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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温州人网络助推温州城市国际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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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外温州人经过长期打拼，已形成一张覆盖全国、遍及世界的世界温州人网络。世界温州人网络强大的

资金吸附能力、组织网络资源、海外高端专业人才集聚力和人际网络资源是推动温州城市国际化的独特优势和最大资

源。温州应发挥世界温州人网络的作用，主动对接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搭建世界温州人网络与网络经济相结合的

国际化平台，积极开展公共外交，通过海外华文媒体传播温州好声音，实现温州城市国际化的赶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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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ization of Wen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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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a long-term hard work, Wenzhounese have formed a nationwide and even worldwide network. World Wen-

zhounese network owns a strong worldwide financial adsorption capacity, organizational network resources, high-end overseas profes-

sionals gathering force and interpersonal networking resources, which is the special advantage and maximum resource t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Wenzhou city. World Wenzhounese network should play a role in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Wenzhou

city, positively docking“the Belt and Road”national strategy,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platform between world Wenzhounese network

and network economy, and actively carrying out public diplomacy, spreading good voice of Wenzhou through Wenzhou overseas Chi-

nese media, thus to realize catching-up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Wen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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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城市国际化，是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趋

势、提升城市国际综合竞争力、推动城市转型发展

和城市现代化的关键举措。目前全国已有180 多个

城市相继提出推进城市国际化。温州作为以在外温

州人遍及海内外的国际知名城市，通过研究利用温

州人这一独特优势，推动城市国际化的路径，对于

国内其他类似中等城市的国际化道路具有借鉴价值。

一、世界温州人网络的基本内涵与显著
特征

世界温州人网络目前尚无明确的定义，本文将

世界温州人网络的内涵定义为基于地域认同和区域

文化认同的温州人关系群体以温州为中心、以异地

温州商会（海外侨团）及其经济实体为依托，促进

海内外温州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协同发展

的组织网络。[1]具有以下显著特征：

（一）具有强大的资金吸附能力

国内外“温州人经济”的投资规模、销售产值

庞大，已形成了一大批量大面广、资本集聚能力特

别强的中小企业群体。温州已拥有 17 家境内外上

市企业。[2]每年通过在外温州人网络销售的产品达

6 650 亿元，全国各地温州人累计投资超过8 000 亿

元，创办各类企业 10 万余家，其中年产值超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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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近 500 家。 [3]温州人在外创办的温州城、温

州街、温州商品市场遍布各地。海外温州人也逐步

从传统产业向房地产开发、金融投资、商业贸易、

法律出版等现代服务业拓展，开始涉足电子信息、

生化医疗等高科技领域。世界温州人网络的资金吸

附能力，从近几年“温商回归”的资金量就可见一

斑。据统计，2013 年世界温州人大会签约项目135
个，总投资约 2 376 亿元； [4]2014 年，仅“温商回

归”项目一项，全年共完成内资引进 968.79 亿元，

其中省外回归引进项目到位资金540.65 亿元。[5]

