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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核心枢纽城市和沿

沪宁产业创新带、沪杭发展轴的全国工业大城市，

苏州市在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GDP）突破2万亿

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 3.48万亿元、进出

口总额 3223.5亿美元，列全国第四位，占江苏省

的一半、全国的 6.9%。截至 2020年底，苏州市拥

有已认定的江苏省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功能性

机构 151 家，占该省的 51.2%，156 家国（境）外世

界 500 强跨国公司在此投资项目 400 多个，累计

吸引外资超过 1400亿美元，居全国第三位，境外

实际投资规模连续16年居江苏省首位，境外投资

目的地遍布全球五大洲的 99个国家和地区。对

标《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擘画

的战略定位，围绕“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产业园

区，打造全方位开放高地、国际化创新高地、高端

化产业高地、现代化治理高地”的发展目标，苏州

市正在加快“沪苏同城化”建设步伐，深度融入“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全力打造集聚全球各

类创新要素的东方“新硅谷”。

一、苏州高新区概况及“十三五”
时期苏州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成效

苏州高新区（虎丘区）位于苏州城西、太湖之

畔，面积为223.36平方千米，拥有户籍人口超45万

人（截至2020年底），下设江苏省苏州浒墅关经济

技术开发区、苏州科技城、苏州高新区综合保税区、

苏州西部生态旅游度假区。区域交通便捷，境内有

上海虹桥、浦东国际机场，沪宁高速、312国道、京沪

铁路、京杭大运河和绕城高速等穿境而过。

1992年11月，苏州河西新区被国务院批准为

国家高新区。1993年4月，苏州河西新区改称苏州

新区。截至 2020 年底，该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446.32亿元，可比价同比增长3.6%，增速高于苏州

市0.2个百分点。实际利用外资5.52亿美元，实现

新增内资企业 8069 家，注册资金 506.21 亿元。

2020年共认定高新技术企业380家，净增高新技术

企业280家，有效高新技术企业数972家。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产值超1000亿元。先后获批成为全

国首批开展专利代理对外开放试点工作地区、国家

第一批绿色产业示范基地、第二批省级全域旅游示

范区、江苏省“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基地等。

推进科技创新，人才是关键。近年来，苏州高

新区先后孵化和引进了包括中科院苏州医工所、浙

江大学苏州工业技术研究院、南京大学苏州校区、

北（南）航苏州创新研究院、太湖科学城、环南大科

创圈、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苏产院电子功能

材料技术研究所等在内的一批重大创新载体平台，

目前已集聚大院大所超过100家，大院大所市级以

上人才贡献率达40%。

苏州高新区大院大所集聚、创新资源丰富向改

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活力，进一步强化创新核心地

位，加快促进成果转化和产业集聚。近年来，苏州

高新区积极构建智慧产城，以拎包入驻、政务直通、

企业协同、创新孵化、产城金融、绿色运用、人才关

爱、赋能平台八大服务体系为支撑，全力创建产城

融合智慧园区。2020年，苏州科技城获批各级各类

领军人才118项，引进创新型企业188家，产学研合

作项目125项，全年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继续以

10%速度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继续以20%增

长。获批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潜在独角兽企

业5家，苏州市独角兽培育企业拟入库企业7家，获

评苏州市产学研合作示范区。总投资超10亿元的

迈得诺医疗等一批重大项目签约落地，总投资近

200亿元的 33个创新载体及产业项目稳步推进，

江苏医疗器械科技产业园加速器、太湖云谷等竣

工投用。截至2020年底，该高新区院所平台累计

获批苏州市级以上新型研发机构12家次，累计引

进孵化企业 450余家，获批高新技术企业 59家，

实现营业收入超50亿元，获得投融资超20亿元。

“十三五”期间，苏州市累计实际利用外资

267.4亿美元，总量稳居江苏省第一位。2020年，

苏州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医药、纳米技术、

人工智能四大先导产业实现产值8718.2亿元，占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25.0%。截至2020年

底，苏州市累计培育市级以上出口品牌企业 113
家，累计建设国家级出口基地7家、省级16家；共

有 20家省级及以上开发区和 8家海关特殊监管

区，成为全国开放载体数量最多、功能最优、发展

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

2021年 3月以来，苏州市单月进出口额连续

突破300亿美元历史高位。2021年1-7月进出口

额达 2104.8亿美元，创同期历史累计新高。1-8
月实现出口额 2454.7亿美元，增长 21.7%。苏州

市引导制造业转型升级，汇聚全球高端资源要

素，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自 2013 年起，连续 8 年稳定在 3 万亿元以

