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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一比关键词

新一轮区域竞争越来越激烈，强省与
强省会互为支撑，已是大势所趋。目前，已
有 10多个省份正在全力打造强省会。刚
刚结束的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我省也鲜明
地提出将实施“强省会战略”。

全力提高省会城市首位度，省会城市
的虹吸现象短时间内在所难免。这在拥有
万亿 GDP、千万人口的“双万”城市上得
到了更充分体现。目前，国内“双万”城市
中，上海属于直辖市，深圳是特区城市，广
州为省会城市。

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乎其中，仅得
其下。今天，我们抬高坐标体系，和拥有上
海、深圳、广州等“双万”城市邻居的江苏
苏州、广东佛山、广东东莞、江苏昆山等城
市“比一比”“看一看”“学一学”。

这几座城市，大都与株洲一样，以制
造业起家，且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量大
体相当，站在同一起跑线。但 40多年后的
现在，他们已远远将我们甩在身后。

他们的成功之道，很重要的一条，就
是主动向临近的“双万”城市靠拢。借鉴他
们的成功经验，我们能否借来东风，直挂
云帆济苍海？

看一看关键词

改革开放后，拥有经济发达城市邻居
的苏州、昆山、佛山、东莞等城市发展迅
猛，他们是如何借势借力，放大近邻一线
城市优势的？

学一学关键词

近年来，我市在经济总量上位居全省
第五，但部分重要经济指标出现了下滑。
“左邻右舍”强势崛起，同类型城市越跑越
远。工业重镇株洲，怎么办？

【昆山到欧美去招商，总说自己在上海边上；上
海嘉定、青浦到台湾去招商，却要介绍自己在昆山
边上。】

借势上海、广州、深圳，实现错位发展，是苏州、
佛山、东莞、昆山等城市在长三角、珠三角乃至中国
经济版图上强势崛起的重要秘诀。

由于距离上海足够近，苏州有机会承接上海的
产业溢出。但渴望同步发展的苏州人，不愿意等到
上海发展起来后再接受辐射，他们嫌太慢了。

1984年底，国务院批准在沿海设立 14个经济技
术开发区时，当时排名苏州最末位的昆山市并不在
列。但他们干了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自费建起了
工业开发区，并跑到上海去招商。在浦东、虹桥机场，
昆山的招商干部看到商务人士就递名片，拉着人就
往昆山走。浦东开发后，昆山人甚至坐到了官方接待
酒店大堂“挖墙脚”，让浦东同行既无奈又佩服。

苏州三大法宝之一的“园区经验”，更是苏州人
敢想敢干的实践结晶。1992年，他们成功引进了新
加坡工业园区，打破国内开发区“边建设边规划”的
惯例，一次性拿出 70 平方公里的新城进行统筹布
局。同时，还借鉴新加坡经验，在全球设置招商办事
处，逐个“敲门”招商。2020 年，苏州工业园区 GDP
总量已达到 2907.1亿元，占整个苏州 GDP的 14%。在
商务部公布的国家级经开区综合考评中，连续五年
位列第一，在国家级高新区综合排名中位列第四。

上海招商引资，盯住世界 500 强，盯住欧美企
业；苏州人则把目光投在台商身上。1990年，江苏第
一家台商独资企业顺昌纺织落户昆山开发区，引发
了台企投资昆山的“葡萄串效应”，沪士电子、捷安
特自行车、统一食品等以台资电子企业为主的行业
大鳄纷至沓来，昆山开发区迅速崛起为全国台资企
业高地和全球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

有人讲述过一个很有趣的细节，昆山到欧美去
招商，总说自己在上海边上，因为昆山到上海虹桥
机场仅 35分钟路程。但上海嘉定、青浦到台湾去招
商，却要介绍自己在昆山边上。为什么？因为昆山是
大陆最受台商青睐的城市。目前，有 10万台胞生活
在昆山，撑起了当地三分之一的 GDP，遍地开花的
奶茶、章鱼小丸子更令这里有了“小台北”之称。

昆山人主要盯着台资，东莞人却主要盯着港资。
改革开放初期，临近香港的东莞利用地缘人缘优势，
大力招徕莞籍香港同胞回乡投资。招商干部背上装满
材料的麻袋，或坐船或开拖拉机赶到罗湖口岸，看到
像港商模样的就立即冲上去推荐。这种全力以赴招商
的劲头，同样成就了东莞。目前，东莞的外资经济中有
55%的贡献来自香港，港资企业占了半壁江山。

【通过“星期六工程师”“星期日工程师”，佛
山、苏州探索出了产学研合作机制的雏形，更进行
了借智广州、上海人才和技术的最初尝试。】

在佛山、苏州的发展史上，有一个特殊的群体
值得铭记。

在佛山，他们被叫做“星期六工程师”。在苏
州，他们被叫做“星期日工程师”。改革开放之初，
思路开放的佛山人、苏州人利用毗邻广州、上海的
优势，以灵活的方式引进技术人才，成为乡镇企业
柔性引才的创新之举。

