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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吴瞬

晋江“人稠山谷瘠”，自古有“造舟通异域”的

海外创业冲动，“十户人家九户侨”成为晋江最大

特色之一，祖籍晋江的华侨华人多达300万，遍布

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资源匮乏的晋江，晋

江人只能拼出一条路来。

晋江的企业家精神，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晋江企业家敢想敢拼，从不吝啬投入。在能

看到利润回报的主业上，赚100万继续冲，继续贷

100万扩大投入；安踏敢于把将近一年的净利润

拿出来请知名运动员代言，开创了明星运动员代

言+登陆央视模式的先河；又有多位企业管理层

称，早在20多年前他们就被晋江老板高薪聘请至

晋江，升级公司管理和品牌形象。

另一方面，晋江企业家心怀敬畏谨慎投资。

记者走访时常能看到，知名企业以显著标识宣称

聚焦主业，多位企业家反复强调聚焦的重要性，

表示不会涉足非主业业务。晋江企业时时面临

体育、地产和金融等行业的诱惑，但他们谨慎地

告诉自己专注主业，并身体力行。

团结是晋江企业家的另一个特点。晋江的

鞋服企业先后用明星代言加央视广告的形式登

陆CCTV5。大量同行业具有竞争关系的企业共

同在晋江生长、壮大。晋江自古资源少，当地人

选择出海下南洋，团队作战的传统于此形成。记

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晋江的企业家们会定期交流，

互帮互助，共同进步。

此外，政企关系同样让人佩服。可以说，没

有政府的支持，就没有今天的鞋服重镇。在企业

敢拼的背后，总能看到晋江敢于给政策、干部敢

于陪探索的身影，这种精神从来没有变过。

正如歌词所唱，“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晋江经验”背后更多是企业家们和政府一道“拼

出来”的。而在1990年时，当时还是晋江县的晋

江县委就凝练出了“诚信、谦恭、团结、拼搏”的“晋

江精神”。

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是晋江模式在中国

创造的独特风景，也是中国各个产业之都、地方企

业转型升级中的一个缩影。作为发展民营经济的

样板，“晋江经验”被写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可以预见，未来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晋江”续写辉煌。

果然“爱拼才会赢”

（上接A1版）
晋江的这份成绩得来不易。曾几何时，“人稠

山谷瘠”、“八山一水一分田”是晋江的真实写照。

晋江陈埭镇是晋江发展的一个缩影。陈埭镇是全

国鞋类最密集的产业聚集区，在38.4平方公里的

土地上，遍布着7000多家鞋类企业，其中95%以上

都是小微企业。

陈埭镇的晋江国际鞋纺城也是全国最大

最全的鞋材市场。“无论是一个鞋面或鞋底，甚

至一个很小的纽扣、配饰在市场中都可以很方

便地找到。”福建晋江鞋纺城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李宵还称，“目前，不仅是晋江本地的制鞋

企业，各地不少知名企业都开始将设计中心搬

到鞋纺城。”

“鞋纺城主要是配套好，覆盖全产业链，我

的设计需要什么材料，拿一把剪刀从5楼跑到1

楼基本上就都齐了。”晋江一家鞋类外贸工厂负

责人康先生告诉证券时报记者，因为采购原材

料的便利性，公司直接将设计中心设在鞋纺城，

给客户设计生产一双样鞋，最快7天就能完成，

目前公司每年鞋类出口规模达100多万双。

“陈埭镇的制鞋产业是慢慢一步步发展起

来的，最早市场就在镇政府旁边的一条街上，家

家户户都卖鞋材，甚至有一些居民都把外墙敲

掉一小块做成店面，因为鞋材比卖日用品赚得

多。”李宵还称，“最疯狂的时候，原材料来了都

要抢，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庞大的制鞋产业链也孕育了不少晋江龙头

企业。安踏从中小企业起步，一步步发展，市值

最高时突破5000亿港元，成为中国运动鞋服领

域最强龙头，跻身全球运动鞋服巨头领域；特

步，手工作坊起步，精耕运动鞋服领域，成为运

动休闲鞋服领域的龙头企业，市值突破200亿港

元；361度，同样出身草根，30多年来持续推进品

牌营销，成为运动品牌领域劲旅。

敢想敢拼且专注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晋江商人的最大特点

是敢于拼搏。

“其他地方的企业可能会赚了 100 万存 50

万，但晋江的企业往往是赚了100万，还会再贷

100万，再继续冲，企业成长规模和连锁扩张效

应非常强，成长速度非常快。”卡尔美体育用品

有限公司总裁柯永祥说。

从手工作坊起家的晋江企业家们不想永远只

当一个低端加工厂，他们要树品牌。柯永祥表示：

“我在大学创业时就帮我哥的工厂卖球服，我从那

时就知道有品牌才好卖，没品牌你根本卖不出去。”

