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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

——解读苏州工业园区发展之路



苏州的概况？



 2500年，吴文化

 状元之乡

 院士之城

《世界遗产名录》—拙政园、留园、狮子林、沧浪亭、环

秀山庄、艺圃、耦园、网师园、退思园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古城苏州—深厚的人文底蕴



苏州区位交通



苏州：
8657平方公里
1075万人口
20年生产总值：突破2万亿元



中国改革开放活力最强、发展质量效益最高的区域之一

2900亿元

GDP 进出口总额

920亿美元 19.7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

377亿元

公共财政

预算收入



土地

人口

地区生产总值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15% 16%

苏州工业园区：
278平方公里
114万人口
20年生产总值：2900亿元

3% 10%



苏州工业园区的概况？



新加坡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
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苏州工业园区远远超过我们原来的计划和梦想。

中国主席习近平：新方许多方面的成功经验为中国解决改革发展中的一些难

题提供了有益借鉴。苏州工业园区是双方互利合作的成功典范，也体现出中

方学习借鉴的特色。

中新携手—两国政府间最大的合作项目



城市规划、
建设和管理

规划建设、公共工程建设、公共事业、土
地开发和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管理、环境
保护、小城镇建设

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战略、招商引资、工商行政、旅游
发展、海关、财税、国有资产经营、市场中
介、现代物流、科技发展、科技园管理

公共行政
管理

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卫生、文化、治安、市镇和
社区管理、法治、廉政、工会、人力资源管理、办
公自动化、劳动管理、公务员管理、公积金管理

学习借鉴新加坡经验1.0-3.0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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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浦街道

唯亭街道

娄葑街道 斜塘街道

行政区划：278平方公里

阳澄湖

中新合作区80平方公里

金鸡湖

独墅湖



独墅湖

金鸡湖

阳澄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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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蓝图绘到底”

2019年 实景图



城市规划、
建设和管理

规划建设、公共工程建设、公共事业、土
地开发和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管理、环境
保护、小城镇建设

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战略、招商引资、工商行政、旅游
发展、海关、财税、国有资产经营、市场中
介、现代物流、科技发展、科技园管理

公共行政
管理

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卫生、文化、治安、市镇和
社区管理、法治、廉政、工会、人力资源管理、办
公自动化、劳动管理、公务员管理、公积金管理

学习借鉴新加坡经验1.0-3.0版本



苏州工业园区的成功之道？



一、合作机制——中新联合协调理事会

二、管理架构——政企分开

显著特点



一、合作机制——中新联合协调理事会



二、政企分开

——在开发区中，通常有一个管理主体和一个开发主体。管理主

体代表政府，通常是管委会，而开发主体往往是企业化的组织，

通常是开发公司。

——苏州工业园从一开始就是管委会和开发公司CSSD两者分开，

政企分开。

——充分发挥了管委会和开发公司各自的优势。分工明确，相辅

相成。



SIPAC

CSSD

管理主体

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苏州市人民政府派出机构)

行使主权和行政管理
职能，为客商提供从
企业设立、工厂建设、
员工招聘到企业运行
等各个阶段的行政管
理和服务。

负责园区80平方公里
的成片土地开发与经
营、物业管理、项目
管理、咨询服务、产
业与基础设施建设、
招商引资等。

分工明确，相辅相成

开发主体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主体：

——中共苏州工业园区工作委员会作为中共苏州市委的派出机

构，代表苏州市委对园区实行党的领导和监督。

——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作为苏州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

代表苏州市人民政府对园区实行行政管理职能。

园区的行政管理体制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要求和扁平化

的管理模式，坚持“精简、统一、效能”原则，整合归并政府

职员编制，减少管理层次，管委会机构设置不要求人员对接，

只要求工作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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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集团苏州高新

港华投资

新方财团
25.2%

中方财团
46.8%4.5%

• 1994年成立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亿美元，

中方占35%，新方65% ；

• 2001年股比调整，中方占65%，新方35%；

• 2005年9月增资扩股，注册资本增至1.25亿美元；

• 2009年6月，更名为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2019年12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4.5%
9%

开发主体：



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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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酝酿筹划阶段（1992年—1994年）

