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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4年是苏州工业园区开

发建设30周年。11月下旬，新加

坡国务资政李显龙访华期间，专

程来到江苏，出席中新苏州工业

园区成立30周年纪念活动。作为

“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

苏州工业园区已成为中新高质量

合作的“金字招牌”，其成功经

验带动两国经贸合作走深走实。

两国立志在2025年中新建交35周

年之际，把握数字化、绿色化发

展机遇，深化双边合作机制，续

写中新合作新篇章。

从“池塘洼地”到“创新之城”

苏州工业园区是中新首个政

府间经济合作项目。1992年，邓

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到学习借鉴

新加坡经验，与新加坡在海外投

资建设产业基地以加强全球战略

依托的想法不谋而合。1992年，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率团访华

期间，表达了新方与中方共同建

设工业园区的意愿。1994年2月11

日，中国国务院正式批复江苏省

人民政府，支持开发建设苏州工

业园区。同年5月，苏州工业园区

在金鸡湖畔打下第一根桩。

“三十而立”，这片曾经不

到300平方公里的“池塘洼地”

现已发展成为“创新之城”。苏

州工业园区利用新方在资金、技

术、管理经验上的优势，结合中

方的土地、劳动力等优势，共同

打造世界一流的高科技产业园

区。30年来，入驻园区的中外企

业从起初的150家增至18.8万多

家，累计引进外资项目510 0多

个，实际利用外资超400亿美元，

其中104家世界500强企业投资项

目174个。园区交出三个“万亿”

成绩单：累计实现税收收入1.09

万亿元人民币，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1.1万亿元人民币，进出口总

额1.54万亿美元。

从跟随式的逆向创新走向引

领式的正向创新。苏州工业园区

建设初期，新加坡是中国在招商

引资、产业布局和城市规划等领

域的学习榜样。随着中国经济发

展和产业转型，园区产业结构实

现升级，日益进军生物医药、纳

米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

园区打造了“3＋2＋1”特色产业

体系，“3”是生物医药、纳米技

术应用、人工智能三大新兴产业，

“2”是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

备制造两大主导产业，“1”是现

代服务业。园区还推进“一区两

中心”建设，是国家生物药技术

创新中心、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创

新中心、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

展试验区。2024年1至9月，园区

新增科技项目超千个，新增国家

级专精特新企业61家，目前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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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业园区位于金鸡湖畔，

水清岸绿、风景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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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创新企业超万家，其中上市企

业累计66家，科技企业占80%以

上，有效高新技术企业近2800家。

在迈向新型工业化的道路

上，苏州工业园区以创新、智

能、绿色、安全为方向，加快构

建由六个重点产业集群和23条重

点产业链组成的“623”产业体

系。2024年11月，中新签署《中

新政府间关于推进苏州工业园区

高质量发展合作愿景（2024-2033

年）》，商务部印发《支持苏州

工业园区深化开放创新综合试验

的若干措施》，支持园区重点发

展包括绿色发展、数字经济和生

物医药科学等新兴产业。

合作构建多元产业体系

政府间合作项目是中新两国

基于互惠互利原则在经济领域进

行的深层次合作，承担着先行先

试，在某一方面探索可推广、可

复制经验的使命。在苏州工业园

区建设项目的成功经验引领下，

中新两国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

开展合作，分别于2008年和2015

年建设天津生态城和中新（重

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政

府间合作项目。

中新天津生态城是全球首

个国家间合作开发建设的生态城

市，旨在应对气候变化、加强环

境保护、节约资源和能源，为城

市可持续发展提供示范。2007

年，中新共同倡议在中国合作建

设一座“三和”“三能”城市，

即“人与人、人与经济活动、人

与环境和谐共存，能实行、能复

制、能推广”的现代化繁荣宜居

智慧新城。天津生态城引进新加

坡在城市规划、环境保护和生态

建设等领域的理念，形成“一带

三园四心”的产业布局——“一

带”是西扩区产业开发带，“三

园”是动漫园、科技园、产业

园，“四心”是城市主中心、南

部商务中心、北部商务中心和特

色中心。2023年以来，中新天津

生态城孵化跨境电商出口企业40

余家，累计落地直播和跨境电商

基地70个，注册企业218家。2024

年，国务院批复中新天津生态城

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升级

版”，为全球城市绿色低碳发展

打造“中国样板”。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

互通示范项目是中国与新加坡在

2015年启动的第三个政府间合

作项目，以“现代互联互通和现

代服务经济”为主题，以重庆为

运营中心，辐射中国西南地区和

国内其他地区，乃至“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该项目的

重点合作领域为金融服务、航空

运输、交通物流、信息通信，旨

在利用新加坡国际金融和航运中

心的优势，促进中国西部地区产

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加速中国中

西部发展，契合“一带一路”倡

议、西部大开发和长江经济带发

展战略。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

通示范项目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共

建陆海新通道。截至2024年9月，

陆海新通道已通达全球125个国家

和地区的542个港口，运输货物品

类达1150余种，沿此通道开行的

“中欧班列”超3万列。在金融服

务方面，中新双方共同创设跨境

融资通道，辐射带动西部九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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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23日，2021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金融峰会在重庆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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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市跨境融资61亿美元，惠及电

