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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净增60万打工人，常州怎么做到的？
常州，地处江苏南部，常住人口 535万

人，传统上看成是三线城市。常州历史悠
久，经济富庶，改革开放以来更因“苏南模
式”获得经济快速发展一度成为全国城市学
习的榜样。近些年来，常州装备制造业，特
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渐成其城市名片，成
为核心产业。

不过，真正引发《财经》研究员兴趣的，
是近几年来网络上时不时热议的关于苏南
城市之间的“鄙视链”，特别是苏州、无锡、常
州，远了还要带上南通、南京等。基于经济
方面表现的个中差异，市民间“互相看不
起”。从更积极的层面看，实则是各地市民
对自己所在城市的“真爱”。

《财经》研究员向无锡的朋友问了一下
他们对常州的看法，毕竟常州跟无锡是紧密
的邻居。朋友的回答简单而直接，无锡人民
都是看苏州的，不看常州的，最后还不忘记
补一刀，你没听说过那句话吗？“苏锡无常”。

上面这个并不是段子。言谈之间折射
了苏南城市之间的激烈竞争，也多少透露出
常州当前的经济地位。从规模的角度，相对
于苏州、无锡来说，常州还是弱小了不少。
这条“鄙视链”实际很长，大到经济，产业布
局、交通设施，小到食色民生，比如，挑剔的
苏州人就会来一句：无锡酱排骨还能勉强入
口，常州萝卜干嚼着就费劲了。

民间的总归只是存留于民间，也并非是
全貌，且容易带有情绪宣泄的成分。

实际上，常州的确有其独到之处，且不
说历史悠久，就拿经济规模来讲，8808亿元
的地区生产总值（GDP）足以让常州在全国
城市占据重要席位。《财经》研究员之前基于
人口规模、创新科技以及教育与社会环境等
指标综合考量的结果显示，2021年常州综合
实力位居第26位，在全国近500座城市里面
处于前5%的位置。

如果只看人均GDP，常州可以排名全国
第九！

常州发展经济的姿势
常州，地处上海西北。在百度地图里

看，两座城市的中心直线距离100多公里。
由于同时靠近南京与上海，常州享受着

地理位置的馈赠。这里交通便利，公路、铁
路、水路以及空中样样都通，京沪高铁、沪宁
城铁、沪宁高速、宁杭高速、312 国道、京杭运
河、常州机场……这极大便利了常州与上海
以及南京等周边城市之间的联系，并在经济
发展中相对容易的接纳来自上海或者南京
的产业转移，从而可以带动经济的快速发
展。

促成常州经济发展的另外一个不可忽
视的因素就是其独特的“苏南模式”。所谓

“苏南模式”，由社会学家费孝通在 20世纪
80年代初率先提出，指的是江苏南部的苏
州、无锡、常州和南通等地农民依靠自己的
力量，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的方
式。

在“苏南模式”的带动下，常州的民营经

济颇具活力，他们在推动常州经济发展过程
中贡献巨大。根据常州市人民政府公告，早
在2010年，民营经济在全市经济总量中所占
比重达59.5%。到2021年，民营经济对经济
发展的贡献占据约70%的份额。

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常州经济很快发
展起来了。数据显示，常州的经济规模从
1991年的 105亿元增长至 2021年的 8808亿
元，29年间增长 83倍，GDP年复合增长率
17%。

从经济发展的模式与动力看，常州经历
了从一开始的依靠出口导向，后来逐步走向
依靠内需和消费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后的很多年，常州的经济发
展主要是外向型经济，以服务于出口为主，
优势的出口产品主要是机电、服装等。外贸
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到 2008年
前后，常州经济对于外贸的依存度高达
56%。

2011年后，常州开始主动调整经济结
构，可以简单概括为注重科技创新、引进大
项目，重视内需和消费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
作用，对外贸出口的依存度出现趋势性下
降。目前，常州对外贸的出口依存度下降至
约30%。与此同时，服务业对GDP增长贡献
上升。数据显示，服务业对GDP的贡献从
2017年开始就已经超过了50%。

