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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状况与路径选择

摘要：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推动泰州

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本文从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构成部分且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密切相

关的制造业生产领域着手，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定性分析与定

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寻泰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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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长22.61%，销售收入817.34亿元，同比增长21.29%。拥

有春兰股份、林海股份、亚星锚链、新扬子造船、精锻科技等

一批境内外上市企业，目前正加快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

术，推动产业向研发设计延伸、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宝骊集团

接受全球叉车业巨头德国凯傲集团控股，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太平洋精锻科技公司与60多家世界先进同行建立技术交流关

系，精密成型关键技术在全球领先。

2.电子信息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已形成以市医药高新区

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为主，海陵区软件园和高港区、姜堰市电子

信息产业园等园区为辅的“一基地三园区”。 2012年，电子

信 息 产 业 企 业 206家 ， 实 现 产 值 479.60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23.72%， 销 售 收 入 462.63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23.39%， 利 润

32.99亿元、利税54.65亿元，利润、利税分别增长54.70%、

43.20%。产值占规上工业6.75 %，利润占规上工业的6.35 %。

按产值计算，增长贡献最大的三家企业分别是江苏展兴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泰州市逸隆电子有限公司、泰州市东星精密机器

有限公司，分别贡献了27.72亿元、5.58亿元、5.23亿元的产

值增量。其中，江苏展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是电子信息产业中

唯一一个产值突破20亿元的企业。

3.生物医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是泰州市支柱产业。

2012年，55家生物医药企业实现总产值513.82亿元，销售收

入521.43亿元、利润36.63亿元、利税64.61亿元，分别增长

19.48%、22.99%、28.86%、27.99%，销售、利润、利税增

速分别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3.89个、7.46个、4.49个百

分点。不仅全行业利润转降为升，除产值增幅与规上工业基本

持 平 外 ， 其 余 指 标 增 幅 全 部 高 于 规 上 工 业 平 均 水 平 和

“1+3+N”产业平均水平。济川医药、江山制药、苏中制药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立足经济结构转型、推动产业

结构升级、着眼未来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在大力培育和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背景下，泰州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

“新兴产业倍增计划”，大力发展生物技术和新医药、电子信

息、新能源等三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新材料、智能电网、新

型节能环保设备、电工电气等一批新兴产品集群，着力推进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泰州市高度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利用自身的资源和

区位优势，全力打造具有泰州特色的“1+3+N”产业体系。

“1+3+N”产业为泰州市打造的以装备制造业为核心，生物

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三大新兴产业和智能电网、新材料、

节能环保“N”个新兴产品集群为主体的“1+3+N”产业体

系。这一体系立足新一轮区域竞争制高点，以发展新兴产业为

取向，全力构筑具有泰州特色、支撑未来发展的战略优势。

2012年，“1+3+N”产业共有1656户，占规模以上工业的

66.32%；“1+3+N”产业实现现价产值5040.03亿元、产品

销售收入4831.63亿元、利润389.34亿元、利税614.20亿元，

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分别为70.91%、70.8%、74.88%、

71.51%；利润、利税占比高于产值、销售占比，主要经济指

标占比高于企业数占比。

1.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装备制造产业是泰州的核心产业，

主要包括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

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

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

业。其中，高端装备制造业328家，实现产值862.23亿元，同

一、泰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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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0.81%。

区位商，在经济学中应用广泛。它通常被用来衡量产业的

聚集程度、专业化程度，从而对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以及区域

经济发展做出评价和政策建议。不同文献对区域商的界定并不

同统一，比较通用的传统定义是

 其中： 表示j地区i产业的产值， 表示j地区所有产业的

产值， 表示所有地区i产业的产值，A表示所有地区所有产业

的产值。  就是j地区i产业在所有产业中所占的比重，

就是所有地区i产业在所有产业中所占的比重。两个比重相

除，如果结果大于1，则说明相对于所有地区平均水平而言，

i产业在j地区的聚集度高，如果结果小于1，则说明相对于所有

地区平均水平而言，i产业在j地区的聚集度低。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泰州市各市（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区

