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山之路：从苏州末位到全国首强
本报记者 付鑫鑫

“嘉惠台商” 的朱红匾额， 至今仍

安放在宣炳龙的办公室里， 那是时任中

国国民党主席连战送他的礼物。

宣炳龙， 何许人也？ 他是最早参与

创办江苏昆山 “自费开发区” 的干部之

一， 后来长期担任昆山开发区管委会主

任 ， 是昆山开发区当之无愧的 “操盘

手”。 用昆山捷安特轻合金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涂季冰的话说： “1992 年， 我们

就是看中宣炳龙这个人和他们团队的服

务， 才从宝岛台湾到江苏昆山投资的”。

自掏腰包也要办开发区

时光倒流到 1978 年， 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 拨乱反正， 乡镇办企业如

雨后春笋般在苏南遍地开花。 当时还在

陆桥公社 （后改为陆杨公社） 社工办工

作的宣炳龙， 抓工业促发展， 扩大玻璃

钢厂， 连续办起印染厂、 无纺布厂、 电

缆厂等乡镇企业 。 1982 年 ， 陆杨乡从

一个农业穷乡一跃成为昆山第一个亿元

乡， 宣炳龙因此被评为江苏省农业战线

先进代表。 但放眼整个昆山， 依然穷。

1984 年 ， 国务院批准在沿海建立

14 个经济技术开发区 ， 昆山这个苏州

排名最后的 “小六子” 自然没份。 眼看

周边兄弟县市依托 “离土不离乡” 的乡

镇工业过上了好日子， 而昆山人还守着

“苏州城外半碗饭” 过着穷日子， 当年

全县财政收入不到 1 亿元。 穷则思变！

深感 “压力山大” 的昆山领导层面对老

百姓 “早点过上好日子” 的热切期盼，

作出了一个大胆决策： 不能 “等靠要”，

自掏腰包也要创办开发区！ 是年 8 月，

昆山在县城东边的老工业区划出一块

3.75 平方公里的土地， 成立 “开发区”。

没有基础， 没有人才， 怎么办开发

区 ？ “东依上海 、 西托三线 、 内联乡

镇 、 面向全国 、 走向世界 ”。 一方面 ，

引进上海的加工厂， 比如， 早期的上海

金星电视机厂昆山分厂； 另一方面， 引

进江西、 四川、 贵州等地的三线企业和

工业人才。

不到三年时间， 昆山工业实现了从

无到有的转变。 据 1987 年统计， 投产

企业 19 家 ， 实现工业产值 2.78 亿元 ，

出口创汇 834 万美元 ， 工业利税总额

1528 万元， 财政收入 350 万元。

1988 年 7 月 ， 人民日报在头版刊

文 《自费开发———记昆山经济技术开发

区》， 并配发 《“昆山之路” 三评》 的

评论员文章， 对昆山坚持 “穷开发、

富规划” 自费办经济技术开发区进行

深入报道。

说起来， 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进

昆山 ， 更像一场 “赌约 ”。 1984 年 ，

一个名叫三好锐郎的日本人被辗转请

到了昆山。

在城东郊， 三好锐郎望着眼前一

片庄稼地， 踩着满是烂泥的土路， 问

时任昆山县副县长吴克铨： “这里是

办厂的开发区？”

“是。 先生尽管放心， 这里会很

快成为你满意的工业区 。 至于道路

嘛， 我想 3 个月就可以修好了……”

吴克铨不知哪来的底气， 还是纯粹为

了想拉住第一个外商， 顺口就这么回

答道。

“3 个月 ？ 3 个月你能把路修

好？” 三好锐郎瞪大眼睛瞅着吴克铨。

“是。 3 个月保证把路修好!” 吴

克铨这回认真了， 口气十分坚定。

日本人上下打量了吴克铨足足有

几分钟， 然后打赌似地说 : “你如果

能在 3 个月内把路修好了， 我就在这

里投资办厂。”

3 个月后， 看着眼前宽阔的马路

和平整的土地以及道路两边的绿化，

三好锐郎决定在昆山设厂，从此，诞生

了改革开放后江苏第一家中外合资企

业苏旺你，一时名动全国。

从车站到家“一夕巨变”

