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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宿迁市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的规划思考

王  永   付丽娜   段荣亚    WANG Yong, FU Li'na, DUAN Rongya

江苏省宿迁市长期坚持“工业强市、产业兴市”的发展战略，紧扣建设长三角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战略目标，全面推动

中国式现代化宿迁新实践。通过阐述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定义与国内外成功经验，回顾并解析宿迁市制造业的发展历

程、现状问题及战略目标；基于分工合作、因地制宜、增存并重、智慧高效等角度，提出宿迁市产业空间的体系构建、模

式应用、供给保障、空间管理等方面的规划思考。旨在为宿迁市推进产业经济转型升级、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提供政策

参考。

Suqian has long adhered to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strengthening the city through industry and revitalizing the city 
through industry", closely aligning with the strategic goal of building an advanced manufacturing bas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new practic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is article expounds on the 
definition of an advanced manufacturing base an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experiences, reviews and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current issues, and future goals of Suqian'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ased on perspectives such 
as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operation, adapting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emphasizing both growth and preservation, and 
intelligence, this article proposes several planning considerations for Suqian'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erms of system 
construction, mode application, supply guarantee, and spatial management,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useful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Suqian'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building an advanced manufacturing 
bas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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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瑛等[1]对长三角地区的15个城市进行

了经济评估与分析，从发挥群体优势、组建产

业网络系统、提高研发能力、实施品牌战略等

方面提出建设长三角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对策

建议；席枫[2]从战略目标定位、指标评价体系、

合约理论视角、体制改革等方面提出建设先进

制造业研发基地的路径建议；席枫等[3]结合天

津市就建设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所做的系

列部署，对构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指标的

评价体系进行了研究；郑吉昌等[4]指出先进制

造业基地的竞争优势源于其内在资源筹措能

Thoughts on the Spatial Planning of Suqian's Efforts to Build an Advanced 
Manufacturing Base

0 引言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汹涌而来，制

造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与契机。我国政府

深刻认识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迫切性，制定并

实施了《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着重强

调必须加速制造业的转型与升级，特别是要大

力促进先进制造业的蓬勃发展。江苏宿迁市长

期以来坚持“工业强市、产业兴市”发展战略，

紧紧抓住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机遇，

积极融入长三角产业布局，明确提出建设长三

角先进制造业基地的远期目标。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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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外部服务支撑体系，应通过整合内外部资

源、推动协同创新、优化产业结构等措施，提

升基地的整体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叶云

岭[5]基于双循环视角，重点关注技术转移与制

造业空间布局的相互关系，提出建立和完善技

术转移体系，以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优化

配置，加强制造业的适宜性集聚，充分发挥数

字技术的乘数效应，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章哲[6]从优化指标评价体系、加快重构产业体

