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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深入探讨了苏州市工业发展的现状、典型案例分析以及未来展望，并着重研究了在全球气候变化背

景下苏州市工业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必要性和策略。文章首先概述了苏州市工业发展的现状，包括从“制

造”向“智造”的转型、产业结构和布局的优化升级、绿色低碳发展的推动以及国际化发展等方面。接

着，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展示了政策扶持、产业结构优化、创新驱动和对外开放合作在苏州工业发展中

的重要作用。展望未来，苏州市将聚焦高端制造与智能制造的融合发展，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

方向转型。文章最后提出了苏州市实施碳中和项目的具体策略和建议，包括明确公司愿景与战略定位、

产品创新与生产流程优化、监测评估与持续改进以及绿色工业人才培育等，旨在为苏州经济的区域发展

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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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current statu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Suzhou, typical case analy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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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uture prospects, with a focus on the necessity and strategies for achieving green and low-car-
bon transformation of Suzhou’s industrial economy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It begins by outlining the present industrial landscape of Suzhou, encompassing the transition from 
“manufacturing” to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
ture and layout, the promotion of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ef-
forts. Subsequently, through typical case studies, it illustrates the pivotal roles of policy support,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innovation drive, and opening-up and cooperation in the indus-
trial development of Suzhou. Looking ahead, Suzhou will concentrate 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
ment of high-end manufacturing an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facilit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wards intelligence and greenness. Finally, the paper proposes spe-
cific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for Suzhou to implement carbon neutrality projects, encompassing 
defining corporate vision and strategic positioning, product innovation and production process op-
timization, monitoring, evaluation,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s well as the cultivation of green 
industrial talents. These are aimed at provid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
opment of Su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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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苏州，作为中国的重要工业城市及江苏省的经济引擎，其工业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享有盛誉，更在

国际舞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为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回顾苏州工业近十多年的

发展历程，其转型与升级之路尤为引人注目。 
首先，苏州工业成功实现了从“制造”到“智造”的深刻转型[1]。以苏州工业园区内的某知名电子

制造企业为例，该企业积极引入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和智能化装备，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还显著

增强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通过智能化改造，该企业成功实现了生产过程的数字化和智能化，为苏州工

业的智能化转型树立了典范。其次，苏州工业在产业结构和布局上持续优化升级[2]。以苏州高新区为例，

该区域通过建设高水平的特色产业基地和创新载体，成功吸引了大量优质企业和创新资源汇聚，形成了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的形成，不仅推动了苏州工业的高质

量发展，也为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注入了强劲动力。此外，苏州工业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积极践

行绿色低碳发展的理念。近年来，苏州工业企业纷纷加大环保投入，采用先进的环保技术和设备，有效

降低了生产过程中的能耗和排放[3]。同时，苏州还积极推动绿色园区和绿色工厂建设，为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最后，苏州工业还注重国际化发展，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以苏州工业园区

内的贝昂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例，该企业通过与国外企业的深入合作与交流，不仅提升了自身的技

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还成功将产品推向了国际市场。这种开放合作的模式，为苏州工业的国际化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撑。综上所述，苏州市的工业体系经过多年的良性发展，已经较为完备，特别是制造业已

成为其立市之本、强市之基。从经济数据来看，苏州市的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根据苏州市统计局的

数据，2022 及 2023 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 23958.30 亿元、24653.40 亿元，同比增长显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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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2024 上半年的数据也显示出强劲的增长势头。根据“GDP30 强预测榜单”预测，今年苏州的地区生产

总值将超过 2.60 万亿元，在全国“GDP30 强”城市中排名第 6 [5]，这充分展现了苏州强大的经济实力和

发展潜力。 
通过前文的调研和分析：在苏州工业经济持续稳健发展的进程中，尽管已围绕“1030”产业布局提

出了明确的发展路径[6]，并在绿色新能源产业的引进与扶持上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与问题。首先，尽管苏州现阶段的工业发展正积极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整个工业

链区域发展的绿色转型仍具有局限性。部分传统行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面临技术瓶颈、资金短缺以及市

