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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文化发源于福建泉州地区，

逐步向漳州地区、潮汕地区和雷州半

岛、台湾地区及海南地区扩展，影响遍

及东南亚乃至全球。拓维智库认为闽

南文化是“入海口”的“冲积平原文

化”。“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闽道更比蜀

道难”，这里像一个冲积平原一样，进

来的东西出不去，也不易受到战乱的

破坏。从“三王入闽”以来，把“最中

原”的东西保存了下来，闽南话被称为

是“中国古代汉语的活化石”；同时这

里又临海，有曾经的“东方第一大港”

的特殊区位与“涨潮声中万国商”的繁

荣过往；而闽越文化的古朴与尚武也

潜藏在闽南人的文化性格之中。笔者

在20多年前将闽南文化概括为“闽越

文化的古代遗存、中原文化的现代传

承和海洋文化的当代整合”。闽越文

化给予晋江“野蛮生长”的原始力量与

旺盛的争强好胜的男性荷尔蒙；中原

文化给予晋江一种家族团结的基因与

内在的“直道而行”的战略定力；海洋

文化则给晋江彪悍决绝的气质、“爱拼

才会赢”的拼搏精神与和陌生人合作

的契约精神。

晋江市因晋江而得名。此地古为

闽越人聚居地，西晋永嘉年间中原士

族为避战乱,衣冠南渡，据江居住，因

思故土，故将栖身之地的河流取名为

“晋江”。“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

商贸中心”的代表性古迹遗址中有3

处在晋江。中原文化、海洋文化等要

素都齐备，可见晋江文化是闽南文化

的典型代表。

（二）守正创新：闽南文化的多元

性使其具有容纳两种相反思想的张力

闽南文化有“宁为鸡头不为凤

尾”、“见神就拜”、“家族团结”等特

性。这里最为传统，传统农业社会的

陪嫁习俗至今仍在闽南流行；这里又

最为现代，通过华侨等有便利的信息

通道与迅速的信息捕捉能力。每个闽

南人都是一个矛盾综合体，保守与创

新、精明与仗义、尚武与文雅等都合为

一体。20世纪美国著名作家F.S.菲茨

杰拉德说：“测验一个人的智力是否属

于上乘，只看脑子里能否同时容纳两

种相反的思想，而无碍于其处世行

事。”而闽南文化的多元性使其具有容

纳两种相反思想的张力，这也就是“晋

江经验”为什么能够成功的基础；晋江

人能把“守正”和“创新”两个看似相互

矛盾的东西结合起来，晋江板块才具

有对抗时间的持久性。而现在造成人

类种种危机的总根源正是“执其一

端”、非此即彼的单极思维与二元对立

思维；在西方思维方式之中，物质与精

神、东方与西方、个人与集体、社会主

义与资本主义等总是在对立之中；西

方“终结思维”就是典型的单极思维，

这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冷战与对

抗。而中国自古以来就主张“执两用

中”、“中庸之道”；梁漱溟认为“中国

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这种容纳

相反思想的文化正是人类新文明的

方向所在。

（三）合作共赢：闽南文化的多元

性使之具有融合中西文化优点的特性

梁漱溟在《东西文化比较》中从

“个人、家庭、团体和天下”四个维度比

较了中西社会，认为西洋人突出的是

个人和团体，中国人突出的是家庭和

天下。正是因为闽南文化“闽越文化

的古代遗存、中原文化的现代传承和

海洋文化的当代整合”的特质，使其能

同时发挥出“家庭”和“团体”两方面的

作用。

晋江至今仍是个传统宗亲社会。

在别的地方，大家族基本已解体，回归

到了最小的几口之家的家庭单元。但

很奇怪的是，在闽南，大家依然会有很

强的家族归属感，家族内互帮互助是

种常态。可能是因为“衣冠南渡”一路

筚路蓝缕的艰辛，使这里的人更加抱

团。闽南人既善于在家族内部分工协

作；也善于和家族外的人股份合作等，

这无疑是海洋文化所赋予他们的。晋

江商人把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等各

种纽带发挥地淋漓尽致。闽南文化的

多元性使之具有融合中西文化优点的

特性，使其更善于合作，这才有晋江民

企“生态系统”的集合优势。“在一起，

更出彩”，合作正是人类社会繁荣发展

的秘密，紧密合作的范围越大，取得的

成功往往也越大。创建与维修经费都

是募化而来的安平桥；“全国唯一一个

捐出来的机场”晋江国际机场；2017

年成功申办“第18届世界中学生运动

会”等，处处可见晋江人“坐船爱船走”

