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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李金珊

作为一个大学教授 ，我很敬佩林敬佑 。

我国县一级党委政府有些部门的工作十分繁忙 ，基本上机关干部没

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去静静思考 。 由于工作上有诸多联系 ，所以对苍南县

委政研室也有一定的了解 ，从而对林敬佑也有了一些工作上的了解 。政

研室是个可以很清闲也可以很繁忙的部门 ，端视这个在其位的每个人的

能动性 。一如我国这些年党委政府越来越重视政策的前行研究 ，苍南县

委政研室的作用便成了县委的左膀右臂 。 在浙江省政府批准成立浙台

（苍南）经贸合作区后 ，又兼任了苍南县对台经贸合作服务中心的副主

任 。在任职苍南县委政研室的这几年 ，勤于思考 ，笔耕不辍 ，积累的文字

数大大高于我们这些从事研究和文字工作的人 。 这种勤勉 、脚踏实地和

对工作的热情 ，一直是我对之非常欣赏和敬佩的地方 。

这本书就是他这些年思考的一个小结 。又正值去年 ６月召开的中共

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上提出的建设“物质富裕 、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新

浙江的战略部署 ，如何推动推动县域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转型发展便

成了浙江省县一级党委政府十分重大的任务 。 自古以来 ，我国就有郡县

治天下治的说法 。 浙江省作为我国经济大省 ，２０１１ 年人均 GDP 已经超
过 ６０００美元 ，跨入了中等发达地区的经济水平 。在迈向现代化的发展进

程中 ，不可回避的是 ，全省区域发展不平衡状况依然十分明显 ，全省目前

仍然有 ２５个欠发达县 ，这些地区依然面临着追赶发展和转型发展的双重

艰巨任务 。改革开放初期 ，苍南曾经创造过许多全国第一 ，可是今天的

苍南却是 ２５个欠发达县之一 ，但是国家的海峡西岸经济区战略 、海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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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战略和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为苍南的重新焕发创造力和下一步发展

提供了极佳契机 。 这本书 ，正是林敬佑同志对苍南如何借全国 、全省东

风推动苍南发展的点点滴滴的思考 。 为了加快推进科学发展 、转型发

展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浙江省委 、省政府提出了实施四大国家战

略 ，即实施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战略 、舟山新区战略 、义乌国际贸易

综合改革试验区战略 、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战略 。 从战略层面上来说 ，

这四大国家战略的全面实施对于推动浙江科学发展 、转型发展 ，特别是

带动欠发达县域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发展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 、

机遇难得 。从目前全省区域发展格局来看 ，浙北地区由于靠近长三角经

济区核心区 ，在长三角经济区龙头上海市的辐射带动下 ，率先发展 、快速

发展 ；浙东地区是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核心区 ，在国家海洋战略

的实施带动下 ，凭借着海洋资源优势和独特的港口区位优势 ，正在成为

浙江新一轮推动海洋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和重点区域 ；浙中地区 ，特别

是推动金华 ———义乌都市圈的形成和义乌成为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验

区后 ，发展势头十分看好 。唯独浙西南地区 ，由于远离长三角核心区 ，一

直以来缺乏国家级经济区的辐射带动 ，加上资源禀赋 、区位交通条件的

相对落后 ，发展一直徘徊不前 ，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境地 。 特别是温州市 ，

