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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长三角，机遇和挑战并

存，如何跨越赶超，需要审视自

身。

市委书记陈之常指出，“现

在我们与先进地区的差距，表面

上看是产业实力、城市能级、营

商环境、资源集聚能力等方面的

差距，实质上是开放水平的差

距；与兄弟城市的竞争主要集中

在招商引资上，表面上看是各自

优势的竞争，折射出的是开放意

识、开放制度、开放能力的竞

争。”

开放也是企业家提及最多

的词汇之一。陈金灿以招商举

例说，各个县区都有自己的招商

考核，一个企业招过来，无论是

否合适，往往都会优先落户在招

商人员自己所在的县区，这本质

是地方保护。“如果淮安能以一

种更开放的态度，加强市级层面

统筹，优化招商考核方案，按项

目特点选择最合适县区，淮安产

业集聚将更有针对性。”

开放，是一种包容的胸襟。

“淮安要盯着几十亿、上百亿的

大项目，更要敞开怀抱，广泛吸

纳几百万、几千万的中小项目。”

苏州市淮安商会理事、江苏星来

电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顾

春友说，大企业可以带来更多财

税收入，小企业可以创造更多就

业机会。当小企业数量达到一

定程度，人流、物流、信息流自然

会在此集聚，从而形成大企业成

长的沃土。“我一开始来苏州，就

是考虑这里工厂多，好找工作。

试想，如果苏州没有这么多中小

企业创造就业机会，还会有我后

面的创业吗？”

开放，是一种创新的思维。

苏州斯耐富特自动化设备有限

公司负责人朱白龙认为，制造业

项目，不仅在招，更在于引，要用

“人无我有”的独家资源吸引项

目，而不是用“相互雷同”的优惠

政策求人上门。他举例说，现在

长三角许多地区因为产业升级，

制造业溢出现象明显，这些制造

业企业最需要的可能不是免税

等优惠，而是解决污水处理、气

体净化等环保实际问题，以达到

国家标准。如果淮安能设立园

区，统一进行环保处理设施配

套，用规模化手段降低运营成

本，相信就算没有优惠，这些企

业也会主动前来。

开放，是一种担当的勇气。

“千条承诺，不如真金白银。”蔡

国斌介绍，在投资圈，有人戏言，

中国最牛的风险投资人是合肥

市政府。虽地处内陆，但当地政

府化身投资者，和高科技企业风

险共担、收益共享，获得巨大成

功。“淮安也可以借鉴这种模式，

通过国有资本入股，让企业投资

更有信心。”

商界的很多建议，在政界、

学界得到共鸣。市发改委区域

经济处副处长李琪琳在《关于我

市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的调研报告》中建议，淮安要进

一步强化长三角区域产业联动

协调发展，协同谋划长三角产业

布局“一张网”，努力构建长三角

产业合理分工、优势互补的现代

产业集群。淮阴工学院苏北发

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史修松表示，

淮安需立足“333”主导产业发

展基础，结合重特大项目攻坚，

全面梳理长三角地区基础设施、

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公共服务、

生态环保等方面重大项目，加速

推进重大项目落地实施。淮阴

师范学院淮安发展研究院教授

何伟建议，要立足淮安资源禀

赋，发挥特色优势，持续提升城

市知名度、影响力，尤其要挖掘

放大淮安丰富的生态、文化、农

业资源，加强与长三角中心区在

全域旅游、健康养生、绿色优质

农产品供给等方面的合作……

路径各异，大道同途。淮安

产业的航船，已重新锚定航向，

乘着开放的东风，扬帆远航！

亚马孙雨林中有一种独特的“板根现象”：一些高大树木下长出的板根，虽不起眼，却支撑
起树冠、枝叶、果实，构建出多样的生态系统。

长三角，中国经济领域的“亚马孙”，面积仅为全国的3.7%，GDP却约占全国的四分之
一。在这片产业集聚、企业林立的经济沃土上，不同区域上演竞合大戏，共同组成中国最有活
力的“包邮区”。身处长三角北部，淮安立足“333”主导产业，发挥自身特色优势，深度嵌入长
三角产业创新链、人才链、价值链，着力构建与中心区高端产业融合配套的现代产业体系。

淮水汤汤，奔流入海，淮安产业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崭新时代，正加速到来！
■本报采访组

主导产业“借势”长三角

上海、昆山、南京……淮安产业对接长

三角，正风起潮涌，但如何乘风破浪，考验智

慧！

“散！”这是一些在淮企业家对淮安产业

痛点的共识。淮安市锦绣陶瓷城总经理陈

金灿，老家浙江台州，1988年来淮创业，至

今已30多年。说到一手创建的市场，他坦

言目前已形同“鸡肋”，“市场老化，早就传要

拆迁，一直没见行动。”陈金灿说，市场风光

不再，既有电商冲击的原因，也有无法形成

规模的因素，“苏北市场、汇通市场、义乌国

际小商品城……淮安各类市场很多，但东南

西北都有，各自为战，没规模，更没特色。”