的团结合作。俗话说：“同行是冤家”，

但晋江企业家有个特点就是不互相诋

毁不互相拆台且还能抱团打天下，这

与其背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

与共，天下大同”的多元文化濡养有

关。同时，闽南文化很包容，其突出表

现在对“新晋江人”的接纳上；晋江市

以“户籍全面放开”，实现外来人口“零

障碍”落户。闽南文化除了爱拼会赢、

“逢一必夺”，还有对失败的包容，“输

赢笑笑、欢喜就好”“输人不输阵”，这

使晋江人能放开手脚，“不成功便成

仁”地背水一战。

这里我们不得不说的是，正如生

物的多样性能产生更有活力更有韧性

的生态系统，文化的多样性确实有助

于养成更优异更成熟的思维范式。据

说，福布斯公布的世界华人富豪榜中，

资产超过20亿美元的，闽南籍华人约

占60%。

晋江的发展既有偶然又有必然。

其背后有深刻的人文地理学的要素，

又有时代所赋予的种种机遇以及关键

人物、关键事件的带动，还有区域恶劣

生存环境所带来的整体的“悲愤之心”

与具有“补偿效应”的非凡创富冲动。

从“三王入闽”、“衣冠南渡”开始，这段

传奇就开始奠基；从“涨潮声中万国

商”的宋元商贸中心“东方第一大港”

开始，这段传奇的多元文化基础已悄

然打下；后面经历了漫长历史时间的

沉淀与嬗变，形成了开放包容、执两用

中的区域智慧；后来，“十户人家九户

侨”、漂洋过海“下南洋”找寻生存之路

又给这段传奇埋下了外部的助力与现

实的基础；“土地的贫瘠与生计的艰

难”给这片土地的人们一种“不平则

鸣”的巨大爆发力；偏于一隅的区位使

这里有经济领域“边缘革命”的机会，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九州之时，千年

的、百年的、几十年的要素突然之间被

激活和点燃了，晋江的整体生命力蓬

勃而出，成为中国东南区域经济发展

的一支雄师与劲旅、一支鲜艳夺目经

久不衰的“改革开放”之花。这是政商

各界以及人民群众共同缔造的时代故

事、时代传奇、时代赞歌。在费孝通、

陆学艺等老一辈学者以及后辈学者的

总结宣传下，“晋江经验”的成果被巩

固放大并获取了更多的政策利好。但

这又有偶然性。若当初晋江的前几任

主官畏畏缩缩、裹步不前、只想混日子

做“太平官”，若当初陈埭镇的林秋土

做的不是鞋，若当初安踏没有开启“明

星+广告”的模式，也许晋江就是另外

一个走向与局面。这些可以解释为什

么别的同属闽南文化板块的区域没有

成为晋江的原因。

闽南文化的“执两用中”、“和合共

生”是“中国范式”的核心组成部分，闽

南文化的优异性是闽南文化板块的

“文化自信”之源。而有阳光的地方，

就一定会有阴影。一个文化不可能只

有优点而没有弱点，从辩证法的角度，

可能往往优点就是其弱点。晋江企业

无法做大的原因如下：

其一，闽南文化最大的弱点就是

其“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岛民心

态”。因为这里地理位置封闭，各种文

化进得来出不去且免于战火洗礼，所

以迫使其提早进行了文化融合。但是

也因为其偏于一隅，这种地理格局使

其不够开阔，所以“宁为鸡头不为凤

尾”，这就是闽南企业难以做得特别大

的文化基因。

其二，因为闽南是“家族制内核的

现代企业制度”，分享的层面是利益层

面而不是股权层次，这使其从企业根

本制度层面上就落了下风，所以难以

产生出像华为这样的全员持股的企

业，这是其难以产生特别大的企业的

原因之二。

其三，闽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商

业文化，注重实利，这使其从根子上缺

少特别大的情怀与格局。即使有些朴

素的情怀，也远远没有上升到企业文

化与企业信仰的高度。这也是晋江企

业无法做大的原因之三。

心理学家荣格曾说过：“当你的潜

意识没有进入到你的意识的时候，那

就是你的命运。”“当潜意识被呈现，命

运就已被改写。”