（二）具有强大的组织网络资源

据相关统计，温州市约有 245 万在外温州人

（包括 68.8 万侨胞）分布在国内各地及海外 130 多

个国家、地区， [6]全国建立异地温州商会 262 家 [7]，

以温州人参加为主和温籍侨胞担任主要负责人的有

300 多个侨团，编织了一张覆盖全球的营销网、资

金网、信息网和人际网。[8]这些异地温州商会和海

外侨团，已经成为凝聚在外温州人的组织核心，在

协助政府引导世界温州人为温州经济社会发展服

务，包括促进回乡投资和在外生产要素回流，为政

府、企业、社会提供各种信息以及宣传温州等方

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三）具有海外高端专业人才集聚力和人际网

络资源

据统计，温籍在海外具有涉及太空、金融、

医学等领域的高端技术人才和专业人士有 4 000 余

人。[9]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秘书长林建海、第59 届

联大主席让·平、美国商务部 （前首席副部长助

理）黄建南、美国科学院院士杨焕明、旅美作家

黄运特、加拿大国家科学院高级研究员陈钦明

等，以及众多的侨团领袖，在当地主流社会都拥

有很高声望和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为温州发展

提供智力支持。世界温州人所拥有庞大的人力资

源优势和人际网络资源，是温州走向国际化不可

或缺的“软资源”。

（四）具有海外华文媒体影响力

海外温州人已经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美

国等 15 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 35 家报社、杂志、网

站、电台、电视台。影响力比较大的是法国的《华

商时代》杂志，意大利的欧华联合时报、欧联传媒

集团，罗马尼亚的旅罗华人报，希腊的欧联通讯

社，西班牙的 《侨声报》，非洲的 《非洲日报》

等。其中，在意大利、西班牙这两个国家的 10 多

家华文媒体中，超过半数由温商创办。依托 50 多

万海外温州人和温商所创办的海外媒体，温州的国

际影响力越来越大。[9]

二、温州推进城市国际化的基础条件

（一）对外开放历史悠久

据史料记载，温州对外开放历史渊源可以追溯

到宋元时期。南宋绍兴元年或稍前，温州开始市舶

务（市舶司下辖）。当时已有一些温州商人侨居海

外，长期从事海外商贸活动，成为温州人最早走向

世界的华侨先驱。元世祖至元十四年或稍后，温州

市舶务升级为市舶司，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七个之

一。宋元时期，温州的近远洋航线密集。南宋洪迈

所著《夷坚志》提及，温州同广州、泉州、杭州、

明州等地的商舶往来十分频繁，日本商船也经常出

入温州，还同高丽、印度、闇婆（爪哇）等地有贸

易往来。[10]1876 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温州

被辟为通商口岸。

（二）企业的国际化步伐起步较早

1988 年，温州仅有6 家专业进出口公司有进出

口经营权。至 2014 年末，与温州市建立进口和出

口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共计 213个，有进出口业

务的企业 6 127 家。温州与全球 207 个国家和地区

建立了经贸联系。[11]温州民营企业主要通过与境外

跨国集团、行业龙头企业的资本对接、品牌对接、

技术对接、渠道对接等途径，推动传统企业的改造

升级，逐步提升国际竞争力。特别是 2 000 年以

后，由于温州本地土地等资源约束增强，温州企业

外迁增多，到世界各地经商办企业的温州人也越来

越多，温州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加快。[12]

（三）经济的开放性程度日益增强

2006 年，温州市被国家海关总署评为“中国外

贸竞争力百强城市”，居第16 位。[13]2007 年，全国

282 个城市参与中国城市外贸竞争力评选，温州排

第 12 位。 [14]温州市外贸出口依存度从 1988 年的

0.1 %提高到 2014 年的 26.5 %。 [15]在“中国优秀旅

游城市”、“中国十大品牌之都”、“中国民营之

都”、“中国鞋都”和“中国服装名城”等国字号产

业集群的支持下，2015 年，温州市实现货物进出口

44



第16卷 第3期 吴素君，杨骄俊：世界温州人网络助推温州城市国际化研究

总额 194.78 亿美元，外贸依存度为 26.2%，与全球

209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联系，拥有进出口经

营权企业6 239 家。[15]

（四）空港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加快推进

2011 年，永强机场升格为龙湾国际机场，已开

通温州至韩国济州、首尔、泰国曼谷、越南岘港、

菲律宾长滩岛、罗马等国际航线。2014 年，温州龙

湾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居省内机场第2 位，累计通

航城市 90 个。 [16]2013 年，温州的互联网出口总带

宽已达 1 200 G。[8]2013 年 1月，温州被列入中国第

一批智慧城市建设的试点城市。2014 年，温州已实

现县（市、区）城区、乡镇和86 %行政村的4 G 网

络覆盖。[17]温州市网络经济爆发式增长，2014 年全

市实现网络零售额660.46 亿元，同比增长69 %。[18]

