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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毅

“一座县城,因砥砺奋进而

沧桑巨变,在中国改革开放史

上写下耀眼篇章。一种经验,

因高瞻远瞩而历久弥新,成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重

要路标。”2022年是福建省晋

江市撤县建市三十周年，也是

“晋江经验”提出二十周年。

20年前，习近平同志曾在

其“六年七下晋江”后，为这座

城市挥毫泼墨写下了一份宝贵

的经验——“晋江经验”；3年

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晋江

经验’现在仍然有指导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为何对晋江如此

情有独钟？反复强调的背后必

然有其很深的顶层设计考

量。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孕育地和实践地，“晋江经验”

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发

展县域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

民营经济、推进新型城镇化与

县域现代化的思路，是中国非

公经济从孕育到成长、从发展

到壮大的一个缩影，是地方政

府与“草根力量”协同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动探索和

积极实践。

“郡县治、天下安”。晋江

位于全国百强县前列，这是一

个蕴藏着深刻的中国经济发展

秘密的典型样本。2021年初，

我们成立了“首都高校博士团

‘晋江经验’廿年智库观察课题

组”。通过年余来对福建、泉

州、晋江等相关省市县各级政

府与企业主体的考察调研与深

入思考后撰写了本文，旨在回

答如下问题：

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其对于人类新文明的意义

何在？世界与中国将走向何

方？晋江现在发展如何？晋江

未来将会如何？晋江做对了什

么？晋江为什么？为什么是晋

江？晋江怎样成功？晋江将怎

样继续成功？如何在全国范围

内多一些晋江？晋江发展的

背后又昭示着怎样的中国式

区域发展之道与中国式现代

化的县域发展之路？晋江今

后将如何在时代大局中扮演

更重要的角色？

在这一年多的研究背后是

中国范式原创研究智库拓维智

库暨首都高校博士团的20年智

库观察（1996 年~2022 年）。

1996年笔者到泉州与晋江参

加“三王入闽 1111周年座谈

会”调研，迄今笔者及团队已经

对福建、泉州乃至晋江跟踪调

研了26年。在闽数任省领导

的支持下，我们进行了八次省

内外大型调研，晋江几乎每次

都是必到之地。作为专注于顶

层设计研究的“中国顶层智库”

与“中国范式原创研究智库”，

通过人类新文明、中国大转型、

“一带一路”与祖国统一等诸多

维度，长三角、珠三角与闽三角

等区域对比，全国、福建、泉州、

晋江等纵深研究，国家战略、区

域规划、县域经济、行业生态与

企业个案等研究方向，以及研

究者、观察者、参与者与体验者

等多个视角，为研究“晋江经

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譬如，

作为海峡战略和晋江模式的早

期研究者，笔者于2000年全国

两会期间创作了《闽南民营企

业文化范式的现代转换》，并于

同年6月赴晋江调研，这为日

后20多年来持续观察闽南经

济、进行海峡战略研究提供了

强大的动力基础和“两个一公

里”的方法论示范；2003年“首

都高校赴闽博士团”中的几场

“博士”和“博土”的对话，在某

种程度上催生了晋江企业家

“北大清华总裁班”等的成功

组织。

希望本文能够提供一些关

于“晋江经验”过去、现在与未

来的思索。希望藉由此文回望

那段难以忘怀的青葱岁月与激

情似火的晋江奋斗史，守望那

片为区域探路、为时代谋局的

发展初心，展望那抹屹立在闽

南的新时代全面县域现代化的

壮丽图景。

实践样本：中国式
县域现代化道路的“晋
江经验”