位商（表1）。泰州市7个市（区）的区位商，只有高港和靖

江大于1，表明大部分市（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综合实力不

强，比较优势不够突出，产业规模和集聚能力相对偏弱。与上

年区位商相比，各市（区）的总区位商均有所提高，说明各市

（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比较优势在2012年得到了进一步

提升。

从泰州市分六大产业区位商看，各地区均存在区位商大于

1的产业。在总区位商大于1的市区中，高港的生物医药区位

商比较高，是各地同时也是泰州市的显著行业，其专业性水平

较高，是今后泰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着力点和驱动器。

另外，海陵区的新能源产业、高新区的新能源产业、兴化的节

能环保产业、泰兴的新材料产业、姜堰的节能环保产业的区位

商也比较高，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专业化水平。但由于这些地区

的总区位商小于1，说明其产业规模和集聚能力相对偏弱，在

泰州市的优势地位不是特别突出，但是可以作为泰州市的显著

优势产业予以扶持和培育。

表1 2012年泰州市各市（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及区

位商

资料来源：泰州市统计局。

二、基于“区位商”的泰州市战略性

新兴产业分析

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医药企业百强行列。扬子江药业是亚洲规模

最大、技术最先进的中药提取基地，呼吸机、麻醉机、X洗片

等产品产销量占全国市场的一半，高通量生物芯片、传感诊断

芯片、融合蛋白试剂、干细胞等生物制药产品开始崭露头角。

4.新能源产业。新能源产业涉及光伏、高能电池、风电零

部件和核电配套等领域，已形成以中盛光电为核心，汇能新科

技、优能科技、璞瑞电池等企业为集群的产业集聚区，以双登

工业园为中心的风光互补太阳能光伏系统集聚区，姜堰经济开

发区的非晶合金变压器为主的输配电产业和高效能源材料装备

产业集群，以曙光集团为龙头的石油装备产业集群。拥有中盛

光电、春兰、林海、双登等一批龙头企业。2012年，泰州市

34家新能源企业，实现产值507.24亿元，同比增长16.43%，

销售收入479.68亿元，同比增长11.55%，利润30.12亿元，利

税48.91亿元，利润、利税增幅分别为40.46%、36%。新能

源产业中的智能电网产业增势更为强劲，智能电网业实现产

值、销售收入、利润、利税增长34.5%、35.4%、48.7%、

46.9%。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增幅高14.4、16.3、27.3、

23.4个百分点。以中盛光电为核心，泰州新能源产业园已成为

新能源企业集聚的“强磁场”，由多家中外公司和投资机构联

合建设的汇能项目，总投资2亿元，将破解风电、太阳能电难

以储存、实现商品化的问题。随着优能科技、璞瑞电池等企业

相继落户，产业集聚效应将日益显现。

5.新兴产业集群。随着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泰州市

涌现出一批在同行业中处于“第一”、“唯一”的新兴产品，

形成了“N”个新兴产品集群。按目前的统计方法归类，暂定

为新材料产业、节能环保产业和智能电网产业（包含在新能源

产业中）三个集群。

新材料产业具备较好基础，主要包括新型金属材料、绝缘

材料、纳米材料、氟材料、硅材料、高分子化合材料等，泰州

市新型金属材料及制品已发展到50多个系列1万多个品种，产

量占全国的1/7强。2012年209家新材料企业，实现产值、销

售收入、利润、利税587.03亿元、567.34亿元、42.17亿元、

68.89亿 元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2.24%、 12.43%、 13.82%、

15.63%。

节能环保产业是指在国民经济结构中，以防治环境污染、

改善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为目的而进行的技术产品开发生

产、商业流通、资源利用、信息服务、工程承包等活动的总

称。目前纳入统计范围只包含规上工业企业中节能环保产品的

生产及相关的工业性服务。2012年，泰州市节能环保产业

55家企业，实现产值72.49亿元，同比增长10.6%，销售收入

70.63亿元，同比增长10.3%，利润4.2亿元、利税6.91亿元，

利润、利税分别增长17.86%、11.96%，节能环保产业是

“1+3+N”产业体系中规模最小的产业，现价产值、销售收

入占全部规上工业比重为1.02%、1.03%，利润、利税占比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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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电子信息领域重点发展高性能计算机及

