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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产业创新集群是在国内外宏观背景下，基于苏州现实做出的重大战略选

择。在全面推进的过程中，尤其需要全市上下突破旧有观念，与时俱进，深刻理

解产业创新集群的本质内涵，树立全新的发展理念，在全市域范围内形成大力发

展产业创新集群的良好氛围和观念认同，这样才能产生一种行动合力，助推苏州

走向创新发展新道路。结合专题调研，我们认为，苏州建设产业创新集群应注重

以下“七个转向”。 

第一，由刚性化的“福特制”转向柔性化的“后福特制”，推动产业创新集

群朝着定制化方向发展。苏州上世纪 90 年代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从根本上是依

靠福特制的大规模、标准化、同质化流水线思维，结合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和廉

价环境容量所取得的，这与当时大众化的市场需求相吻合，属于典型的“订单经

济”。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市场需求越来越呈现出个性化、差异化和小众化。信息技术推动电脑

辅助设计和制造（CAD/CAM）、柔性生产系统（FMS）、自动化技术（ATM）等迅速

发展，也为产业组织柔性化和产业发展定制化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因此，支撑

苏州发展的传统大规模、标准化、同质化的福特制模式，面临着向信息时代后福

特制转型的迫切要求，“订单经济”需转向“定制经济”。产业创新集群发展在某

种程度上来讲，就是推动苏州由刚性化的“福特制”，转向柔性化和弹性化的“后

福特制”产业组织的新模式。 

第二，由单纯制造转向制造、研发与市场的互动融合，以制造型的研发与创

新推动产业创新集群发展。传统苏州“旧制造”可以形象地比喻为“微笑曲线”，

被锁定在微笑曲线的底部，主要发展附加值较低的组装型工业，前端研发和后端

销售附加值较高的环节被发达国家所控制。与微笑曲线相对应的是能耗曲线，它

是倒“U”字型。附加值较低的组装环节消耗能源却是最多的，对环境的破坏是

较大的（如图 1 所示）。因此，苏州迫切需要转向制造、研发、市场互动融合的

新发展阶段。 



 

图 1 能耗曲线和微笑曲线 

制造与研发、市场的交集分别用灰色表示，形成一种“灰度创新”。制造与

研发的交集就是一种产业化创新或者说工程化能力。制造与市场交集就是商业模

式创新（如图 2 所示）。这两个灰度创新是苏州未来产业发展两个重要的潜在增

长点。“制造型研发与制造型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是苏州发展重要方向。苏州

规上工业总产值已超 4万亿元，体量非常大，但制造业的强大必须依靠生产性服

务业的强大，特别是要大力发展制造型研发与创新，以此推动产业创新集群发展。 

 

图 2 灰度创新示意图 

第三，由注重技术创新转向市场创新，充分发挥企业家群体在产业创新集群

建设中的引领作用。真正的创新一定是要实现市场价值的，而不仅仅是狭隘的技

术创新。深圳创新发展有“四个 90%”，即 90%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的研

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来自

于企业，这“四个 90%”，说明它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组织创新的。深圳是中国

第一个把创新从纯科研活动转变为市场经济活动的城市，在这一方面苏州要学习

深圳，特别要突出企业家在创新集群建设中的决定性作用，多走市场化创新道路。

苏州缺少像任正非等这些伟大的颠覆性和建设性企业家。在不确定性环境中，企

业家的作用非常重要。苏州产业创新集群建设必须要从“以物为本”进入到“以

人为本”，产业创新集群背后是由一流的人才，特别是一流的企业家支撑的，一

流人才和企业家背后是一流的环境。产业创新集群发展必须遵循自下而上的市场



规律。政府放管服改革没有完成式，只有进行式。“放”就是要放出经济活力、

“改”就是要改出市场公平，“服”就是服务出市场效率。 

第四，由实体空间转向实体与虚拟空间的耦合，实现数字平台集群化并与产

业创新集群深度融合。传统制造业发展主要是依托物理空间，但产业创新集群发

展一定是基于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的叠加与耦合。2021年，深圳、南京、杭州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完成收入在全国名列前茅，其中深圳为 9013 亿元、同比增