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

入大江来。

晋江是中国波澜壮阔的改

革开放史的鲜活注脚，晋江也

不啻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县

域样本。这是首都高校博士团

20年赴闽调研十下晋江得出

的结论。晋江曾像全国的很多

县市一样落后。而在1985年

晋江假药案之前，晋江县政府

采取的是积极的不干预政策

（1980年，晋江县委在福建第

一个出台“五个允许”的红头文

件，即允许集资办企、雇工、股

金分红、价格随行就市、供销人

员按供销额提取业务费）。假

药案后，晋江当地政府开始建

设“有限-有为政府”，在质量

立市（1995 年）、品牌立市

（1998 年）、资本兴市（2001

年）、城市改造（2010年）等过

程中，处处可以看到政府积极

引导的身影。2002年，以晋江

慈善总会的成立为标志，晋江

的社会力量开始兴起，形成了

“不要面子要里子，不比排场

比慈善”的新风尚。2021 年

底，晋江开始探索“共同富裕

县域范例”。

可以想见，未来晋江必将

在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走在全

国前列。

随着普惠式的社会基本保

障体系的铺开，以企业家群体

为领军的晋江“社会重建与道

德重塑”必将达到一个新的水

准，社会的文明程度会大大增

强。而这也将反哺于经济领

域，格局更大视野更宽更具家

国情怀的企业家群体的成长，

会使晋江板块迈向一个新的高

度，随着“中国制造”一起从中

低端向高端升级，从“中国一

线”向“世界一线”冲锋。到建

国百年之时，一个经济富裕、生

态优美、社会和谐、政治清明、

文化昌盛更和谐幸福的晋江将

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而“以

党为核心”与“以人民为中心”

一直贯穿始终，把握着方向，掌

握着基调，体现着中国的国情

以及社会主义的本质。这是中

国式现代化的县域发展之路。

晋江是闽南文化沃土上开

出的一朵改革开放之花。这是

一个县域华丽逆袭、20年持续

保持发展佳绩并有望未来实现

正向更替的故事。这个故事的

背后蕴藏着区域发展之道，蕴

藏着更深邃的文化地理学要素

与思维范式要素……

一、智库测评：“晋江

经验”二十年（2002 年~
2021年）智库观察

在2022北京冬奥会上，晋

江的安踏、舒华和盼盼等品牌

闪耀冰雪，在冬奥的舞台上绽

放光芒。而“晋江造”也早与

“天宫”有不解之缘，安踏、浔

兴、恒安等一众晋江企业都曾

跟随有些甚至数次跟随我们的

飞船出征。在太空与奥运会这

两个顶级的“舞台”上，晋江制

造都崭露头角，可见晋江板块

的实力。谁能想到40多年前

这里竟是一块“人稠山谷瘠”的

贫穷之地？

（一）闪亮答卷：强劲的县

域经济竞争力及其辐射与带动

效应

“福建第一县”——晋江三

面环海，面积仅649平方公里，

却用福建省1/200的土地创造

了全省1/16的地区生产总值；

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连续21

届位居全国7位~4位，连续28

年 领 跑 福 建 省 县 域 经 济 。

2021年晋江地区生产总值约

3000亿元，是改革开放初期的

2059倍。

在“晋江经验”的引领下，

晋江拥有上市企业50家，中国

驰名商标46个，安踏、恒安、利

郎、盼盼、柒牌、七匹狼等多家

不同领域、蜚声中外、充满活力

的民企发展壮大为我国的行业

领头羊。

目前，晋江市已培育形成

1个超两千亿元（鞋服）、1个超

千亿元（纺织）、2个超五百亿

元（建材制品、食品）、2个超百

亿元（先进装备制造、医疗健

康）的产业集群，拥有“中国鞋

都”“中国伞都”“中国拉链之

都”“中国体育之都”“世界茄克

之都”“中国纺织产业基地”等

国字号区域品牌16个，367家

次企业参与243项国家标准制

修定，省级以上研发机构和研

究中心103个，其中国家级技

术中心8个，19个院士专家工

作站，数量居全国县域前列。

运动鞋产量约占全球20%，品

牌男装产量约占全国25%，休

闲食品约占全国20%，外墙陶

瓷约占全国60%……

晋江已成为全省乃至全国

传统制造业的重要生产基地和

品牌基地。此外，晋江还是全

国文明城市、国家生态市、中国

慈善城市、全国科技进步先进

市、中国爱心城市、全国首个举

办国际综合赛事的县级市。

晋江被中央主流媒体誉为

“全国县域经济发展典范、中小

城市建设样板”。

晋江的发展是改革开放初

期经济领域“边缘革命”的产

物，也充分验证了汤因比的“挑

战—应对”学说。

改革开放初期，晋江“人多

地少”“一方水土难养一方

人”。1978年，晋江地区生产

总值仅1.45亿元，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154元，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是典型的农业穷县。20

世纪80年代初，乘改革开放东

风，晋江立足本地优势“三闲”