系、完善创新生态体系、迭代产业政策体系等

方面提出浙江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的系

列建议。目前，关于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较多

的研究是从产业发展规划、评价指标体系、体

制机制创新等角度提出的建议，关于产业空间

方面的考量和思考相对较少。

产业空间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载体，虽

然宿迁围绕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取得了显著

成就，但也面临诸多现实问题。本文通过界定

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内涵与概念，分析宿迁先进

制造业基地建设的现实困境及制约因素等，对

宿迁市产业空间的体系构建、模式应用、供给

保障、空间管理等方面提出规划思考，旨在为

宿迁产业经济转型升级和建设先进制造业基

地提供政策参考。

1 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基本认知

1.1   制造业与先进制造业

先进制造业一般被认为是在传统制造业

的基础上，吸收信息、机械、生物、材料、能源及

现代管理等最新技术成果，并将这些技术综合

应用于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营销管理、售

后服务的全过程，实现优质、高效、低耗、清洁、

灵活生产，并取得良好经济社会效益和市场效

益的现代制造业总称[7]。先进制造业既包括新

兴制造业（如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包括传统

制造业的先进部分。先进制造业是相对于制造

业而言的，先进制造业是从传统制造业中发展

而来，同时又推动了传统制造业的转型与升

级[8]。先进制造业一般具有产业、技术、制造模

式、生产组织方式、管理动态变化等先进性的

特征[9-10]。

1.2   先进制造业基地

先进制造业基地是集高新技术、高端制

造、创新研发、数字智能及绿色生态于一体的

综合性产业聚集地，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制造业

发展达到高级阶段的表现形式。先进制造业基

地一般具有产业集群规模大、产业链条完整、

产业市场集中度强、技术创新能力强、生产技

术水平高、企业竞争力与品牌影响力强等特

征。构成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核心要素，包括技

术与研发能力、产业生态与协同发展、高端人

才与智力支持、基础设施与配套服务、政策环

境与开放合作5大类[11]。

1.3   国内外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的经验

（1）国际经验

国外先进制造业基地经历了起步、快速发

展、全球化与产业转移、智能化与绿色化转型等

多个发展阶段，目前主要呈现出4类发展趋势：

一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智能制造工业4.0，通过制

造业的智能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改造，推动制造

业全面转型，如德国的巴伐利亚先进制造业基

地；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引领，聚焦

集成电路、先进材料等核心领域，通过培养多

元化的产业人才、构建制造业创新中心网络和

优化创新创业环境等措施，来实现制造业的回

流和振兴[12]，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硅谷；三是

以日本为代表的精益生产，通过优化流程减少

浪费，实现质量控制与成本降低，如日本东京

都先进制造业基地；四是以瑞士为代表的高附

加值产品制造，聚焦制药、精密仪器和高端机

械等特定领域，实现产品的高技术含量与高附

加值，如瑞士苏黎世精密工程制造业基地。

（2）国内经验

长期以来，我国在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

方面也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例如，规模增长

导向，通过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和产业链，做

大做强规模经济；转型升级导向，依靠创新驱

动和数智化改造，推动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

业转型升级；产业转移承接导向，欠发达地区

通过积极引进发达地区的优质项目和企业，实

现产业的跨越式发展；环境优化导向，通过制

度创新和政策支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

大量优质企业投资兴业。

（3）启示

从上述成功经验得到启示，结合宿迁市发

展现状，要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宿迁市需要重

点强化顶层设计与政策支持、聚焦重点产业与

产业集群、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优化营商

环境与服务体系、注重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2  宿迁市制造业发展的历史、现状及战

略目标

2.1   宿迁市制造业发展历史回溯

宿迁位于江苏省北部，1996年正式设立

地级市，在江苏省的地级市中最为年轻。建市

之前，宿迁制造业发展已开始萌芽，以乡镇企

业为主，集中在小型制造业领域，如机械制造、

化肥生产等，后逐步形成建材、化工、纺织等

产业。

建市之后，宿迁市的制造业发展大致可

划分为3个阶段。（1）起步阶段（1996—2000

年）。这一阶段仍然以乡镇企业为主，纺织、酒、

建材、玻璃等4大内源型产业逐步壮大，产业

空间比较分散，尚未设立系统的工业园区①。

期间产值和用地小幅增长，以宿迁市辖区为

例，工业增加值从1996年的14.1亿元增加到

2000年的25.2亿元，工业用地从1996年的4 

km²增长到2000年的8 km²。（2）全面发展阶段

（2000—2010年）。随着南北共建等政策的推进

实施，食品饮料、机械、电子等外源型产业带动

制造业进入快车道。此时产业空间逐步由分散

走向集聚，各区县都设立了开发区和南北共建

园区，形成目前宿迁市开发区的基本格局。期

间产值和用地大幅增长，以宿迁市辖区为例，

工业增加值自2000年的25.2亿元增长至2010

年的151.7亿元，工业用地从2000年的8 km²

增长到2010年的50.3 km²。（3）转型升级阶段

（2010年至今）。随着国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提出新要求，宿迁市制造业进入转型提升阶

段，注重智能制造与绿色制造。近几年，光伏新

能源、高端纺织、绿色食品、膜材料初步形成产

业集群，并且产业集群不断壮大，产业链条不

① 1998年设立的宿迁经开区为全市第一个开发区。注释：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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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延伸，各开发园区向国省级升级，产业空间