场接受度不高等问题，导致绿色转型进度缓慢。同时，绿色新能源产业虽然发展迅速，但其在整个工业

体系中的占比仍有待提升，以实现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绿色低碳转型[7] [8]。其次，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背

景下，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积极推进制造业的绿色转型和碳中和项目的实施，这使得苏州在国际竞争中

的压力日益增大。为了实现绿色低碳转型，苏州需要积极落实碳足迹排放指标的计算和分析，减少碳排

放，并努力实现碳中和的净零排放目标。然而，这一过程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和技术支持，同时还需要面

对市场需求变化、政策调整等不确定因素，这无疑增加了转型的难度和成本。此外，苏州在经济发展过

程中还面临着人才短缺的问题。随着绿色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技术的不断更新换代，对于高素质、

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然而，目前苏州在人才培养和引进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如人才政策不够

完善、人才激励机制不够健全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苏州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总之，本文的研

究对于苏州地区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参考，具有理论价值和一定的实践指导

意义。 

2. 苏州市工业发展典型案例调研 

1) 政策扶持与引导 
苏州市政府积极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关于推动经济运行率先整体好转的若干政策措施》等，

工业企业提供财税、金融、援企稳岗等多方面的支持。其次，苏州市政府聚焦重点项目建设，集中力量

招大引强、培优育强，支持工业企业增资扩产，推动重大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此外，通过推动

产业结构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变、加快新兴产业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数

字经济与生产性服务业以及加强政策扶持与引导等措施。 
典型案例一：苏州中瑞宏芯半导体有限公司得益于政府提供的研发资金、税收减免等支持。企业加

大研发投入，加速产品产业化进程，在第三代半导体等宽禁带半导体材料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新能

源汽车、充电桩、光伏、储能及工业电源等多领域有显著的研发实力和产业化能力[9]。 
典型案例二：博世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及自动驾驶研发制造项目作为苏州市政府重点引进的重大项

目之一，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提供用地保障、能源供应等支持措施，确保了项目的顺利推进和早日投

产[10]。 
2) 优化产业结构 
苏州市积极推动传统产业通过技术改造、产品创新等方式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鼓励企业采用新

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如近几年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纳米技术、人工

智能、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并快速发展壮大形成产业集群效应。 
典型案例一：太阳油墨中国区研发中心的设立，为公司提供了更加专业、高效的研发平台。首先，

该研发中心积极引进国际先进的研发设备和技术，确保研发工作的顺利进行[11]。 
其次，研发中心与苏州高新区内的其他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等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形成了产

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通过聚焦关键技术领域、推动技术创新与研发，为产业结构优化、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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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典型案例二：在传统产业中，吴江以盛泽镇为代表，全力打造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的示范。例如，

奕双新材料通过拆除旧厂房、新建高标准厂房并引进先进设备，实现了生产效率的显著提升和产能的大

幅增加[12]。 
3) 创新驱动发展 
通过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载体，不断提升产业与科技融合性，推动苏州“制

造”加速向苏州“智造”转型。此外，苏州市不断优化人才政策体系，大力集聚产业发展急需的科技领军

人才和高层次人才。通过提供优厚的政策待遇和良好的工作环境，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来苏州创新创业。 
典型案例一：在纳米技术领域，建立中国首个国家纳米技术产业创新中心-苏州纳米城。截至目前，

苏州纳米城已入驻企业超 550 家，其中包括多家上市企业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汇聚了众多从事纳米材

料、纳米器件、纳米生物医药等研发的企业和科研机构。目前苏州纳米城已经有多项重大研究成果。如

氮化镓功率芯片的研发、碳水纳米管仿生材料、MEMS 传感器、集成电路等领域，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开

发，再到产业化推广，为纳米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13]。 
典型案例二：华为苏州研究所是华东区域华为四大研发基地之一，不仅为华为提供了强大的研发支

持，还带动了周边地区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形成了良好的产业生态。例如，该研究所设有数据通信智

