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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生产性服务业 

发展成效及提升策略 

苏长荣  陈清华 

生产性服务业是为保持工业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促进技术进

步、产业升级和生产效率提高，提供保障服务的服务性行业。生

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直接相关，是二、三产业加速融合的关键环

节。苏州市多年来一直全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解决了一系

列阻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难题，成果丰硕，亮点纷呈、“两业”

融合特征明显，为全市乃至全省的经济稳步增长提供了充足动能。

经过初步调研，我们认为，苏州市还可以从深化融合发展、做强

平台支撑和优化创新生态等方面对生产性服务业进行进一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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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从政策制度、工作机制、生产要素和监测考核等角度为生产

性服务业发展提供更多保障。 

一、发展成效 

一是政策性支持日益完善。完善的政策支持是苏州市生产性

服务业快速发展的坚实基础。苏州市一直秉持“做大现代服务业，

优化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争创省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

合试点”的理念，先后出台了《苏州市促进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实

施办法》《苏州市促进金融机构集聚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苏

州市扶持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关于加快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政策，鼓励发展重点

生产性服务业。出台了《苏州市工业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鼓

励发展服务型制造新业态，推动服务型制造模式创新。出台了《苏

州市优化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三年行动方案》。这一系列政策为市

内生产性服务业健康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能和稳固的保障。 

二是服务业资源加速集聚。集聚发展是生产性服务业创新发

展的一种新型业态，有助于资源共享、服务共享、创造规模效益。

近年来，苏州市聚焦生产性服务业 9 大重点行业领域，根据自身

产业基础和优势，以服务业集聚区建设为抓手，打造狮山商务商

贸集聚区、金融保险服务集聚区、知识产权服务集聚区、文化创

意产业服务集聚区、现代物流及国际贸易服务集聚区、人力资源

服务集聚区等集聚区，大力培育和引领生产性服务业领军企业，

吸引了一大批科研机构、服务机构、金融企业入驻。集聚发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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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形成，促进了制造企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激发了服务型制

造整体发展水平的跃升。 

三是服务型制造亮点纷呈。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与服务相融合

的新产业形态。苏州市着力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旨在为生产性

服务业发展提供新活力。在转变发展方式、聚焦质量提升的关键

时期，苏州市聚焦装备制造、智能制造和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

谋划推动苏州制造业从“高速度”到“高基数”，再到“高质量”

的转型。苏州市鼓励企业以总集成、总承包、个性化定制、全生

命周期管理、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等新模式发展服务型制造。在智

能制造领域，国家工信部电子五所华东分所获批国家服务型制造

示范平台，“富强科技”获批国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获批数

居全省前列。 

四是制造业融合特色鲜明。近年来，苏州市积极推动先进制

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两业融合”发展的新技术、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培育形成了一批集“智能制

造+增值服务”功能为一体的“两业”深度融合发展企业，打造了

如医疗器械产业集群为代表的“两业融合”优势产业链条、新型

产业集群、融合示范载体。医疗器械产业是苏州市打造生物医药

世界级产业地标“二核之一”，获批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深度融合发展产业集群试点；莱克电气、富强科技、阿特斯和路

之遥等企业获批省“两业”深度融合领军骨干企业试点，获评数

量居全省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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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策略 

1．深化融合发展，提升地区核心竞争力。建议苏州市在当前

发展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

开发生产性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提高在长三角地区核心竞争

力。苏州市地处南京市和上海市两个地区经济中心的辐射圈内，

周边地区制造业发达，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迅猛，始终面临着较大

的竞争压力。在理念层面，苏州市应进一步落实国家、省关于推

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政策意见，明确生产

性服务业的九大重点行业，将推动“两业”融合作为在竞争中脱

颖而出的重要武器。在实践层面，苏州市应加大资金投入，尤其

注重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深度融合，依托国家

工信部电子五所华东分所、赛飞工业互联网研究院、苏州工业大

数据创新中心、阿里云和徐工汉云等一批重点企业，加快推进行

业级应用平台、企业自建平台和专业领域服务平台建设，构建多

层次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体系。在推动企业融合发展的进程中，

坚持引进和培育相结合，大力支持外地制造业融入苏州，积极打

造自主品牌，在巩固现有优势的基础上实现自我超越。 

2．调整两业关系，带动制造业共同发展。建议苏州市采取调

研先行、政策引导的方式，因地制宜，发挥制造业“拉力”和生

产性服务业“推力”。一方面，进一步强调制造业在生产性服务

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延长制造业产业链条，打破传统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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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培育更多具有优势的产业集群。尤其是技术、资本密集型

