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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扬州经济开发区才三L -
1988 年 3 月，经国务院批准，市区及仪征市、部江县、江都县被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区 。 此后，经调

研、论证，扬州市决定建立经济开发区 。 1992 年 5 月 10 日，市委扩大会议确定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指导思想，即充分发挥扬州区位、资源优势，运用国家给予沿海开放城市的各项优惠政策，坚持建设资金

以引进国外资金为主，技术水平以高新技术、高附加值技术为主，经济结构以与外国及港澳台合资、合作

经营企业和外商及港澳台商独资经营企业为主，企业产品以外销为主，经济活动以市场调节为主的"五

个为主"的开发方针 。 同月，成立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总公司 。 7

月，启动开发区全面建设 。 当时，市委、市政府决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联合部江县、广陵区、郊区共同开

发，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联动，分片开发、分别使用、分级管理、分头核算的"四统四

分"原则 。 1993 年 10 月，省政府批准扬州经济开发区为省级经济开发区 。

1992 年上半年，江都、高邮、宝应、仪征 4 县(市)先后建立经济开发区，亦于 1993 年被省政府批准

为省级开发区 。 但除扬州经济开发区保持正常发展外，大部分县(市、区)开发区处于滞缓状态 。

进入 21 世纪，扬州经济发展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市委、市政府坚持工业第一发展方略，加大开

放力度，扩大招商引资，推进园区建设，各开发园区均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

2001 年 7 月，市委、市政府为进一步提高扬州工业经济集中度，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大招商力度，作

出建设"一区四园"(扬州经济开发区及港口工业园、部江工业园、江阳工业园和杭集工业国)的决策 。

2002 年 8 月，广陵产业园启动建设，实际构成"一区五园"格局 。

21 世纪初，宝应、高邮、江都 3 县，(市)均调整扩大开发区范围，重新规划布局，增加投入，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完善投资环境，开展招商引资，成采丰硕 。 2001 年，仪征开发区从城北南移至长江边，建设滨

江新区 。 2003 年 10 月采取市、县联办方式，建立扬州'\(仪征)化学工业园。 2004 年末，仪征开发区整体

划转为化学工业园区 。 仪征开发区东移至十二抒镇区域重建。至 2005 年，扬州市共有 8 个省级开发

区、2 个市级开发区 。

第一章 扬州经济开发区

扬州经济开发区位于扬州市主城西南侧，南临长江，东至京杭大运河，处于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

处，具有沿江、通海、临河的独特优势 。 宁通高速、沿江高等级公路横穿扬州经济开发区，通过区内接入

口，南接润扬长江大桥连接沪宁高速，北接宁通高速连接京沪高速，陆路到南京及禄口国际机场仅需 1

个多小时，到上海 2 个多小时，到北京 8 个多小时， 20 分钟可抵达扬州火车站 。 开发区内长江岸线全长

13.5 千米，其中旅游岸线1. 18 千米、工业岸线 3 千米、港口码头岸线 4.21 千米、生态保护岸线 3. 75 千

米、水源保护岸线1. 36 千米 。 区内扬州港是国家一类对外开放口岸，有万吨级货运码头 5 个，其中集装

箱专用泊位 1 个，可停靠 5 万吨级海轮，集装箱年吞吐量可达 20 万标准箱，货物年吞吐量可达 1000

万吨 。

1992 年 5 月 10 日，市委召开扩大会议，确定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指导思想。 5 月 22 日，市政府

印发《关于建立扬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通知 )) ，成立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市经

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总公司，联合刊江县、广陵区、郊区共同开发。当年筹集资金1. 2 亿元，其中市政府集

中预算外资金 1800 万元，通过银行发行债券 1500 万元，从外地拆借 800 万元，地方筹资 2750 万元，通

港公路集资 1100 万元，供电、邮电、自来水配套自筹资金 2000 万元，土地转让及划拨 2000 万元。 7 月

中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破土动工 。 9 月上旬，开发大厦动工 。 11 月 11 日，开发大厦 8 层主楼封顶 。

