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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一季度各地经济运
行数据已经出炉。一季度 GDP
前 50 强城市中，19 个来自长三
角地区，超过了三分之一，彰显
了长三角城市集群的强大经济
能量。

这 19 个在全国名列前茅的
城市，其消费能力和倾向，又呈
现出怎样的特点？

南京社零总额超过苏州

2025 年一季度 GDP，长三
角 41 座城市中有 35 座城市跑
赢全国 5.4%的平均增速，其中
绍 兴 以 7.2% 的 增 速 领 跑 41
市。但如果以一季度社会消费
品零售（下文简称“社零”）总额
来看，相较于 GDP 排序，还不
太一样。

一 方 面 ，徐 州、金 华 这 两
个 GDP 排 在 10 名 之 外 的 城
市，挤入社零总额排名前 10；
另一方面，南京、合肥、徐州、
温州、金华、台州、嘉兴、镇江
等地的社零总额排名均高于
其 GDP 排 名 ，其 居 民 消 费 层
面更具活力。

就增速而言，南京和徐州以
7.5%靠前。值得注意的是，在一
季度的社零总额上，南京超过苏
州，在长三角仅次于上海。2024
年，苏州实现社零总额 10043.7
亿元，成为全国第七个万亿级消
费城市，也是除了直辖市和副省
级城市外，首个迈入万亿消费俱
乐部的地级市。

2024 年，南京社零总额为
8552.75 亿元，在全国仅次于苏
州，而这一次的跨越，是否能
让南京实现几年前提出的愿
景——2021 年，南京将创建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并提出到 2025 年，全
市社零总额突破 1 万亿元——
值得期待。

三线城市消费动能更强

值得注意的是，梳理社零总
额占 GDP 的比重后可以发现，
二、三线城市的占比远远领先于
一线城市，呈现了强大的消费动
能。在比重排名前10的城市中，
仅有南京、合肥、苏州等3个“新
一线”城市上榜，其余均是二、三
线城市，三线城市占比甚至达到
了一半。

这一指标与GDP排名存在
巨大差异的长三角城市，除金
华外，就是台州。根据台州市
统计局公布的经济运行数据，
一季度全市 GDP 达 1621.08 亿
元，在长三角城市中排名第 18；

而全市社零总额为754.98亿元，
同比增长 6.5%，占 GDP 比重达
46.57%，排名第五。此外，徐州
（比重排名第二，GDP 排名第
11）、嘉兴（比重排名第七，GDP
排名第 16）两城的这一差异也
表现明显。

能支撑如此消费动能的一
个重要基础，是人均可支配收
入。根据各地一季度人均每月
可支配收入来看，比重排名前
10 的城市，最低可支配收入为
4096 元，最高达 8523 元，中位
数为 7282 元。相比较之下，全
国一季度人均每月可支配收入
为 4060 元，这些城市总体领先
全国。

不过，不同城市的消费习惯
有明显区别。比如徐州、盐城，
月均可支配收入在5000元以下，
但消费比重指标却名列前10；而
金华、南京、绍兴、苏州等地月均
可支配收入在8000元以上，消费
比重指标却并非均居前列。

这些城市最爱买什么

记者比较了这 19 个城市
统计局发布的消费增长亮点
后发现，“以旧换新”及国补政
策成为撬动各地一季度消费
增长的重要工具。19 城中，11
城都明确提到相关政策拉动
效 应 显 著 。 此 外 ，“ 升 级 提
质”，也成为南京、宁波、无锡、
温州、台州等地的消费亮点关
键词。“假日经济”“春日经济”
等成为镇江、绍兴等地拉动消
费的抓手。

不同城市消费品类的增长
速度各有不同，也折射出不同
城市居民的消费偏好，以及各
地消费促进政策的效果。新能
源汽车的销售成为多地消费增
长亮点，其中南京（128.7%）、金
华（120.1%）两 地 增 速 最 为 惊
人。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等
电子产品的消费在多地表现强
劲，其中绍兴、宁波可穿戴设备
销售分别增长 217.5%、136.8%，
台州、绍兴智能手机销售分别
增长219.7%、68.6%。

家具类商品的消费增长在
上海、宁波、徐州等地表现亮眼，
而无锡、镇江两地似乎对金银珠
宝类商品消费情有独钟。宁波
限额以上体育娱乐用品增长
198.1%，增速领跑长三角。