持续扩张。其间产值和用地持续增长，以宿迁市

辖区为例，工业增加值从2010年的151.7亿元增

加到2023年的450.7亿元，工业用地从2010年

的50.3 km²增长到2023年的86.9 km²。

2.2   宿迁市制造业发展现状评价

2024年，宿迁全市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5 200亿元，同比增长8.4%，新能源和高端纺织

产业产值均超过千亿元②。虽然宿迁制造业发展

表现出稳步增长和结构优化等积极态势，然而

在转型升级中仍存在很多现实问题亟待解决。

（1）制造业集群规模、链条及产业协同方

面：①传统制造业占比较大。传统制造业如食品

饮料、纺织家居等工业产值占比70%，转型升级

压力较大。②制造业产业集群不强、链条过短。

宿迁制造业产业集群分布较分散，目前仅光伏

新能源和高端纺织产业刚刚步入千亿级产业

集群，各开发园区产业体量偏小。宿迁制造业

产业链主要承接制造环节、缺少设计研发环

节，像食品饮料等传统产业链条相对较短，总

体位于价值链中低端。③内外产业分工协同不

足。宿迁先进制造业在全省分工中份额不大，

与周边城市相比，在特色发展、错位发展、集聚

发展等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宿迁内部区县

及开发园区之间的产业分工协作不够清晰、产

业联动程度有待提升，资源共享不充分。

（2）制造业用地布局和绩效方面：①用

地布局不合理。宿迁市区内部膜材料、纺织等

污染企业位于居住区上风向和清风廊道上，对

居民生活环境和城市大气环境有影响。运河沿

岸存留并新增有污染风险的企业还有待整治。

②土地利用不集约。以市辖区为例，产业用地细

碎且分布零星，小于5 hm²的工业用地面积占现

状工业用地的三成，而地块数量却占九成。产

业用地开发强度偏低，以市辖区为例，2020年

市辖区工业用地平均容积率0.57，低于全市均

值0.64，且超半数的工业用地容积率不足0.60。

③用地绩效产出低。全市的开发区投资强度、

亩均税收与苏南开发区相比均存在一定差距。

以市辖区为例，2020年亩均税收约10.6万元，

土地绩效仅为江苏省平均水平的80%。其中，

将近3/4的工业用地亩均税收低于5万元。

（3）制造业创新能力及产城融合方面：

①创新研发能力不足，缺乏科技人才和技术支

持。宿迁科研机构较少且层次较低，科技人才

缺乏，科研水平不高。宿迁工业企业在技术创

新方面研发投入不足，部分企业生产设备和

工艺技术相对落后。各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不

多，科研成果转化率不高，产出效率偏低。②科

创空间布局缺乏引导，产学研缺少联动。由于

宿迁的产学研合作还处于起步阶段，且高校、

科研院所和企业的合作机制不健全，合作成

果转化率不高，宿迁各类科创载体如孵化器、

加速器等分布零散，集聚与协同效应不明显。

③园区功能单一，产城融合不足。大多园区建

设初期，规划用地类型和功能空间仅局限于基

础生产需求，缺少酒店、餐饮、娱乐设施等服务

配套。随着时间推移，配套设施服务水平偏低、

既有空间与新兴产业业态不匹配、潮汐式交通

等问题逐步显现出来，产城割裂较为突出。

（4）市场竞争加剧与管理机制方面。随

着国际宏观环境变化、国内竞争加剧，宿迁制

造业在承接产业梯度转移、招商引资、人才吸

引方面与周边地区的竞争更趋激烈；而且面对

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宿迁在产业空间管理与

管控机制方面也有待完善和优化。

2.3   宿迁市制造业发展的战略目标

2021年，中共宿迁市委、宿迁市人民政府

印发《宿迁市建设长三角先进制造业基地三年

行动计划（2021—2023年）》（宿政发〔2021〕

12号），该文件是宿迁最早正式提出建设长三

角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官方文件。此后，宿迁市

围绕这一战略目标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

文件（见图1）。2023年，江苏省政府正式批

复《宿迁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原则上同意“宿迁建设长三角先进制造

业基地、江苏生态大公园、酒都电商名城、‘四

化’③同步集成改革示范区”。该文件标志着建

设长三角先进制造业基地正式成为宿迁城市建

设的远期目标，显示出宿迁市委、市政府建设

长三角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坚定决心。目前，宿

迁以构建“615”现代产业体系为产业发展目

标，“615”具体指6个产业集群和15条重点产

业链（见图2）。其中，6个产业集群是宿迁工

业经济的主要支撑，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和附加

值；15条产业链在宿迁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和

发展潜力，是宿迁工业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3  宿迁市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的产业