作为浙江省的三大核心城市之一 ，作为改革开放进程中创造出“温州模

式”的代表性区域 。 多年来 ，由于发展环境恶化 ，导致人才 、资金大量外

流 ，使得温州本地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全省先发地区的水平 。 目前 ，温

州市委 、市政府正在大力度推动固定资产投资 ，改善投资发展环境 ，积极

主动融入区域一体化发展 ，深入实施“两海两改”国家战略 ，积极推动经

济 、社会 、政府转型发展 ，努力建设“三生融合 、幸福温州” ，以这些战略举

措的大力实施来再创温州辉煌 。

在温州市委 、市政府大力实施“两海两改”战略举措之际 ，苍南县作

为浙江省最南端的省级欠发达县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欠发达地区的

跨越发展 ，以超常规的发展思路 ，以实现“弯道超车” 、“跳跃爬坡”的发展

目标 。 尽管由于县域人口多 ，人均耕地面积较少 ，人均 GDP 还比较低 ，

但是凭借着独特的近台区位优势和与台湾文化同源的人文优势 ，在对接

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中显示出独特的发展优势 ，成为目前我省开展对台

经贸合作的“桥头堡” 。 ２０１１年 ５月 ，浙江省政府在苍南县设立了我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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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旨在开展对台经贸合作的省级平台 ———浙台 （苍南 ）经贸合作区 ，列

入省级开发区管理序列 ，同时要求积极创造条件申报成为国家级对台经

贸合作平台 。目前 ，苍南县委 、县政府在浙台 （苍南 ）经贸合作区开发建

设一年多取得的发展成就的基础上 ，信心十足 ，乘势而上 ，启动申报创建

国家级对台经贸合作平台 。 相信 ，不久的将来 ，苍南县将建设成为浙江

海洋经济发展的示范区 、浙江“海西”经济发展的先行区 ，建设成为国家

级台商投资区 、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 、国家级对台贸易口岸 、国家级海

峡两岸交流基地 。 藉此 ，在新一轮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大背景下 ，

苍南县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 ，找到了机会 ，找准了发展路径 ，经济社会

转型发展也将加速推进 。从这个意义上说 ，苍南县域经济社会的转型发

展具有了样本的研究价值 。

林敬佑同志一直十分勤奋地致力于研究苍南转型发展这个样本 。

２０１２年 １ 月 ，中共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与苍南县委 、县政府合作在苍南

县设立了浙台经贸合作研究中心 ，担负着为新时期浙台经贸合作开展相

关的研究和政策咨询这一任务 ，林敬佑同志还兼任浙台经贸合作研究中

心执行主任 ，在开展浙台经贸合作 、县域发展战略 、企业发展建设 、基层

组织建设等方面都有一些思考研究 ，为苍南转型发展 、浙台经贸合作提

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 、意见 ，相关研究文章也曾经获得省 、市发展研究

奖 。现在 ，林敬佑同志将这些观点 、建议汇集成书出版 ，并嘱我为之作

序 ，相信这些文字对于苍南今后发展 、类似地方发展 、全省县域经济社会

科学发展转型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以上这些文字算是为之

作序 。

（作者系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 ，浙江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

任 、教授）



　 　

序 　 二

□黄寿龙

面对着当前激烈的区域发展竞争 ，作为浙江省最南端的苍南县和许

多欠发达地区一样 ，面临着追赶发展和转型发展的双重艰巨任务 。 作为

一个人口 １３０万 ，陆域面积 １２９１ 平方公里 ，而且山地面积占 ６０％ 的省级

欠发达县级行政区域来说 ，要跟上全国发展步伐 ，加快转型发展 ，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 ，必须要有超常规的动作举措 ，才能实现“弯道超车” 、“跳跃

爬坡” 。那么 ，苍南要追赶发展 、转型发展的资源优势 、政策优势 、竞争优

势究竟在哪里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费思量的问题 ，也是一个经历曲折历

程才能回答的问题 。

改革开放初期 ，苍南人穷则思变 ，顺应形势 ，敢为天下先 ，特别能吃

苦 、特别能创业 ，发扬千山万水 、千言万语 、千辛万苦 、千方百计的“四千”

