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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加快接轨上海，  

迎接长江三角洲全面一体化  

 
朱微名 

 

围绕上海建成四个中心的目标，扩大领域和提升层次，主

动接轨上海，错位发展，把合作和交流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是

苏州在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应有作用。 

 

一、 关于一体化内涵的几点思考 

 

长江三角洲 15 个城市的发展前景广阔。作为整体，以区域

要素融合加速及跨国公司制造产业集聚为机遇，已经在全国具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来随着江浙沪提出率先实现基本现代化

以及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时间表，共同目标的形成说明了一体

化的必然性，相应的，区域全面一体化也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

展。我们认为，经济一体化近期目标应该是进一步实现区域分

工合理化和专业化，巩固经济快速增长的良好局面；其远景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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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构建庞大的国际性的都市扩展区，与东部沿海、长江沿线的

城市带融为一体。 

首先，一体化进程中上海的作用显著。作为长江三角洲地

区的经济中心，更是中国经济国际化发展的龙头，上海的地位

既通过经济扩散和产业布局的中心辐射作用来体现，也通过发

展目标和手段的与时俱进产生示范影响。在辐射和带动潜力上，

上海还要建成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

继续强化长江三角洲增长极的地位。因此，一体化的主战场理

应在上海。这个“上海”，更多的不是行政区划所限定的上海，

而是指以上海为核心、环绕上海的城市圈。 

其次，各区域、各城市的发展水平还不平衡。与上世纪 80

年代启动上海经济区及 90 年代的城市协作情况相比，20 多年

过去了，15 个城市仍然分处于 3个省市，依旧在行政方式、经

济水平、所有制结构、产业构成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在各省市

以及在整个长江三角洲所起的作用颇为不同。专家们往往在比

较时把城市区分为几个层次，一定程度上是出自对差异性的认

同。第一层次一般单指上海；第二层次，有省会城市杭州、南

京，有计划单列市宁波，也包括苏州、无锡等，目前这个名单

有变化的可能；第三层次，指总量尚不突出但发展快、潜力大

的其他地级城市，有 8-9 个，还有一批有可能在 20 年左右时间

内完全达到这个层次的县级市。这些地方，有的工业化先人一

步，有的城市化状态比较好，有的信息化水平提高很快，有的

更善于发挥比较优势，所以经济局面较主动。就地域与上海的

人均差距而言，应该是浙东北好于浙西南，苏南优于苏北，或

者可以认为，一体化空间的核心区可能是上海加苏南与浙东北

的城市圈；就一体化起点而言，是千差万别，撇开行政区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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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影响，经济的阶段、重点、格局、目标等不同，使邻沪城

市更易于与上海这个增长极产生制度和政策上的相互影响，但

这不会减轻各城市在一体化策略上的差异、特色，城市间相互

影响、相互促进的合力规律仍起着作用。 

第三，新一轮经济一体化以生产力集聚为特征。资料说明，

到去年底三省市已批准协议外资 1800 多亿美元，累计到位外资

不少于 1000 亿美元。不长时期内巨额国际资本引发的区位选择

效应，将最大程度地促进产业或企业间遍及上下游、横跨海内

外的联系互动；产业群经济的不断升温，成为大力推动长江三

角洲新一轮一体化的主动力。此外，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与国

有企业改革加速、民营经济超速发展一道，构筑了长江三角洲

经济一体化的体制活力。这一新的变化，丰富了一体化的内涵，

把产业分工、信息共享、资金互利、贸易相融、区域变迁等一

体化的外延，经国际平台编织在一起，提升了新一轮一体化的

内涵。所以，吸引区域外的要素向区域内的聚集，是区别于过

去提出“四千四万”时期较注重功能发散的不同之处。 

 

二、 从苏州与上海的一体化谈城市间竞争与合作的重点 

 

苏州与上海地理相邻、经济相融、人脉相亲。苏州历来就

不回避上海的辐射和带动作用，而是要求充分接轨、充分发展。

我们历来认为，上海建立国际大都市的目标，没有周边 100-200

公里半径内城市的帮助，是无法实现的；而上海周边城市经济

社会的发展，更需要考虑吸收来自上海的辐射。 

自上海提出“要把上海的发展融入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

的战略决策以来，长三角城市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就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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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热点问题，得到了各方面的充分关注。90 年代后期，有同