空间规划思考

从产业空间资源配置优化的视角出发，

围绕体系构建、模式创新、供给保障和管理升

级4个方面，提出宿迁市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

的规划思考。

3.1   分工合作的产业空间体系构建

目前，宿迁市已形成以7个省级及以上开

发区、6个南北共建园、10个“一区多园”

特色园④以及78个乡镇工业集中区为主的产

图2 宿迁市“615”现代产业体系
Fig.2  Suqian's "615"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资料来源：依据《2024年全市千亿级产业攻坚及重点

产业链培育工作计划》政策文件整理。

图1 宿迁市关于建设长三角先进制造业基地的相

关政策演变
Fig.1  List of relevant policies for Suqian's construc-
tion of an advanced manufacturing bas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各项政策文件整理。

② 数据来源：宿迁市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

③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④ 2021年宿迁为加快全市开发园区协同发展，推动省级及以上开发区与乡镇产业园深度融合，将上塘纺织服装产业园及9个重点小城市（贤官镇、马厂镇、高墟镇、

王集镇、新袁镇、双沟镇、界集镇、来龙镇、龙河镇）所在乡镇工业园纳入当地省级及以上开发区统一管理。

注释：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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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宿迁现状产业空间体系及其主导产业
Fig.3  Leading industries in the current industrial spatial system of Suqian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宿迁市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总体规划（2023—2030年）》整理。

业空间体系（见表1）。宿迁产业空间层次丰

富、类型多样，各类空间载体应进一步结合自

身的产业优势、产业特色和地域空间特点，形

成主导产业错位发展、产业集群集聚壮大、产

业链条完善延长、内外联系紧密有序的分工协

同格局（见图3）。对外协同方面，省级及以上

开发区和南北共建园应加强区域协调，融入长

三角区域统一市场，促进区域内生产要素的自

由流动和贸易。积极承接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

外溢，加强交通与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科技创

新与制造业升级等。内部协同方面，“一区多

园”特色园和乡镇工业集中区应注重城乡一

体化协调，充分与区县各开发区分工协同，承

接区县梯度产业转移，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集聚，加快自身产业发展。

具体而言，省级及以上开发区应发挥产

业核心引领作用，着重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着力打造

重点先进制造业集群。如宿城开发区、沭阳经

开区、泗阳开发区等应依托各自发展基础，共

同做大做强高端纺织产业集群。重点发展差

异化、功能性、高性能化学纤维，大力发展品

牌服装、高档家纺、产业用纺织品，全面融入

江苏高端纺织产业发展格局，形成以化学纤

维为支撑的高端纺织产业。

南北共建园可深化南北产业错位协同发

展。建立产业协同合作和产业转移联动机制，

坚持“一园区一特色”，承接苏南地区产业梯

度转移，实现自我产业跨越式发展。如昆山沭

阳工业园可以健康医疗为主导产业，重点承

接昆山生物医药产业转移，整合“医药康养

仪械检剂”健康全链条，布局医疗器械、新材

料、新科技等生产环节，进而为沭阳经开区健

康医疗产业做大做强提供有力支撑。

“一区多园”特色园，应推动乡镇特色园

与开发区产业联动发展，特色园可积极承接开

发区产业链延伸，根据自身产业特点和市场需

求，引进和培育相关产业链上的企业，加快形

成集聚效应，促进乡镇向小城市转变。如围绕

协同泗洪开发区，上塘特色园可引导纺织服装

产业搬迁与集聚，打造泗洪开发区的纺织发展

后备区；界集特色园可承接泗洪开发区机电装

备溢出产能，布局汽车零部件产业链中游的零

部件生产环节；双沟特色园可重点发展双沟酒

业，进一步拓展泗洪开发区的食品产业体系。

最终，形成“1+3”的产业格局。

乡镇工业集中区可发挥本地资源优势，

积极承接周边产业转移，注重发展农产品深

加工和乡村旅游等产业，推动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提升农村经济水平，增加农民收入。如