一时间，大批的“星期六工程师”“星期日工程
师”穿梭在广州和佛山、上海和苏州之间，形成了
一道独特的风景。

佛山企业美的集团内部编印的《何享健与美
的》一书中记载，1980年，美的开始做风扇，但因为
企业规模小，技术人才短缺，风扇问题不断。美的
盛情从广州邀请了技术人员，利用晚上或者星期
日的时间前来“把脉开方”。

苏州市吴江区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徐枫回
忆，刚兴起的乡镇企业一没有技术，二没有人才，
就想方设法到上海请人指导。“当时是单休，每周
只有星期日一天休息，这些乡村的小厂子就会在
周六晚上把上海的技术人才接过来，周日下午再
送回去。”

通过“星期六工程师”“星期日工程师”，佛山、
苏州探索出了产学研合作机制的雏形，更进行了
借智广州、上海人才和技术的最初尝试。据《佛山
日报》报道，广东省科委做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广
州的一些科研单位，约有 8%-10%的科技人员在从
事“星期六工程师”活动。《中国组织人事报》也曾
报道，20世纪 80年代，苏州仅从上海引进的“星期
日工程师”就成千上万。

作为内源式增长典范的佛山，更是在“星期
六工程师”的智力和技术支持下，从制造业的低
端一步步往上走，逐步形成了机械制造、陶瓷建
材、家用电器等优势产业集群。目前，佛山民营
企业占全市企业数量达九成，民营经济对全市
的贡献超过八成，包括美的、碧桂园等世界 500
强在内的一大批民营企业支撑起了佛山的四梁
八柱。

2019年，佛山市委宣传部、市委改革办与南方
日报社成立联合调研组，总结了佛山改革开放 40
年的十大核心经验。其中第一条就是“草根的蓬勃
生长”，他们认为佛山改革开放就是一部民营经济
的成长史，而在这背后，“星期六工程师”写下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

苏州、昆山紧挨着上海，佛山紧挨着广
州，东莞更是夹在广州、深圳之间。位处这
个坐标体系，苏州、佛山等城市，不仅消解
了所谓的“虹吸效应”，还借势化为各地经
济发展的加速器。株洲近邻长沙，怎样做好
借势这篇大文章？

【“强省会战略”，意味着长沙将迎来新一轮大发展。
一个实力更为强劲的省会，也必是一个能量更强的“火
车头”。】

特大城市外溢能量与辐射半径相关，距离高能量级
城市越近，接受辐射越强。

地理位置上，苏州是离上海最近的城市，因此接受上
海的辐射最强。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苏州就主动拥抱
上海，主动到上海的各种展会推销自己。所以，很多外商在
长三角地区投资，第一站都是上海，第二站基本在苏州。

昆山同样受益于近邻优势。苏州市台办一位负责人
曾欣喜地表示：“昆山的发展首先要感谢上海。上海浦东
迎来开发开放热潮，一下子涌入大量资金，但很多台资
项目因为规模较小，只有几百万的规模，上海看不上。昆
山离上海仅 55公里路程，台资拐一拐就到了昆山。”

被深圳、广州夹在中间的东莞，同时还有临近的香
港、澳门资源的加持，优越的地缘优势为其产业发展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改革开放初期，大量外商就通过香港、
深圳绕道进入东莞。近年来，东莞更是享受到了深圳的
强烈外溢，众多深圳企业纷纷转投东莞。

佛山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郭勇在《佛山改
革开放的几点经验与启示》一文中指出，如果说佛山有
什么先天优势，那么位居珠三角腹地与广州共建“广
佛”，就是佛山最大的先天优势。

株洲也有着同样的近邻优势。虽然目前长沙的体量
和上海、深圳、广州尚有差距，但也已进入特大城市、新
一线城市行列，经济体量突破 1.2万亿元，人口总量突破
千万，拥有 5个国家级园区、七大千亿产业，聚集了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自贸试验区、湖南湘江新区等众多国
家级战略平台。

湖南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上，我省提出“强省会战略”，
这也意味着省会长沙将迎来新一轮大发展。一个实力更
为强劲的省会城市，也必是一个能量更强的“火车头”。

“火车头”的疾行，会形成漩涡般的磁场，吸引全省乃
至全国的资源要素聚集，这对其他城市来说既是挑战，也
是机遇。有着地理位置优势的株洲，更应不等不靠、乘势
而上，直面挑战、抢抓机遇，主动开拓新的发展格局。

【主动迎战，是每个株洲人应有的担当。株洲应直面
“虹吸效应”，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
风，将区位、产业优势转化为发展、竞争优势。】

解码苏州、佛山、东莞、昆山等一批城市的发展经
验，我们很明显地发现：拥有一个强大的邻居，可以获得
大量的发展机会。

例如，华为将终端生产基地从深圳迁到东莞松山
湖，广州将部分产业转移到邻近的清远，北京将非首都
功能相关的产业疏解到天津、雄安以及河北其他地区。
三一株洲基地也从长沙来到株洲，种下两个千亿级产业
生态链。