1993 年 10 月经省政府批准为省级开发区，规划面积 9. 8 平方千米 。 1995 年初对规划进行局部调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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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高新技术开发区的规划，将 4 平方千米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分为 3 个功能小区，重点发展电子、机电一

体化和汽车工业的新项目。 11 月，扩大管辖范围，开发面积 10 平方千米，农村人口1. 23 万人。 2002 年

根据市政府行政区划调整方案，将八里、施桥两镇划人，并组建文汇、扬子津两个街道，管理区域面积 72

平方千米，其中港口工业园区规划面积 23 平方千米，总人口 15. 57 万人。 2005 年 6 月，经国务院批准，

在开发区内设立扬州出口加工区，规划面积 3 平方千米，一期启动面积1. 47 平方千米。

2005 年，市开发区实现业务总收入 395. 7 亿元，其中工业销售收入 32 1. 5 亿元，实现财政收入 15. 3 

亿元，自营出口 1 1. 2 亿美元 。 至 2005 年末，累计批准进区项目 226 个，项目总投资 26. 36 亿美元，实际

利用外资及港澳台资 1 1. 5 亿美元，协议注册外资及港澳台资 24 亿美元，初步形成电子、汽车、机械、轻

纺等支柱产业。拥有科研机构 7 家，"双密"企业(外商及中国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中的技术密集、知识密

集型企业)3 家，高新技术企业 49 家，其中国家级 10 家、省级 28 家、市级 11 家。 2005 年， 63 个产品被

列为国家重点新产品， 39 个产品被列为国家"火炬计划"产品， 43 个产品被列为省"火炬计划"产品，获得

创新基金 110 万元 ;高新技术企业实现业务总收入 97. 3 亿元，占全区工业销售收入 30 . 5 % ;高新技术

产品出口额 4. 1 亿美元，占全区出口额 36 . 09 % 。

第一节规划布局

开发区规划编制与其筹建同步进行。 1992~2005 年共编制两轮规划 。

一、总体规划

1992 年，市政府确定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界址:工业生产区域为东至古运河、南至仪扬河、西至扬

瓜公路、北至迎新路，面积 15.74 平方千米，由北向南分近、中、远三期开发;生活区为迎新路以北 o. 78 

平方千米 。 1993 年，市政府将生活区扩大为 2 . 32 平方千米 。 同年 10 月，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省政府 t 

批准为省级开发区，更名为扬州经济开发区，规划面积为 9.8 平方千米，范围为东起古运河 、西至扬瓜公

路、南起幸福河、北至苏农路(后更名为文汇路)。其中起步区面积 4. 86 平方千米 。 1993 年末编制完成

《扬州经济开发区规划 >> ，规划面积 16 . 52 平方千米。该规划经市政府批准并且纳入《扬州市城市总体规

划(l996~2010 年) >> 0 1995 年初对局部规划进行调整，完善高新技术开发区的规划，将 4 平方千米高新

技术产业园分为 3 个功能小区，重点发展电子、机电一体化和汽车工业的新项目。 11 月，扩大管辖范

围，开发面积达 10 平方千米，农村人口1. 23 万人。规划定位:以发展工业为主，吸引各种资本新办项

目，并逐步将城区企业迁入开发区，做大做强开发区工业经济 。 开发区立足于体现现代化的扬州形象，

有良好的城市景观和高质量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走城市外延发展的道路，功能上以生产开

发、经济辐射为主。

1999 年 6 月对规划编制中空间布局及路网作出调整。 2001 年，沿江开发启动 。 2002 年 8 月开始

编制沿江港口工业园规划，规划面积 23 平方千米 。 该规划作为《扬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2001~2020

