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城市概述 

无锡市位于江苏省南部，长江三角洲平原腹地，北临长江，南濒太湖，东与苏州接壤，

西与常州交界，京杭运河从中穿过。无锡是我国著名的鱼米之乡，也是一座现代化工业城市，

我国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之一，素有“小上海”之称。无锡地处太湖之滨，风景优雅秀丽，千

年悠久历史，是在江南蒙蒙烟雨中孕育出的一颗璀璨的太湖明珠；无锡以丰富而优越的自然

风光和历史文化，成为全国十大旅游观光城市之一。 

中文名称：无锡 

外文名称：Wuxi 

别名：金匮、梁溪、小上海 

行政区类别：地级市 

所属地区：中国华东 

下辖地区：崇安区等 6 区 江阴市 宜兴市 

政府驻地：滨湖区新金匮路 1 号无锡市民中心 

电话区号：0510 

邮政区码：214000 

地理位置：江苏省东南部 太湖北岸 

面积：4787.61 平方公里 

人口：户籍人口 465.65 万人 （2009 年） 

方言：吴语太湖片苏沪嘉小片 

气候条件：亚热带季风气候 

著名景点：惠山古镇、寄畅园，太湖鼋头渚，无锡中视影视基地，灵山胜境等 

机场：无锡硕放国际机场 

火车站：无锡站等 16 座 

车牌代码：苏 B 

市花：杜鹃，梅花 

杜鹃为花名，又名映山红。唐·李绅 《新楼诗·杜鹃楼》：“杜鹃如火千房拆，丹槛低

看晚景中。”明·胡震亨 《唐音癸签·诂笺五》：“润州 鹤林寺 杜鹃，今俗名映山红，又名

红踯躅者，此花在江东，弥山亘野，殆与榛莽相仍。” 

示例：老舍《二马》第四段六：“春天杜鹃开花的时候，要多么好看！”参见“杜鹃花”。   



 

杜鹃花的名字，来源于古老神奇杜鹃啼血的故事。传说周朝末年，蜀地君主杜宇，号日望帝。

后来禅位退隐，不幸国亡身死，魂化为鸟。暮春啼苦，乃至于口中流血，其声哀怨凄悲，动

人心腑，名为杜鹃。杜鹃啼血溅洒在花从上，便化为杜鹃花。所以，古人常把杜鹃花与杜鹃

放在一起，如唐代诗人成彦雄《杜鹃花》中写的“杜鹃花与鸟，怨艳两何。疑是口中血，滴

成枝上化”；宋代诗人杨巽斋《杜鹃花》中写的“鲜红滴滴映霞明，尽是冤禽血染成”等。 

梅花，品种及变种很多，目前大品种有 30 多个，下属小品种有 300 多个，其品种按枝

条及生长姿态可分为叶梅、直角梅、照水梅等类；按花色花型可分为宫粉梅、红梅、照水梅、

绿萼梅、大红梅、玉蝶梅、洒金梅等型。其中宫粉梅最为普遍，花瓣粉红，着花密而浓；玉

蝶梅花瓣紫白；绿萼梅花瓣白色，香味极浓，尤以“金钱绿萼”为好。 



 

相传隋代赵师雄游罗浮山时，夜里梦见与一位装束朴素的女子一起饮酒，这位女子芳香

袭人，又有一位绿衣童子，在一旁欢歌笑舞。天将发亮时，赵师雄醒来，却发现自己睡在一

棵大梅花树下，树上有翠鸟在欢唱。原来梦中的女子就是梅花树，绿衣童子就是翠鸟，这时，

月亮已经落下，天上的星星也已横斜，赵师雄独自一人惆怅不已，后用为梅花的典故。 

《梅谱》说，绍兴，吴兴一带有一种梅，名苔梅：“苔须垂于枝间，或长数寸，风至，

绿丝丝飘飘可玩。” 

《武林旧事》载，苔梅有两种：一种苔藓特厚，花特别多；一种苔如细丝，长尺余。 

梅花的花语：坚强和高雅。 

市树：香樟树 



 

城市精神：尚德务实、和谐奋进 

人口密度：973 人/平方公里 

人均 GDP：13780 美元（2010 年） 

简介 

  “太湖明珠”无锡由江苏省省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大城市，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