但同时，随着我国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协同效应、融
合效应和规模效应地不断发酵，“虹吸效应”也是客观事
实。例如，地处广深之间的东莞，就面临着“挤压”和“虹
吸”的双重尴尬。紧挨着广州的佛山，紧挨着上海的苏
州、昆山同样存在这种压力。

面对日益激烈的城市竞争，是选择抱怨、躺平，还是
主动出击、寻求共赢？

东莞的做法是加强与广州、深圳的合作，深入推进
广深科技创新走廊东莞段建设，努力率先实现从要素驱
动向创新驱动全面转变。

苏州则深化与上海间的产业合作，与上海错位发
展，由上海负责研发设计环节，苏州负责生产制造环节，
二者形成了良好的竞合关系。

佛山的思路也很清晰——借助广州的国际贸易优
势、省会城市优势、科教资源集中优势，实现产业转型升
级、创新发展。

主动迎战，是每个株洲人应有的担当。在长株潭都
市圈、“强省会”战略等大背景下，作为老工业城市，株洲
应直面“虹吸效应”，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

“干”的作风，将区位、产业优势转化为发展、竞争优势。
唱好互利共赢“双城计”，株洲高质量发展的足音将

更加铿锵有力！

学苏州、学佛山、学东莞、学昆山

省会之邻，如何好风凭借力？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廖喜张

【株洲是名扬全国的工业重镇，常年综合实力排名
在全省前列，还曾被评为“中部地区非省会城市综合实
力第一”。】

今年 4 月，21 数据新闻实验室发布“2020 年城市
GDP百强榜”，株洲位居榜单第 85位。看到这份榜单，不
少人觉得欣慰，因为排名相比 2019年前进了 2个位次，
相比 2018年提升了 5个位次。

但细看名单，却让人五味杂陈。除株洲外，我省还有
长沙、岳阳、常德、衡阳上榜，分别位居第 15、59、62、69
位。株洲虽然排名逐年提升，排在全省第 5 位。但和 30
年前相比，株洲 GDP总量“五阿哥”的地位依然没有任何
改变，在全国的排名也大体相当。

现代城市之间的竞争，不进是退，慢进也是退。
作为传统老工业城市，株洲是名扬全国的工业重镇，

常年综合实力排名在全省前列，还曾被评为“中部地区非
省会城市综合实力第一”。“一五”“二五”期间，作为建国
初期重点扶持建设的工业城市之一，331厂、601厂等4项
重点工程和冶炼厂等9个限额以上项目相继布点株洲。

那时，株洲工厂林立、机器轰鸣，极其辉煌!
依托于雄厚的工业基础，株洲人凭借着奋勇争先、

一往无前的“火车头精神”，先后创造了第一辆电力机
车、第一台航空发动机等中国工业史上 300 多个第一，
培育了轨道交通产业、服饰产业两个千亿产业集群，涌
现了中车株机、时代电气等 5家百亿企业，旗滨集团、天
桥起重等 12 家上市公司。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和中小航
空发动机产业更是被列入湖南省重点打造的三大世界
级产业集群。

株洲制造，不但走出全省、走向全国，还跨洋出海，
为中国制造增添了无数荣光。

【上世纪 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州、株洲还处于
同一水平线上。但 40多年过去，苏州的GDP已突破 2
万亿元，而株洲才跨过3000亿元门槛。】

透过这些过往的成绩和辉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
到当前的差距和不足。

事实上，市委、市政府对此早有清晰认识。
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指出，在前进的道路上，

我们还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水平与株洲
在全省的地位还不完全相称，综合实力、创新要素集聚力
和城市品牌影响力还不够强。发展质量还需进一步提升，
投资效益、招商引资落地效率、营商环境、产业生态还有
较大优化空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县
域经济实力、民营经济影响力、园区承载力等还不强。

这是对昨天的深刻剖析，也是对今天的精准把脉。
以前，我们很喜欢拿苏州来做对比。两个相隔千山万

水的城市，同为国家“一五”“二五”期间重点扶植建设的城
市，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还处于同一水平线上。
但40多年过去，苏州的GDP已突破2万亿元，而株洲才跨
过3000亿元门槛，两市经济总量的差距已扩大至6倍。

再来看看佛山和东莞。1978年，改革开放序幕拉开，
当时株洲的 GDP总量为 13.49亿元，佛山为 12.96亿元，东
莞仅 6.11亿元。但是，去年佛山已突破万亿元大关，东莞
距离万亿元也仅一步之遥。

GDP等经济指标不能代表一切，但仍很大程度上反
映着一个地区的社会活力、公共服务完善程度，深深地
影响着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左邻右舍”强势崛起，同类型城市越跑越远，这样
的对比，触动了每一个株洲人的神经！

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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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

借势！

北上！

共赢！

借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