和淮安商品市场形成对比的是南通叠

石桥国际家纺城，2021年南通纺织业总规

模2300亿元，其中1000多亿元来自这里。

南通市淮安商会执行会长魏成明2008年到

家纺城创业，目前企业年营收超2亿元。在

他看来，创业成功的秘诀是背靠“大树”，“现

在家纺城有2万多家商铺、600多个品牌，同

类市场中，营收规模全国第一、世界第三。

体量大了，全国各地客户都会慕名而来，客

源不愁，物流、设计、金融等各项要素也会聚

集，生意省心。”魏成明介绍，为配套家纺城，

南通市通州区建了一个大物流园，园区一间

房屋租金不到1万元，货物从南通发往全

国，哪怕去新疆等边远地区，也不超过一周。

集聚协同同样是产业发展的“推进

器”。淮安台州商会秘书长、博士眼镜董事

长金崇进认为，融入长三角，关键要对接产

业链，发挥比较优势。他举例说，浙江杜桥

镇是有名的眼镜之乡，全镇多数企业在围绕

眼镜做文章，有的产镜架、有的造镜托、有的

做镜盒……小小的眼镜，被细分后形成长长

的产业链，各家企业各司其职，只做自己最

擅长的部分，然后和其他企业做配套，最终

形成规模优势。“打个比方，如果全镇只有一

家眼镜生产企业，遇到难题，企业要花大价

钱从外地找技术员。现在全镇有上百家企

业，你家缺啥，直接去临近工厂租借就行。”

金崇进说。

记者发现，以行政区为单位划分产业版

图，在苏南等地极为常见。以苏州为例，昆

山是台资高地，主打电子产品；太仓是德企

之乡，主推机械制造；工业园区是中新合作，

擅长生物制药……这种划分，有自发形成，

更有政府引导。围绕特色产业集聚重点企

业，形成区域优势，此战术类似狼群，个体虽

小，但组团狩猎，不逊狮虎。

淮安金融中心毗邻钵池山公园，透

过落地窗极目远眺，园内波光粼粼，风

景如画。“这是陆家嘴淮安‘分嘴’！”位

于金融中心的办公室内，上海中锝润浥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蔡国彬踌

躇满志。自前年6月由沪入淮以来，他

主持的楼盘重启项目已销售30%，预计

项目结束后纳税超亿元。“当时设立苏

北分中心，不是只有淮安一个选择，我

主要考虑这里有机场，去福建老家可直

飞。”

产业发展，交通先行。作为曾经的

漕运中心，淮安曾坐享交通红利，百业

兴盛，但也曾错失铁路时代，产业凋

敝。如今，随着机场、高铁、航运等一批

重大工程建成运营，淮安进入越来越多

像蔡国彬这样的企业家的视线。

昆山，全国县域经济的“领头羊”，

台商投资集中区。近年来，淮安把台资

集聚示范区建设作为融入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的重要支点，深化淮昆协作，以

新一代信息技术、精密机械、绿色食品

等产业为重点，引导昆山台企向淮安扩

张转移，打造淮昆城际产业链。自淮昆

协作启动以来，总投资1.4亿美元的中

海控股新能源电机、总投资8000万美

元的安拓食品产业园、总投资超10亿元

人民币的昆淮智创园等30多个台资项

目密集落户或已达成合作意向，敲响了

淮安台资集聚示范区“二次创业”的催

征鼓点。昆山与淮安，由此形成一南一

北呼应之势，协同打造长三角台商投资

最佳目的地。

宁淮合作，同样是淮安产业发展的

重要推手。2021年2月，《南京都市圈

发展规划》获国家发改委复函同意，成

为全国首个国家层面批复的都市圈规

划。宁淮合作20多年来，共建宁淮智能

制造产业园、宁淮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等

5家产业园。以宁淮智能制造产业园为

例，2021年12月管理委员会正式揭牌，

今年5月20日第一次集中签约项目10

个，总投资额达53亿元，预计至2025年

共可实现产值104亿元、年利税11亿

元。根据规划，“十四五”期间，园区将

构建“总部+基地”“研发+生产”产业共

建体系，重点发展智能装备与机器人制

造、半导体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终端制

造，着力推动产业链现代化。

潮 涌
产业腾飞的风口

破 浪
集聚协同的挑战

远 航
奋楫赶超的路径

■杨洪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