年门的一部分，于 2002 年末经过市政府研究通过 。 2002 年根据市政府行政区划调整方案，将八里、施

桥两镇划人，并组建文汇、扬子津两个街道，市开发区管理区域面积扩大为 72 . 2 平方千米，其中港口工

业园区规划面积 23 平方千米，总人口 15 . 57 万人。 2005 年 5 月，经省政府批准设立1. 2 平方千米化工

园区与 2. 6 平方千米纺工园区。 6 月 3 日，经国务院批准，在开发区内设立扬州出口加工区，规划面积 3

平方千米，一期启动面积1. 47 平方千米。规划定位:充分利用现有经济基础和区位优势，大力发展和吸

引高新技术企业，大力提高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能力、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提高高附加值、高技

术含量、高出口率的机械制造、汽车制造 、电子信息、精细化工、高档纺织的生产能力，便开发区成为全市

乃至苏北一带高新技术的孵化器和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基地，同时呼应浦东和沿海、沿江经济带的开发

开放，主动参与上海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分工协作、产业转移，推进与国际经济接轨;通过引进外资，发展

高新技术及创汇产业，推进观念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技术产品创新，充分发挥开发区的辐射和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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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效应，以高新技术带动全市传统产业改造，通过经济、技术、人才等多种途径进行辐射，推进全市经济

的发展;充分挖掘扬州现有优势，大力发展技术含量高、产业关联度大、附加值较高的机械、电子和汽车

工业，充分利用长江的水资源发展精细化工和纺织工业，充分利用高曼寺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利用教

育资源发展教育产业，利用港口优势及运河延伸的广大腹地发展仓储物流业 。

二、规划内容

根据现状及发展方向，二轮规划将开发区划分为北区、中区和南区 。 北区主要功能为发展高新技术

产业并安排开发区的行政管理、商业贸易、金融服务、商务接待、生活居住等项目;中区主要功能为科教

旅游及生态环境建设区，起过搜与隔离作用;南区主要功能为发展耗水量大、有污染的二、三类工业及仓

储物流业 。 据此，开发区规划建设 6 个专业园区 。

电子信息产业园区范围由两部分组成，即北区和南区 。 北区东至吕桥河、西至振兴路、南至南绕城

公路、北至开发路;南区东至扬子江路、西至振兴路、北至南绕城公路、南至仪扬河 。 规划总面积 3. 3 平

方千米 。 主要发展信息技术(lT)产业及其他高新技术产业 。

汽车机械工业园区范围为新城河以南、吕桥河以东、运河路以西、南绕城公路以北 。 规划总面积 2

平方千米 。 主要以扬州亚星客车、通华半挂车为核心，发展与汽车配套的柴油发动机、水箱、滤清器、车

用空调、汽塑件、底盘生产等项目 。

科教旅游园区范围包括广陵学院及其以南地区、江海学院及其以南地区、高曼寺(含普同塔院)及其

以南地区 。 规划总面积 10 平方千米 。、 由大学区、科研区、旅游区、森林公园、人工湖区组成，既是港口工

业园区与主城区之间的缓冲带，也是扬州整个旅游体系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

纺织工业园区范围为北至刊江河、南至沿江高等级公路、东至扬子江路、西至马港河、瓜八路一线 。

如划总面积 4. 8 平方千米 。 主要依托扬州现有的品牌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及上下游配套能力强的