宣炳龙说：“历史给了我们这代人一

次机会，党给了我们一个平台，大家都充

满了火热的激情。 那时候只觉得有使不

完的劲，脑子里有想不完的事。 ”

1989 年，台湾顺昌集团的吴董事长

到广东考察，后改道昆山探亲。这个远亲

正好是宣炳龙当时驾驶员吴又义的父

亲，宣炳龙一听是台商，遂请客人吃奥灶

面。席间，听闻吴董事长果然是想投资设

厂的，宣炳龙提议到昆山试试。 一试，第

一期 4000 平方米厂房 4 个月建好，6 个

月后投产。第一年顺昌来了，随后，顺发、

顺隆、顺帆等 6 家“顺”字号企业先后都

来了。

当然，昆山 40 年的变迁从来离不开

昆山人的支持。 当年，开发区新建厂房，

对本地农民实行拆一还一、货币补偿。除

了给予补偿外， 被拆的农户人均住房不

足 35 平方米的， 还按 1700 元/平方米、

卖一套 100 平方米的房子给他们安居。

1963 年出生的祝金德是土生土长

的昆山人， 现任昆山开发区经促局外资

服务科科长。 他 1981 年当兵入伍，1995

年转业安置。 当年，老家土地被置换，他

还特意给自己四哥垫了几千块钱买房。

回乡探亲，感觉变化最大的一次是，

下了汽车走路回家 ，“从车站到家的路

边，原来都是庄稼田，‘一夕之间’变得平

整辽阔，就像人的视野一下子被打开了，

豁然开朗”。

从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到第一家

外商独资企业、 第一家台资企业、 第一

家总投资超过 3000 万美元的大型电子

企业、 第一家韩资企业、 第一家美资企

业……短短几年， 昆山人 “思想解放再

解放、 观念转变再转变”， 昆山实现了

“经济发展再发展” 的飞速成长。

1992 年， 经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

昆山开发区跻身 “国家队”， 成为沿海

“14+1”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唯一

设在县级城市的开发区， 昆山迈上了更

高的发展台阶。

拿下昆山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第

一块经营执照的涂季冰， 对往事仍记忆

犹新。那年 7 月，他奔波了半年跟别地谈

合作未果， 听说昆山有个开发区搞得不

错，就想去看看。

到了昆山， 不仅有开发区管委会的

人帮忙往返南京、 苏州和昆山之间申报

各种材料， 甚至还有人陪着他去北京申

请出口产品的批文。

“你看，现在一些地方招商服务拷贝

昆山，其实，昆山早就这么做了。”涂季冰

有感而发。 那个年代，交通不便，上海到

昆山需耗费 5 个小时左右， 跟今天高铁

15 分钟有着天壤之别。 办各种审批手续

简直“跑断腿”，但是到了昆山开发区管

委会，只要一次签名、写一份委托书就够

了，后面全当“甩手掌柜”。“那时候，明显

感觉，政府执行力很强，在昆山投资没有

那么累。”时至今日，他仍记得，公司在昆

山奠基那天， 不仅昆山、 苏州的领导出

席， 连南京的省级领导也出席，“水泥地

都用水龙头冲得干干净净， 跟其他地方

不一样”。

没“敢死队”城市难突破

1994 年 ， 昆山人第一次提出建设

“出口加工区”， 当时全国没有先例，为

此，昆山埋头精心准备了两年多。

上世纪 90 年代，电子商务在美国兴

起， 一个笔记本电脑 3 天内就可以抵达

客户手中。 宣炳龙说：“这在当时的我们

是不可想象的。 要知道，同样一批电子

产品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的差价是很大

的，这对企业来说就是资金流。 后来是

台商的一句话提醒我，如果昆山也有出

口加工区就好了。 ”原来，宝岛台湾新竹

出口加工区就是利用通关优势和税务优

势来吸引高新技术企业入驻的。

1997 年 ， 昆山正式申办出口加工

区。 2000 年 4 月获批、10 月率先封关运

作，其间光跑北京就达 84 次。

“为了办成出口加工区， 我们就走

访国家八大部委来做这件事， 那是真创

新， 没有百折不挠的大无畏精神根本干

不成。” 说起这事， 71 岁的宣炳龙仍然

激动不已， “当时我讲 3 年后出口加工

区要实现 30 亿美元进出口， 海关总署

领导都替我捏把汗 。 结果到 2006 年 ，

我们 2.86 平方公里的出口加工区实现

进出口 623 亿美元， 全世界都没有！ 老

实说我们自己也没想到。”