从这些维度来看，不少GDP
强市的居民消费还有极大的释
放和提升空间。因城施策、因地
制宜，是当地主政者需要思考的
重要问题。

来源：《解放日报》

长三角谁最爱花钱？都爱买什么？

5月11日，村民在江苏省如皋市如城街道钱长村草坪种植基地铲收
草皮(无人机照片)。

初夏时节，各地农民抢抓农时，开展种植、管护等农事活动，田间一
派繁忙景象。

新华社发

初夏农忙正当时

1985 年 5 月 12 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报道
《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温
州的启示》。“温州模式”的提法，首次见诸报端。

这是公认的“温州模式”第一声。此后3年，先后有
约 60 万人到温州参观考察，1986 年更是被称作“温州
年”。当年的温州，轰轰烈烈，好不风光。

温州媒体曾有过统计：40年间，“温州模式”在《解放
日报》上出现了161次，记录了温州不断探索闯关、谋求
转型升级的艰难曲折。40年后，记者再到温州，回访“温
州模式”：

如今，家庭手工业不再是主流，更规范的现代企业制
度逐步建立；以供销员为纽带的销售方法也早已更新换
代，网络时代下消息秒速交换，订单一键成交。还有观点
更尖锐地指出，温州的增长数据一度不尽如人意。人才、
科技和研发投入等短板可能限制了温州新兴产业、高新
技术企业的出现和发展。所有这些，都指向同一个问题：

“温州模式”过时了？
然而，“温州模式”的核心不在于家庭手工业蓬勃，不

在于众多专业市场集聚，而在于民营经济发展勇立潮头
的勇气，在于创新和改革的决心。

正如温州大学商学院教授张一力所说，“中国民营经
济前路在何方？温州始终是‘探路者’”。在全球贸易格
局重塑、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的当下，“温州模式”的意义，
依然如昨。

小商品，大市场

记者见到温州德赛集团总经理张文杰时，旁人介绍：
“这是温州现在最‘火’的网红。”

张文杰成为网红的方式相当“热血”。美国挥舞“关
税大棒”，这家鞋类外贸企业部分美国订单被紧急叫停。
原本每天超过 1.2 万双的产能，不得不调整到 6000 双。
有美国客户提出，已经生产的订单货物放着也是库存，不
如半价卖给他们。这个提议，被张文杰果断回绝。

这段经历很快成为网络上的热门话题。而张文杰强
硬拒绝的底气，是“温州制造”的实力：2018年，中美首轮

“贸易战”打响，有的海外品牌选择将订单交给东南亚工
厂，结果成本高、品质差，反而影响了品牌发展。很快，这
些订单又回到了张文杰手中。

就连一枚小小的纽扣，“温州制造”也有不可替代
性。日本、意大利的部分工厂有生产能力，但是价格高
昂，只能满足本地市场需要；印度、孟加拉国、越南也有纽
扣厂，但只能做基础款，工艺复杂的做不了。对此，迈利
达集团总经理邹青青分析：“到头来，成衣厂用纽扣，还是
要找我们买。”

“温州制造”的发展如火如荼，“温州模式”功不可
没。其中故事，要从40年前讲起。

1984年，求精开关厂在乐清县成立——这也是后来
国内电气行业两大巨头正泰集团和德力西集团的前身。
当时，柳市镇已经以电气产业闻名，整个镇上做低压电器
的小厂起码上千家，生产的都是几元、最多不过20元的
五金电器配件。

1985年4月中旬，《解放日报》记者张也平和桑晋泉
到温州采访，记录下了这样的景象：千家万户投入生产的
不仅是柳市。苍南县宜山区，生产的是一元钱左右一件
的再生腈纶衣裤；永嘉县桥头镇，生产和经销的是几厘钱
到几分钱一粒的小纽扣；瑞安县莘塍、塘下区，生产的是
二角几分钱一只的塑料编织袋。当时的温州，一派热火
朝天景象。

把生产出来的小商品卖出去，靠的是供销员的脚
力。1993年，邹青青的父亲在永嘉县桥头镇开办纽扣工
厂，加入了供销大军。在她的童年记忆中，父亲胆子很
大：“很多人一辈子没去过外地，但他敢闯出去。坐运煤
车、睡地板，直接到客户家里敲门推销，磨破嘴皮子。”

德力西集团副总裁胡成虎也曾是“十万供销大军”中
的一员：“把温州沿海的鱼干、虾干带出去，作为伴手礼，
当作跑供销的敲门砖。”

“走遍千山万水”，这是“四千精神”的第一句。为了
“走遍千山万水”，温州的供销员们当时吃了不少苦头。
胡成虎回忆，从温州到上海，有两种交通方式可以选择：
坐船，要20多个小时，遇到大风时走在船廊和甲板上，人
像扭秧歌一样站都站不住，吐得一塌糊涂；乘车，则要到
金华或杭州中转，车跑在砂石路上，晴天尘土飞扬，雨天
泥泞不堪，一路颠簸，仿佛在坐过山车。