“闲房、闲资、闲置劳动力”起

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

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

过渡，再到“三资企业”上路、

“产业集群”迈大步，创造出以

“市场经济为主、外向型经济为

主、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经济

成分共同发展”为主要特征的

经济发展模式。“晋江模式”，与

“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三

角模式”并称当时中国经济发

展的“四大模式”。其中晋江是

唯一以县域经济形成的模式。

1996 年~2002 年期间，

习近平同志七下晋江，到企

业、进社区、访农村、走基层。

经过多次调研、问计于民，

2002年6月，习近平同志从晋

江发展的实践中提炼出“晋江

经验”，并于同年8月和10月，

分别在《人民日报》和《福建日

报》上发表文章，总结提炼“晋

江经验”的“六个始终坚持”和

“处理好五大关系”。

2019年3月10日，在参加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福建

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

再次对“晋江经验”予以充分肯

定。他说：“我到省里工作以

后，多次到晋江做了调研，全省

推进‘晋江经验’。福建省如果

有若干个‘晋江’，福建就不一

样了。应该说，‘晋江经验’现

在仍然有指导意义。”“做企业、

做事业不是仅仅赚几个钱的问

题。实实在在、心无旁骛做实

业,这是本分”。

“晋江经验”脱胎于县域经

济，实际上，它已经成了一种地

缘经济文化现象。

“晋江经验”的直接带动效

应，是指随着它的企业与产业

集群的扩张，带动了整个泉州

民营经济乃至整个闽南的发

展。目前，仅泉州市就有晋江、

石狮、南安、惠安和安溪等5个

全国百强县，被称为“泉州现

象”；它的辐射效应，是指有晋

江人的地方、有晋江文化的地

方，“晋江经验”就辐射到哪里。

“晋江经验”还通过“山海

协作对口帮扶”等辐射到闽西

的长汀等地。目前，“晋江经

验”通过其带动与辐射，已使福

建省有了若干个“晋江”，其影

响力已远至全国甚至东南亚。

也许我们可以给出“晋江

经验”二十年小结：晋江被誉

为“全国县域经济发展典范、

中小城市建设样板”；县域经

济基本竞争力连续21届位居

全国7位~4位；通过其带动与

辐射，福建省内有了若干个

“晋江”。

晋 江 没 有 辜 负 习 近 平

总书记“六年七下晋江”并书

写万字长文的厚望，在他提出

“晋江经验”20年之后交上了

闪亮答卷。

回望守望与展望：中国式县域现代化的“晋江经验”
——“首都高校博士团‘晋江经验’廿年智库观察课题组”调研报告

福建晋江：智能化车间助力企业满负荷生产
近年来，福建省晋江市每年投入近亿元支持企业引进高端设备、高端技术，实施智能化改造升级。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之下，晋

江制造企业的智能化车间更是助力满负荷生产，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图为在晋江市恒安智能制造示范基地，ABB机械手在进行

码垛作业。 新华社发（周 义 摄）

□ 秦 婧

长城壮、古堡美、远山翠……

夏季的张垣大地，风光正好。北

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成功举办，

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带来

了重大机遇。据了解，河北省张

家口市将加快建设京张体育文化

旅游带与发展后奥运经济结合起

来，加速推进文旅产业发展，全力

打造文旅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眺望“雪如意”、漫步“冰玉

环”、探访冬奥村……冬奥会已落

幕，在万众期待中，冬奥会张家口

赛区的各场馆设施将“变换身份”