上。苏州市制造业体系完备齐全，覆盖41个工业

大类中的 35个，其中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两大产

业产值均超1万亿元，全力打造生物医药、航空航

天、高端装备等 11个综合实力国际先进、国内领

先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新兴产业产值占规模以

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55.7%。新一代信息技

术、生物医药、纳米技术应用、人工智能等四大先

导产业发展迅猛，其中生物医药集聚企业3000余

家，入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截至2020年

底，苏州市累计认定省级外资总部企业151家，占

江苏省总量一半以上。721家企业被认定为“江

苏省民营科技企业”，入库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542家，省市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当年入库384家，

累计达882家。

二、“十四五”期间，苏州高新区
在实施“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中实践
路径分析

苏州市经济体量和人口总量在长三角城市

群中位居前列，综合实力强、工业门类全，人文底

蕴深，创新氛围浓，制造业基础雄厚、产业配套能

力强，拥有 35 个工业大类、167 个工业中类、491
个工业小类，工业企业超16万家，电子信息、装备

制造两大产业产值均突破万亿元。近年来，苏州

市持续优化先进技术成果转化发展环境，加快发

展航空航天、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

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

可控能力，全力打响“苏州制造”品牌，打造全球

高端制造业基地。

（一）坚持以“科技+”体制机制、新兴产业等
多元创新驱动，全方位构建苏州高新区科创策源
能级，提升产业链资源配置功能。加快推进产业

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打响“苏州制造”品

牌，发挥中国商飞、天兵科技、吉太航空科技等重

大项目带动力，全力培育壮大生物医药、航空航

天、人工智能、第三代半导体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集群，打造全球高端制造业中心。深度融入上

海、苏锡常等长三角都市圈建设，加速“沪苏同城

化”协同发展体制机制创新，强化科技创新策源

中心和能级建设，扩大高水平科技供给和高质量

科教资源供给，建构创新领先、协同发展的长三

角现代产业体系。2021年，苏州高新区聚焦省市

重大项目，总投资额达2193亿元。重点打造苏州

高新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园。该产业园是苏

州市十大数字经济产业园、江苏省服务业重大项

目，重点培育和发展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集成电路、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计划到 2025 年引进培育总部、科技企业累计超

400家，引进科技人才超 1万人，累计营收超 400
亿元。入驻代表性企业包括，克诺尔商用车系统

中国区研发中心、江苏翼鸥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中移云数和创·苏州科技城创新中心、浪潮（苏

州）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等。

（二）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等新经济业态和创
新型、服务型、开放型、总部型、流量型等新经济
模式。积极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前

瞻产业跨界融合，重点发展高附加值产业、高增

值环节和总部经济，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质

量、服务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形成服务经济主

导、智能制造支撑的现代产业集群。大力推动实

体经济与数字技术融合发展，推进科技、产业、教

育、金融深度融合发展，彰显“江南文化”的价值

引领功能。2021年，苏州高新区科技城全面增强

创新策源能力，大力实施高端产业“引领战略”，

以医疗器械“一号产业”为主体、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为引领、高端智能制造和新能源产业为支

撑，全年新引进创新型企业 1000余家，全年净增

高新技术企业 300余家，有效高新技术企业 1000
余家，全年新增各级科技领军人项目 300 余项。

继续加强与省市产业技术研究院合作，积极承接

姑苏实验室协同创新布局，持续导入院所高端资

源。加快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全年新增产学研合

作项目超过 500项。2021年 7月，苏州新型国际

贸易综合服务平台上线运行，通过大数据和区块

链技术解决贸易真实性审核难题，离岸贸易发展

加快进入快车道。

（三）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培育新业态新
模式新动能，打造全球高端制造业基地，加强多
元化市场开拓，引进优质项目和龙头企业，深化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两业融合”。建设用

好“苏州新型国际贸易综合服务平台”，落实支持

开展新型离岸国际贸易政策措施。2020年，苏州

市生产性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5751.17 亿元，占服

务业比重达 54.3%；苏州市级生产性服务业领军

企业规模型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13.9%，净利润同

比增长 92.1%。进一步深化沪苏产业协同，主动

承接上海生产性服务业溢出效应，吸引更多企业

来苏设立区域性、功能性总部。在科技金融、知识

产权等优势领域加大探索创新力度。加大世界500
强、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和行业领军企业招引力