宿城区陈集镇围绕纺织服装、木材加工等产

业，招引强链延链补链项目，现已形成特色产

业集群。综上，通过分工协同，形成各类园区

多级衔接、功能互补、梯次发展的产业空间体

系，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集群。

3.2   因地制宜的产业空间模式应用 

宿迁市主要涉及产业园区、产业社区、特

色小镇、工业上楼4类产业空间模式，每类模

式在宿迁均有不同程度的应用，结合实际问题

和制造业升级需求，优化改造产业空间模式，

实现各空间载体的可持续发展。

（1）产业园区模式。宿迁市省级及以上

开发区和南北共建园均属于这种园区模式。经

过多年开发建设，宿迁各园区基本形成了各自

的产业集群和链条，招引了上下游大小企业，

具备一定经济体量和用地规模。但是，由于长

时间专注于产业发展，园区内的大多用地往往

以生产功能为主，生活、生态等功能较缺乏。随

着城市不断建设、开发边界不断拓展，很多园

表1 宿迁现状产业空间体系

Tab.1  Current industrial spatial system of Suqian

资料来源：《宿迁市推进工业用地提质增效促进产业园转型升级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

现状产业空间 具体名称 数量/个

省级及以上开发区 宿迁经开区*、沭阳经开区*、宿迁高新区*、泗阳开发区、泗洪开发区、宿城
开发区、苏宿园区 7

南北共建园区 苏宿园区（省级）、昆山沭阳工业园、吴江泗阳工业园、常熟泗洪工业园、张
家港宿豫工业园、吴中宿城工业园 6

“一区多园”特色园

高墟临港产业园、马厂装备制造产业园、贤官绿色家居产业园、王集高端
家居产业园、新袁食品加工产业园、上塘纺织服装产业园、双沟食品酿造
产业园、界集设备制造产业园、来龙功能高分子材料产业园、龙河机电装
备智造产业园

10

乡镇工业集中区 黄墩镇工业集中区、曹庙乡工业集中区、石集乡工业集中区、新庄镇工业
集中区、曹集乡工业集中区、王集镇工业集中区、陈集镇工业集中区…… 78 

注：“*” 为国家级。苏宿园区既是南北共建园，也是省级开发区。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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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城区从最初的相对脱离发展到现在的相