精神 ，攻坚克难 ，锐意进取 ，创造出“浮动利率 、挂户经营 、私人钱庄 、农民

建城”等一个又一个闻名全国的改革创举 ，成为“温州模式”的主要发祥

地之一 ，苍南经济发展也曾一度领跑温州各个县 （市 、区） 。 但是 ，由于种

种原因 ，苍南发展从领跑全市的位置上掉队了 ，而周边的兄弟县 （市 ）发

展已经远远超过我们 。落后了怎么办 ？除了奋起直追 ，别无他途 。

历届县委 、县政府都提出了欠发达地区跨越发展的战略目标 ，但是 ，

仅仅依靠省级层面的若干政策支持和欠发达地区的后发优势 ，远远不足

以支持苍南在短时期内实现崛起跨越 ，实现“弯道超车” 、“跳跃爬坡”的

目标 。 当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大潮席卷我们之际 ，拍掉身上的浪花 ，

我们终于发现什么是我们最需要的 。 苍南地处浙闽交界 、浙江省最南

端 ，从长三角经济区来看 ，无疑处于末梢 。 长三角经济区作为我国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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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最具活力的地区 ，其核心区距离苍南超过了 ４００公里 ，对苍南发展的辐

射和带动不起什么效果 ，我们只能无奈地看到同处长三角经济区的浙北

地区风生水起 、虎虎生威 。 ２００９年 ，随着两岸关系出现积极变化 ，海峡西

岸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 ，苍南从位居长三角经济区的末梢一跃成为对

接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前沿 ，成为浙江省对接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 、开展

对台经贸交流合作的“桥头堡” 。 海峡西岸经济区作为我国继珠三角经

济区 、长三角经济区 、环渤海经济区 、成渝经济区之后 ，我国区域发展的

第五极 ，在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

再加上担负着完成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重大历史使命 ，使得这一经济区

发展享有极高的政治关注度 、政策含金量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这为苍南

未来的发展创造了极为宽阔的想象空间 。 ２０１１ 年 ，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

范区建设获国务院批准 ，也上升为国家战略 ，浙江省海洋经济迎来了大

发展的新时代 。 苍南作为浙江省海洋资源大县 、海洋经济大县 ，无疑成

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南翼的重要组成部分 。 这两大国家级经济

区板块的同时崛起 ，并且在苍南叠加 ，为苍南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创造

了机遇 ，苍南也因此找到自己发展的优势所在 、机遇所在 、目标所在 。

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苍南县委致信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 ，要求省委 、省政府在苍

南设立“对台经贸聚集区” ，作为浙江省对接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 、开展

对台经贸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得到了省委 、省政府的热烈响应 ，赵洪祝

书记对此作出重要批示 。 ２０１１年 ５月 １８日浙江省政府在苍南设立了浙

台（苍南 ）经贸合作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浙江省副省长龚正亲自来到苍

南为浙台（苍南）经贸合作区挂牌 ，苍南成为了全省开展对台经贸合作的

“桥头堡”和重要平台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苍南县第八次党代会提出了以国

家实施“双海”战略为指引 ，挺进海洋 、融入“海西” 、对接台湾 ，以浙台 （苍

南）经贸合作区开发建设为抓手 ，深入实施县域“双海双区”战略 ，努力把

苍南建设成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的示范区 、浙江“海西”经济发展的先行

区 ，建设成为国家级台商投资区 、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 、国家级对台贸

易口岸 、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这样的发展思路目标 。 至此 ，苍南终

于找到了新时期融入区域一体化发展 、适合自身加快发展的目标方向 、

路径选择 。尽管目前还刚刚起步 ，但是 ，我们有理由相信苍南转型发展 、

崛起跨越的发展道路从此发端 。 苍南发展的历程表明 ，一个地区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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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发展必须从自身的比较优势出发 ，紧紧抓住政策 、资源优势 ，选择适

合自身的发展目标和路径 ，才能迎来希望 。

在苍南转型发展历程探索中 ，林敬佑同志深入研究 、勤于思考 、笔耕

不缀 ，对当前苍南转型发展当中涉及的对台经贸 、县域战略 、企业发展 、

基层建设等方面内容作了较为系统的思考研究 ，提出了一系列观点 、思

路和建议 。现其将这些文稿结集出版 ，这对于帮助苍南干部群众深入了

解当前苍南转型发展的目标方向 、路径选择 、思路举措等 ，积极投身全面

小康社会建设 ，加快实现崛起跨越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值

得为之推荐并作序 。

（作者系中共苍南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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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南县地处浙 、闽 、台三省交界处 ，近台优势明显 ，经济腹地广