较大的市，长江三角洲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长江三角洲，南濒太湖，

西依锡山、惠山，京杭大运河在境内流过。东邻上海市 128 公里，西接省会南京市 183 公里，

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无锡是中国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拥有产业、山水旅游资源优势，

是长三角国际先进制造业基地、服务外包与创意设计基地和区域性商贸物流中心、职业教育

中心、旅游度假中心。并被《财富》（中文版）杂志评为“中国最佳商务城市”。2004 年当

选《CCTV》“全国十大最具经济活力城市”，连续多年入选福布斯大陆最佳商业城市。下辖

的江阴市和宜兴市两个个县级市的经济实力均列全国百强县（市）前十分别位居第一、第六

位。江阴的华西村被誉为“天下第一村”。在全国相对富裕地区排行榜中，无锡位列全国第

五。 

  无锡市位于北纬 31°7′至 32°2′，东经 119°33′至 120°38′，位于长江三角洲江

湖间走廊部分，北扼长江、南控太湖，是苏南地区的交通中枢、长江咽喉，地理位置十分重

要；东邻苏州，距上海 128 公里；南控太湖，与浙江省交界；西接常州，距南京 183 公里；

北扼长江，与泰州市所辖的靖江市隔江相望。 

  无锡是中国著名的鱼米之乡。无锡是中国民族工业和乡镇工业的摇篮。无锡发达的商业

形成了向全国的强劲辐射力。无锡景色优美，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之一，国家卫生城市，国

家园林城市。无锡完善的基础教育是教授、科学院院士和大学校长的摇篮。“太湖明珠”无

锡是一座具有三千年历史的江南名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是当时的经济、文化中心，孕

育了许多文人墨客，至今仍保留着众多的历史遗迹。 

2010 年 12 月 26 日，无锡获选 2010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无锡颁奖词：传承千年的鱼

米之乡，历久弥新的工业摇篮；这里风光绝美，陶冶了人们的文化气质；这里教育发达，培

养了无数的杰出人才。濛濛烟雨，秀美江南，祥和文明，宜居之城。 

无锡市徽 

无锡城市徽标以“玉飞凤”为造型主体，与山水、市花共同构成一个完整、圆满的文化

符号。玉飞凤出土于鸿山越国墓葬遗址，是无锡的珍贵文化遗存，其秀逸之形、翔动之姿，

喻示无锡人的聪慧灵秀、无锡城市的祥瑞腾飞。水纹是无锡坐拥长江、太湖、古运河、二泉

的写照，与三山造型相呼应，寓意无锡是风光秀美、宜居宜游的山水名城。 



 

