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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共赢

世界首批开发区，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的欧洲。

亚洲首个开发区，建于1961年的新加坡。
我国国家级开发区建设，始于 1984 年。

当年，经国务院批准，大连等首批10个国家
级开发区应运而生。苏州工业园区的起步，
晚了10年。

自一面世，它便屡创奇迹：10 年时间，
再造了一个新苏州；15年时间，实现了“四
个超千亿”；2016 年后，跃居国家级经开区
综合考评第一，连续保持了“八连冠”。

相比其他工业园，苏州工业园区最大的
特点是，它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的合
作项目，也是中国第一个跨国合作工业园
区。中新合作是苏州工业园的立园之基。

故事要从1978年讲起。
那年11月，邓小平对新加坡进行了历史

性访问。一路看，一路思索着新加坡的发展
经验、思索着中国的现代化。其中一站，是
考察新加坡最大的工业区——新兴工业中
心。同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
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

1992 年春天，邓小平视察南方期间提
到，“我们应当借鉴他们 （新加坡） 的经验，
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1993 年，新加坡国
务资政李光耀到苏州考察，设想打造另一个

“新加坡城”。
1994年 2月 26日，农历元宵节，中新两

国在北京签署了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
协议，同年 5 月启动实施。高瞻远瞩的中新
两国，点燃了共建最具国际竞争力工业园区
的梦想。

为了协调园区事务，中新两国政府成立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联合协调理事会”。理事
会中新两方主席，由两国副总理兼任。截至
目前，理事会先后举行了24次会议，赋予园
区135项先行先试政策。

开发之初，苏州工业园区就借鉴新加坡
的“亲商观念”。两国领导人还利用多种方
式，在国际场合推介苏州工业园区，亲自招
商引资。

每年，园区会派出有经验的管理人员和
专业人才，赴新加坡培训，在学习、借鉴、
消化、吸收基础上，编制了一套规章制度和
管理办法。至 2023 年底，已派出 222 批，
4402人次。在园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
程中，中国借鉴了新加坡的城市建设、经济
发展和公共管理经验。

“铁的规划”，也是园区为人称道的经
验。园区展示中心内陈列的手绘规划图与园
区实景对比图，让人对“一张蓝图绘到底”
有了直观感受。园区领导班子几经调整，当
初的总体规划至今未作结构性或原则性修改。

中新合作领域不断延伸。从最早的联合
规划、协同招商、共同开发，拓展到近年来
服务贸易、生物医药、数字经济、共建“国
际化走廊”等深层次领域，同时中国与新加
坡互设商务中心，累计集聚项目 100 余个，
中新“国际化走廊”建设不断提速。

经过千锤百炼，苏州工业园区形成了
“借鉴、创新、圆融、共赢”的园区经验，
“改革创新、开放包容、敢为人先、追求卓
越”的园区精神。“园区经验”连同“昆山之路”

“张家港精神”，被合称为苏州“三大法宝”。
中新双方都从工业园区项目中受益。“近

年来，新加坡也选派官员来园区交流学习，
实现从单向学习借鉴向双向交流互动拓展。”
苏州工业园区宣传与统战部副部长张蓁介绍。

快速发展

江苏是经济大省。它以全国1%的土地，养
育了6%的人口，创造了全国10%的经济总量。

苏州是江苏的经济重镇，经济体量常年
稳居全省第一。

在苏州，工业园区是经济社会发展重要
增长极，有着关键分量。

开发建设30年来，苏州工业园区创造了
一串串令人惊叹的数字。

2003 年，园区经济总量达到开发前苏州
全市水平，十年再造了一个新苏州。2008 年，
园区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突破千亿和两

百亿大关，分别是开发之初的 90 倍和 500
倍。2023年，园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686亿
元……园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从最初2000多
万元达到现在的 411 亿元以上，增长了 1900
多倍。

开放是园区的鲜明底色。30年来，园区
累计引进外资项目超 5100 个，其中 104 家世
界500强企业在区内投资项目174个，实际利
用外资超 400 亿美元，园区作为中国唯一获
奖单位荣获联合国“2023年度全球杰出投资
促进机构奖”。

过去 30 年，园区取得了 3 个“超万亿”
的成绩——累计实现税收 1.09万亿元、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 1.1 万亿元、进出口总额
1.54万亿美元。

苏州工业园区辖区面积 278 平方公里，
在这个空间内，开放程度、经济密度、创新
浓度位居全国前列，初步探索出一条开放与
创新融合、创新与产业融合、产业与城市融
合的发展道路。

现在，苏州工业园区成为中国与外国合
作兴办工业园区的典范，不断“走出去”。当
地人说，“这类似于北京海淀区的中关村建设
分园，对外合作。”