阔 ，战略地位重要 ，是浙江省对台工作的前沿 。 ２０１１ 年 ５月 ，浙江省

政府在苍南设立了浙台（苍南）经贸合作区 ，列入了省级开发区管理

序列 ，同时要求积极创造条件申报成为国家级对台经贸合作平台 。

这是我省设立的第一个旨在参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 、开展对台经

贸交流合作的省级平台 。如何顺应当前两岸关系出现积极变化这

一趋势 ，发挥苍南近台优势 ，加快建设浙台 （苍南）经贸合作区 ，加快

苍南崛起跨越 ，为新时期浙台经贸合作作出示范 ？苍南县委提出了

实施县域“双海双区”战略 ，以国家实施“双海”战略 （即海峡西岸经

济区战略 、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战略）为指引 ，按照“两区四平

台”的发展定位 ，努力把苍南建设成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的示范区 、

浙江“海西”经济发展的先行区 ，早日建设成为国家级台商投资区 、

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 、国家级对台贸易口岸 、国家级海峡两岸交

流基地 。围绕这样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思路 ，笔者在最近一年多时间

内作了大量有针对性的研究和思考 ，这一辑里共收录了笔者的研究

文章 、座谈发言 、考察报告共计 １４篇 ，有些是与同事一起合作开展研

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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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台 （苍南 ）经贸合作区发展定位

感谢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徐志宏副主任一行 ，在百忙中来到浙台

（苍南）经贸合作区所在地苍南县指导工作 ，这也是对苍南县委政策研究

工作的极大鼓励和支持 ！借此机会 ，我就建设浙台（苍南 ）经贸合作区的

有关问题及政策要求 ，谈几点粗浅想法 ，供省委政策研究室调研组同志

参考 。

１畅 浙台（苍南）经贸合作区的发展定位问题 。 对浙台 （苍南）经贸合

作区未来的发展定位作出科学准确的判断 ，这是我们建设浙台 （苍南 ）经

贸合作区 ，并进行战略规划布局 、政策设计的重要前提 。 这次苍南县委 、

县政府提出申报设立浙台 （苍南）经贸合作区到批准 ，时间很快 ，效率很

高 ，这反映了省 、市 、县三级党委 、政府对此事高度共识 ，也与省委政策研

究室 、省商务厅领导的大力支持分不开 。 但是牌子批下来以后 ，未来的

浙台（苍南）经贸合作区如何规划建设 ，发展怎么定位 ，这些都是需要我

们从战略上去深谋远虑 、深思熟虑的 。 国家发改委今年印发的枟海峡西

岸经济区发展规划枠从国家层面明确提出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定位

是 ：两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试区域 ，服务周边地区发展新的对外开放

综合通道 ，东部沿海地区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基地 ，我国重要的自然和文

化旅游中心 。温州沿海发展区作为海峡西岸经济区当中的九大集中发

展区块之一 ，其发展定位是 ，以温州为依托 ，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发达的优

势 ，加快建设沿海先进制造业基地 、港口物流基地 ，构筑海峡西岸东北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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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极 ，带动丽水 、衢州 、宁德等地发展 ，建设成为连接长三角和中西