互交织。因此，园区和城区如何融合以及自身

如何实现产城融合，成为园区模式目前发展的

一个普遍性问题。宿迁经开区是宿迁市第一家

国家级开发区，园区经济体量位列全市第一，

作为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排头兵，目前应以

产城融合示范为目标，加快从产业园区到产业

新城的转变。首先，可以将产城交界处作为产

城融合的绝佳切入口，在交界处周边地区通过

城市更新布置一些教育科研设施、医疗服务设

施、中小型商业设施及人才公寓等，通过服务

设施的使用促进产城之间的互动，加快产城融

合态势。其次，在产业园区内部结合蓝绿空间

和现状居住组团点状嵌入式布置工业邻里服

务中心，为产业工人、技术白领、高端技术人才

等提供日常服务功能和交往交流空间，进一步

提升产业园区的配套服务水平。再次，在城区

内可以适度植入产业赋能空间，比如科技研发

孵化平台、企业创业服务园区、现代服务业集

聚区等，利用城区成熟的设施条件吸引高端技

术人才，使科技研发等产业赋能空间有落地生

根的可能，同时也能促进职住平衡。

（2）产业社区模式。宿迁市目前这种模

式应用较少，产业社区将产业功能与社区生活

深度融合，是高端产业创新发展和城市能级提

升的重要手段，也是产业园区更新升级的主要

方向。目前宿迁市的一些中小型特色产业园区

及园中园，如智能小家电产业园、宿城激光产

业众创社区等都到了产业升级、用地提质增效

的阶段，运用产业社区的先进发展理念有助于

解决园区在存量更新和增量新建时遇到的实

际问题。园区存量更新，不仅要关注高端产业

链的引进，更要注重产业生态系统的培育，特

别是要关注人在工作、生活、休闲等的全方面

需求。可以通过多元功能混合利用、氛围场景

塑造、老旧厂房创新利用等，让旧园区焕发新

光彩，为园区的进一步产业改造升级提供新的

空间支撑。园区增量新建，应以打造产业社区

为目标，针对适配产业类型，研究社群对象，通

过科学规划建设和精细化招商运营，实现职住

一体的平衡化、高效化、复合化，以高质量服务

供给促进高端产业集聚。空间方案上，要打破

传统厂房加办公的固有空间形态，创造出能够

适配高端产业、可迭代的产业空间形态，同时

不同功能组团之间要相互融合。鼓励运营市场

化，实现市场多主体共赢。

（3）特色小镇模式。宿迁“一区多园”特

色园作为乡镇特色园属于特色小镇模式，在产

业发展方面，应做好“一区”和“多园”的协

同发展，找准乡镇特色园的产业细分领域定位，

延伸与承接开发区的产业上下游。实行用地政

策倾斜，加强用地服务保障，在用地指标的分配

上对乡镇特色园采取适度倾斜。在空间规划设

计中，应以小城市的建设标准来进行规划设计，

保障小镇各类发展空间需求，推动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完善，塑造小镇风貌特色以

吸引人才。同时，结合乡镇地域特色，做好乡镇

优势产业升级，探索与农业、生态、文化旅游等

产业的融合发展，打造三生融合、三产融合、城

乡融合的小城镇发展样本。

（4）工业上楼模式⑤。宿迁目前在盘活存

量方面，正在尝试工业上楼模式。如苏宿园区

内的部分项目采用“工业上楼”模式，通过建

设高层厂房，实现土地集约利用和产业集聚发

展。江苏省明确发文，提出推动工业上楼的各

项举措，包括新上工业用地的指标控制要求、

相关设施配套政策等。因此，宿迁市未来工业

上楼模式还将有很多实践机会。工业上楼要因

材施策，宿迁可根据自身产业特点，尝试通过

工业上楼的方式，聚集一些轻型生产、环保型

和低能耗的高端制造业以及生物医药、工业互

联网与大数据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结合

工业用地提质增效和低效用地再开发，通过工

业上楼完善如试验、研发中试等配套功能，探

索具有宿迁特色的工业上楼模式。

3.3   增存并重的产业空间供给保障

依据本轮宿迁市国土空间规划，新增工

业用地优先保障重点平台和重点项目，新增用

地优先保障国省级平台产业用地需求，可以预

见未来工业用地供给将会比较紧张。宿迁市的

产业空间供给，首先应突出规划统筹，加强空

间规划与产业规划的紧密衔接，空间布局上充

分尊重产业发展的需求。其次，在土地供给方

面，应制定差异性政策，有帮有扶、有清有退地

引导空间资源向产业转型升级方向配置，逐步

淘汰低端、落后产业。再次，应加大土地利用强

度，强调土地绩效考核，提高空间资源综合利

用效益。保障产业空间供给，要同时考虑增量

和存量产业空间。

一方面，注重存量挖潜。加快进行土地资

源整备和镇村工业园改造提升，保障产业发展

空间；对存量产业用地综合绩效进行评估，开

展存量产业用地的分级分类引导；通过低效存

量用地再开发，使工业用地的质量及效率得到

提升；丰富和多样化产业空间形式，完善新兴

产业用房、配套商业设施、配套宿舍等物业，促

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引导高能耗、高污

染企业有序腾退或转型升级。

另一方面，注重增量引导。制定工业用地

提质增效的各项措施（见表2），提高产业用地

使用效率；促进产业用地的空间整合，引导工

业用地向产业园区集中布局，优先保障先进制

造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空间；适度鼓励

企业“工业上楼”，探索尝试新型工业楼宇模

式；强调土地供应的产业导向，对不同类产业

用地的供给方式和供地年限实行差别化管理；

健全完善“615”产业体系相关的重大科研

载体平台增量建设。

3.4   智慧高效的产业空间管理升级