能云网实验室展厅，展示了华为在智能云网、超融合数据中心网络、云广域网络和云园区网络等领域的

研发成果。此外，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创新中心向车企与合作伙伴开放，进行联合开发、测试、验证

和成果展示等。目前市场上已有三家车企搭载了 Huawei Inside 模式，包括北汽、阿维塔科技和广汽，共

同推动智能汽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14]。 
典型案例三：苏州市还积极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积极布局储能业务，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市场竞

争力和盈利能力。例如：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就通过战略、战术调整和第二主业储能业务的发展，连续

13 年主营产品出货量排名全球前五名，实现了业绩的稳步增长。仁烁光能作为一家新兴的光伏企业，专

注于新型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研发和生产。目前，仁烁光能已经研制出业内领先的 10 MW 全钙钛矿叠层

光伏组件研发线，所研制的全钙钛矿叠层电池稳态光电转换效率达 30%以上，已超越单晶硅电池的实验

室最高效率[15]。 
4) 深化对外开放合作 
在对外合作方面，苏州市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加强与全球各国的经贸合作推动外贸稳中提质。

其次，支持企业参加境外展会拓展国际市场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吸引外资投资，这些外资项

目的引进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还促进了苏州与国际市场的交流与合作。 
典型案例一：与国际合作的企业。近年来，飞利浦家电在苏州工业园区投资建设了飞利浦家电新工

厂，这不仅可以推动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且，工厂的建设和运营将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为当地人

才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飞利浦家电还将加强与本地高校和职业院校的合作，共同培养高素质的

技术人才[16]。 
典型案例二：与新兴国家的合作。苏州工业园区是中国与新加坡两国政府间的重要合作项目，是中

国首个开展国际合作并按国际惯例进行管理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此期间：苏州工业园区与新加

坡淡马锡合作建设了中新生命科学园，旨在推动生命健康领域的创新与发展。此外，苏州与新加坡在科

技创新领域开展了广泛的合作，双方还共同建设了多个创新平台，如中新联合创新中心等，为科技创新

提供了重要支撑[17]。 
苏州工业经济的发展不仅对于推动区域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而且对于实现国家战略目标都具有不

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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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苏州市工业发展典型案例分析 

1) 政策扶持与引导典型案例分析 
通过对中瑞宏芯和博士新能源汽车案例的分析。两者都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不仅降低了企业的

运营成本，还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后盾，更重要的是这两个项目在这些领域的布局，有助于抢占

市场先机，进一步推动了国内相关技术的提升。不过，对于企业本身来讲注重市场需求和竞争态势的分

析，制定符合市场规律的发展战略和营销策略，加之，健全长效激励机制，激发员工的创新活力和工作

积极性，可以为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长远的动力。 
2) 优化产业结构典型案例分析 
无论是太阳油墨中国区研发中心的设立，还是盛泽镇传统产业如奕双新材料的转型升级，都体现了

对技术创新的重视。通过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两个案例都实现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显著提升，推

动了各自领域的技术进步，并为区域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不过，在以后的发展中，通过科学的

市场分析和预测，确保引进的技术和设备能够符合市场需求并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加之，建立完善的

人才培养体系和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高素质人才，可以为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3) 创新驱动发展典型案例分析 
从纳米技术、电子信息技术到绿色能源领域，这三个案例都展现了强烈的创新驱动力。通过建立创

新中心、研发中心和专注于新技术的企业，苏州在多个高科技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推动了技术的不断

进步和应用。不过，新技术的商业化过程可能受到市场需求、政策变化、竞争态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导致技术难以迅速被市场接受或实现盈利。所以，在进行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时，应更加注重市场调研

和预测工作，了解市场需求和竞争态势的变化趋势。同时，加强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共同

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4) 深化对外开放合作典型案例分析 
苏州工业园区的对外合作项目，不仅带来了外资和技术，还推动了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

展，显著促进了苏州乃至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时，培养高素质的技术人才，为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

供了人才保障。还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展，推动了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不过，面对多

元化市场和供应链的布局，优化技术转移与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例如，可以搭建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的