与游客见面。

据张家口市发展改革委副主

任张作宇介绍，为开发完善冬奥

场馆赛后延展功能，张家口依托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国家冬季两

项中心等场馆建设奥林匹克公

园，将把部分冬奥运动赛事场地

改造为奥运主题博物馆，以展示

奥运文化、中国文化。同时，利用

“雪如意”等冬奥标志性建筑，建

设集观光休闲、时尚餐饮、购物娱

乐、会展演出等功能于一体的冬

奥文化集中展示区域。

“此外，我们还将整合冬奥场

馆周边山地、森林、草原等资源，

利用赛区的人文历史和自然生态

优势，开发户外运动项目，打造山

地户外运动公园，实现奥运场馆

四季持续运营。”张作宇说。

体育文化旅游是张家口重点

发展的产业之一。近年来，依托

域内大海陀国家自然保护区、桑

干河大峡谷、官厅水库国家湿地

公园、阳原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等景区，张家口积极推进京

张体育文化旅游风景道建设，布

局发展旅游观光、休闲度假、旅居

康养、科普探险等业态，着力打造

景观优美、宜居宜游的山水观光

度假旅居走廊。

如今，以建设京张体育文化

旅游带为引领，张家口怀来正大

力发展绿色产业、葡萄产业和红

色文旅产业，凭借与北京、天津、

内蒙古等地旅游资源的强势互

补，这里，已成为北京周边一个独

具特色的生态旅游亮点。

“依托永定河风光、官厅水库

国家湿地公园、鸡鸣驿、天漠、董

存瑞烈士纪念馆等当地丰富的资

源，我们深入挖掘文化内涵，精准

植入资源禀赋，围绕吃住行、游购

娱等旅游要素，精心打造别致的

旅游基地，培树特色鲜明、声名远

扬的品牌名片。”怀来县文旅局局

长刘志非说。

西辛堡村紧邻官厅水库国家

湿地公园，随着前来观光的游客

越来越多，村里老百姓的日子也

越过越好。“早前这里一片荒凉。

但自湿地公园建成以来，这里的

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来游玩的人

也越来越多，我家有处老宅院租

给一家渔馆，一年的租金是4万

元。”村民丁玉霞说。

在张家口宣化桑干河大峡谷

旅游景区内，去年新建项目龙啸

飞车今年正式投入运营，在景色

绮丽的峡谷间穿梭飞驰，给游客

带来绝美的视觉享受和惊险刺激

的感官体验。二期温泉水世界项

目正如火如荼地施工，运营后“四

季游”将更加丰富。

“现在正值后奥运时代发展黄

金期，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进

入高潮。我们要紧紧抓住这千载

难逢的机会，加快建设进程，力争

用5年时间将桑干河大峡谷景区

建设为京西北地区独具特色的国

家级5A旅游景区，让塞外明珠更

加璀璨。”张家口桑干河生态旅游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喆说。

张家口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为进一步推动加

快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

2022年，张家口将通过实施冬奥

场馆与文化保护传承“双利用”、文

旅产品与新兴产业“双升级”、重点

项目与国际品牌“双打造”、服务设

施与服务质量“双提升”、文旅体系

与文旅环境“双优化”等十大重点

工程57个项目、7项活动，全力推

动后冬奥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

上海汽车业加速复工复产
产业链供应链逐步恢复正常

□ 周 蕊

上海汽车业正在加速复工复

产，抢抓工时，包括特斯拉上海超

级工厂、上汽乘用车公司临港工

厂等在内的头部工厂已经恢复双

班制生产。

上汽集团6月9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5月公司销售整车36.4万

辆，正在逐步走出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近7.2

万辆，同比增长56.6%；海外市场

销量达8.6万辆，同比增长97%。

面对严峻挑战，上汽集团在

扎实做好各项防疫工作的同时，

积极推动产业链和供应链复工复

产，持续加快产销恢复的步伐。

5月27日，上汽乘用车公司临港

工厂开启双班生产压力测试。目

前，产能大约是单班生产时的两

倍，接近满产时的八成左右。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

控制，长三角地区的汽车产业链

供应链正逐步恢复正常，从6月

中旬开始，上汽乘用车公司、上汽

大众、上汽通用在沪整车厂均将

实现双班生产，上汽集团产销有

望重回增长。

据了解，从4月19日复工复

产以来，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目

前已经下线整车超4万辆，产能

利用率恢复至100%。同时，这

一工厂还积极带动和帮助产业链

整体高效复工，促进新能源汽车

产业链从生产到物流、从销售到

交付尽快恢复到正常状态。

乘联会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

份特斯拉批发销量为32,165辆，

其中出口22,340辆，销往欧洲、澳

大利亚、日本等地。今年1月~5月，

特斯拉累计交付量为215,851辆，

同比增长超过50%。

特斯拉数百家供应商不仅遍

布全国，甚至还包括许多海外供

应环节，相关部门通过带动和提

振关键零部件供应和仓储物流等

环节，以特斯拉的复工带动相关

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

头部企业的工厂生产加速恢

复，处于研发期的自动驾驶企业

同样正在“抢抓工时”。

自动驾驶领域的科创公司友

道智途的5G+L4智能重卡项目

在疫情下测试“不停步”，以分批

次、分阶段复工的方式“抢抓工

时”。根据计划，到2022年底，企

业在东海大桥上进行的减员化测

试将从目前的5个安全员逐步

“减员”到两个安全员，即除了头

车和尾车，中间3辆车将没有安

全员，以实现更高程度的自动驾

驶运营。这一举措预计将使东海

大桥的通行效率有效提升30%

到40%。

友道智途自主研发的全新无

人纯电智能转运车，可以在港口

和码头实现24小时无人运作。疫

情期间，试制团队主动封闭进行科

研工作，按原定计划完成了首车下

线及场地动态测试。根据计划，

无人纯电智能转运车将于下半年

在青岛港口启动商业化运营。

冬奥之城张家口加速推进文旅产业发展
大力发展绿色产业、葡萄产业和红色文旅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