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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丰富完善对德招商硬件载体

太仓对德招商多以制造业招商为主，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国际经济大环境下行压力增大，太仓高端装备

制造特别是汽车零部件行业增速放缓，部分德资投资计

划多变且前置时间较往年大大缩短，必须更加注重以企

业和行业需求为导向，首先着力解决好硬件载体问题。

1.拓展厂房资源。

总结在太德企发展经验，大部分德企习惯于轻资产

运营，厂房资源是影响招引德资落户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目前全市厂房资源存量有限、供给需求错配和建设标

准不达标等方面仍存在问题。我市现有适合德企入驻

的高标准厂房载体以及适合小微德企的厂房载体明显

不足。对于厂房建设，德企需求多样、要求严格，从车间

结构、办公结构，到环保性和耐用性等，都有较高标准，

一般民营厂房因为建设早、标准低，难以满足德企需

求。针对上述现状，需从增量、存量两个方面着手。增

量上，加强规划引导，鼓励各类建设主体以德企需求为

出发点开发建设，推动各板块在今后的载体建设中，谋

划新建小面积、高标准单层厂房。存量上，出台适当的

鼓励政策，发动有能力的民营主体对厂房进行改造升

级。

2.保障土地供给。

对比周边城市如苏州工业园区、昆山等地，太仓在

土地资源方面尚具备一定的优势，但各板块间差异比较

明显。高新区可用工业土地占比最高，但土地出让门槛

高，德商会反映个别中小德企扩产受到实质影响，存在

德企流失风险。同时，其他板块虽落户要求相对较低，

但土地空间余量并非充裕。因此，亟需激活德企项目全

市流转机制，确保有投资需求和增资扩产的德企得到有

效保障，牢牢稳定德资企业群体的“基本盘”。同时，要

全力推进国土空间全域整治，加紧清退一批低效能低产

出企业，加快盘活土地存量，为优质德企发展留足土地

空间。

3.探索飞地模式。

为吸引刚进入中国市场，尚未实现规模化生产的德

企以及服务型德企落户太仓，我市将逐步在国内一线城

市建立若干个飞地孵化器，借助一线城市的国际化平

台，推动太仓招商服务前移，从源头着手，孵化培养一批

德国项目。同时我市各部门将协同做好政策支持、载体

建设、要素保障等工作，竭力为德企项目提供更好的服

务。

二、优化提升对德营商环境

德企选址落户过程中，除考虑载体因素外，营商环

境也是影响其投资决策的重点要素，一般包含以下几个

方面：政府支持政策及兑现能力、人力资源解决方案（招

聘、培训等）、合规性指导（环保、安监等）、企业注册及各

类审批服务。下一阶段，太仓应充分运用近30年对德招

商领先经验，围绕做大做强“太舒心”“5E”国际化营商服

务品牌，努力以更优质的服务赢得德企信赖。

1.加强对德招商精准支持。

近年来，周边城市对德招商优惠政策不断突破上

限，对优质德企项目的支持力度更是加大，但这样的模

式并不利于本地区长远发展。今后的招商模式应更注

重立足德企所急需，加快从“粗放型”招商转变为“产业

链招商”“精准招商”。我市招商政策也应针对德企需求

及时加以调整，使其更为精准化。同时要从产业链招商

的角度出发，在强链补链延链上做文章，用完善完备的

政策招引更多优质德企。

2.想方设法解决德企用工难题。

德商会多次反映长三角地区德企招工难。该问题

的产生有多重因素，如劳动力市场结构性供需矛盾、疫

情影响以及“90后”“00后”新生代务工人员求职需求变

化等，外资“招工难”在长三角地区已经成为较普遍现

象。为帮助德企稳定生产经营，要继续巩固拓展太仓

“双元制”培训先发优势，建议整合15个培训中心、AHK

中德培训中心等培训机构，建设相对独立市级公共“双

元制”培训中心，扩大“双元制”培训规模，拓展“双元制”