度。推动总部经济“科技研发中心、工业设计中心、

检验检测中心、全球维修中心”建设，鼓励现有总部

企业以苏州为基地建立全球性总部。

（四）建立长三角都市圈要素资源联动机制，
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建构苏州高新区全球高端资
源配置新高地。深入实施外资总部专项鼓励政

策，强化全周期激励和全方位惠企服务，培育更

多区域物流总部、研发中心、分拨中心、财务中

心、结算中心等外资特色总部机构。注重专业招

商、以商招商、创投招商，聚焦全球 500强跨国公

司和行业龙头企业，常态化举办苏州市相关领导

与跨国公司总部视频连线等系列投资促进活动，

吸引更多高端项目落户。截至2021年9月，苏州

市已拥有外资企业 1.7 万家，占江苏省总量的

40%。力争到2025年，新增科技领军人才1000名

以上，人才企业入选高新技术企业的比例提高到

60%左右。新增科技载体面积超200万平方米，引

进创新型企业3000家，通过院所新引进或孵化科

技型企业350家，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5家。

三、“十四五”时期，苏州高新区
在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中
发展模式分析

（一）深度参与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打造
有全球影响力综合性产业创新中心。在建设重

点领域创新策源地方面，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

新双轮驱动，举全区力量培育若干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努力在材料科学、生物医药、第三代半导体

等重点领域成为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

新方向的创新策源地。协调推动新兴产业强势

崛起、未来产业加速成长、传统产业高端发展，打

造一批世界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先进制造

业集群，不断提升苏州高新区在全球产业链、价

值链、供应链中的地位，努力成为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综合性产业创新中心。加快产业智能化改

造和数字化转型，积极培育新业态新模式，鼓励

和支持制造业企业加大要素投入，增强生产性服

务能力，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苏州

市 5G网络深度全覆盖，丰富应用场景。推动金

融业集聚集群发展，加快推进长三角数字金融数

据中心、长三角数字货币研究院、苏州金融小镇

等建设。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集群发展，推

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江苏中

心扩大规模和业务领域。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

集聚集群发展，持续完善人才等配套政策。

（二）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升至 4%，
进入全国城市第一梯队。贯彻新发展理念，开启

科技支撑现代化新征程。前瞻布局引领苏州未

来创新发展的创新源，建设太湖科学城等创新增

长极，强化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产业

（技术）创新中心等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大力提升

生命科学、先进材料和新一代人工智能等产业领

域基础创新能力。突出沪苏同城科技合作。抢

抓机遇对接服务上海，大力强化沪苏同城科技合

作，在创新方向上推进分工合作，在创新环境上

推进区域一体，在创新平台建设上推进共建共

享，在科技服务上推进协作联动，在创新要素上

推进合理流动。全面布局提升数字科技。到

2025年，苏州科技创新综合实力更加强大、产业

技术创新水平更加高端、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更加

牢固、高端创新人才资源更加富集、科技创新载

体成效更加突显、创新创业生态环境更加优化，

力争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 4%
左右；实现高新技术企业达2万家、技术合同成交

额达1000亿元、累计引进顶尖和重大创新团队50
个、新型研发组织机构150家、“科贷通”贷款累计

惠及企业1.5万家等5个指标，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70%左右，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比重达 55%左右。注重基础研究能力培育，

设置“数字科技”技术布局方向，加快突破数字技

术基础软硬件，加强数字科技场景应用，以数字

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三）积极拓展未来产业链融合发展，探索从
长三角都市圈项目协同走向长三角都市圈一体
化制度创新。创建江南科创之城、人文之城、生

态之城，充分发挥苏州高新区在长江经济带、大

运河经济带、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建设中的区域

优势，做强苏州高新区高端服务、文化旅游、总部

经济等特色功能。依托长三角区域便捷交通和

成熟商务配套设施，建立长三角要素资源联动机

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实施高新技术企业

倍增计划，加快培养一批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

隐形冠军企业。以编制《虹桥国际开放枢纽苏州

实施方案》为契机，构筑总部经济升级新高地，加

大长三角科创策源能力建设，加大投入太湖科学

城、南大苏州校区、环太湖科创圈等高教载体与

科创平台建设。主动参与沿沪宁产业创新带、

G60科创走廊建设，加快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

新发展试验区、国家生物医药技术创新中心、国

家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等建设，发挥长三

角先进技术成果转化中心等作用，积极争创国家

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四）加快推进苏州高新区（狮山）现代服务
业集聚区建设，推动长三角都市圈优势产业在苏
集聚发展。大力推进苏州高新区在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建设中的基础设施、科技创新、产业协同、

