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园林 

苏州园林吸收了中国私家园林建筑艺术的精华，把有限空间巧妙地组成变幻多端的景

致，结构上以小巧玲珑取胜，被联合国列为人类与自然文化遗产。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

留园分别代表着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的艺术风格，统称“苏州四大名园”，是不可多得

的旅游圣地。 

沧浪亭 

世界文化遗产，位于苏州市城南三元坊附近，在苏州现存诸园中历史最为悠久。始建于

北宋，为文人苏舜钦的私人花园，称“沧浪亭”。沧浪亭占地面积 1.08 公顷。园内有一泓清

水贯穿，波光倒影，景象万千。 

在江苏吴县城内郡学之南，钱氏广陵王元璙别圃，宋苏舜钦得之，筑亭曰沧浪，因作沧

浪亭记，积水弥数十亩，旁有小山，高下曲折，与水相萦带，舜钦死，屡易主，绍兴时曾归

韩世忠家，俗名韩王园，由元迤明，废为僧居，旧有飞虹桥、濯缨亭、清香馆、翠玲珑、瑶

华境界诸胜，明归有光、清宋荦皆有记，至今为吴中胜境。  

在湖北阳新县放生池上，莲花弥望，夹堤皆垂柳，群山环列，有浮屠突兀在云烟紫翠间，

记称江山之胜，颇似武林西湖。 

“沧浪亭”始为五代时吴越国广陵王钱元璙近戚中吴军节度使孙承祐的池馆。宋代著名

诗人苏舜钦以四万贯钱买下废园，进行修筑，傍水造亭，因感于“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

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题名“沧浪亭”，自号沧浪翁，并作《沧浪亭记》。欧阳

修应邀作《沧浪亭》长诗，诗中以“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题咏此事。自此，

“沧浪亭”名声大振。苏氏之后，沧浪亭几度荒废， 

南宋初年（12 世纪初）一度为抗金名将韩世忠的宅第，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 1696 年）

巡抚宋荦重建此园，把傍水亭子移建于山之巅，形成今天沧浪亭的布局基础，并以文征明隶

书“沧浪亭”为匾额。清同治十二年（公元 1873 年）再次重建，遂成今天之貌。沧浪亭虽

因历代更迭有兴废，已非宋时初貌，但其古木苍老郁森，还一直保持旧时的风采，部分地反

映出宋代园林的风格。 

狮子林 

苏州四大名园之一，至今已有 650 多年的历史，为元代园林的代表。位于江苏省苏州市

城区东北角的园林路 23 号，平面成东西稍宽的长方形，占地 1.1 公顷，开放面积 0.88 公顷。

园内假山遍布，长廊环绕，楼台隐现，曲径通幽，有迷阵一般的感觉。长廊的墙壁中嵌有宋

代四大名家苏轼、米芾、黄庭坚、蔡襄的书法碑及南宋文天祥《梅花诗》的碑刻作品。 



 

第六章 经济的发展与建设 

苏州自公元前 514 年建城以来就长期是中国江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后又发展为中

国南方、华东乃至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目前是中国发展最快的城市，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城

市之一，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圈重要的经济中心，苏南地区的工业中心。拥有中国乃至亚洲最

大的内河航运港口、江苏第一大港、中国大陆第九大港——苏州港，四通八达的铁路和公路

交通网与全国各大城市相连，交通运输十分便利。以经济总量计算，苏州现在是仅次于上海、

北京、广州、深圳的中国大陆第五大城市。昔日的人间天堂将成为更加繁荣昌盛的人间新天

堂。 

经济发展 

综合 

2010 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9168.90 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 13.0%，中国大

陆排名第 5 位，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按户籍人口计算的人均 GDP 则达到了 11.72 万元，已

经成为全国人均产出最高的城市之一。全市实现地方一般预算收入 900.6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9%。    

2010 年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排行榜中，苏州排名第十一位，位居全国地级市第一。   

2008 年 7 月，由中国国家统计局、商务部、中国商业联合会发布的《2008 中国商品交易市

场统计年鉴》表明，全国商品交易市场排名榜全国前 100 强中苏州市有 6 家市场上榜；在江

苏省前 30 强市场中苏州市有 9 家市场上榜。    

工业    

苏州工业 2009 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23704.56 亿元，其中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20235.95

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6.6%和 7.1%。苏州为略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工业城市。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中，私营工业产值 3357.35 亿元，增长 4.1%；外资工业产值 13270.28 亿元，增长

7.1%。重工业产值 14617.46 亿元，轻工业产值 5618.49 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9.2%和 3.2%。   

优势行业、新兴行业、民生行业和高技术行业成为带动工业经济走出低谷的主导力量。电子、

纺织、冶金、化工和装备制造等超千亿元的支柱产业产值比上年增长 7.7%，占规模以上工

业产值的比重达 79.8%。高新技术产业完成产值 6912.61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

重达 34.2%，比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新兴产业整体运行向好，规模以上工业中新能源、

新材料、新医药、智能电网、新型平板显示和传感器六大新兴产业实现产值 2056 亿元，增

长 4.4%。 



 

第七章 高校院所 

美国杜克大学昆山校区    

最新进展 

2010 年 1 月 22 日，美国著名高等学府杜克大学在江苏昆山开工建设新校区，这是继英

国诺丁汉大学宁波校区和（苏州）西交利物浦大学之后，更为领先的世界顶尖大学在我国创

办的具有法人资格和独立校区的综合性大学。杜克大学校长理查德·布劳德海德教授专程前

来参加破土仪式。    

美国驻沪总领事康碧翠女士、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基金会主任王海洋、苏州市市长阎立、

江苏省外国专家局局长姚莉等嘉宾一同参加奠基仪式并埋下了盛满美好心愿的许愿瓶。昆山

小昆班的孩子们送上了精彩的昆曲表演，十位身着博士袍的杜克校友深情演唱了杜克大学校

歌《亲爱的老杜克》。 

杜克大学新校区占地 1200 亩，将融合中西方文化元素，做到既雄伟又雅致，并打破院

系独立模式，适应多学科开放交融的教学要求。新校区还设有研发中心、实验室及孵化空间

等，首期设施 2011 年建成。    

新校区落成后，杜克大学的商学院、医学院、工程学院、法学院、公共政策学院、环境

与地球学院以及其它知名学院和学科将陆续进驻，组成一所教育与科研并重的综合性大学，

提供本科生、硕士生以及博士生学位教育，并在环境保护、电子金融和生物科技等领域开展

研发。预计它将面向全球招生，可以同时容纳 6000 名学员。    

据了解，杜克大学是美国著名的研究型大学，教育和科研实力世界领先，在全美国 3800

多所大学中排名始终保持前八位，在最新全球大学前 100 强评比中列第十一位。美国第 37

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高西庆等都是杜克校友。 

杜克大学校长布罗德海德表示，杜克大学启动的全球合作战略，将令杜克的研究成果不

受地域限制，为全球人民所共有；杜克也将借此为全世界培育更多适应国际市场需求的复合

型专业人才。 

高层支持 

2010 年 1 月 18 日，教育部副部长郝平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在北京会见并宴请

了来访的美国杜克大学校长理查德·布罗德海德教授一行。    

郝平向布罗德海德介绍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的制订情况和中美教

育领域交流与合作的新进展。他表示，中方欢迎杜克大学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在法律的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