平台或机构，提高技术转移的效率和质量。此外，通过节能减排、环保治理等措施降低合作项目对环境

的影响。 

4. 碳中和方案实施目标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苏州市工业经济的绿色低碳转型不仅是响应国家“双碳”战略的必然要

求，更是推动自身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首先，“碳中和”项目实施有助于优化苏州的能源结构

和产业结构。其次，该项目的推进将促进苏州工业经济的创新升级。在最后，碳中和项目的实施还将提

升苏州工业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本课题主要研究目标旨在通过构建全面系统的碳中和策略体系与

精准测量碳足迹，推动苏州工业经济的绿色低碳、高效可持续方向转型。通过以下几个核心目标，确保

“碳中和”目标的顺利实现： 
1) 明确公司意愿与战略定位：公司首先需要明确其在“碳中和”背景下的长远愿景，将“碳中和”

愿景与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紧密对接。 
2) 产品创新与生产流程优化：增加对绿色低碳技术的研发投入，引进或培养专业人才，提升技术创

新能力。其次，对生产流程进行全面梳理和优化，采用更加节能、环保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加强能源管

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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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监测评估与持续改进：建立“碳足迹”排放监测体系，定期监测和报告碳排放情况，确保数据准

确可靠，并对碳中和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及时发现问题和不足，制定改进措施并反馈到下一轮循环中。

此外，根据公司内外环境的变化和“碳中和”目标的调整，持续优化研究目标、计划和实施策略，确保公

司始终保持在绿色低碳发展的前沿。 
4) 共筑绿色工业人才培育新体系：政府和高校等培养机构尽可能地将“碳中和”理念深度融入区域

政策或者课程体系中，强化人才对绿色工业技术和可持续发展路径的理解与掌握。 

5. 碳中和发展策略实施内容 

1) 苏州市不同区域工业经济发展碳足迹实施调研 
通过调研苏州市工业经济在中高端、智能制造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并结合这些案例，分析出目前苏

州市工业经济在实现“智能”制造的同时，是否实施“碳中和”项目。以及在“碳中和”项目实施过程中

的改善措施及实施难点，并对其他未进行绿色转型的企业在实施“碳中和”项目过程中进行借鉴和提出

改善措施等。 
2) 苏州市实施碳中和项目企业调研及案例分析 
通过前期的调研，总结、对比和分析出目前我市工业经济在“碳中和”项目实施过程中发展过程中

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措施，并对其进行借鉴和与时俱进的改善。例如在此过程中，环鸿电子(昆山)有限公

司是“碳中和”项目实施较好的高新技术企业之一。在此过程中，首先，公司投入 1.20 亿元用于智能化

车间改造，通过信息化改造和引入机器人、AI 等系统，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同时降低了单位产值能耗。

其次，公司还建设了容量为 0.60 MWh 的屋顶光伏发电系统，每年可提供 60 万度左右的清洁零碳排放的

电力。因此，环鸿电子在智能制造和绿色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2021 年通过了省级绿色工厂评审，

2022 年通过了苏州市“近零碳”工厂评审。这些成功案例为其他企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通过对此类研究案例进行对比、分析，不难发现，“碳中和”项目的实施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海洋能、地热能

等，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2) 煤炭减量与清洁利用：加快煤炭减量步伐，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并推

动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同时，对现役煤电机组进行节能升级和灵活性改造，逐步减少直至碳零排放。3) 
建立完善的企业产品碳足迹因子数据库：依托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数据库，发布基础能源、原材料、

半成品和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的产品碳足迹因子。以上措施的实施，可以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碳足迹”

管理体系，推动绿色低碳供应链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3) 苏州市碳中和项目实施方案建议 
在碳足迹管理体系实施过程中，首先，要制定明确的实施方案与目标。明确苏州市碳中和项目的总

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其次，建立健全“碳足迹”核算体系。研究制定苏州市产品碳足迹认证管理办法，