产业集群，加大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刺激生产性

服务业加速发展。另一方面，将生产性服务业反哺制造业的功能

激发出来，既要巩固发展信息和科技服务等已渗入到制造业产业

链内部的生产性服务业，又要提升金融和现代物流等其他类型生

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嵌入”度。此外，还应进一步提升外资

制造业与本地生产性服务业的关联度，促进二者协作配合，丰富

苏州“两业”资源，实现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共同发展、互助

促进。 

3．做强平台支撑，针对性发展优势领域。建议苏州市结合产

业发展空间需求，谋划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集聚的空间布局、重

点平台建设。由政府布局、主导建设的发展平台，为企业提供发

展信心、提振发展动力、提升发展针对性，促进产业集聚、推动

创新发展。一方面，继续构建“一廊、一带、三中心”现代服务

业新布局，发挥好太湖大道经济走廊和京杭运河经济带的区位优

势，重点打造“三中心”特色产业及项目。另一方面，将现有的

优势平台做大做强，充分运用。如在狮山商务创新区进一步推进

金融、科技研发服务、工业设计和检验检测等功能集聚，着力打

造“两业”融合集聚区；在苏州科技城依托大院、大所，建设软

件与信息服务、科技服务等产业集聚区，把“苏州东菱振动”牵

头建设的环境与可靠性试验服务产业园建设成为国内最全面、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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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最高端的环境与可靠性试验服务平台；借力智能制造融合

发展中心，集聚更多智能制造领域服务型制造企业，推进中小型

制造业加快服务化转型等。 

4．优化发展生态，破除内外部制约因素。建议苏州市进一步

优化创新发展生态，应对当前面临的内外部因素制约，实现“破

茧”腾飞。在内部，聚焦重点产业全产业链部署，强化信息技术

服务、研发设计、知识产权服务和金融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对制

造业的全产业链支撑作用，提高生产全过程、全领域的产出价值

和运行效率，进一步加快引进大院、大所，运用多种合作模式，

借助多方智力资源，推动一批高精尖科研成果转化，让促进本地

就业、确保地区优势的目标与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并行不悖。在

外部，面对来自国内外各方面的竞争，苏州市要紧紧抓住长三角

一体化机遇，主动服务于长三角区域制造业发展。主动对接资本

市场，加快企业上市步伐。支持企业综合运用专利、地理标志和

商标等知识产权手段打造自有品牌，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并主导国

家、行业和地方标准制定，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 

三、保障措施 

1．给予组织保障。建议苏州市成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领导小组，

充分运用现有政策，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2+1”产业进一步

发展。加快行政体制改革，把政府职能集中在制度建设、环境治理以

及完善市场机制上，为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供良好的体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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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新工作机制。建议苏州市建立分工负责制，由市发改委

负责日常协调工作及金融服务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现代供应链

管理等推进工作；由市市场监管局负责知识产权服务和检验检测

认证等推进工作；由市人社局负责人力资源服务等推进工作；由

市科技局负责研发设计等推进工作；由市生态环境保护局负责节

能环保服务等推进工作；由市商务局负责商务服务等推进工作。

建议建立领导挂钩联系重点项目制度，共同推动资源要素、扶持

政策向各级集聚区、生产性服务业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集中，以

调动地方和企业积极性。 

3．提供四大要素。建议苏州市以土地、金融、财政和人才

四大要素保障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优先支持解决生产性

服务业重点项目用地，鼓励生产性服务业项目用地采取租赁方

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积极探索实行弹性出让方式供地；创新金

融支持方式，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建立健全政府引导、

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投入体系；整合生产性服务业发

展各项扶持和专项资金，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重点支持

“2+1”重点产业，每年对本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领军企业依据

本意见相关条款给予财政补助；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提高生产

性服务业尖端人才待遇等。 

4．健全监测考核。建议苏州市健全统计制度，建立监测体

系，设置生产性服务业业态统计监测和信息共享机制，建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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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性服务业大数据模型分析系统，实现服务数据管理制度化。

建立科学、规范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目标考核和绩效考核体系，

对列入三年行动方案的重点项目、目标任务、工作进度进行专

项督查、问责考核。 

 

（作者苏长荣系相城区委党校副校长、博士；陈清华系江苏

省社科院研究员、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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