子信息等领域100多家企业。在航

空产业领域，往返重庆和新加坡

间的航线已实现每周21班次。在

信息通信领域，中新（重庆）国

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实现两地

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除中新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

外，两国还推出广州知识城、吉

林食品区、川新创新科技园等地

方合作项目，与中国的广东、辽

宁、山东、天津、四川、江苏、

浙江七省市分别建有由双方省部

级部门参加的经贸合作机制。

两国在广泛且深入的合作项目和

机制之下，分别依托各自产业优

势，共同构建了多元产业体系，

为各自经济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投资布局再出发

随着中国产业结构从低质量

粗放式增长向高质量创新式发展

转型，先进制造业、绿色能源、

数字经济已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代

表，转向主动创新和高端引领的

发展新阶段。展望未来，中新两

国在绿色能源、光伏产业和高质

量互联互通方面合作潜力巨大。

在全球绿色能源转型趋势

带动下，中新两国都重视新能源

汽车发展。中国汽车产业加快迈

向绿色化、智能化，在新加坡新

能源汽车市场中具有竞争力。新

加坡开放的政策环境、完善的交

通基础设施、优越的地理位置，

为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进入提供

了良好条件。目前登陆新加坡的

中国电动汽车品牌有比亚迪、蔚

来、小鹏、极氪、欧萌达、东

风、广汽埃安。据新加坡陆路交

通局统计，2024年前11个月新注

册的中国品牌电动汽车6498辆，

而2023年全年只有1659辆。比亚

迪再次获得2024年前11个月的新

加坡汽车销量冠军，共注册5068

辆，同比激增258%。比亚迪Atto 

3是该品牌在新加坡最热销的车

型，自2022年7月推出以来已售出

4000多辆。

新加坡是全球太阳能密度最

高的城市之一，光伏产业是新加

坡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组成部

分。根据《2030年新加坡绿色发

展蓝图》规划，新加坡的太阳能

发电量到2025年将增至1.5GW，

2030年有望突破2GW。自2013

年以来，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光伏

应用市场。中国光伏发电技术成

熟，产业链完整，在新加坡已经

取得成功经验。中企总承包建设

的新加坡首个大型浮体光伏项目

腾格水库光伏电站于2021年启

用，每年可为约1.6万个四居室组

屋供电。2024年12月28日，中国

能建山西院总承包的新加坡裕廊

岛JTC光伏项目并网发电，成为

该国装机容量最大的地面光伏项

目。中国的大型光伏企业如天合

光能、英利绿色能源等已经在新

加坡设立了区域总部以及研发和

生产中心。

以重庆为运营中心的国际

陆海贸易新通道对于连接“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促进中国和东盟国家

互联互通具有重要意义。2024

年1 0月，重庆让陆海新通道与

中欧班列的运营平台共同组织运

营了“东盟快班”，打通了陆海

新通道与中欧班列在重庆无缝衔

接的“最后一公里”。为推动高

水平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国际

陆海贸易新通道将进一步强化连

通性，发挥好中新（重庆）战略

性互联互通示范平台作用和陆海

新通道运营组织中心、北部湾国

际门户港作用，遵循“通道带物

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

的建设逻辑，不断完善陆海新通

道基础设施体系、现代物流体系、

政策创新体系，打造经济便携、安

全高效、绿色低碳的开放型通道。

202 5年，中新两国迎来建

交35周年。35年来，以苏州为

起点，中新政府间合作项目“遍

地开花”。中新两国结合自身资

源优势，与时俱进地开拓合作领

域，合作重点由传统制造业转向

高附加值产业，具有战略性、前

瞻性和示范性。2024年11月，新加

坡国务资政李显龙访华时说，“中

国的发展是一项百年大计”，高

度肯定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在迈

向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上，中新两

国的互利合作前景十分广阔。

（许利平为中国社科院亚太

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东南

亚研究中心主任，郭小语为中国

社会科学院大学世界政治经济学

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