推动重点行业和产品开展碳足迹认证工作，提升产品低碳竞争力。此外，加强碳足迹宣传教育与培训。

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开展碳中和、碳足迹等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公众对绿色低碳发展的认识

和参与度。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碳中和项目和碳足迹核算工作。最后，构建全面的反馈评估与

持续改进机制。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价体系，定期对碳中和项目的实施效果、碳足迹核算的精准度等进行

全面评估。通过数据收集、分析对比与效果评估。针对评估结果，组织专家团队或专业机构进行深入分

析，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意见和建议。 

6. 碳中和发展策略实施框架 

本课题紧紧围绕“碳中和”这一关键问题展开。主要紧密围绕“战略规划–经验借鉴–现状评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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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分析–实施策略与路径”四大核心环节展开，旨在构建一个全面、系统且可持续的碳中和体系。 
首先，战略规划阶段，企业需通过深入研究国内外“碳中和”相关政策、标准与最佳实践，明确自身

碳中和的愿景、目标及时间表。其次，经验借鉴过程中，企业应积极学习国内外成功实施碳中和的先进

企业案例，特别是同行业或类似规模企业的经验。如节能减排技术应用、清洁能源替代、绿色供应链管

理等模式，为自身碳中和实施提供宝贵参考。此外，现状评估与问题分析是关键一步。企业需通过内部

审计、外部咨询、问卷调查、专家访谈等多种方式，全面梳理自身在能源消耗、碳排放、环保管理等方面

的现状等。同时，深入分析制约因素，如技术瓶颈、资金短缺等，为后续制定针对性的实施策略奠定基

础。最后，在实施策略与路径的制定上，企业应围绕减排目标，从多个维度出发，如：推进绿色供应链管

理，实施节能技术改造等措施，构建综合性的“碳中和”实施方案。具体实施框架如图 1 所示。通过上

述框架的实施，企业不仅能够实现自身的碳中和目标，还能够提升品牌形象，增强市场竞争力，同时为

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贡献力量。 
 

 
Figure 1. Research framework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arbon neutrality projects 
图 1. “碳中和”项目实施研究框架 

7. 碳中和发展策略实施重点 

本研究将重点即将围绕以下几点进行：一是全面梳理并分析苏州市现有“碳足迹”搜集值的企业，

并分析其在推进“碳中和”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实施现状、特点与不足，特别是一些技术难点等。二是基

于现状分析，设计一套能够深度融入大多数甚至整个工业体系链的碳足迹实施方案和措施，并针对不同

企业特点，提出不同的应对方案。如不断地完善“碳足迹”因子数据库，通过第三方机构评估“碳足迹”

值等措施。三是探索建立“碳足迹”实施方案过程中有效的评估体系，以科学、量化的方式进行有效的

改进措施，为持续改进和优化提供数据支持。 
综上所述，本课题中提出的实施“碳中和”项目希望能够对苏州经济在实现“智能制造”的同时，进

一步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提升城市及国际市场竞争力提供有益参考。 

8. 结论 

苏州市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引擎，其工业经济在稳健发展的同时，正积极践行绿色低碳转型，以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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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国家“双碳”战略。研究揭示，苏州市在智能制造领域取得显著进展，同时部分企业通过实施“碳中

和”项目，如智能化改造和清洁能源利用，有效降低了碳排放。然而，转型之路并非坦途。传统行业在绿

色低碳转型中面临技术、资金及市场接受度等挑战，绿色新能源产业占比仍有待提高。此外，在全球经

济竞争中，苏州需应对资金投入、技术支持及政策调整等不确定因素，以实现碳中和目标。针对上述问

题，本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策略建议，包括明确企业碳中和愿景、加强绿色低碳技术研发、优化生产流程、

建立碳足迹监测体系及持续改进机制，并强调政府、高校与企业应共筑绿色工业人才培育新体系。综上

所述，苏州市在推动工业经济绿色低碳转型方面已取得初步成效，但仍需克服诸多挑战。本研究为苏州

实现智能制造与绿色低碳发展的双赢提供了有益参考，有助于提升城市及国际市场竞争力，促进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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