在苏州市内，园区与相城区、吴中区、
姑苏区合建了项目。

在江苏省内，苏州工业园区与苏北地区
的宿迁市合作建设苏州宿迁工业园区，与南
通合建苏锡通科技产业园。

在长三角地区，苏州工业园区设立多个
“飞地园区”，如中新嘉善现代产业园、中新
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

在西北，苏州工业园区与当地合作建有
新疆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宁夏银川苏银产

业园……
商务部在园区设立国家级开发区培训基

地，累计为全国近200个开发区培训干部3万
多人次，推动中国开发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

距离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25公里，坐落
着一个占地 112 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区——中
白工业园。这是中国目前对外合作层次最
高、占地面积最大的园区，它是中国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结出的硕果。中白工业园的
管理运营模式，借鉴了几千公里之外的苏州工
业园。

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苏州工业园
参与兴建的工业园区开花结果，成为各国人
民机遇共享、繁荣共享的载体。

此外，商务部在苏州工业园区设立全国
唯一的境外投资服务示范平台。

科技创新

苏州工业园区，是经开区，也是高新区。
苏州工业园区产业创新中心办公室副主

任顾凡介绍，在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排名
中，苏州工业园已上升至全国第四，跻身科
技部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行列。

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是苏州工业园区
培育生物产业发展的创新基地。在其间行
走，每隔几分钟路程，就会遇到一家“明星
企业”。

记者在信达生物制药公司采访时了解
到，这家成立于2011年的公司，跑出了新药
研发的“中国速度”——近年，达伯舒等 8
款创新药获批上市，覆盖治疗肺癌、肝癌、
食管癌和胃癌等高发癌种和类风湿关节炎、

强直性脊柱炎、银屑病等自身免疫疾病，150
多万名国内患者从中获益……

经过10多年发展，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已
成为江苏医药创新的第一梯队。产业园内20余
家企业陆续在纳斯达克、港交所和科创板上
市，创造国内生物医药业界的一个“奇迹”。

苏州工业园区内的纳微科技公司，是纳
米微球行业研发、生产的领军企业。去年 9
月，纳微牵头成立先进微球材料开发及应用
创新联合体，协同上下游、打通产业链，组成
材料研发、应用、测试、评价技术攻关团队，推
动生物医药、体外诊断等领域的快速发展。

数据显示：2023年，苏州工业园区生物
医药、纳米技术应用、人工智能三大新兴产
业实现产值超4000亿元，获批建设全国重点

实验室 3家，新认定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1家、
新增15家省市级创新联合体。

目前，园区内建有以苏州实验室为龙头
的实验室体系。聚焦第三代半导体、新型显
示、生物医药、工业软件等领域，园区正在
组建一批创新联合体，为解决关键核心技术
贡献园区力量。

据介绍，园区内已引来大院大所 37 家、
中外名校 33 所，区域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
升。园区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达 5.16%，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
量 220 件。人才总数方面，苏州工业园连续
多年保持全国开发区第一。

按照计划，苏州工业园每年将引进掌握
核心技术、科技人才密集、市场前景好的优
质科技项目超1000个。到2025年，这里将集
聚科技领军人才超5000人，加快建成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到2026年，这里
将拥有高新技术企业达 3500 家，滚动培育

“瞪羚企业”180 家、“独角兽”及“潜在独
角兽”企业65家。

届时，苏州工业园将形成新一代信息技
术、高端装备制造 2 个 3000 亿元级产业集
群，力争形成生物医药及大健康、纳米技术
应用及新材料、人工智能及数字产业、新能
源及绿色产业 4 大新兴产业集群，产值突破
6000 亿元，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达 7500 亿
元，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
重达80%。

美好生活

在金鸡湖畔“散步”的一只丹顶鹤引得
苏州市民纷纷关注。

“头一回在动物园之外见到丹顶鹤，这说
明我们园区的环境越来越好了。”摄影爱好者
王女士的一句话，折射出园区居民扎扎实实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生物多样性系统调查显示，苏州工业园
区共记录物种1600余种，植物群落类型愈发
多样，重点保护鸟类种类显著增多。

办什么样的工业园区，如何办好工业园
区？在苏州工业园区的设计、建设者们看
来，这从来不只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

回过头来看规划，我们不难从园区的空
间布局中找到完整答案——工业 32%、住宅
22%、绿地 14%、商务 2.4%——园区自开发
建设之初就摈弃了单一发展工业的模式，内
环是金融区及商业区、中环是居住区、外环
是工业区的环形结构，使得园区形成了以人
为核心，城市、产业、人文、生态良性互动
的发展态势。