生态环境、市场体系等合作项目建设。高水平打

造中日（苏州）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大力推进青

苔中日工业设计村等一批示范项目。加快苏州

高新区在跨境电商、数字贸易、供应链管理等领

域引进一批行业龙头企业。聚焦苏州高新区在

“长三角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中的战略定位和新

兴产业布局研究，探索从长三角都市圈项目协同

走向长三角都市圈一体化制度创新，努力建成充

分体现江南文化特质、姑苏人文情怀特点的长三

角世界城市群核心枢纽城市。加速“沪苏同城

化”步伐，加强与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协同创新，

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引领

城市。激发苏州高新区民营企业、国企、外企等

各类市场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建立长三角都

市圈要素资源联动机制，构建苏州高新区全球高

端资源配置新高地。

四、政策建议

第一，优化生产力布局，全面推进数字化转
型，聚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前瞻性产业科技
创新中心、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大力发展数

字经济等新经济形态，加大科创策源能级建设和

体制机制创新，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战略性新兴

产业制高点，合作开展原创性基础研究。加快构建

“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接轨上海新格局，加快建

设长三角数字经济示范区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

医药、科技金融等未来产业集聚区，培育壮大新经济

新业态，加快5G、大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大力促进生物医药、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

料等重点产业集群发展，推动知识密集型生产性

服务业和高品质生活性服务业融合发展。

第二，加强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建设，加强基
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加
速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前瞻性产业布局。围绕

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和科教、人才强区战略。瞄准人工智能、量子科技、

区块链等前沿领域，超前部署前瞻性技术研发项

目，依靠科技进步创造新需求、培育新业态、塑造新

模式、培育新经济，加快形成创新先发优势。围绕

国家战略实施和长三角区域新兴产业需求，努力打

造标志性重大科技平台载体。实施更加开放包容、

互惠共享的开放创新合作战略。发挥省产业技术

研究院改革“试验田”作用，深入推进项目经理、合

同科研、混合所有、院企联合等市场化新机制，深化

与海内外高校院所的合作，继续引进、创建国际国

内高水平高校和科技创新、大科学中心等科教、研

发机构。

第三，坚持“制度+项目”双轮驱动，全面融入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围绕《长三

角一体化示范区重大建设项目三年行动计划》，强

化示范区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示范意义和引领

带动作用，坚持共建先行，优先实施跨域一体项目，

到2023年，形成一批重要规划编制成果，落成一批

凸显“共商、共建、共管、共享、共赢”理念的样板项

目，在生态环境保护、产业绿色创新发展、人与自然

和谐宜居等方面的显示度明显提升。苏州高新区

要抢抓这一历史性重大机遇，重点聚焦江苏产业创

新类项目，依托示范区一体化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

础，强化功能互补、空间复合、创新融合，围绕“五大

经济”产业体系，实施创新平台共建、先进制造升

级、数字经济融合、文旅新经济培育、新型服务赋能

等重大行动。

第四，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建设太湖科
学城、南大苏州校区、环南大科创圈、新一代人工智
能创新发展试验区、长三角国际研发社区等创新增
长极。夯实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聚焦

生物医药、数字科技、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高

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等重大领域及技术布局方

向，强化生命科学、新一代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战

略前沿领域基础研究。围绕创新领军企业、高新技

术企业、科技上市企业、科技中小企业实施培育计

划，到2025年，苏州市高新技术企业达 2万家、新

增科技上市企业 100家、年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

1.5 万家，加快形成创新集群。创建南大苏州校

区、太湖科学城、环南大科创圈等重大创新平台，

着力培育战略科技力量。聚焦姑苏创新创业领

军人才、外籍高端人才、企业家创新素质、人才创

新发展环境等，深入打造高端人才集聚区。力争到

2025 年，苏州市级以上高层次领军人才累计达

5000人、顶尖和重大创新团队50个、新增外国高端

人才4000人，充分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业活力。

开展创新创业品牌服务专项行动，积极营造国际

一流创新环境。

（作者单位：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蓬勃发展的苏州高新区 图片来源：苏州高新区

对标《长江三角洲区

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擘画的战略定位，苏州市

正在加快“沪苏同城化”

建设步伐，深度融入“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

略，全力打造聚集全球各

类创新要素的东方“新硅

谷”，苏州高新区将围绕

“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产

业园区，打造全方位开放

高地、国际化创新高地、

高端化产业高地、现代化

治理高地”的发展目标贡

献高新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