宿迁可通过搭建全市范围的数字化管理

平台，实现产业空间管理的数字化转型；动态

设置用地的投入产出门槛，纳入土地出让合同

的管理范畴，制定合理的土地退出机制；构建

评估和反馈机制，强化产业空间的全生命周期

管理。

（1）平台搭建方面，引导园区建立数字

化管理平台，形成不同子系统平台，实现对园

区内资产的综合管理、企业业务管理、环境监

测等；整合来自不同子系统的数据，实现信息

的流动和共享，帮助城市产业管理者更好地了

解产业空间的运行情况；通过数据可视化与分

⑤ 工业上楼模式：垂直化工业空间布局模式。注释：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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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将大量数据转换成可视化的信息展示形

式，为管理者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

（2）门槛设置方面，根据市场变化、土地资

源状况、产业发展趋势和政策导向，适时调整门

槛标准，通过投入产出的相关指标建立指标体

系；对符合门槛标准的企业给予政策优惠和支

持，加强对企业土地利用情况的监管和执法力

度，对不符合门槛标准的企业进行整改或清退。

（3）评估和反馈机制构建方面，建立土

地利用效率、产业聚集度、环境可持续性、经济

效益等的评估指标，标准应明确、可量化，便于

进行客观比较和评估；设定评估周期，如年度

评估或半年度评估，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

调整；建立畅通的反馈渠道，方便企业、公众和

相关利益方提供意见和建议，根据反馈结果，

制定具体的改进措施和优化方案。

4 结语

当前，宿迁市正迈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的新阶段，围绕长三角先进制造业基地这一

长远建设目标，本文重点阐述了应以产业空

间资源优化配置为重点，通过分工合作的产

业空间体系构建、因地制宜的产业空间模式

应用、增量并重的产业空间供给保障、智慧高

效的产业空间管理升级等一系列策略措施，

促进宿迁市产业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城市竞争

力的稳步提升。

表2 宿迁市工业用地提质增效主要实施意见列表

Tab.2  List of main implementation opinions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industrial land in Suqian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宿迁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进工业用地提质增效的实施意见》整理。

类型 措施 主要实施意见

规划管控 国土空间
规划管控

制造业及其配套产业用地园区内用地占比应达到 60%以上；统筹预留高
标准厂房建设用地，园区内用地占比应达到原则上不低于2%

工业项目
用地管理

严格新建
项目准入

新建入园工业项目容积率不得低于1.0，地均固定资产投资不低于330万
元/亩，地均税收不低于10万元/亩；按工业用地管理的研发项目用地容积
率一般不低于2.5；高标准厂房用地容积率一般不低于2.0

严格用地
规模

用地规模小于200亩且适宜使用高标准厂房的工业项目，一般不予单独供
地；市区范围内用地面积超过100亩的工业项目，原则上应报市土地领导
小组会审

混合产业
用地供给

提高土地
混合利用 鼓励同一地块内工业、仓储、研发、办公、商服等用途互利的功能混合布置

优化混合
用地指标

约束

其他产业用途和行政办公、生活配套设施的建筑面积占地上建筑总面积的
比例上限由15%提高到30%，其中用于行政办公、生活配套设施的比例不
超过地上建筑总面积的15%

共建共享
服务配套设施

服务配套
设施集中

共享

产业园区内可集中建设商业服务业、商务公寓、宿舍以及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等邻里中心综合设施及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统筹绿地规模和布局。工
业用地绿地率可从低要求，不得建设“花园式工厂”

有序推进
职住平衡

配套建设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的用地面积占项目总面积的比例上限
可提高到15%，建筑面积占比上限可提高到30%，提高部分主要用于建设
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严禁建设成套商品住宅

地下空间
开发利用

合理确定地下
空间利用范围

省级及以上开发区范围内房地产、公建类和按照工业用地管理的研发类项
目，地下空间面积原则上不低于项目用地总面积的70%

探索地下空间
有偿使用制度

单建地下空间可按建设用地使用权所在区域区段基准地价、成交楼面地
价、土地使用权评估价等作为基础，负一层地价出让起始价可按地表价格
的50%确定，负二层按 25%，负三层及以下可不设起始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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