志把苏州与上海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大树下种好碧螺春”，苏

州应该成为上海都市扩展区的副中心城市，成为以高技术产业

为主的外向型、现代化制造业基地，构建“头脑型”城市与“身

体型”城市的理想关系。苏州基于梯度发展战略，提出了建设

最适宜人居和创业的城市。进入 21 世纪，由于国际化向纵深发

展，受到竞争的影响，“大树与碧螺春”的关系一度有演变成“孤

岛”与“陆地”的趋势。上海出于自身利益，把包括苏州在内

的一些城市列为主要竞争对手，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之举，诸

如出台吸引国内大公司总部进驻上海的政策，将虹桥机场的国

际运输业务和部分国内运输业务转移到浦东机场，从强调形成

“三、二、一”的产业发展次序到重提“二、三产业并重”，等

等。有关方面认为，以共生竞争的模式，充分调动各自资源底

线，接轨加融入的模式可能更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也就更易

于达成一体化的空间。 

现在谈竞争或合作，往往给人印象是民间或企业间的合作

显得更简捷、直接和透彻，政府宏观谈的多而做的少。其实不

然，至少从各地实践看并不如此。探究一体化本身，意味着区

域间大跨度的合作，以去异求同为思路，以泛区域的利益目标

指引，强化分区的变革创新，获得效率提升、体制融合、地区

稳定和贸易转移等利益。它的基础是通过契约型、有形的政府

（或者组织）来达到在更大范围内应对其他一体化组织压制的

目标，具有排他性。企业间合作也好、竞争也好，都出自直接

利益，其社会性和公共性有限；而政府间合作，则完全建立在

公共利益最大化基础上。近来媒介把一体化的主体始终锁定在

城市政府，并不奇怪。城市是更有实力而具想象力的层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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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更恰当的一体化载体。在聚焦城市后，当前的偏差在于，对 

“竞争”津津乐道，而对城市合作却漠不关心或缺少深度剖析。

事实上，从江苏省内来说，以苏锡常都市圈总体规划为例，就

可以节约远较千万家企业合作利益大得多的社会公共成本。当

然，城市合作还有很多可以尝试的未知空间，前景广阔。 

 

三、 合作障碍及苏州的阶段目标 

 

从目前与上海的合作看，据苏州一些县级市反映，确实存

在着一些实际的障碍。一是行政级差。上海的一些部门还较看

重行政级别，常不自觉地把县级市与上海市的乡镇同等对待。

共同办一些招商活动，常会出现只能办成投资说明会，不是举

办招商洽谈会的事情。上海的国际化程度、都市化程度都比周

边有优势，但是上海的行政优势并不会轻易地用于辐射周边城

市，却会成为 173 计划等的源头，有的人提出这 “有损上海龙

头形象”。从这点上看，一体化过程必然要求行政管理优化，要

求政府适应现代社会节奏加快管理创新。二是政策落差。上海

的财政返还、税费收取、土地批租和工商登记等方面有政策优

势，其他地区不一定有同等程度的调整余地。但是其政策着眼

点更多考虑惠及本地企业，较少考虑周边，从而缺乏一体化的

政策协同。 

所以对苏州来说，阶段性的目标可能在于，尽快尽多地通

过省政府及自身努力加强与上海的沟通，通过协调做到在上海

出台大动作前有准备有对策，进而不断明确一体化进程的阶段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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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领域拓展和效应放大看一体化的前景 

 

当前，苏州正在寻找与上海的差距。这面临着两大背景：

一是基于经济全球化规律，以世界 500 强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在

中国的本土化加速，向长江三角洲转移制造业；二是基于倒 U

型的城市化规律，苏南与苏北的差异日渐突出，江苏的内在发

展迫切要求苏南的率先发展、整体推进，加速沿江一体化建设，

形成南北联动。与上海比，苏州的差距是全方位的。所以，目

前在搞好产业、市场、交通等一体化的同时，苏州理应进一步

突出要素的一体化，并逐步使生产要素的一体化成为核心。其

中应以人才、科技、信息、资金特别是国际资本的一体化为重

点。特别是对上海，更主要是接纳其人才、科技制高点对我们

的辐射，进一步加强活血造血机能，加强引进培育；与此同时，

扩展商务成本盆地效应，完善基础设施国际化程度，加强信息

和资本的集聚，为一体化决策赢得更长时间，创造更大空间。 

没有新思路、大手笔和扎实的措施，一体化的过程漫长，

效应也会分散。在江苏沿江工作会议上，梁保华省长说，从一

条线（宁沪高速路）变成了两条线（宁沪、沿江），江苏就能在

更高水平上与上海接轨，加快沿江发展是苏州的重要使命。就

苏州的生产力布局来说，加快全方位与上海市的接轨，巩固和

扩大临沪电子信息产业带，同样是十分重要的基础。特别是当

前，苏州已经成为接受上海辐射和传递这一辐射最前沿的城市，

如果要巩固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并加快促使经济一体化向政治、

文化等方面渗透和发展，就更要注重一体化的传导。建议应从

以下四方面展开一体化的探索：如何放宽视野，如何延伸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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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体现特色，如何监督协调。从政府工作的角度，配合一体

化进程，苏州正在做的主要有：一、转换经济体制，加快市场

的开放程度；二、大力搞好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三、

充分发挥政府的政策作用，高度重视与上海的合作，以市场为

导向，积极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四、搞好中心城市和重点城

市建设，制定城市化促进产业提升、人口合理流动的战略，在

区域内加快工业化与城市化接轨的步伐。五、跟踪国际一体化

的新趋势，对城市关系整合作更切实和全面的准备。 

 

作者单位：苏州市人民政府研究室调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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