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论以集体经济为主起始的苏南模式 还是以令诲私人经济为主起始的 

温娥模式 面对激烈的南场竞争和体翻戗新的挑战 农秘I监化．城多一薄 

化 现代化 国际他将或为二者共两的发展走向 

殊途同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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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南模式和温州模式 

苏南模式的再创新 

掉南经济发展及其苏南模式的形 

成．最初的特征表现为=农民依靠自己 

力量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所有 

制结构以集件经济为主 乡镇企业的 

发展所在地政府起主导作用，lr孚在明 

显的政企不分特征．随着改革开放 

八． 、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使苏南模 

式也在不断创新。 

发展外向型经济 90q：：代初．党 

巾央决定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战略决策． 

给苏南经济发展带来难得机遇。乡镇 

企 I 异军突起实现二次创业．抓住机 

遇 ，强占市场．外贸．外资、外经二外 

齐上 ，利用外资使经济有了大幅度增 

长。以县级市昆Ih为代表．改革开放以 

束．利用外资突破百亿美元，其中台资 

50亿美元，对外贸易保持了良好趋势， 

对外经济合作，呈现强劲势头。占全省 

人u、十地面积 18％、17％的蒜锡常 

地 ，创造占垒省出u总额、实际利片j 

外资的60％、7O％．提供了38．93％国 

民生产总值和38．2％财政收入。苏南 

乡镇企业外向型发展，不仅发展与提 

高 J，苏南地区的经济总量和质量水平， 

同时．苏南地区先后建立苏州、无锡、 

常州==个 家级高新技术开发 。昆 

l I f建成唯一井被国家确认的国家级自 

费开发区 张家港建成江苏唯 一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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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保税区、rf r目和新日n坡合作斗f发的 

工业同 在苏州建． ．加 上二各县 r) 

省缎和市场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形成 

上下贯通、多堪次、全方协的对外肝放 

态势。 

发展规模经济 随着苏南地区经 

济发展规模化扩大．在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基础 f 出现r农业专业人f 、 

适度规模农业经济，流通领域 现连 

形式规模商业经济．T flj观联 

合和组合企4 集团专业化}办作的工业 

规模经济 仅 93年苏锡常地 统讣， 

组建各种企业集团240多家，总产值达 

660亿元．占该地区乡镇企业产值 

40％．出口总额超过100亿美兀占35％． 

而通过240家乡镇企业集团联台年地 

与外地各娄相关协作企业达 13万多 

家，平均每个企业集团达50多家，形 

成企业集团群体的规模经济优势。 

发展混合经济 随着券南经济发 

展和产权制度改革小断推进，传统的 

苏南模式政 不分．广。权单 ，不适应 

苏南经济多样化发展。通过二次改制． 

乡镇企业改制面达90％以上．基l奉 1 

实现现代=il=·lk制度创新，形成了以公 

司制为代表多种形式的混合经济．这 

是乡镇企业和传统苏南模式一次深刻 

革命和体制创新。 

通过产权制度改革 ．改变“产权单 

‘  产权模糊”局限性和体制障碍．降 

低企、 ～部绀织成本和低效率运行状 

况。 

发展城 一体化经： ．南经济 

发展和苏南模式创新好 ‘个特 ．是 

城乡经济 体化趋势 以乡镇企 

业为龙头．连接 家万f。的戎 一加农 

副产品基地。即(企业+农 一皋地}． 

通过“把头”的乡镇企J 联接 t 

广人市场．把城市 ，农十、f联系起求． 

实现域乡 一体化。 是乡镇介rll，世凡 

域l 参 国企改制 过去传统苏南模 

是农村包 城市． 离十小离乡 ．当 

今．进域办l甚 刚H}境办介 。-一 

是随着地市化推进．小城镇改造．_J] rL, 

城镇的形成．农村分散经济的乡镇Ii}= 

业逐步同城镇T J【，区集 iJ_城市企业 

也同乡镇企业联台，分散的企业开始 

向城镇积聚与整俞。城乡经济 体化 

趋势．既是苏南经济发展必然结果 也 

是苏南经济发展必然选择。 

实体资本扩张的动态苏南模式 

苏南经济发展必然促进 、南模式 

提升与调整．苏南模式调擎 提升义 

必然推进苏南经济结构渊整和r 升 

级．不会也不能凝同在 一种僵化状态。 

昆山．人I l 59．!万，卜地而积865 

半 公里。2000年GDP达200亿．人 

均GDP达33900jg．财政收入20亿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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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_J 20亿美元．实际 l进外资7亿美 