长 13.9%，杭州为 6933 亿元、同比增长 22.4%，南京为 6702 亿元、同比增长

13.6%，而苏州软件产业规模仅为 1727亿元。这说明工业互联网发展还任重道远。

未来制造业一定是高度开放云制造的概念，没有强大的数字平台和工业互联网的

支撑，制造业很难实现创新发展。近日，江苏省工信厅公示省级“5G+工业互联

网”融合应用先导区培育对象，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吴江经开区、相城

经开区等四家入选，入选数全省第一。5G融合应用是促进经济社会数字化、网格

化、智能化转型的重要引擎。“5G+工业互联网”是通过 5G等技术对人、机、物、

系统等的全面连接，与工业经济深度融合，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全

新制造和服务体系。苏州作为国家首批 5G 试点城市，要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学习借鉴深圳、杭州等地“5G+工业互联网”的应用经验，为平台经济和

工业数据的安全流动提供硬件支撑。当前苏州平台经济聚集状况不明显，未形成

明显的平台经济生态群落，行业沟通方式多以“点对点”“点对群”方式协同互

通，远未达到“群对群”（数字平台集群和制造业产业集群）融合发展模式，平

台经济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难以体现。建议切实推进数字平台集群化建设，加

快平台经济集群与产业创新集群融合发展；强化元宇宙前瞻性研究，重点发展工

业元宇宙，为产业创新集群建设提供扎实技术基础。 

第五，由“板块思维”转向“节点思维”，并以战略节点集聚产业创新集群

发展所需的国内外高端要素。所谓板块思维，就是以开发区的大面积土地投入实

现产业集聚发展的思维。不可否认，苏州各类开发区特别是国家级开发区在苏州

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但总体来讲，“板块思维”依靠的是廉价

要素的成本优势。苏州制造业要由大到强，发展产业创新集群必须要有“节点思

维”。所谓“节点”，就是各种高端要素高浓度高密度的集聚点，是信息流、技术

流、资金流、人才流和知识流的交汇点，是物理空间各种流的节点（综合性的交

通枢纽）与网络空间信息节点的耦合与叠加。“节点思维”对应的是“创新优势”。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是打造长三角强劲活跃增长极的战略承载地和服务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关键链接点。对苏州而言，建设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北向拓展带战略节点

非常重要。苏州沿江高铁通车后，如何做强做大高铁枢纽，对于沿江城市战略转

型具有重要意义。“吴淞江科创带+环太湖科创圈”第三条通道也要打造科创带上

的战略节点。总之，要跳出“板块思维”，树立“节点思维”，以战略节点带动

全域发展。苏州要成为世界城市网络中的重要节点，集聚高端要素，推动产业创

新集群发展。 



第六，由线性链式思维转向非线性网络思维，提升产业集群 “集体效率”。

进入新的时代，创新由线性创新走向各种主体之间交流互动的非线性思维，价值

链线性思维转向价值网生态思维。产业创新集群发展就是塑造一种全新的产业组

织，这种组织一方面要立足信息时代，是信息技术对产业组织巨大的重塑性，同

时也是适应未来不确定性环境的必然选择。传统线性纵向产业链的组织是符合工

业化时代确定性的环境。产业创新集群发展的根本，在于创造各种主体创新交流

的环境，激活每一个微观个体的创造性，并激活苏州传统历史文化资源，叠加苏

州一流的营商环境等软性资源，以形成推动产业创新集群发展的综合性创新环境。

产业创新集群建设目的在于形成各种主体创新合作的“集体效率”，这种“集体

效率”构成了产业创新集群的灵魂。如果说旧制造激活了苏州的土地、劳动力等

要素，那么产业创新集群的组织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则激活了构成产业

创新集群每个微观个体的创造力，这是苏州发展需要的逻辑更新。 

第七，由单一创新要素集聚转向建立跨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推动产业创新集

群开放发展。苏州开发区发展最大的问题就是各种创新的零部件都有，但欠缺聚

合成为一个有机的富有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能力。没有好的创新生态系统，很难

促进产业创新集群发展。反过来一旦形成好的产业创新集群区域品牌，就会形成

一种内生创新动力和内在的巨大磁力，就会集聚长三角和世界更多高端要素，从

而促进产业创新集群进一步发展。创新生态系统具有层次性，苏州市域范围内，

围绕产业创新集群可以形成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但创新生态系统不是封闭的而是

开放的，要面向上海、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充分发挥自身制造业优势，大力发

展以制造型创新和制造型研发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用好上海高端要素，建立跨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形成内外良性互动开放、不断向高端演化的产业创新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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