其配套设备、新一代平板显示等相关技术和产品群；生物医药

产业领域以建设全国重要的生物技术和新医药产业集聚区和增

长极为目标，大力发展“生物能源、生物工业、生物农业和生

物环保”等四大生物技术产品集群和“现代中药、小分子药

物、生物试剂、医用材料、医疗器械”等六大医药产品集群；

新能源产业领域以规模生产、研发创新、市场应用为目标，重

点发展太阳能光伏、风电装备、生物质能和核电装备等4大类

产业领域，努力推动新能源产业成为泰州市的支柱产业。

1.发挥政府引领推动作用。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离不开

政府部门的支持和推动。在如何实现新兴产业科学发展上，政

府部门应有所作为、主动介入，注重产业发展的软硬件环境建

设，着力强化引导服务工作，为产业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组织

保障。

2.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多处

于发展的起步阶段，为了维护自身的科技优势地位，发达国家

在某些领域可能会采取非常严格的技术封锁政策，产品仅供本

国企业自用。在引进吸收受制的情况下，强化自主创新作用突

显，因此，泰州市必须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

研相结合的高新技术创新体系，发挥重大专项的核心引领作

用，自主研发，突破核心技术，加强产业创新成果产业化，提

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在宏观政策层面，通过财政贴息、税收优

惠等诸多方法，引导企业加大科技经费投入，不断提高产业科

技创新水平。

3.完善金融政策支持环境。要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就必须将金融放在突出的位置，把金融支持作重要“抓手”，

以积极的、大规模的金融创新为手段，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过程中的风险分散，突出中小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关键

作用，全面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战略性新兴

产业是一个高成长性、高回报率但同时又具有高风险的产业，

其发展迫切需要通过金融创新来构建风险分担机制和区别于传

统产业的特别融资机制，实现新兴产业与金融资本之间的良性

互动，从而推动产业规模的不断壮大和产业层次的不断提升。

4.制定和实施激励政策。财税政策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必要条件。本轮金融危机之后，各地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资金投入方式呈现出领域更加集中、额度大幅提升、数量更加

明确等特征。为此，针对泰州市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资金

投入不足、财税政策引导社会投资、激励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不

够等突出问题，未来一段时间应按照“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投入和政策支持”的总体思路，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

发挥税收政策的激励作用，建立健全政策体系，创新支持方

式，以加大财税政策的扶持力度。

（责任编辑：高萍萍）

（二）泰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表2 2012年泰州市各市（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区位

商

由于泰州市目前还处于工业化中期，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

业仍是当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的支柱产业，其中装备制造业

已形成一定的优势。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和发展应立足于这

些优势，利用产业的关联效应，坚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

产业单独培育并重的发展路径。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未来经济的增长点，反映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能力。但在当前的条件下，一些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以传

统产业作为物质基础，应合理统筹新老产业的发展。通过传统

产业改造升级衍生出新兴产业，应该注重发挥产业的关联效

应，形成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我们应以现有优势产业为依托，

加大技术创新，促进产业改造升级，拉长优势产业链条，实现

新兴产业的战略主导地位。例如，医药产业方面，后向关联可

以进一步做大以医药制造为轴心的医药器械、设备、包装等产

业，前向关联可以发展生物医药、生物制品、生物农业等生物

产业；装备制造业方面，在现有装备制造业的基础上发展前向

关联的能源电力设备制造、高端船舶制造、海洋工程装备制

造。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途径，同

时也不可忽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单独培育。两方面同时进行可

以发挥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协同效应。传统产业改造升

级可以为新兴产业的培育提供支持和保障，新兴产业的培育和

发展反过来也可以促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在新兴产业培育

项目的选择上要立足地区资源优势和国内外相关技术的成熟

度，结合区域产业布局特点有序进行。要充分考虑所培育项目

的市场前景，不能只顾短期利益，形成投资冲动。在重点领域

发展上，针对泰州新兴产业发展的客观现状，可以将生物医

药、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三大产业领域，作为今后一段时期新兴

三、推动泰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科学发展

的路径与建议

（一）泰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