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受益于内部结构的
优化调整。常州的信息传输、软件技术、商
务服务和文化娱乐等新兴服务业快速增长，
并带动服务业投资增长。

常州的旅游业发展较好。常州作为一
座历史名城，其为发展旅游业提供了天然的
资源基础，如天宁寺、天目湖、舣舟亭等等。
游客来这里领略自然风光、历史名迹的同
时，还可以顺便了解苏东坡、文征明、盛宣
怀、张太雷等一众文化名人。统计数据显
示，2021年，常州旅游总人数6999.4万人次，
实现收入1057亿元，提供就业无数。

游客到了这里后，还可以享受这里的美
食，最特别的是那道正宗的“常州萝卜干”。
常州萝卜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据说，乾
隆年间七下江南，常州萝卜干是上“必吃榜”
的，并被列为朝廷贡品。

常州真正的看点还是制造业，这座城市
一直将自己的定位立足于制造业，其对GDP
的贡献超过四成。

制造业方面，近几年来，常州坚持对于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全方位布局，从上游材
料，到动力电池、电机、电控，再到整车、充电
设备，以及其他配套零部件，进行了全产业
链布局。与此同时，一批有名的企业，如宁
德时代、比亚迪、理想汽车、中创高新、蜂巢
能源等，也都开始落户常州。

“苏锡有常”还是“无常”？
苏南，靠近上海，经济发达，过去惯有的

说法是“苏锡有常”。后来由于经济发展差
距有所拉大，民间就有了“苏锡无常”的说法
了。

与隔壁的苏州、无锡相比，常州有一定
的差距。不过，经过仔细对比就会发现，这
种差距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大。总量有差
距，人均水平很接近；经济活跃度方面，有差
距，但是也与经济结构有一定关系；教育、科
技创新投入等基本持平。

管辖面积方面，苏州 8657平方公里；无
锡与常州接近，前者 4627平方公里，后者为
4385平方公里。人口方面，截至 2021年底，
苏州常住人口 1285万人，无锡 748万人，常
州535万人。

从经济规模来看，2021年苏州 GDP2.3
万亿元，无锡 1.4万亿元，常州当年GDP是
8808亿元。据此来看，常州与前两者确实存
在不小的差距，苏州接近三个常州，无锡是
1.6个常州。

人均GDP方面，常州与无锡以及苏州的
差距并没有那么大。2021年，苏州人均GDP
是 17.82万元，无锡最高是 18.74万元，常州
虽然最低但是与前两者差距很小，为 16.57
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只看人均GDP，苏
州、无锡与常州都在全国前十。这一数据足
以说明当地经济的富庶，无锡更是高居探花
位置，这自然会让无锡人相对常州人多了一
份骄傲。

市场活力方面，常州要弱于苏州、无
锡。截至 2020年 10月底，常州市实有市场
主体（含分支机构）65.17万户，每千人拥有
市场主体约 122户；截至 2021年底，苏州市
实有各类市场主体244.07万户，每千人拥有
市场主体 189户，无锡市场主体数量 103万
户，每千人拥有市场主体138户。

不过，前述数据表征的市场活力不见得
全面。常州当地经济优势在于制造业，而制
造业相对信息科技等服务业来说投资要大，
这本身会限制常州市场主体的设立。

科技创新方面，苏州最舍得花钱。据地
方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1
年常州科技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重为
3.3%，总额约 291亿元；对比来看，苏州全年
科技研发投入 863亿元，占GDP的 3.8%，无
锡全年科技研发投入 448亿元，占 GDP的
3.2%。

值得一提的是，从教育水平来看，苏州、
无锡、常州三座城市每10万人高等教育人口
比例均不算高，分别为 22.51%、21.87%以及
20.69%。国内也有一些城市，如南京、济南、
杭州、长沙等，包括上海，尽管高等教育人口
占比较高，但是这些城市的人均GDP方面并
未显示出足够的优势。究其原因，可能与苏
南当地民间崇尚经商有关。