（五）体制改革走在全国前列

金融综合改革、民办教育综合改革、社会资本

办医综合改革、民政综合改革、城乡统筹综合配套

改革等五大领域的国家级改革试点以及“两海”战

略等相继在温州实施，已做好接轨国际的体制机制

准备。

三、温州推进城市国际化的现实差距

（一）国际化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有较大差距

按照国际化大都市基本标准，温州市 2014 年

各项数据和国际化大都市还有一定差距。如国际化

大都市基本标准，人均GDP在10 000 美元以上，三

产产值占 GDP 比重在 75 %以上，外贸依存度在

30 %以上；温州的数据分别是人均 GDP 8 643 美

元，三产占比 50.1 %，外贸依存度 29.7 %。[11]与国

内国际化水平较高的城市相比，差距非常大。从经

济总量看，2014 年上海国内生产总值接近3 800 亿

美元，香港超过 2 500 亿美元，省内的宁波GDP也

接近 1 300 亿美元，温州只有接近 700 亿美元。从

人均GDP看，2013 年香港达到 38 074 美元，上海

达 14 653 美元，宁波接近 15 000 美元，温州不到

7 000 美元。从国际贸易来看，2014 年温州进出口

总额为207.82 亿美元[11]，进出口总额不足2011 年上

海的1/18，是2011 年香港的1/23左右。

（二）缺乏支撑城市国际化的大平台

温州“一主两副三极多点”大都市区发展框架

基本确定，但离实现目标还有距离。虽然有国家级

高新产业技术区和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创新平

台，但缺乏以知识经济和新技术革命为主导、与建

设高品质国际化城市目标相一致的战略支撑点。[19]

温州目前缺乏容纳国际大型会展的实体场馆及附属

配套，缺乏具规模、上档次的国际商贸物流中心。

（三）具有对外辐射力的基础设施比较薄弱

新加坡、香港、横滨等国际化的港口城市都拥

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具有较高的人均道路面积、

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发达的通讯设施、完善的公共

服务设施。温州尚未形成具有对外强辐射力的海

港、空港等交通基础设施。龙湾国际机场国际航线

总量偏少，以高速铁路为核心的铁路枢纽网尚未成

形，高速公路网尚在规划建设中，泰顺、文成 2县

至今未通高速公路。

（四）社会人文国际交流水平较低

新加坡、香港、横滨和上海等国际化水平较高

的城市都具有较强的社会人文的国际影响力，较多

的外籍常住人口和国际化的语言环境。从现实来

看，温州还没有完全建立符合国际规则的市场体

系，缺乏从事外向型经济的高端人才，城市综合管

理部门、民间智库、研究机构等国际化人才，缺乏

国际社区、国际学校、国际医院等配套设施。温州

对外交流活动少，国际展会层次低，这些都还远远

未能达到国际化城市要求。[19]

四、世界温州人网络推进温州城市国际
化的现实路径

(一)发挥温商网络优势，对接“一带一路”战

略，加快“走出去”步伐。

建立高质量的企业“走出去”服务体系，推动

优势企业赴境外投资创业、承包工程、劳务合作，

积极支持企业开展境外并购、跨国经营和国际经济

技术合作，大力争取温州个人境外投资政策试点。

努力申报成为“一带一路”交汇点城市，加强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支持企业在沿

线国家布局产业基地，积极拓展境外园区投资力

度，巩固和发展越南、俄罗斯两个国家级境外经贸

合作区，推动乌兹别克斯坦、塞尔维亚两个省级境

外园区创建国家级经贸合作区，引导新建若干个高

起点、高标准的境外园区。[20]大力发展国际营销网

络，支持企业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重点布局

境外分销中心、展示中心等营销和服务网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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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商品市场转型发展为商贸物流园区，努力形成