位于内环的金鸡湖是园区的“商务中
心”，也是开放式 5A 级旅游景区，以及国家
商务旅游示范区的集中展示区。以金鸡湖为
中心，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国际博览中心、
时代广场、李公堤、月光码头、东方之门、
苏州中心等城市地标在此汇集。

其中，占地近15万平方米、成功运营17
年的苏州文化艺术中心无疑是一块文化高
地。作为一座文化艺术综合体，苏州文化艺
术中心由大剧院、大道喜剧院、金鸡湖音乐
厅、电影院、美术馆、文化馆、培训中心、
商业中心构成，同时也是苏州交响乐团、苏
州芭蕾舞团驻地。

“2022 年，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创新升级，
打造‘苏艺演艺文化集聚区’，以文旅融合为指
引，改造新增 8 个小剧场，在金鸡湖边形成
好戏天天有的12+N戏剧部落。”苏州文化艺
术中心副总经理高旭告诉记者，现在，观众
既能在苏艺享受国际级的音乐会、歌舞剧，
也能欣赏昆曲、评弹、民族歌舞等传统文化
演出，还能接触概念新潮的悬疑剧、魔术
剧。此外，全球儿童剧艺术中心、婴儿剧
场、亲子微剧场等面向少年儿童的产品设计
也将苏艺的观众年龄段进一步拓展。

演艺活动精彩纷呈，书香气息浓厚绵
长。从金鸡湖边步行不远便可到达诚品书
店，即便是工作日的晚上，书店里仍有大量
顾客前来挑选自己喜欢的书籍。而在公共图
书馆方面，苏州工业园区目前已经建成了以
独墅湖图书馆为总馆，街道、社工委图书馆
为分馆，社区图书室为基层服务点的服务网
络，年接待读者量超800万人次。

在文化之外，“环境立区、生态立区”的
理念也为园区注入了绿色发展的底色。从空
间景观打造到水环境治理改善，从推动资源
循环利用到探索建设近零碳产业园，苏州工
业园区名字中虽嵌入“工业”二字，却是一
个湖光水色无限好、处处风景皆如画的生态
之城、花园之城，万物各得其和以生。

俯瞰苏州工业园区，阳澄湖、金鸡湖、
独墅湖自北向南分布于园区之中。“金鸡湖边
搞经济，独墅湖畔好读书，阳澄湖边来养
生”的美好向往正在产城人融合发展的过程
中一步步实现，也将指引着园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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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业园区隶属江
苏省苏州市，位于苏州市
城东，1994年2月经国务
院批准设立，同年5月实
施启动，行政区划面积
278 平方公里 （其中，中
新合作区 80 平方公里），
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
间的重要合作项目，被誉
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
窗口”和“国际合作的成

功范例”。
2023 年，园区实现地

区 生 产 总 值（GDP）3686
亿元，增长 5.9%；一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411.1 亿
元，增长 6.1%；规上工
业总产值6509.4亿元，增
长 0.1%；固定资产投资
592.9 亿元，增长 25.3%；
工业投资超 226亿元，增
长 26.1%，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1173.1亿元，增长
6.9%，进出口总额862.0亿
美元，实际使用外资19.51
亿美元。

历经 30 年发展，园
区成为全国开放程度最
高、发展质效最好、创新
活力最强、营商环境最优
的区域之一，在国家级经
开区综合考评中实现八连
冠 （2016 年至 2023 年），
跻身科技部建设世界一流
高科技园区行列。2018
年入选江苏省改革开放
40周年先进集体。

▶▶▶链接

苏州工业园区发展历程

干将路自东而西，莫邪路由南
向北，在苏州古老护城河的东段
相遇。

向西，是有着2500年历史的苏
州古城，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
和留园坐落其中；向东，是现代时
尚、日新月异的工业园区。

今年是中国新加坡苏州工业园
区成立30周年。1994年5月12日，
苏州东部，金鸡湖畔，低洼的田野里
打下了第一根桩，苏州工业园区破
土动工。

三十年后，“姑苏城东、水田
洼地”早已化身“创新之城、非凡
园区”。

传统与现代、古韵与繁华、传
承与发展，是苏州的一体两面。就
如这7.4平方公里、地处苏州工业
园区中心的金鸡湖。“东方之门”、
国际金融中心、苏州文化艺术中心
等地标建筑沿着湖岸分布，市民和
游人在这里快乐奔跑、徜徉。

日前，本报记者来到金鸡湖
畔，探访苏州工业园区发展轨迹。

▲苏州工业园区手绘设计图

▲苏州工业园区30年沧桑巨变

▲苏州市东环路苏州大道中轴线

▲金鸡湖全景，与园区手绘设计图为同一视角。 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金鸡湖全景，与园区手绘设计图为同一视角。 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