无锡市市歌 

（2002 年通过）是创作于 1978 年，由任红举作词，龙飞作曲的《太湖美》。 

友好城市 

美国查特努加市；日本相模原市；新西兰哈密尔顿市；葡萄牙卡斯卡伊斯市；加拿大斯

卡伯勒市；巴西贝洛奥里藏特市；斯洛文尼亚新梅斯托市；日本明石市；韩国金海市；菲律

宾公主港市；德国勒沃库森市；意大利维琴察市；比利时科特赖克市；法国尼姆市；瑞典南

泰利耶市；丹麦拜瑟克伦城市联合体；日本藤冈市；意大利托尔托纳市；日本多治见市；日

本丰川市；英国奥尔德姆市；德国拉丁根市；美国戴维斯市；匈牙利萨瓦市；美国圣安东尼

奥市；摩洛哥非斯市（2010 年 6 月与无锡市结成友好城市关系）。 

气候 

无锡市属北亚热带湿润区，亚热带季风气候，受季风环流影响，形成的气候特点是：四

季分明，气候温和，雨水充沛，日照充足，无霜期长。气温，1 月平均气温在 2.8℃左右；7

月平均气温在 29℃左右。全年无霜期 220 天左右。无锡市区年平均降水量在 1048 毫米。雨

季较长，主要集中在夏季。全年降水量大于蒸发量，属湿润地区。无锡市区日照时数 2019.4

小时。常见的气象灾害有台风、暴风、连阴雨、干旱、寒潮、冰雹和大风等。由于受太湖水

体和宜南丘陵山区复杂地形等的影响，局部地区小气候条件多种多样，具有南北农业皆宜的

特点，作物种类繁多。 

资源 

水资源：全市共有大小河道 3100 多条，总长 2480 公里。市区河道总长 150 公里，平水

期水体容积 800 万立方米。太湖为江南水网中心，面积 2338.1 平方公里，总蓄水量为 44.28

亿立方米，年平均吞吐量约 52 亿立方米。因此，无锡地表水较丰富，外来水源补给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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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资源据不完全资料测算，市区储量为 6349 万立方米，年补给量为 6453 万立方米。 

物产资源：无锡市具有开采价值的矿产资源主要是粘土矿、石灰石、大理石等非金属矿。

全市已通过省级以上技术鉴定的矿泉水井（泉）共有 11 处，已开发的有 5 处。 

生物资源：无锡市除栽培植物外，拥有自然分布于地区内以及外来归化的野生维管束植

物共 141 科、497 属、950 种、75 变种。主要用材林有竹、松、杉，优良用材的树种有杉木、

檫树、樟树、紫楠、红楠、麻栎、锥栗、榆树等。药用植物 400 多种。鸟类有 170 多种；鱼

类为 90 多种，太湖中的银鱼；兽类有 30 多种，主要有华南兔、穿山甲、豹猫、黄鼬等。 

交通 

  无锡重要的地理位置促使无锡成为了华东地区主要的交通枢纽，现已形成由铁路、公路、

水路、航空配套组成的立体交通网络。 

2009 年全年完成客运量 23618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2.5%；完成货运量 11774 万吨，比

上年增长4.5%。全市港口货物吞吐量1.72亿吨，比上年增长49%。全年空港旅客吞吐量221.79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35%。 

无锡苏南国际机场位于无锡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内，距无锡市区 14 公里，距苏州市区

23 公里，沪宁高速公路和 312 国道近在旁侧，密集的高速路网使机场与苏南城市体，交通

优势十分突出。无锡机场于 2008 年 9 月通过国家口岸验收，正式成为一类航空口岸，现已

开通了无锡至北京、深圳、广州、昆明、成都、厦门、武汉、重庆、西安、青岛（哈尔滨）、

长沙（贵阳）、大连、三亚、兰州、桂林、张家界、乌鲁木齐及香港、澳门、日本大阪等 20

多城市与地区的 20 多条航线正在积极争取开通日本东京、韩国、新加坡等航线。2008 年无

锡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 164.2 万人次，在全国民航机场中居 40 位，货邮吞吐量 4 万吨，全

国排名 27 位。到目前为止，入驻锡城的航空公司已达 7 家，每天有 60 多架次航班起降，进

出港旅客在 4000 人次以上。每周航班 200 多个架次航班通往国内 20 多个主要城市和港澳

地区，其中主要商务航线达到每天两班以上，地区航线每天一班，整个网络布局进一步优化。

无锡机场已经列入民航总局“十一五”发展规划和国家发改委编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

规划》，明确指出要积极推进苏南硕放国际机场的改扩建工程，重点增加国内客运和国际货

运航线，建成国家干线机场、苏南一类航空口岸和区域枢纽机场。此外，无锡距离上海虹桥

国际机场 120 公里、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180 公里、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180 公里，均有高速公

路与之连接。 

海运和内河航运 

无锡依托长江、京杭大运河和太湖水系，具有 7 条主要航道，航道总里程 1656 公里，

已开通营业航运线 221 条。无锡的海洋客、货运输，主要经由上海港、张家港港、江阴港出



 