培训专业，提升培训层次和能力，培养更多符合德企需

求的技术工人。要依托健雄学院、西北工业大学太仓

校区、西交利物浦大学太仓校区等高校资源，通过开设

智能制造、工业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培训课程，培养符合

德企需要的高级人才。要充分发挥中西部协作功能，吸

收中西部合作院校学生，进行中短期培训，满足德企普

通技工需求。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也要为德企招聘提供

预案，提前为企业对接人社局、“双元制”培训中心等资

源，实现项目签约与员工招聘同步推进。

3.在管理与服务中寻找平衡点。

德商会部分会员反映，为符合更新的安全生产合规

性政策要求，需增加相关的设施设备，产生的费用超出

既定的年度预算，加大了国内德企管理层向总部汇报的

压力及申请相关费用的难度，造成企业运行成本增加，

无形中会影响运营团队的当年业绩。对此，要进一步树

立企业用户思维，一方面，用好太仓欧商投资协会月度

总经理会议这个平台，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做好政策宣

讲，让德企对相关管理要求早知道，从而实现早规划、早

落实，降低企业的行政性负担。另一方面，适当整合检

查工作内容，降低检查频次，规范整改举措，尽量做到一

次整改，全面达标。

三、拓展巩固对德招商宣传渠道

1.巩固强化成熟渠道。

多年对德招商，我市已积累近百个对德招商渠道，

构筑了全方位立体太仓对德合作网络。接下来，要进一

步发挥这一立体网络作用，通过加强高层领导定期互访

互动，邀请重点客户参加太仓中德主题活动，共同举办

专题研讨会、政策解读会、招商推介会等，强化太仓对德

合作品牌建设，提升太仓在德国“德企之乡”知名度。同

时，要大力推进罗腾堡德国风情街建设，建好玛丽蒂姆

酒店等配套设施，让在太德企感受更浓德国生活场景，

通过德企圈的“裂变”传播，为太仓对德合作“聚变”积蓄

更多能量，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2.全力加大对上争取。

基于江苏省对太仓进一步深化对德经贸合作的支

持，要抓住受疫情影响省商务厅驻欧洲各国办事处人员

基本均已回国的机会，应用“三大法宝”经验，践行“三大

法宝”精神，借鉴昆山引进江苏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的

做法，全力以赴对上争取，进一步拓展对德招商网络，争

取更多高层活动落户太仓。

3.挖掘新渠道尝试新办法。

不断创新体系化对德招商宣传举措，广泛吸引德国

政商界人士积极来太考察，邀请其为我市打造德国元素

建言献策，让德国基因融入太仓版图；借助德媒，展现太

仓中德共赢发展历史，讲好太仓中德合作故事；把握重

大展会等契机，向全世界展示太仓对德合作的城市名

片；利用各大平台渠道，扩大太仓对德招商朋友圈。

四、加强对德招商全产业链研究

目前，全市拥有德企近390家，世界“隐形冠军”超

50家，大部分德企专注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群体呈现

出“小精尖”的特点，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太仓早已具

备承载不同类型产业的基础，接下来的对德招商中，在

不放过“小精尖”德资项目的同时，要着力开拓“旗舰型”

“龙头型”德资项目及世界“五百强”项目。加大对德国

优势产业、龙头企业的研究招引力度，强化产业链招商，

分析德国百强企业特别是高端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

新材料、生物医药及航空产业在中国的投资情况，做好

趋势研判，下好招引“先手棋”，充分利用各大平台，有效

整合各方资源，全力推动“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特别是

航空产业，德国航空产业曾一度走在世界前列，在一些

细分领域德国有相当大优势，且多为中小企业，也是我

市未来对德合作重点拓展区域。建议结合我市发展航

空产业规划，加强与德国航空航天领域联系，梳理一批

优质中小企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助推我市航空产业

发展壮大。同时要加大招引德国高端服务业项目力度，

鼓励德国金融、保险机构来太设立分支机构，积极引进

德国检验检测机构、银行、酒店、学校、诊所等服务业项

目，实现太仓对德合作在德国制造、德国服务和德国标

准的全方位、多领域提升，在拓展招商引资领域的同时，

助力打造国家级全方位对德合作平台。

进一步深化对德招商与合作进一步深化对德招商与合作
打造国家级全方位对德合作平台打造国家级全方位对德合作平台

太仓深耕对德合作28年，成果丰硕，优势明显，已经成为中国德资企业发展最好、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近期，省商务厅、发展改革委、科技厅和自然资源厅等部门联

合发布了《支持太仓进一步深化对德经贸合作打造中德中小企业合作示范区的意见》，省工信厅、人社厅、教育厅等七部门协同支持。这既是对我市多年来对德合作的充

分肯定和有力支持，也对我市提出了更高工作要求。本文基于太仓对德招商引资经验，研究完善载体、优化服务等不同路径，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德合作提出建议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