 奠定基础阶段（1994年—2000年）

 加速发展阶段（2001年—2005年）

 转型提升阶段（2006年—2011年）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



加速发展阶段

2001年—苏州工业园区二、三期的开发正式启动，园区进入了大动迁、大开
发、大建设、大招商、大发展阶段。

2001年6月8日—苏州工业园区七周年庆祝大会宣布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
限公司已经完成股比调整，标志着园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003年底—CSSD在连续三年实现赢利的基础上，消除了历
年累积亏损。本年度苏州工业园区主要经济指标达到苏
州市1993年的水平，相当于十年再造了一个新苏州。

2004年6月10日—苏州工业园区举行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中新双方一致认为
园区开发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一个国际化、现代化的工业园区已经
初具规模。

2005年——园区相继启动制造业升级、服务业倍增和科技跨越“三大计划”，
为后续转型升级奠定基础。



转型升级阶段

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中新合作区规划面积扩大10平方公里，为园区推进自
主创新和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提供了更大空间。

2009年—园区开发建设15周年，取得了地区生产总值超千亿、累计上交各种税
收超千亿、实际利用外资折合人民币超千亿、注册内资超千亿等“四个超千亿”
的发展成就。

2010年—园区在转型升级“三大计划”的基础上，又先后提出生态优化、金鸡
湖双百人才、金融翻番、纳米产业双倍增、文化繁荣、幸福社区建设等“行动
计划”，形成转型升级的完整体系。



转型升级阶段

规划建设 招商引资 加工制造 外贸出口

科技研发 品牌销售

原料采购

制造业升级

科技跨越 服务业倍增

新进企业要求：亩均投入强度1000万元、产值2500万元、税收230万元门槛

创新制度改革：工业用地弹性年期出让（10+N模式）



优胜劣汰，腾笼换鸟

关闭 转型 新贵

根本原因：
传统机械硬盘行业
衰落，希捷战略性
关闭了苏州工厂

2006年，三星把10%的研发力量转
到了苏州；

2008年，三星半导体全球分拨中心
落户苏州；

2009年，苏州研发中心研发力量超
过总部；

2018年，截至6月，三星在园区设
立了12家企业，涵盖研发、制造、
服务等领域，成为一个别具特色的
三星企业方阵。

2011年，由千人专家俞德超创立；

2018年，公司已建立起了一条包括17个
新药品种的产品链，其中5个产品入选
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

第一次把中国人发明的生物药专利，
卖给国际医药巨头美国礼来公司，共
计将达33亿美元，震动世界同业。

2018年，公司估值超过10亿美元,并在
香港上市。

到2020年，随着五种新药上市，公司的
年销售额预计将突破100亿元



2 + 3 + 1 模式



2—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 （千亿级产业）

招商引资1.0-4.0阶段：

1.0优惠政策（土地、劳动力和财税）
2.0积极构建和打造产业链
3.0创立各类产业和企业服务平台
4.0产业综合体、产业生态圈（产业，生活服务配套）



转型升级阶段

3—生物医药、纳米技术应用、人工智能

选择一个特色产业
制定一个产业规划
组建一家国资公司
建设一个功能园区
引进一家大院大所
设立一支产业基金
成立一个服务机构
集聚一批龙头企业
搭建一批合作平台
打造一个品牌盛会

“十个一”工作机制



高质量发展阶段

2013年—苏州工业园区确立争当苏南现代化建设先导区的发展目标。

2014年—各项发展指标在2004年基础上再翻两番，高起点、高水平地基本 建
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工业园区和现代化、园林化、国际化的新城区。

2015年—国务院批复同意园区开展开放创新综合试验，园
区在转型升级的道路上迈上了新台阶。

2019年—国务院批复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其中
苏州片区60.15平方公里，全部位于苏州工业园区。



园区经验是什么？



“借鉴、创新、圆融、共赢”——园区经验

“园区经验”与“昆山之路”以及“张家港精神”被称为苏州

改革开放的三大法宝（苏州经济发展快速的原因之一）

昆山之路—不等不靠、埋头苦干、抢抓机遇、开拓创新（闯）

1984年以 “自费开发”为起点建设经济技术开发区，1992年获国务院批准；自下而上、敢为人

先的开拓进取之路。

张家港精神—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搏）

核心是拼搏，就是艰苦奋斗，开创大业。



借鉴、创新、圆融、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