海，无锡市有高速公路和国道和这些港口相连，距上海港 165 公里，距江阴港 38 公里，距

张家港港 43 公里。 无锡沿长江有 42 公里深水岸线，建有一批万吨级以上泊位，江阴港口

为对外开放港，建成了国内第一个内河港口型国际集装箱中转站。江阴黄田港是长江出海口

的主要换装港之一，也是连接苏北地区的主要渡口。无锡已成为全国 34 个港口主枢纽之一。 

铁路 

无锡铁路站现为华东地区仅有的 2 个客货特等站之一（另一个为上海站），无锡南站为

货运特等站，经沪宁线和新长线可与全国铁路联网直通，在沪宁线上还有无锡北站、无锡西

站、硕放站、洛社站、周泾巷站等共 7 座火车站，新长线有江阴站、藕塘站、胡埭西站、宜

兴北站、宜兴站、丁山站等 6 座火车站；世界上至今标准最高、里程最长、运营速度最快的

城际高速铁路——沪宁城际铁路已于 2010 年 7 月 1 日竣工通车，无锡共有惠山站、无锡站、

新区站 3 个站点，成为“公交化”铁路快线上的“长三角人”；正在建设中的京沪高速铁路、

宁杭城际铁路以及正在规划中的沿江城际铁路（镇南铁路）、沪泰城际铁路、泰宜城际铁路

等将为日后无锡及周边地区交通提供更为便捷的条件；预计至 2020 年，无锡境内将有至少

7 条铁路线，成为苏南铁路运输的枢纽。 

公路 

无锡是沪宁线上的公路中枢，沪宁、沪宜高速公路通达上海市和南京市，京沪高速公路

直达北京，宁杭高速公路直通杭州，沿江高速连接南京溧水和苏州太仓。312、104 国道穿

过无锡。沪宜、锡沙、镇澄、澄张、澄鹿等公路干线通向苏、浙、皖。无锡公路总里程 4189

公里，公路密度达到 90.1 公里/百平方公里，无锡已成为全国 54 个公路运输中心之一。北京

至上海、上海至南京、上海至成都、南京至杭州的高速公路，其交会点正在无锡市。2009

年年末全社会拥有车辆 111.83 万两，比上年增长 12%。 

轨道交通 

  根据规划，2014 年 6 月争取建成无锡轨道交通 1 号南北线和江阴轨道交通 1 号线。无

锡轨道交通一号线北起堰桥，南抵雪浪，向北有与江阴轨道交通线的接口，向南预留延伸到

南泉的线路。全长为 31.6 公里，其中地下 12 公里，高架 19.6 公里，沿途设车站 24 个。分

别为：堰桥——杨墅园——西漳——林巷——盖巷——庄前——瓜果市场——无锡站——三

阳广场——学前街——南禅寺——扬名新村——太湖广场——金城路——厉巷——许家里

——落霞——梁南——滨湖新城——湖东——太湖——大学城——雪浪。并设置 1 号线西漳

车辆段和雪浪停车场，列车总数为 45 辆。 

2014 年年底前争取建成轨道交通 2 号高速铁路车站线。地铁 2 号线东起廊下，西至红

明村，向东接上常熟轨道交通线，全长 38.5 公里，其中地下 15 公里，高架 23.5 公里，沿途



 

  2011 年 1 月 16 日 无锡地铁 2 号线开工建设。 

第二章 历史沿革 

历史 

建制沿革 

  商末（公元前十二世纪）周太王长子泰伯为让王位偕弟仲雍，东奔江南，定居梅里（今

梅村镇），筑城立国，自号“勾吴”，开创了吴国历史。 

  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 202 年）始置无锡县，治今无锡城区，属会稽郡。武帝元封元年