从企业成长的角度，生存需要巩

固生态位，发展需要营造生态网，基

业长青则需要生态场。生态位来自

于专注，来自于技术创新和工匠精

神；而生态网则需要链接与分享，链

接范围越广、分享程度越深，生态网

越强健；而生态场则需要一种“超越

性”的更无私的文化理念，从而使企业

能够克服组织惯性与组织惰性，而实

现自我更新。晋江板块的企业普遍都

需要在生态网和生态场上再下功夫，

这样才能突破企业发展的瓶颈而做

强、做大、做久。

总之，晋江板块需要一个超越于

商业利益与经济目标的“区域之魂”，

以克服这三个方面的弱点。而“区域

之魂”来自于与时代宏大叙事相接的

“区域使命”。正好历史给了晋江这样

的机遇。

未来展望：“晋江再出发”
（2022年~2049年）与晋江
转型升级

时代正在把边陲之地晋江推到一

个重要的位置。

“第一个百年”结束，“第二个百

年”开启；我们进入了“新发展阶段”。

晋江未来依然要遵循“六个始终坚持”

与“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尤其是要

在新的历史时期处理好有形通道和无

形通道的关系、处理好发展高新技术产

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

晋江无疑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典

型。2018年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由中

宣部组织的“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

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组

织采访活动第一站到深圳，第二站就

来到了晋江。如果说以前晋江是中国

改革开放的一个闪亮注脚与精彩样

本，是时代的一匹黑马和一个惊喜的

话，那么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在台海统一的

时代主题面前，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的形塑期，以晋江为区域核心的闽南

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区域使命。这种

与国家民族相连的区域使命会给晋江

这样的一个商业文化之地注入“家国

情怀之魂”，从而化作区域转型升级

的强大动力。现在晋江企业家内心

多少都有“做世界第一等”的冲动与

诉求，而这种动力要持久生根需要区

域所参与的“时代宏大叙事”。使命

成就辉煌，荣誉见证担当，这是颠扑

不破的真理。

一、一组目标：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的县域样本、两岸制度融合

先导区与人类新文明文化实践

基地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

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闽

南文化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文

化着力点，闽南与台湾地缘近、血缘

亲、语言同，是台胞的主要祖籍地。

要让台湾民众透过晋江与闽南等的

发展，看到中国道路与中国制度的优

越性。

晋江板块有望实现“正向更替”，

这是晋江可以进行更高层面顶层设计

的基础。晋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和生态文明都已有相当基础且比较

均衡。晋江“藏富于民”，经济活跃，有

实力进行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住房、医

疗、教育、养老等方面做出全覆盖的保

障。晋江人普遍获得感比较强。且晋

江慈善素有盛名且已形成风尚，故也

有条件利用华侨与晋江企业家的反哺

进行“第三次分配”。晋江企业家已经

兴起了以慈善捐款来庆祝红白喜事的

新风尚，形成了“不重面子重里子，不

讲排场讲慈善”的民间慈善事业“晋江

样本”。晋江现在已经到了全面突破

的当口。2022年第7期《求是》杂志刊

发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尹力的署名文章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福建篇章》；晋江作为“福建第一

县”，要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福建篇

章中的晋江样本。而晋江的背后闽南

文化多元融合的智慧本来就是中国

“执两用中”、“和合共生”的系统思维

的一个范例，是中国道路背后的“中

国范式”的有机组成，这对于人类新

文明是有启示意义的。总之，在持续

繁荣几十年之后，晋江应该成为县域

“五位一体”发展的全面示范，成为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县域样本、两岸

制度融合先导区、人类新文明文化实

践基地”。

中国时代来临，晋江是观察中国

道路和中国时代的国际展示区，“晋江

经验”是一张向世界展示“中国方案”

和“中国范式”的亮丽国家名片。从

“全国县域经济发展典范、中小城市建

设样板”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县域样

本、两岸制度融合先导区与人类新文

明文化实践基地”，这是晋江不同历史

时期的不同区域定位，也预示着晋江

越来越来到时代舞台的中央。一匹来

自东南的不羁的时代“黑马”有望成为

新时代的重要生力军。

二、三轮驱动：文化创新、

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

如果说晋江过去二十年发展的

“三驾马车”是产品、品牌和资本，那

么未来二十年晋江发展的“新三驾马

车”将是文化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

创新。

晋江的转型升级首先是“晋江人”