常州的制造业上市公司
如前所述，就常州的经济来说，其最具

特色的是制造业优势。据今年6月江苏省人
民政府新闻发布会，常州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达41.5%，全省第三。以高端装备、
新能源汽车及汽车核心零部件、新材料为核
心的十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已成为“常州智

造”产业名片，装备制造业占工业经济的比
重达52.6%。

另据常州政府介绍，常州拥有同类城市
中最完备的产业体系，国家工业门类41个大
类中有 33个，207个中类有 189个，666个小
类有598个。

常州当地的上市公司也是以制造业见
长。当地最早的上市公司是苏常柴 A
（000570.SZ），这是一家内燃机专业制造商，
于1994年登陆深交所。此后，上市公司数量
稳步增长。迄今为止，常州上市公司共计57
家，这其中32家公司是2017年以后上市。

从行业分布来看，这些上市公司涵盖半
导体、材料、硬件与设备、汽车零配件以及资
本货物（如机械设备）等，2021年总收入约
1366亿元，占常州全部上市公司收入的比重
超过40%。上市公司的这一数据表现，与常
州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大致吻合。

不过，也应该看到不足。财务数据也折
射出常州当地上市公司市场竞争力较弱，盈
利能力有待提升的问题。数据统计发现，57
家上市公司 2021年总收入 3342亿元，实现
净利润 254亿元，净利润率仅为 7.6%，这与
隔壁的无锡相比差距较大，不过高于苏州。
数据显示，无锡2021年上市公司净利润率近
13%，苏州为6%。

市值方面，常州明显矮了一截。截至 9
月 7日，57家常州上市公司总市值 5882亿
元；无锡上市公司 64家，总市值 9840亿元；
苏州121家上市公司，总市值1.3万亿元。

千亿以上市值公司，常州、苏州以及无
锡各有一家，分别是常州的天合光能，涉足
太阳能行业，总市值约 1600亿元；无锡的药
明康德，隶属医疗保健行业，总市值 2400亿
元；苏州的东方盛虹，涉足化工，总市值约
1400亿元。

恒立液压是常州的制造业明星，外界有
“机械茅”称谓。这家公司以生产液压元件
以及液压系统闻名，所生产的产品可以广泛
地应用于挖掘机、地下掘进设备、海工海事、
高空作业特种车辆、以及风电太阳能等行业
与领域，并与卡特彼勒、神钢、日立建机、久
保田建机、三一重工、中国中铁、中国铁建等
世界 500强企业建立广泛而密切的业务往
来。

尽管相对苏州、无锡有一定差距，但相
对于国内很多城市，常州颇具吸引力。

人口可以反映这一结论。《财经》研究员
研究发现一个很有意义的细节，常州的常住
人口在 2011年至 2019年期间，整体变动不
大，大约在 470万人上下。从 2020年开始，
常州人口开始快速上升，至 2021年底，常住
人口达到了535万人，两年人口净流入超60
万。

人口持续大幅流入，原因是这里有富足
的经济，还有繁荣的制造业，特别是有一个
朝阳的新能源产业，可以确保城市持续快速
发展。众多的大公司纷纷布局，提供了充足
的就业机会。

天价月饼被禁后，“数字月饼”炒至10万元
今年，在相关部门发布遏制“天价”月饼

的相关公告之后，市面上的月饼礼盒基本不
敢逾越 500元的红线，市场的需求量也较往
年较为克制。但也有一些将巧克力等其他
食材与月饼混装的行为，涉嫌违反关于遏制

“天价”月饼的规定。
此外，如今月饼的销售已经不仅仅局限

于传统渠道和传统形式，甚至在部分数字藏
品交易平台，出现了价格高达十万的“数字
月饼”。

月饼市场“擦边球”难禁
今年 6月，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商务

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遏制“天价”
月饼的相关公告，要求重点监管单价超过
500元的盒装月饼，6月份以来，各地相关部
门也展开了多次对月饼的市场检查，今年月
饼终于告别天价身份。