（公元前 110 年）为无锡侯国；征和四年（公元前 89 年）复为县，属吴郡。王莽时（公元

9 年）改名为有锡县，东汉光武间（公元 25 年）复无锡县。三国时，孙吴废无锡县，分无

锡县以西为屯田，置毗陵典农校尉。西晋太康二年（281 年）复置无锡县，属毗陵郡。 

 贞元年（1295 年）升无锡为州，属江浙行中书省常州路。明洪武二年（1369 年）复为无

锡县，属中书省常州府。清雍正二年（1724 年），分无锡县为无锡、金匮两县，同城而治，

均属常州府。 

  宣统三年（公元 1911 年 11 月 6 日），秦毓鎏在无锡起义，成立锡金军政分府于原金匮

县府，辖原无锡、金匮两县；秦毓鎏被推为总理，继称总司令。 

  1912 年 1 月，锡金军政分府实行军民分治，成立无锡县民政署。5 月，锡金军政分府奉

命撤销，无锡县民政署成为无锡县最高行政机关，直属苏常道。11 月，无锡县民政署改为

无锡县知事公署。 

  1927 年，废苏常道，无锡县直属江苏省。 

  1934 年 12 月-1937 年 11 月为无锡行政督察区（一度改为第二区）区政府、专员公署驻

地，下辖无锡县、吴县（苏州）、武进县（常州）、江阴县、常熟县、昆山县、宝山县、吴江

县、太仓县、嘉定县共 10 个县。 

  1937 年 7 月 7 日，抗日战争爆发，同年 11 月 25 日无锡沦陷。 

  1940 年 9 月，成立无锡县人民抗日自卫会，下辖吴县（苏州）渭黄等多个自卫会。 

  1941 年 2 月，县、区自卫会撤销正式成立无锡县政府，下辖无锡全境以及江阴、常州、

苏州的部分地区，无锡县政府隶属于江南第二行政区；无锡四乡先后建立中共领导的锡北、

锡东、太湖、武南、澄西等多个抗日民主政权。 

  1949 年 4 月 23 日 22 时左右，人民解放军 29 军第 87 师先头部队经梨花庄占领无锡火

车站。23 时，87 师 260 团在未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从光复门入城，无锡宣告解放。无



 

第三章 所辖地区 

无锡市共辖 2 市 7 区共 32 个镇、51 个街道。全市总面积 4787.6 平方公里，其中山区和

丘陵为 782 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16.8%；水域面积为 1089.26 平方公里，占 22.82%，耕地

面积 140.82 千公顷。城市建成区面积为 216.5 平方公里。 

无锡市区面积 1622.65 平方公里， 人口 238.11 万人。邮政编码 214000。下辖共 7 个区、

7 个镇、41 个街道。 

  崇安区面积 17.82 平方公里，人口 18.70 万人。邮政编码 214002。下辖：崇安寺街道、

通江街道、广瑞路街道、上马墩街道、江海街道、广益街道。 

  南长区面积 22.43 平方公里，人口 35.58 万人。邮政编码 214023。下辖：迎龙桥街道、

南禅寺街道、清名桥街道、金星街道、金匮街道、扬名街道。 

  北塘区面积 31.5 平方公里，人口 25.69 万人。邮政编码 214044。下辖：北大街街道、

惠山街道、山北街道、黄巷街道、五河街道。 

  滨湖区面积 608.58 平方公里，人口 46.59 万人。邮政编码 214062。下辖：河埒街道、

荣巷街道、蠡湖街道、蠡园街道、马山街道、华庄街道、太湖街道、雪浪街道，胡埭镇。 

  无锡新区面积 219.12 平方公里，人口 31.33 万人。下辖：新安街道、旺庄街道、硕放

街道、江溪街道、梅村街道、鸿山街道。 

  惠山区面积 327.1 平方公里，人口 41.17 万人。邮政编码 214174。区人民政府驻堰桥街

道。下辖：堰桥街道、长安街道、前洲街道、玉祁街道、钱桥街道、洛社镇、阳山镇。 

锡山区面积 396.8 平方公里，人口 41.06 万人。邮政编码 214101。区人民政府驻东亭街

道。下辖：东亭街道、安镇街道、云林街道、厚桥街道、东北塘街道，羊尖镇、鹅湖镇、锡

北镇、东港镇。 

江阴市面积 987.5 平方千米，人口 120.35 万人。邮政编码 214400。下辖 6 个街道、11

个镇：澄江街道、城东街道、夏港街道、申港街道、南闸街道、云亭街道、璜土镇、利港镇、

月城镇、青阳镇、徐霞客镇、华士镇、周庄镇、新桥镇、长泾镇、顾山镇、祝塘镇。市人民

政府驻澄江街道澄江路 9 号。 

宜兴市面积 2177.4 平方千米，人口 107.18 万人。邮政编码 214200。下辖 4 个街道、14

个镇：宜城街道、屺亭街道、新街街道、新庄街道、张渚镇、西渚镇、太华镇、徐舍镇、官

林镇、杨巷镇、新建镇、和桥镇、高塍镇、万石镇、周铁镇、芳桥镇、丁蜀镇、湖父镇。市

人民政府驻宜城街道陶都路 8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