不过，这些苦头并未拖慢温州人走向全国乃至全世
界的步伐。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王
春光到永嘉县七都镇调研。当时，这个镇子已是知名侨

乡，全镇6个行政村、17个自然村，只能看到嬉笑的孩子
和聊天的老人，几乎不见青壮年。当地老人说，年轻人

“都出国赚钱去了”。
当地镇政府提供给王春光的材料显示，1998年，全

镇1.1万人中有8189人旅居法国、意大利、中国香港等24
个国家和地区。

张一力则谈起早年到意大利访学时的见闻：小学时
代同班的超过50名同学，竟有超过10名在意大利做生
意。他们一开始做皮包生意，后来改卖羊毛衫，现在做快
时尚生意。

“快时尚”能“快”到什么程度？张一力答：“用他们的
话说，比温州的海鲜还要鲜。”

随着温州人走出去的空间不断拓展，以“小商品，大
市场”为核心的“温州模式”不断在全国、甚至全世界推广
复制，“温州模式”为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树立起标杆。

向新求质

几年前，美国市场订单还在德赛集团业务总量中占
了一大半。2018年“贸易战”之初，张文杰尽力和品牌客
户沟通，双方约定各自承担了一半关税成本。问题暂时
得到解决，教训却很惨痛。危机到来时，公司不掌握话语
权，缺少自主性，无法有效应对风险。张文杰反思：为什
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2000年前后，德赛集团开始接外贸订单，随着海外
业务量增加，生意遍布全球。不过，一颗“不定时炸弹”也
埋下了，德赛的订单始终以品牌代工为主，利润空间小，
缺乏原创性。而这样的“不定时炸弹”在温州并非个例，
2000年举办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胡成虎带队参展。
没想到，法国企业施耐德电气却一纸诉状将德力西告上
法庭。法院最终以专利侵权为由，查封了德力西的展品。

不打不相识。2007年，德力西与施耐德成立合资公
司。后来，德力西组织集团高层参观欧洲电气企业，胡成
虎感慨不已：“百年工厂，1000个人就能做出12亿欧元的
营收。如果我们有那样的表现该多好。”

“‘温州模式’的进化，并非一帆风顺。”张一力分析，
虽然制造工艺一流，但是温州企业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对
创新的支持和投入有限：产品大多是低端的，工厂大多是
劳动力密集型的。

不愿任人摆布，就要把发展的自主权掌握在自己手
中。这些年，温州民营企业不断谋求产业转型升级。胡
成虎将“温州模式”又一阶段的新内涵总结为：向新求质。

如何向新求质？邹青青向记者展示了一款纽扣，在
灯光下如钻石般闪亮。邹青青说，这是用氧化锆生产的，
这种材料坚固、不易磨损，此前多应用于烤瓷牙。1800
摄氏度高温烧制48小时，搭配钻石切割的工艺，才能做
出这般质感。

研发一款纽扣，就要增加一条流水线，光是设备采购
就要投入数百万元。同时，工艺把控更难，复杂程度更
高，损耗率也更大。但是，在邹青青看来，这些都是值得
的：“纽扣的附加值大大提升了。以前每粒树脂纽扣才5
分钱，氧化锆纽扣每粒则可以卖到将近1元，而且还成了
高端品牌的设计亮点。”

“原材料的投入和创新，别人很难模仿，生产原理和
工艺门槛都很高，我们的产品独一无二。”对于自家产品，
邹青青很是自豪。

订单集中，风险集中。在关税问题上吃过亏后，张文
杰开始拓展市场，探索建立自主品牌，销售渠道的搭建则
从直播电商入手。2020年开始，他每天直播4到6小时，
一年至少直播300天，现在仍保持每周直播2天的频率，
线上旗舰店粉丝数超过200万，“主播”张文杰也成了男
鞋界头部IP。

而在结束了当年的欧洲之行后，2011年，德力西启
动芜湖基地建设，并于2012年开始布局数字化、智能化
转型。原先上千人的车间，现在只要几十人就能运转。

从制造到“智造”，正泰同样一路转型升级，工厂通过
制造业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创新，使每一个产品在各
个环节实现可视化、数据化、可控化管理。同时推动集群
产业链迭代升级，正泰带动产业链上400多家核心供应
商、600多条生产线进行数字化改造，人均生产效率提高
了3倍。

创新不仅在制造业领域——作为一家从温州成长起
来的企业，万洋集团2014年开始布局产业园项目，集约
利用土地、统一建设开发、集中招商上下游企业、配套园
区生活服务等，形成了服务中小微企业的“万洋模式”。