元。改革 歼放以来．共引进外资100亿 

美儿，其中台资5O亿美元【 50％，占 

全陶引进台资1／1O．占全省 1／4。其 

巾最大项 目l7亿黄元，超亿元项 同20 

多个，3000万美元以上项日l20多个． 

引进外资} 模越来越人，引进的质量 

越米越高 ，有着L』大的发展潜力与后 

劲。全 市几年来平均经济增K占l5％ 

以 

江 ，人口114刀，土地面积980 

平方公里 ，2000年GDP达328亿，人 

均GDP达 28596元．财政收入24亿， 

ItjId 5．2亿美元，实际引进外资3．12 

亿美元。我国开放股市 米，卜市企业 

达十家，正在准备上市2家，形成 』，股 

市“江阴极块”。 个县级市靠上市用 

扩配股资本运作吸收民问资本数抬亿 

元，靠 民问资本 发展地区经济尝到 

f诮头 

昆L̈、江阴靠资本扩张来发展县 

域经济 一个是靠境外资率(外资)， 

个是靠国内的民闻资本，共同特点都 

是走资本扩张之路。产业资l奉、商业资 

本、金融资本融台 ·起并同高科技产 

业结合也许是苏南经济发展及其模式 

更高层次创新的新趋势。 

苏南，温州两种模式 

比较优势与趋同化发展 

江苏苏南地区、浙江温州地区都 

同处于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开放较 

甲地区之一，亦是经济增长较快，经济 

发展较活跃地区 人们习惯地称为苏 

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尽管没有对某个 

模式给以明确的界定 ，但两种模式的 

比较与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 

简单用“公与私”标准束评判某种 

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尽科学的．也不符 

合实际情况的，只能j}{马克思主义历 

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辨证法观 来剖析 

两种模式产生形成过程 ．作用和比较 

优势、以挖掘两种模式比较优势达到 

两种模式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才是科 

学、正确的态度。 

苏南模式是在计划终济体制条件 

下产l牛、发展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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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传统 南模式局限性和不适 

应}生逐步暴露．例如乡镇企业“模糊产 

权 “政企不分”深层次矛盾 益突出 

．企业产权模{剞和政企不分状况，必然 

导致企业组织成本夫幅度提升．抵消 

不 』，企业降低『节场交易费用 I提高专 

业化收益的努力．同时，也易导致产生 

腐败和企业低效率治理结构，从而对 

企业经营者鼓励与约束机制难以形成， 

这种局恨性．形成对苏南经济进 步 

发展的体制障碍 

温州模式发源于浙江东南Il』区， 

是以个体私人经济为主发屠模式，有 

着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远离大中 

域 市和市场中心 ．50年代温州处于对 

台前线，6O年代是 “文革”火线，70 

年代是建设的短线，始终得不到国家 

的支持与“厚爱”。温州模式以家庭工 

业和市场形式，片以发展非农化的方 

式和途径，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模式， 

完全符台温州地区实际情况。 

温州模式以个体私营为主，更具 

有符台市场机制和体制的活力和效率． 

但也不可避免的模式局限性和不适应 

性。例如传统温卅l模式， 

分散经营的个体私人经 

济和中小企业，难以摆 

脱小衣经济的影响以致 

通过联台、重组、兼并以 

及股份制改造等形成得 

迅速扩张．往往受到 

产 权局限性 和思 想障 

碍；家庭管理制度对现 

代企业制度的不适应性， 

以血缘、亲缘为基础的 

家庭管理制度随着企业 

规模扩大其弊端愈加明 

显；以仿制为主的传统 

劳动密集型产品．将面 

临更为激烈市场竞争。 

传统温州模式也面临不 

断创新的挑战，从某种 

意义上说．现在温州模 

式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 

经济模式了 

不管是苏南模式或 

是温卅l模式，都是发腱的．坪儿在发暖 

中小断创新，在创新中小断发展． 种 

模式之问互补降很强。在苏南模式和 

温州模式比较优势的研究-t1，还 以 

发现两种模式具有殊途同 l的趋势． 

无论以集体经济为 ：起始的萄、l卓『模j ， 

还是以个体私人经济为土起始的温州 

模式．都有其自身发展的特定条件占乏 

规律，也有自身优势及其硒限 -．都面 

临着加入WTO国 外激划市场竞 争 

和体制创新挑战，古l5肩负着负现现代 

企业制度体制创新的重人任务。公c d 

制成为现代盘=业制度有效形式， 响 

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阿种形式 

公司制，将成为， 改 玎『 投资多厄 

化的混台所有制经济．资奉l 断 张 

形成的母子公司戈系的规饪经济．面 

向国际国内市场外向型经济．1 技城 

乡经济 体化趋势将成为l埘种模式发 

展趋同化重要内涵，统 ‘ 开放、有序 

竞争的市场将成为两种模式共同的游 

戏规则。经济结构4-：断调整与I 业结 

构提升．农村 1．业化、城乡一体化．现 

代化、国际化将成为 同发展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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