出口加工区的成立，吸引了一大批

高新技术企业集聚昆山。 如何掌握主导

产业的核心技术？答案是既要掌握资本，

又要发展高端产业，而引进龙腾光电、创

办光电产业园，则是昆山走向核心技术

的一个标志。

“当时，开发区已经下了最大的决心

去做这件事 ，我曾半开玩笑 、半认真地

说，如果这个项目搞不好，我们 7 个主任

就一起从 15 楼的顶上跳下去。 ”宣炳龙

认真回忆道，一个城市没有“敢死队”就

很难取得突破。

2004 年，昆山在全国率先筹划建设

光电产业园，先后引进多家产业链核心

企业。 经过十多年发展，目前已成为国

内唯一能够实现 TFT-LCD、OLED、LTPS

三种显示技术的专业光电产业园区。

2013 年 2 月 3 日，国务院正式批复

同意设立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

区”，赋予昆山对台合作先行先试的重要

使命。 从此，“试验区”成了昆山最大的

改革平台，“台资高地”愈加光彩夺人。 5

年来，昆山新增台资项目 597 个，总投资

58.6 亿美元，注册资本 30 亿美元。

40 年 ， 弹指一挥间 。 现任昆山市

委书记杜小刚说， 改革开放以来， 昆山

从自费开发起步， 走出了一条以 “艰苦

创业、 勇于创新、 争先创优” 精神为强

大动力的 “昆山之路”， 成为全国 18 个

改革开放典型地区之一， 连续 14 年位

居全国百强县首位。 “可以说， 昆山过

去的快速发展， 靠的是解放思想； 未来

的高质量发展， 更离不开解放思想。 我

们将切实用好解放思想这个锐利武器，

打开思想 ‘阀门’， 破除思维定势， 既

不迷信过去走过的路， 更不迷恋过去走

过的路， 以新一轮思想解放为高质量发

展注入动力， 全力闯出一条新路， 打开

一片新天地。”

“我曾半开玩笑 、半认真
地说， 如果这个项目搞不好，

我们 7 个主任就一起从 15 楼
的顶上跳下去。 ”

茛

昆山的今天来自敢闯敢试
———访苏州大学东吴智库首席专家方世南教授

文汇报：改革开放 40 年，昆山为

什么能够从曾经的苏州末位“小六子”

发展成全国百强县之首？

方世南： 首先是乘着改革开放的

东风，昆山经济发展从对内转向对外，

“海纳百川”，吸纳了多元化的要素，包

括外来的资本、技术、人才、管理、产业

等等。 同时， 不仅仅是发展外向型经

济，而且注重经济与文化、政治、社会

管理、生态治理等方面的协调发展。

当然，台商当年投资大陆，并非只

有昆山可选。有很多台商反映说，昆山

市玉山镇的街头跟台北几乎没有太大

差异，甜品店、咖啡馆等休闲娱乐设施

一应俱全。相似的生活环境、亲商的工

作氛围， 这样自然而然吸引了台商的

聚集。

当年， 昆山虽然没有提出服务型

政府的概念，但实际却是这么做的，可

以说是开风气之先。发展到现在，昆山

人还提出把机关服务品牌化， 每个窗

口部门都提倡转作风、树品牌，进行服

务质量星级评比，不止要做到五星，甚

至做到更高更好。 开发区以前有一站

式服务，现在为一窗式服务，尽量减少

中间环节和办事流程， 提高办事效率

和质量。

文汇报：昆山成功的背后，有哪些

经验可供借鉴？

方世南：最重要的是，从区域定位

优势出发，坚持实事求是，提升当地的

竞争力。 不是所有的县或者县级市都

适合利用沪台优势， 照抄照搬昆山经

验肯定不行，要从客观实际出发。

其次，进入新时代，要继续夺取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就必须按

照党的十九大精神的要求， 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从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制定