若干温州产品在境外的营销、配送中心。

（二）结合世界温州人网络与网络经济平台建

设，促进世界温州人资本回流，搭建国际化大平台

第一，将温商作为温州赶超发展的头号资源，

积极搭建平台、加强联络，优化服务，全力促进世

界温商企业回迁、资本回流、项目回投、人才回

聚。第二，充分利用第二批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

所带来的政策优势和浙江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先发、

创新和集聚优势，着力发展网络经济“一号新产

业”，建立若干能够带动温州发展的网商集聚平台，

培育一批面向国际的市场主体，推进跨境贸易电子

商务服务。引进国内外电子商务龙头企业，加快物

流、数据和制度等关键要素建设，提高温州电子商

务全球辐射度。努力创建网络经济强市和国家电子

商务示范城市。[19]第三，充分利用遍布全球的温商资

源，建设国际性大平台。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增强

制度环境吸引力，积极引进国际知名大企业、金融

机构落户温州。建立健全符合国际惯例的经济运行

规则和机制，积极营造与国际接轨的商务环境。着

力引进代表国际先进水平的重大项目，增强吸引国

际机构、资本、信息、人才、技术的能力，把温州

打造成为海西地区集聚国际要素资源的战略要地。[19]

（三）结合温州优势产业，通过世界温州人网络

汇集温州发展亟需的人才资源，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第一，建立“温籍英才 APP”虚拟人才平台，

使原来点对点的单项或双向联系变成网状结构，让

温州市相关高校和企业能够对接温籍人才，共享人

才资源。第二，建立海外侨团、代表人士数据库，

建立学有所成的海外留学人员和侨胞二、三代人士

信息库和联系机制，进一步增加海外人才联络站。[1]

第三，成立由知名专家学者组成的世界温州人智囊

团，为温州市重大决策提供专家咨询服务。通过专

门收集与温州发展需要的高端人才、专家团队，与

温州的优势产业进行对接，做好“乡智”“外脑”与

民营企业、民间资金的对接嫁接工作，充分利用其

智力资源、信息资源，为温州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

层次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四）利用温商创办的海外华文媒体，强化城

市形象国际传播推广。

加强城市品牌定位和资源开发，依托各类对外

经贸文化交流活动平台，大力宣传和推介温州城市

国际化形象。支持温州的文化产业“走出去”，鼓

励温州媒体与海外华文媒体直接合作。建立温籍海

外华文媒体联络机制，通过定期沟通、常态化合作

等方式，推动资源有效整合和发挥作用。发挥海外

华文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搭建温州与欧非各国经

贸合作平台，推动温州企业和产品走出国门。

（五）积极开展公共外交，提升对外交流合作

国际化水平，彰显温州独特优势

第一，重视城际间的文明交往，提高对外开放

水平。温州已经与亚洲、欧洲、北美洲、大洋洲和

非洲的 25 个 城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 [21]。重视发

挥友城在推进温州城市国际化中的重要作用，在保

持政府间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开展民间性的友城文

化交流活动，使之成为市民参与公共外交的活动平

台。[19]第二，重视国际间的商贸交流，开展公共外

交。从2003 年奥康集团董事长王振滔等5 位温州民

营企业家首度随温家宝总理访问埃塞俄比亚，到

2013 年温州桥头钮扣城董事长徐建清随同习近平主

席访问俄罗斯。通过温州企业家跟随国家领导人出

访这一“商务外交”的重要途径，提升对外交流合

作水平。[22]

（六）着重在金融、教育等方面创新，提升社

会人文国际交流水平

第一，打造中国民营银行标杆，提升金融功能

国际化水平。以温州民商银行成立为契机，与专业

金融机构合作，搭建资本平台，设立政府引导基

金，吸引世界温商资本和其他民资、外资、国资集

聚温州，发起设立各类股权投资基金，为温商引进

来、走出去提供支持和保障。充分发挥温商资源，

利用金改之机，重点针对欧美、日韩、港台等国家

和地区，吸引各类外资金融机构来温设立总部及分

支机构，争取境外法人银行、保险中心总部落户温

州。第二，大力发展高校留学生教育，推进本土人

才国际化和“国际智慧”本土化。支持温州医科大

学、温州大学发展留学生教育，提升办学层次，重

点发展温州医科大学留学生研究生教育。与此同

时，依托温州肯恩大学、温州医科大学等高校，加

强高层次应用层面学术交流，引进世界各领域高端

人才的智慧，并加强与温州市特色产业平台对接，

实现“国际智慧”为温州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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