据第一财经，今年月饼的价格整体较往
年有所回落，部分品牌的标价干脆就改成了
499元/盒，不敢逾越 500元的红线。特别是
在电商平台上，比如稻香村、美心、以及部分
酒店的月饼，最高标价都是499元/盒。唯品
会数据显示，平台上月饼礼盒平均价格在
100元左右，月饼畅销榜前六名中有四款月
饼定价在百元以下。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遏制“天
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经营
者销售盒装月饼不得以任何形式搭售或者
混合销售其他商品。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许浩表示，这
种将巧克力等其他食材与月饼混装的行为，
涉嫌违反关于遏制“天价”月饼的规定。按
规定应当将盒装月饼单价及数量单独列
示。而以糕点为名销售月饼，属于“挂羊头
卖狗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标，恶意逃
避相关主管部门的行政监管。而经营者给
月饼标注高价格，却以低价销售，也涉嫌价
格欺诈。

平均生产成本仅70元左右？
“月饼的利润很高，通常情况下，一盒月

饼的生产成本不会超过 70元，里面的水很
深，有些厂家的毛利率能高达几倍。”广东省
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食品产业分析
师朱丹蓬表示。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也曾对媒
体介绍，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成本调查以及
行业组织、电子商务平台数据，从多年市场
情况看，盒装月饼平均生产成本 70元/盒左
右，单价 200元以下的盒装月饼销售占比达

80%以上，单价500元以上占比约1%。
目前，A股也有部分上市公司主营业务

涉及月饼生产及销售，包括元祖股份、广州
酒家、桃李面包等。而据广州酒家财报，
2021年，该公司月饼系列产品的毛利率高达
56.46%，报告期内实现收入15.21亿元，为其
贡献了近四成收入，同时也是该公司毛利率
最高的产品。

元祖股份并未在 2021年年报中单独披
露月饼产品的收入情况及毛利率，该公司月
饼、粽子等产品被划分到中西式糕点礼盒，
报告期内，元祖股份中西式糕点礼盒收入
14.64亿元，占主营业务收入近六成，毛利率
为51.51%。

桃李面包的月饼产品毛利率稍低一点，
2021年为 22.66%，报告期内实现收入 1.33
亿元，占比约2%。

为什么月饼的毛利率如此之高？“一方
面，月饼的制作成本不高，且在原材料、制作
工艺、销售渠道等方面都没有很深的竞争壁
垒。月饼皮的主要原料包括面粉、油、糖、鸡
蛋等；馅料包括咸蛋黄、紫薯、火腿、坚果、豆
沙等；包装方面也不难找到食品包装供应
商。销售渠道多数为线下商超和电商两
类。”一位消费品行业分析师表示，“另一方

面，月饼是有着一定社交属性的季节性必需
商品，这也为其带来了溢价，导致市场售价
远高于制作成本。中秋节期间，不仅大多数
单位会采购月饼，亲友之间也会相互馈赠。
因此，月饼也因其社交属性产生了‘金融属
性’。”

“数字月饼”有些高达10万元
除此之外，月饼的销售已经不仅仅局限

于传统渠道和传统形式，在部分数字藏品交
易平台，也出现了一些新月饼形式。据证券
时报，国内多个元宇宙数字藏品平台发行了

“月饼”，发行的价格从几元到数千元不等，
一些玩家在平台抢购月饼之后又在二手平
台挂出转卖。

不仅如此，一些上市公司、老字号酒店
开始搭上“元宇宙”卖月饼，部分数字月饼打
着“只抢不卖”、限量发行 10000份等字眼，
吸引了一批数字潮流玩家。据悉，老字号上
市企业广州酒家就联合饿了么发行 10000
份“中国首款广式数字月饼”。

有分析人士表示，传统月饼企业发行数
字月饼，这可能是一种促销手段，也可能是
企业布局元宇宙赛道。把传统文化的一些
符号植入元宇宙本身或许是一个好的思路，
但要抵制无序炒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