战略目标，奋发努力作为。

再次，学习昆山走共同富裕、共建

共享的道路。在昆山，没有暴发户，也没

有两极分化，怎么做到的？ 就是有“保

底”， 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

发展的成果。 从明年起，昆山将取消大

病补充医疗保险基金 20万元的年度封

顶线， 参保人员超过 20万元以上符合

结付规定的医疗费用，继续由大病补充

医疗保险基金报销 95%。 这就体现了

不会因大病致贫的制度优势。

又次，干部队伍建设。无论哪一地

要取得经济建设的发展， 没有强有力

的干部队伍肯定不行。 这里的干部队

伍建设，不是一两年的“快功”，而是长

期“练内功”“抓作风”。 之前说的昆山开

展机关服务品牌化，持续了十几年，还在

不断改进优化。

最后，整合社会智力资源。吸纳社会

上众多的智囊团，多出点子、多想办法，

更新理念、创新工作。

文汇报： 那您对昆山未来的发展抱

有怎样的期许？

方世南：下一步，昆山应该继续走好

国际化路线， 按照新发展理念到更高的

舞台上开展竞争， 进一步提高发展质量

和效益。 同时，提高内生发展的动力。 现

在， 很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和公

司在昆山发展，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人才

和管理经验， 但这些输入如何转化为

自身的内在动力是昆山人需要思考的

问题 。

然后是方向性的问题。 经济社会的

发展，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所以国际化

的教育很重要， 这一点昆山已经意识到

了，而且正在一步步往前走。

最后， 讲好昆山故事、 传递昆山声

音。我们常说，总结过去、传播经验，这是

展示风采的好途径， 也是提升城市吸引

力的重要方法。

专家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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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年前 ， 1978 年 ， 昆山 ， 苏南一个只生产稻麦油
和鱼虾的典型纯农业县 ， 地区生产总值 2.42 亿元 ， 人
均 GDP 为 466 元 ； 工业总产值 2.82 亿元 ； 全口径财政
收入 0.35 亿元 ， 城镇居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479 元
（1983 年 ），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201 元 。

40 年 ， 昆山从江苏苏州排名最后的 “小六子 ” 跃居
全国百强县之首 ； 40 年 ， 昆山成为全国首个 GDP 破
3500 亿元 、 财政收入破 350 亿元的县级市 ； 40 年 ， 昆

山巨变让我们更加坚信 ， 没有改革开放 ， 就没有昆山的
今天 ， 也没有昆山的明天 。

“栉风沐雨 ， 薪火相传 ； 筚路蓝缕 ， 玉汝于成 。” 历
史从不眷顾因循守旧 、 满足现状者 ， 机遇属于勇于创
新 、 永不自满者 。

自 1984 年兴建中国第一个自费开发区开始 ， 昆山
陆续创设出口加工区 、 光电产业园 ， 经历了 “从无到
有 ” “从有到大 ” “向高新技术发展 ” “走向核心技

术 ” “高质量发展 ” 等阶段 ， 闯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昆
山之路 。 可以说 ， 昆山开发区的成长史就是一部昆山的
发展史 ， 也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一个缩影 。

今天的昆山人唯有发扬敢闯敢试 、 敢为人先 、 埋头
苦干的精神 ， 以昂扬的状态推动改革不停顿 、 开放不止
步 ， 才能在千帆竞发 、 百舸争流的发展大潮中奋勇争
先 ， 为做好高质量发展榜样而拼搏奋斗 ， 续写新时代的
篇章 。

深感 “压力山大 ”的昆山
领导层作出了一个大胆决策：

不能“等靠要”，自掏腰包也要
创办开发区！

茛

“从车站到家的路边，原
来都是庄稼田，‘一夕之间’变
得平整辽阔，就像人的视野一
下子被打开了，豁然开朗。

茛

①昆山大戏院 。

②昆山小核酸产业基

地。

③昆山以浓浓的江南

韵 味 吸 引 八 方 游 客 。

（视觉中国）

④昆山高新区中环枢

纽。 （除署名外，均昆山
市委宣传部供图）

1984 年， 昆山开办改革开放后江苏首家中外合资企业。 昆山市周庄水乡。 昆山企业科技园。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聚焦“一村一镇一县一市”·昆山

①
② ③

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