和异地共建园区方

面，江苏有着非常成功的多种管理创新模式和发

长江经济带产业分工合作与江苏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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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经验，既有 1994年中国与新加坡合作开发苏州
工业园区的“异国共建”的成功模式，又有 2003年
无锡江阴与泰州靖江按“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市

场运作、各得其实”原则跨江建立“江阴开发区靖

江园区”的“省内共建的”成功经验，还有近些年来

与上海等省市联合共建园区的“跨省共建”的成功

范式。据有关报道，截至到 2014年 4月，江苏通过
南北挂钩合作的共建园区总数为 39个[16]。因此，

通过总结推广“园区联盟”、“园区共建”的成功经

验，江苏完全可以在促进长江沿江地区园区共建、

实现产业合作共赢方面发挥积极的示范作用。

二是依托园区，与沿江省市共同搭建跨地区

产业合作和科技创新的六大机制和五大平台。其

中，六大机制包括利益共享机制、协同创新机制、

政府引导与市场化运作的高效运营机制、资源整

合与要素流动机制、高效务实的区域协调分工机

制，以及产业发展的共建与补偿机制。五大平台则

包括：一是打造新型科研创新平台；二是鼓励龙头

企业通过架构创新和制造业服务化来有效整合长

江经济带产业链的合作平台；三是在制造业与服

务业“双重产业转移”背景下的沿江省市产业转移

与协调发展合作平台；四是建立辐射长江经济带

的科技金融中心和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五是建立

沿江企业品牌孵化培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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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Cooperation and Divis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Achievements of Jiangsu Province

XU Chang-le1，2，MENG Yue-nan2

(1.Academy of Urban and Region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2.Academy of the Yangtze Basin Development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Jiangsu province possesses great advantages, especially in fields of manufacturing and high-tech industry,
and it occupie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position and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China’s developmental strateg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Based on the analyses of present situation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division in 11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we put forward the suggestions that Jiangsu should seize the op鄄
portunity of China’s construction and a more reasonable division of industrie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so as to fully play
positive roles in fields like advantageous industries, pioneering industries and innovating industrial parks.

Key words: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ndustrial cooperation and division; orientation and achievements;
Jiang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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