晋江企业家的这股“拼劲”硬是让他们冲上了

打造自身品牌的艰难之路。1999年，安踏用几乎一

年净利润的“天价”签约了当时知名运动员孔令辉

做代言人并在央视打广告，一炮打响了安踏品牌。

“体育明星代言人加央视广告的品牌营销模

式就是由安踏创造的。”安踏集团传播高级总监姚

鹏说，“就是因为安踏开风气之先，晋江的鞋服企

业纷纷效仿，以至于央视5套一度被外界称为‘晋

江频道’。”

其 实 ，这 也 是 晋 江 拥 有 的 一 个 独 特 现

象——大量同行业的企业共同在晋江生长、壮

大，它们间的良性竞争堪称典范，“晋江精神”中

的“团结”也在其中清晰显现。

敢想敢拼的另一面，是晋江企业家的专注。

晋江企业家会加大投资扩大生产，却不会盲目扩

张涉足其他领域。“晋江经验”一个非常鲜明的特

色是，紧紧咬住实体经济发展不放松，民营企业家

们一步一个脚印，硬生生蹚出一条路来。

作为晋江的领军企业，安踏方面不断提到

专注一词。姚鹏表示，安踏30多年来的成长，首

先要感谢时代，正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

才能取得今天的成果。“具体来看，安踏的经验

可以总结为三个关键词：专注、创新、使命驱动，

其中第一个就是专注——心无旁骛做实业。30

年中安踏不是没有遇到过金融投资、体育地产

等等业务多元化的外部机遇，但安踏有着非常

强的战略定力，就是认真做好每一件衣服每一

双鞋，深耕运动鞋服这个赛道，30年以来所有心

思和资源都花在研究这个赛道上。”

在知名男装品牌中国利郎的晋江实验大楼中，

记者在门口大屏幕上看到了一句醒目的话——“利

郎会保持一直专注做服装，只投资对利郎服装发

展有利的配套项目”。记者在利郎实验室中看到，

利郎早已不局限于成衣，而是在不断向产业链上

游延伸，通过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从无到有，从试

运行到常态化，从纱线到染色，从款式到版型，从

工艺到检测，搭建起了自主研发的全产业链。

利郎（中国）有限公司总裁潘荣彬告诉记

者：“利郎一直专注实体经济，从产品研发、渠道

建设、品牌文化等全方位探索升级，由于专注实

业，公司整体转型非常快。2022年，公司销售产

品中原创比例达75%以上，其中应用由集团开发

独有面料的产品比例约为50%以上。”

政企互动伴“长跑”

“当时非常的艰难，一方面是企业迫在眉睫的

需求，一方面是严峻的防疫责任。”想起2020年那个

春天，晋江市商务局党组成员肖芳族仍记忆犹新。

众所周知，晋江是鞋服大市，每年3、4月是晋江

鞋服品牌的订货旺季，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都会

会聚晋江参加订货会，订货会决定了一家品牌鞋服

企业下半年乃至来年订单数量。但疫情之下，线下

订货会人员密集，会有相当大的防疫风险，晋江企

业负责人对此忧心忡忡，觉得肯定办不成了。

“在这个时候，晋江没有退缩，没有因为害

怕担责就一刀切不让办订货会。在最大程度符

合疫情防控的基础上，晋江毅然决定支持企业

办订货会。”2020年3月，晋江即发布《晋江市企

业订货会疫情防控工作导则》，对企业举办订货

会明确了9项措施，并成立晋江企业订货会服务

小组，让企业举办好订货会：鼓励企业订货会线

上线下结合、分期分批举办，严格控制规模和举

办时间；取消宴请和走秀等聚集活动等，最大限

度降低风险……一条条接地气、操作性强的导

则，让企业心里更有底。晋江鞋服产业没有因

为疫情而断档，部分企业订单反而大超预期。

肖芳族表示：“良好的政企互动历来都是晋江

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我们的法宝。”

企业敢拼的背后，总能看到晋江敢于给政

策、干部敢于陪探索的身影。受访过程中，多家

企业均告诉记者，他们领导和政府到欧洲找订

单去了。据悉，近期晋江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明

元带领由政府部门和企业家代表组成的晋江市

政企代表团赴欧洲开展经贸交流合作，先后到

访意大利、德国、法国3个国家9座城市，走访对

接了16家企业及机构，取得丰硕成果。

政府部门也关注到了当下中小企业订单减少

的困境，一场场由政府搭台、拓宽渠道、链接资源

的活动正陆续展开。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晋江市

商务局已先后组织557家企业参加广交会、意大利

加达鞋展、德国慕尼黑户外用品展等国内外重点

外贸展会。接下来，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服装展、

意大利米兰国际皮革展等40余场重点展会参展工

作也正在组织当中。正如晋江市商务局局长蔡伟

达所说，帮助中小企业拿订单是纾困第一要务。

“企业冲在最前面，他们对整个市场的感触是

最灵敏的。”肖芳族表示，政府建立了商务领域行

业观察员制度，通过调查研究、座谈交流、即时互

动等形式，了解商贸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困难和问

题。“一家企业自己能做的事情企业做，一家企业

做不了的事情，政府部门主动介入，通过举办活动、

搭建平台、出台政策，尽可能帮助企业拓展市场。”