部地区发展的重要区域和出海口 、两岸产业对接基地和民营经济创新发

展示范区 。根据“海西”发展规划和我省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要求 ，

结合苍南区位交通 、资源禀赋 、产业基础等方面条件进行综合考虑 ，建议

浙台（苍南）经贸合作区在发展定位上 ，应该考虑 ：我省参与海峡西岸经

济区建设先行区 、对台交流合作示范区 ，两岸产业对接重要基地 、沿海先

进制造业重要基地 、港口物流基地 、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区 。 因此 ，相

关的规划布局和政策设计也应该与浙台 （苍南 ）经贸合作区的未来发展

定位相衔接 、相吻合 。

２畅 浙台（苍南）经贸合作区的行政级别和管理模式问题 。 浙台 （苍

南）经贸合作区是目前浙江省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参与海峡西岸经济

区建设 、开展对台经贸交流合作的省级平台 ，同时 ，要求积极创造条件申

报国家级对台经贸合作平台 。 它的建成对于我省深度参与海峡西岸经

济区建设 、密切浙台两地经贸文化交流合作 、推进我省海洋经济发展示

范区建设 、推动我省边界地区转型发展跨越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其战略地位十分突出 ，开发潜力十分巨大 ，发展前景十分看好 ，示范

效应十分明显 ，省 、市 、县三级党委 、政府都应该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来科学谋划浙台（苍南）经贸合作区的规划 、建设 、发展 ，因此建议在行政

级别配置上要赋予浙台（苍南）经贸合作区副厅级的行政级别 ，由温州市

党政领导兼任浙台（苍南）经贸合作区管委会主任 ，同时也兼任苍南县委

主要领导职务 ，两个牌子一套班子 ，借鉴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的行政管

理机构设置和管理模式 。这样 ，既可以提升浙台 （苍南 ）经贸合作区的发

展层次 ，同时 ，也为浙台 （苍南）经贸合作区建设赢得更多的资源和政策

机会 。

３畅 浙台（苍南）经贸合作区扩大两岸交流问题 。 在开展两岸经贸交

流合作方面 ，要大力做好“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文章 。 这里 ，建议要向

福建学习 。福建各地 、各个层面 、各个部门 、各种各样的交流会 、洽谈会 、

节庆活动 、合作活动很多 ，对于扩大开展两岸交流效果明显 。 建议设立

浙台经贸合作论坛 、浙台经贸洽谈会 ，由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 、浙台 （苍

南）经贸合作区管委会和苍南县人民政府承办 ，每年举办一次 ，地点就设

在苍南县 ，作为宣传 、推介浙台（苍南）经贸合作区的重要载体和平台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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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浙台经贸合作 、文化交流 、人员往来展开深入探讨 ，达到增进了解互

信 、合作共赢的目的 。 另外建议省商务厅和省 、市有关部门要定期牵头

组团 、组队 、组企 、组人 ，带浙台（苍南）经贸合作区赴台湾招商引资 、合作

交流 。

４畅 关于浙台（苍南）经贸合作区先行先试创新体制机制问题 。 除了

刚才有关领导已经讲到的海关 、商检 、财政 、税收 、土地 、用海等等方面实

行更加灵活 、优惠 、开放的政策外 ，建议对苍南建设浙台 （苍南）经贸合作

区给予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 、投融资体制改革 、区域金融改革创新 、

民营经济创新发展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小城市综合改革和中心镇培育

等方面更加宽松 、更加灵活的自由裁量权 ，给予更大的政策待遇 。 特别

是 ，苍南包括温州这里民间资本雄厚 ，如何创新金融体制 ，放宽条件和创

造渠道 ，让民间资本很好对接实体经济 ，让雄厚的民间资金在浙台 （苍

南）经贸合作区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也请上面的专家领导帮助破题 。

５畅 关于浙台（苍南）经贸合作区利用国内资本问题 。 浙台 （苍南 ）经

贸合作区发展既突出两岸经贸合作 ，打台湾牌 ，但又不局限于只承接台

湾产业 ，国际国内资本 、产业都是浙台 （苍南 ）经贸合作区建设的重要资

源 。苍南有民间资本的优势 ，有在外苍南人的优势 ，苍南更需要大型央

企和我省大企业的投资 ，如何吸引国内优质资本 、项目建设浙台 （苍南 ）

经贸合作区 ，也希望能有更加灵活优惠的政策支持 。

在 ２０１１年 ６ 月 ８日中共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调研组来苍南座谈会

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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