与此同时，输出到海外的“温州模式”也实现提档升
级。比如，温州青山控股集团不断整合全球资源，探寻发

展空间，形成贯穿不锈钢上、中、下游的产业链，印度尼西
亚、津巴布韦、美国、印度等国家的项目相继上马，已成为
世界最大的不锈钢生产企业。

“我们以‘技术输出’的模式实现出海。零部件出口，
当地组装。”胡成虎说，“利润大头留在国内，留给自己。”

创新才是创业

2024年6月，记者专访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
张振丰。谈及“温州模式”时，张振丰说：“过去，创业就是
创新；现在，创新才是创业。在新的历史阶段，温州的发
展还会给出新的启示。”

温州的经济结构中，有几个鲜明的“90%”：在工业增
加值、税收、就业等多个领域，民营经济都占了 90%以
上。回顾过去40年，张一力有个很生动的比喻：春江水
暖鸭先知，在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浪潮中，温州就是那只

“鸭子”。
民营经济发展前路在何方？如今，温州仍然扮演着

探路者、先行者的角色。
过去一段时间，受制于科技、研发、人才本地供给不

足，温州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新兴产业步伐受阻。不
少温州企业选择走出去，以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其中，
上海是温商的主要目的地之一。2000年前后，温州人在
上海投资兴办的企业超过5000家，许多生产型企业纷纷
在上海郊区建设工业园，天正、德力西、红蜻蜓、均瑶等知
名企业均在其列。当时，在温州排名前10的企业全部来
到了上海。

张一力曾和乐清的一家上市公司交流。该公司将研
发总部设在上海，张一力好奇原因，对方便举了个例子：

“我们在上海招聘，不少在上海的温州人前来应聘；在温
州发招聘启事，对方却说如果岗位在上海，工资少一点也
没关系。”而在温州商人中间，一度形成了“创业在温州、
发展在上海”的共识。甚至认为，只有在上海这个“大码
头”把生意做成功，才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温州早已意识到了问题所在。2003年，首届世界温
州人大会在温州举办，并且一直延续至今，不断呼唤更多
在外的温州人“回家看看”。2019年开始，温州又连续6
年举办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该峰会不仅成为青年科学
家、企业家、创投家交流合作的平台，也帮助温州吸引人
才，留下人才。

2018年8月，温州获批创建全国唯一新时代“两个健
康”（即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
成长）先行区。几年来，温州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并取得
了系列成果。一系列温州的创建标准上升为浙江省级标
准，一系列温州的创建经验先后由全国工商联、国家发改
委发文推广。

前不久，记者到温州数安港采访，数安港管理服务中
心党组书记戴笑飞正和团队筹备5月16日开幕的2025
年数安大会。到了饭点，戴笑飞还是忙得脚不沾地：“花
时间吃饭太奢侈了，还是啃两口面包吧。”

中国（温州）数据智能与安全服务创新园，是“数安
港”的全称。“港”的提法十分形象，数安港正在建立数据
要素安全合规的交易平台，培育安全合规的生态环境，为
相关数字经济企业提供“避风港湾”，是温州开辟发展数
字经济新领域、新赛道的核心产业平台。近些年，温州精
心布局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高地“一港五谷”——中国
（温州）数安港、国际云软件谷、中国眼谷、中国基因药谷、
中国（温州）新光谷、中国（温州）智能谷。孵化新技术、培
育新产业、吸引新人才，这是温州续写创新史、增强区域
竞争力的关键一招。

这几年，不少初代温商选择退休，交由“二代”接班。
凝结在“温州模式”中的温州人精神由初代温商开拓并发
扬光大，如今，“二代”们接过公司经营的担子，也将精神
传承下来。

邹青青说起父亲的大胆和创新——上世纪90年代，
桥头的第一台进口激光机便是他花费数十万元从意大利
买回来的，这在当时是笔巨款。而现在，公司里仍有一间
小实验室，邹青青的父亲每天“泡”在里面，开发陶瓷纽扣
的系列产品。

张文杰说起岳父的踏实和细心——岳父有两个习
惯：每到过年，工厂里工人放假、产线停工，不管厂里有人
没人，岳父都要去看一眼才放心；同样是春节期间，岳父
每隔几年就会开车到江西、湖南等地，去公司几位高管家
里拜年。在老人看来，企业也是个大家庭。

40年，“温州模式”代代传承，与时俱进，新时代的创
新与改革也交由新一代温商谱写，生生不息，温州也将迎
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来源：《解放日报》

▲▲20252025年年，，乐清湾港区乐清湾港区CC区已建成投产区已建成投产。。 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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