与“晋江企业家”的转型升级。

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文化性格，

而这种文化性格就是一种基因，这种

基因有好有坏，有优点有弱点。基因

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而要彻底

改变区域命运，必须要挖掘与正视“区

域心智模式”，让“潜意识”呈现进入

“意识”并及时进行扬弃更新。比如温

州模式深受永嘉学派的影响，而永嘉

学派又称“事功学派”“功利学派”，被

称为“东方犹太人”的温州人在这种实

利主义的熏陶下，“小生意大产业”，

秉持着“四千万精神”，将自己生意做

遍全国乃至全球。但“成也萧何、败

也萧何”，这种实利主义的另外一面

就是“机会主义”，什么赚钱做什么，

这使温州人在改革开放初迅速崛起，

也使温州人在 2010 年左右遭遇了

“滑铁卢”。

所以转型升级的关键是人的升

级，要从企业主、企业家再到大企业家

跃升与蜕变。在保持闽南文化优秀基

因的同时，在商业文化之上加入“家国

情怀”，在企业股权层次上进行分享，调

整“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岛民心态”。

我们欣喜地发现，这种蜕变已在

悄然发生了，我们在与晋江板块领军

企业老板的交流中，明显地看到了他

们的“净化”与“进化”。丁氏家族

2021年12月捐赠100亿的现金和股

票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别的大企业老

板也开始具备了“天下”与“家国”的格

局。而区域使命会促进闽南企业家群

体的进一步觉醒。人是意义的动物，

哲学家尼采曾说到：“知道为什么而活

的人，便能生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县域样本、两岸制度融合先导区与人

类新文明文化实践基地”会给这个区

域注入新的活的灵魂，将晋江命运更

深地与时代命运相连，晋江板块也会

因为这种历史担当而实现质的突变。

如果晋江企业家能够进行整体升华，

那么可以预计晋江板块将有更多的企

业从优秀到卓越、跻身“国家队”与“世

界一等”，并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起

到很强的示范作用，为中国的“社会

重建与道德重塑”贡献重要力量；同

时也会推进晋江“共同富裕县域范

例”的建设，促进晋江整体进步。台湾

应该从闽南文化的肥沃与辉煌中汲

取文化自信；而闽南文化的扬弃与更

新或许也会带动台湾文化的更新，使

台湾民众更有“大局意识”与“家国情

怀”，摈弃“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岛

民心态，从而为台海和平统一进行

“心理”铺路。

未来的晋江企业要更加注重于分

享，在企业的股权和期权层次上进行

核心人才的激励。这样晋江企业才能

走得更快更远。若是有了除商业利益

之外的更大的使命与目标，这种分享

也更容易。

未来晋江要走向“四链”融合，产

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和创新链相结

合。围绕“三化四新”（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新材料、新工艺、新装备、

新应用场景）来展开科技创新。

三、发展跃迁：从“晋江经验”

到新“晋江经验”

“晋江经验”提出二十年了。未

来，我们要从经济发展的“晋江经验”

延展到县域综合治理的新“晋江经

验”。纵观国内外经济发展态势，中国

将迈入数字化、生态化、集群化与工业

化、城市化、现代化、国际化深度融合

的“七化融合”新阶段；晋江也面临“再

工业化”、“再城市化”、“再国际化”和

“再现代化”的挑战。“未来30年的发

展牵扯到一个理想社会模型。未来

30年，中国社会应该是‘三重和谐’