优势，形成具有一定科技含量，外向度较高的纺织品出口、生产基地，主要发展衣着类、装饰类纺织品项

目以及新型化学纤维的开发 。

化学工业园区范围为部江河以南、沿江高等级公路以北、扬子江路以东、京杭大运河以西及京杭大运

河以东的小夹江区域 。 规划总面积 4 平方千米 。 充分依托长江中下游化工产业带及上海、南京两大石化

基地，以化工新材料为特色，大力发展石油深加工、后加工产品、生化及精细化工，努力建成集生产、研发和

仓储、物流为一体的工业园区 。 后因市、县合建扬州I (仪征)化学工业园，市开发区内不再设化工园区 。

仓储物流园区范围为沿江高等级公路以南、扬子江路以东、京杭大运河以西、长江以北 。 规划总面

积 2. 5 平方千米 。 利用扬州港以及京杭大运河的内河航运优势，发展集仓储、物资配送、信息服务、货运

代理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物流业 。

同时进行基础设施规划和综合防灾规划 。 基础设施规划包括:给水工程规划 。 实施区域供水，实现

城乡供水一体化，运用市场机制共建、共管、共享、共用区域基础设施，北区由扬州四水厂供水、中区及南

区短期由四水厂与各乡镇联合供水，远期增建五水厂并由其供水 。 排水工程规划 。 实行雨污分流制，雨

水就近排入水体，污水达标排入市政管网汇入污水处理厂进行集中处理，北区、中区污水通过扬子江路

截流干管，南区污水通过金山路截流干管进入港口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厂规划建在南区的东北部，

20 1 0 年规模为 20 万吨/ 日， 2020 年规模 40 万吨/ 日，规划用地 30 公顷，尾水排入京杭大运河。 燃气工

程规划 。 以天然气为气源，从市天然气门站接人，沿南绕城公路至扬子江路向南、向北供应 。 规划在南

绕城公路以北、扬子江路以东、古运河以西设 1 座天然气门站 。 供热工程规划 。 开发区内规划集中统一

供热，严格控制新建小锅炉 。 北区以威亨热电为热源、南区以协鑫热电为热掘，主要为工业生产及其他

经营性用热提供保障 。 供电工程规划 。 开发区内主供电源为 220 千伏横沟变电所，近期在南区东侧新

建 110 千伏变电所 l 座以满足南区用电需要;远期规划在中区西侧新建 220 千伏变电所 1 座作为开发

区的主供电源，在南区西侧及北区南侧新建 110 千伏变电所各 l 座 。 环境保护规划 。 根据可持续发展

要求，贯彻环境建设与经济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的方针 ，坚持环境质量第一和预防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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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1 2002 年扬州经济开发区规划示意图

严格控制环境污染源，实行排放污染物总量

控制，强化环境管理措施，保持良好的环境

质量。其目标是:区内河流达到国家 IV 类

水标准，工业废水由各厂进行预处理后，经

污水管道至污水处理厂处理，工业废水处理

率 100 % ，生活废水处理率 70 % ; 大气质量

达到国家《大气环境质量标准 )) (GB 3095-

96)二级标准;声环境质量达到国家《城市环

境噪声标准 )) (GB 3096-93)相应的区域环境

噪声标准;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及处理

率 100 % ，生活垃圾及无害化处理率 90 % 。

综合防灾规划包括:防洪规划 。 开发区

整体防洪标准 100 年一遇;区内长江、京杭

大运河、古运河防洪堤、防洪闸按 100 年一

遇标准建设;排涝泵站根据汇水面积及不同

排涝标准进行改造;积极整治河流，清淤疏

泼，调整排水系统，提高调蓄能力 。 抗震防

灾规划。抗震设防烈度为 7 度，重要建筑物

及生命线工程按 8 度设防，其目标是在开发

区遭遇相当于基本烈度 7 度地震时，要害部

门、生命线系统不致遭受较大破坏，重要王

矿企业能正常恢复生产，人民生活、社会秩

序基本正常。消防规划。沿主要道路每隔 120-150 米设消防栓 1 个;完善北区消防站，在南区规划建

设 l 座二级消防站。

三、征用土地

1992-2005 年，扬州经济开发区共实施征地 2268.47 公顷 。 至 2005 年开发面积 2268.47 公顷，供

地面积 1810. 94 公顷，其中出让面积 1759.83 公顷。

1992-2005 年扬州经济开发区征地和供地情况统计表
表 11-1-1 单位:公顷

年份 征地面积 供地面积 出让面积

1992-2002 1124.66 1124.66 753. 28 

2003 346. 67 208.00 305. 07 

2004 308.17 184. 90 27 1. 19 

2005 488. 97 293. 38 430. 29 

合计 2268.47 1810.94 1759.83 

四、土地利用

市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项目用地，依据扬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和市城市