在“晋江经验”引领下，

晋江亲清政商关系融洽，慈

善事业也成为事业有所成

的晋江企业家关注的重

点。晋江一位企业高管就

表示，遇到喜事时，晋江企

业家们比拼的不是排场和

豪华，而是慈善捐款多寡：

2007年，恒安集团许连捷父

亲许书典在其80大寿当

天，将9999.9999万元捐给

晋江市慈善总会，成立许书

典家族慈善基金；2012年1

月9日，安踏集团捐出1亿

元设立“安踏和木爱心基金”；2022年11月21日，

百宏集团董事长施天佑、陈宏旭伉俪借长子施仲

凯大婚之机捐款3999万元……

“晋江经验”闯新路

当前新形势下，晋江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也面临诸多挑战，高

质量发展成为新时期“晋江经验”的破局之策。

泉州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记张文贤表示：

“这次把‘晋江经验’写入《意见》中，上升到引领

全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高度，海内外晋江人倍感振

奋、深受鼓舞，这极大凝聚了全市上下的合力和

共识，让我们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应对当前复杂

形势。我们将倍加感恩、牢记嘱托，锚定重大国

家战略定位，强化担当作为，引导海内外晋江人、

全体民营企业和企业家，进一步稳预期、强信心，

聚精会神抓发展，全力建设中国民营经济强市，不

断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为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晋江经验’的下一阶段就是践行高质量

发展的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首先就是对创

新的要求，安踏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以科技创新

为驱动力，带领晋江的运动鞋服产业集群向价

值链的高端攀升，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

造’，‘中国品质’到‘中国品牌’的迁跃。”姚鹏

说，“作为‘晋江经验’的坚定践行者和受益者，

安踏和所有从晋江走出来的企业一样，未来要

继续将‘晋江经验’的内涵发扬光大，在传承的

基础上创新和丰富‘晋江经验’的实践案例。”

晋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

年来，晋江正不断推进产业创新升级。今年上半

年出台《晋江市支持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十二条

措施》《晋江市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十六条

措施》，完善数字经济政策支撑体系。围绕数智转

型专项攻坚行动，上半年新增策划110个产业数字

化项目；新增361度、众鑫、安踏等一批应用场景，

纺织鞋服标杆效应进一步显现；盼盼、蜡笔小新、

爱乡亲、安泰、华泰等企业相继启动数字化升级项

目，食品、建材业数智转型样板培育成功破题。”

证券时报记者走访晋江数家企业发现，智

能化升级、数字化工厂和原创研发正在引领晋

江企业又一轮高速成长：卡尔美大力推进数字

化改造，通过“3D 试衣”，实现只做一件样衣就

能交付生产，大大减少研发时间和开发成本；利

郎在传统Polo衫基础上进行技术革新，让Polo

衫在家用洗衣场景下30次机洗后，依旧平整亮

彩如新，锻造出别人模仿不走的竞争优势……

如果说，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是在维持固

有优势，培育新兴产业则是在为晋江画出一个

新的未来。今年5月，晋江市三创园区科技孵化

基地成功备案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三创园

作为传承发展“晋江经验”的创新实践载体，是

晋江经济开发区乃至晋江市推进科创孵化转化

的重要平台。截至目前，三创园累计培育49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31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家

省科技“小巨人”领军企业、3 家数字经济领域

“瞪羚”和1家“未来独角兽”创新企业。

“三创园是站在晋江现有产业基础上看得到

的未来。近年来，我们摸索出了一套符合晋江产

业优势的高科技发展战略，入驻项目均是在晋江

有生长土壤或与传统优势产业结合后能持续深耕

的项目。”三创园相关负责人举例说，如2021年入

驻三创园的华为（晋江）工业互联网云孵化中心，

走在推动企业数字化改造的前列。借助华为技术

和相关资源，该中心已促成晋江纺织、鞋服、机械、

卫品等行业共40多家企业实施数字化改造。

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是晋江模式在中国创

造的独特风景。纵观晋江数十年来的战略抉择，无

一不透露出“晋江经验”的非凡价值：从1995年的“质

量立市”，1998年的“品牌立市”，2002年的打造“品

牌之都”，2004年的“产业集群”，再到当下的高质量

发展，“晋江经验”历久弥新，正在助力晋江闯出一

条新路，也为全国民营经济发展树立起新的榜样。

民营经济样本解码：“晋江经验”何以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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