（人与自然和谐、人和人和谐、人与自

身和谐）与‘五位一体’（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同时

也实现了‘第五个现代化’——‘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

把这样的社会简称为‘三和五治’社

会。”（王毅，2016）。未来晋江要成为

“三和五治”社会的县域标杆与“五元

治理模型”的县域样本，在党的领导

下，进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有为政

府”、“有效市场”与“有机社会”建设，

打造和谐的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

晋江要在框架式顶层设计下进行多元

创新。

晋江现在正在探路“共同富裕县

域范例”。在经济领域，晋江现在的着

力点是大抓集群赋能、科技赋能、品牌

赋能、资本赋能、营商环境赋能，加快

构建“4341”现代产业体系，打造具有

全国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中心；全力推

进新型城镇化，主动融入闽西南和泉

州环湾区域协同发展，加快建设国际

化创新型品质城市。在社会领域，福

建省委常委、泉州市委刘建洋书记正

在全市范围内推广“1+6+X”的“党

建+邻里中心”社区治理服务模式，打

造“15分钟邻里服务圈”；我们建议在

传统的“网格制管理”与“党建+邻里

中心”的基础上，推进“单元化联户共

享共建工程”，发挥老百姓自己的力量

而促进基层自治，打通“最后一公

里”。在政府领域，我们建议利用移动

互联网等手段，进行“政府业务流程再

造”，推进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精准监

督、精准管理的“精准为人民服务”。

总之是全面推进县域治理体系与治理

能力现代化。

根据县域经济的“胚胎发育”理

论，县域治理发展有其内在的发展逻

辑和次第。晋江要经历从“经济发展

主导”、“经济社会发展并重”到“社会

发展主导”的县域现代化的三个阶

段。1979年~2002年，从陈埭镇林土

秋创建第一个鞋业企业开始，到2002

年“晋江经验”提出（2002年晋江慈善

总会开始成立），是晋江县域现代化

的基础期和第一阶段；2002年~2021

年，这二十年是晋江县域现代化的发

展期和第二阶段，标志是2021年底

“共同富裕县域范例”的提出；2022

年~2049年，这三十多年将是晋江县

域现代化的成熟期和第三阶段，晋江

将会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贡献成

熟的县域样板。

总之，晋江现代化的路径是从“三

闲”起步，先搞农村工业化，然后迈向

区域工业化，接着是带动城市化和社

会建设，最后实现“三和五治”的目

标。晋江将是后三十年（1979~2013）

以及新三十年（2014~2049）的完整案

例，所以，晋江实践对中国式现代化的

县域发展之路有重要的样本意义。

为此，我们建议，值“晋江经验”20

周年之际，成立“‘晋江经验’干部学

院”，宣讲与传播“晋江经验”，宣讲如

何政企互动跨越临界点使产业集群从

“无机物”到“有机物”、从“他组织”到

“自组织”，宣讲如何系统推进区域治

理，使“全国范围内多一些晋江”。从

晋江案例中也可以看到，与台湾同根

同源同语的闽南是经济文化富矿，其

有望成为台海统一、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乃至人类新文明的重要支点区域。

所以我们也建议在闽南设立“闽南经

济文化特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

展新路”，使其成为中国道路与中国范

式的样本区域。

结束语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这是晋江

这样一个爱吃菜粿、海蛎煎和土笋冻

的“爱拼”闽南少年逆风飞扬、向阳而

生、由穷而富及贵的故事。晋江的故

事是春风的故事，是生命的故事、是奋

斗的故事、是反哺的故事，是合作的故

事，是历史的故事，是时代的故事，也

是未来的故事。在调研中，我们又一

次深深地爱上了斯土斯民。“个个猛”

“睡不着的晋江人”活得恣意畅快，他

们具有“向死而生”的生命热情，像尼

采笔下的向日葵，把自己活成了地上

的太阳，活成了明亮的光。他们敢于

“吹牛”做梦，更敢于把自己像子弹一

样朝着梦想不顾一切、凝神聚力地“发

射”出去，冒着下地狱的危险而奔向天

堂。他们“一腔孤勇”、他们“背水一

战”、他们“彪悍决绝”、他们“一生悬

命”。他们懂得奋斗，他们更懂得爱。

他们“抱团发展”、他们“回报乡梓”、他

们“热心慈善”、他们“赴义若渴”。

这是一片沸腾的土地，这是一群

热气腾腾活着的人们。

改革开放时代，晋江人在不现实

中创造了现实、在不可能中创造了可

能，挟着东南沿海浓浓的海风，发挥出

了“群狼”的非凡战斗力，杀出一条血

路，锻造了奇迹与辉煌，把穷乡僻壤之

地变为了“时代之星”，创造了经济领

域的“晋江经验”。在新时期，晋江人

将在自我扬弃与自我超越中，融入“台

海统一”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宏

大叙事，登上历史舞台在时代镁光灯

的照耀下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继续

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成为“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的县域样本、两岸制度融合

先导区与人类新文明文化实践基

地”，创造中国县域综合治理的新“晋

江经验”。

我们期待着这个由领袖、英雄与

人民共同创造的时代史诗续写新的

“繁华之上再生繁华、梦境之上再现梦

境”的荡人魂魄的璀璨华章；我们期待

着以晋江与闽南为支点而撬动“中国

时代与多元世界”的时代大局。

期待“晋江经验”下一个二十年的

辉煌。

（作者系中国梦三五战略工程组

委会执行主席、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复

兴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拓维研究院

院长、首都高校博士团发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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