规划所确定的用地性质予以安排。

2002 年前，征地补偿按照《扬州经济开发区征地补偿安置实施细则 )) (试行)执行 。 2002 年后执行《扬

州市征地补偿安置暂行办法 )) . 2001 年 9 月之前实行养老保险安置。 2001 年 9 月之后不再办理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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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实行货币安置。土地补偿费及劳力安置费发放到被征地村组，由各村组自行分配。分配方案由村民

代表大会商议通过，并报开发区管委会备案。所有补偿向村民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开发区管委会对被征

地村组按征用农用地面积给予 6 万元/公顷交地奖金;对于人均补偿费用较少的村组，另行给予适当补偿。

1992~2005 年，实际规划面积 3950 公顷，土地开发累计投资总额 34. 68 亿元。办理农地转用面积

1885. 27 公顷，征用土地面积 1885. 27 公顷。建成面积 913 公顷。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各项补偿

费用 8. 48 亿元。 2002~2005 年，土地出让金累计收入 28.48 亿元。

1992-2005 年扬州经济开发区土地开发利用情况统计表
表 1 1-1-2 单位 : 公顷

年份 土地开发总量
工业 商业 道路 居住 其他

有偿 无偿

1992 38. 89 23. 34 3. 89 3.12 7. 00 1. 54 7.39 31. 50 

1993 29 . 19 17.51 2. 93 2. 33 5.25 1. 17 5.55 23. 64 

1994 20. 32 12. 20 2. 03 1. 63 3. 66 0.80 3.86 16.46 

1995 41. 47 24.88 4. 15 3. 32 7.46 1. 66 7. 88 33. 59 

1996 57. 02 34. 22 5. 70 4. 56 10. 26 2. 28 10.84 46 . 18 

1997 155. 76 93.46 15. 58 12. 46 28. 04 6. 22 29. 59 126. 17 

1998 40. 54 24. 33 1 4. 05 3.24 7.30 1. 62 35.68 4.86 

1999 117. 63 70. 58 11. 76 9.42 21. 17 4. 70 103. 51 14. 12 

2000 69 . 39 41. 63 6. 94 5. 55 12.49 2. 78 61. 06 8. 33 

2001 75. 39 45.23 7. 54 6. 03 13.57 3.02 66. 34 9. 05 

2002 479. 06 287. 44 47. 92 38. 33 86.23 19.14 42 1. 58 57.48 

2003 346. 67 208.00 34. 67 27. 73 62.40 13.87 305.07 41. 60 

2004 308.17 184. 90 30. 83 24. 65 55.47 12. 32 271. 19 36. 98 

2005 488. 97 293.38 48. 90 39. 12 88.02 19. 55 430.29 58. 68 

合计 2268. 47 1361. 10 226.89 181. 49 408. 32 90. 67 1759. 83 508. 64 

第二节基础设施建设

1992 年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1. 2 亿元，完成启动区内"五通一平气通路、通电、通信、通水、通煤

气，土地平整)等工程。 1996 年启动区全面"七通一平"(增加通污水和通雨水) 0 1998 年末全面实现"七

通一平" 。 至 2005 年，累计投入资金 24. 34 亿元。扬州经济开发区建成"三纵八横"的区内交通网络，污

水管网、自来水管网、通信、供电网络同步配套建设 。

1992-2005 年扬州经济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统计表
表 11-1-3 单位:亿元

年份 数额 年份 数额 年份 盘盘额

1992 1. 20 1997 o. 12 2002 2.32 

1993 1. 28 1998 1. 52 2003 6. 83 

1994 o. 25 1999 0.59 2004 3.63 

1995 0. 09 2000 0.69 2005 4. 95 

1996 O. 21 2001 0.66 合计 2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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