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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质量在压力下逆势上扬

10月，在晋江市池店镇，占地面积 206亩、投

资额 14亿元的安踏晋江智慧产业园工程正在加

紧建设。“7月开工后就进入了忙碌期。”工程项目

部负责人说，产业园集合了十几条智慧生产线，

多个创新研发基础设施，包括全球运动科学实验

室、全球科研创新中心和专业运动鞋生产研发中

心等。

上半年，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实现营收

337.4亿元，同比增长 13.8%，创历史最佳中期业

绩。从 2022年起，安踏超越耐克、阿迪达斯等国

际品牌，持续占据国内运动鞋服市场领先份额。

在晋江，安踏并非孤例，创新在全市传统产

业正蔚然成风。

“晋江规上企业研发投入连续 5 年增长超

20%，超 250家企业联合高校院所在此设立研发

机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年均增速超 50%，

目前已有 855家。晋江拥有省级以上专精特新

企业 133家，有 52家上市企业，绝大多数都来自

传统产业，创新成为高质量发展最大增量。”晋江

市市长王明元说。

在采访中，多家企业负责人表达了相似的观

点：“传统产业并非夕阳行业，科技赋能推动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广阔的市场被打开，让

企业焕发新的生机。”

今年 4月，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

来自晋江的浔兴集团自主研发的航天服拉链登

上太空。从 2016年神舟十一号开始，浔兴拉链

已伴随中国宇航员 8次遨游天际。

“看似小小一根拉链，其实涉及 14个一级学

科、44个二级学科，材料、结构、设备、功能等上百

道工序，处处皆创新。”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技术研发中心总监高秀忠告诉记者，公司

成立科学技术资源部，和国内多家高校合作，创

新征途才刚刚开始。

坚守主业，危中求机

当前经济下行周期仍在持续，发展动能新旧

转换，国际分工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不少企业

家坦言，今后一段时期面临的压力会更大。晋江

如何保持竞争优势？

传承“晋江经验”，坚守主业、保持“咬住实体

不放松”的定力，是晋江发展之基。

企业不投机、不摇摆。

“这些年，我们有很多机会拓展利润增长模

式，比如体育赛事、体育小镇、体育地产，包括金

融投资，但安踏管理层恪守‘单聚焦’战略，从未

改变。”安踏集团副总裁李玲说，无论企业规模再

大，企业始终将生产好一件衣服、一双鞋作为主

业。

企业危中寻机、蓄势待发、逆周期投资，是记

者在晋江采访的深刻印象。

在晋江经济开发区英林园区、五里园区，吊

塔林立，工程车穿梭，一排排厂房拔地而起，增资

扩产的企业中，既有从事纺织鞋服、机械制造等

传统产业的，也有从事半导体新材料、封装测试、

生物医药等高新产业的。

近 3年来，福建华清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每年产能增长 40%，营收逐年翻番，先后被认定

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等。

“突破核心技术实现盈利之前，公司亏损了

15年，但是我们始终坚持不忘‘做好材料’的初

心，坚持自主研发，最终赢得转机。”公司董事长

施纯锡告诉记者。

政府坚持长期主义，求真务实。

近年来，面对一波波房地产投资热，晋江党

委和政府不盲目跟风，坚持不懈强实业。以 2023
年为例，晋江房地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

重 3.6%、三产比重 8.9%，而其第二产业占 GDP比

重达 58.5%。

稳预期、强信心，激发民营经济更大活力。

今年前 8个月，晋江全社会固定投资增长 9.4%，

民间投资增长 16.6%。

2023年 7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

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发布，“不断创新和发展

‘晋江经验’”写入中央文件；今年 10月 10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征求意见

稿）》公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平等对待、权益

保护等写入法律草案。

采访中，多位企业家表示，这些信号给民营

企业吃下定心丸，不论顺境逆境，都能放下包袱，

敢于打拼。

爱拼敢赢，开疆拓土

面积仅有 64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 250万，

位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之间的洼地，既无丰厚的自

然资源禀赋，也没有大型国企和特殊政策“加

持”，但却创造了综合经济实力连续 30年居福建

省县域首位、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连续 6年居全

国第 4位的辉煌。

“做企业的人永远要有危机感，不创新就出

局”，晋江多家运动鞋服企业负责人不约而同谈

到这一点。在他们看来，一双运动鞋，从丝线、面

料、鞋底，到设计、成型，有 100多道工序，每个环

节都有广阔创新空间。

共识源于惨痛教训。2010年前后，国产运动

鞋服行业遭遇巨大危机，长期靠营销驱动，疯狂

投入广告，导致产品同质化严重、产能过剩、库存

高企，最终只能大打价格战，一大批企业资金链

断裂，纷纷倒下。

图存求变。安踏、特步、361°等晋江运动鞋

服企业敏锐捕捉国内消费升级动向，从面料、设

计、工艺、流程管理等方面持续创新，让“舒适”

“科技”“时尚”等元素，成为运动鞋“新国货”标

签。契合了国人多元化消费需求，重塑竞争优

势，赢得了市场认可。

在超 4000 亿元规模的纺织鞋服产业，晋江

构建了从原材料研发、智能制造到立体供应链的

全产业生态，梭织化纤面料、经编工艺质量全球

领先，多家纺织企业成为国际鞋服品牌重要供应

商，通过自主创新，有了较强的议价能力甚至引

领下游产品创新。

除了在生产端发力创新，近年来，晋江企业

纷纷在消费端开疆拓土。

近日，卡尔美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柯永

祥更为频繁地飞往欧洲、东南亚、中亚等地区，寻

求合作。今年上半年，公司海外市场营收增长

70%以上。“卡尔美品牌已经在 40多个国家建立

了销售网络，海外市场增量空间还很大。”

今年上半年，晋江进出口增长 18.57%，出口

增长 23.93%。与此前以代工贴牌、出口欧美市

场为主不同，更多企业以自主品牌出海，布局全

球市场，东南亚、南美、中东、中亚、非洲等新兴市

场成为新增长点。

在全国第二大国际陆港——晋江陆地港，记

者看到，一排排集装箱满载鞋材、塑料颗粒、纱

线、网布、配件、机械设备等，即将通过海运、空运

等运送到菲律宾、越南、柬埔寨等国家。

从改革开放初期以乡镇企业起步发展壮大

至今，晋江已拥有 7000多亿元规模的工业底盘，

有纺织、鞋服两个超千亿元，食品、建材、医疗健

康、智能装备 4个超 300亿元产业集群，各领域涌

现出一批行业龙头企业。

“经过数十年发展，晋江传统产业拥有研发

创新、品牌品质、产业集群、资金等诸多优势，布

局全球市场，参与新一轮国际分工，抢占价值链

中高端正当其时。”晋江经济开发区党组书记、管

委会主任许国鑫说。③6
据新华社电

传统产业OUT了？
看看聚集50多家上市公司的福建晋江！

新华社记者 郑良 庞梦霞

“传统产业是夕阳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搞新产业、
选新赛道”……在一些人对传统产业产生误解与动摇的时候，福
建晋江以“硬核”实力反驳了这类观点。

今年以来，在国内外市场复苏乏力、经济下行压力大的背景
下，晋江逆势而上，上半年GDP增速为8.3%，居全国十强县之
首。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几个支柱产业——纺织、鞋服、食品、建

材等传统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率达9.5%。
这个地处东南沿海的县城，聚集了 52家上市公司，其中多

数从事传统产业，形成了总市值接近5000亿元的“晋江板块”。
从拼规模到拼质量，从注重砸钱搞营销到坚定维护品牌、投

入科技创新，晋江“翻身记”折射了传统产业现代化转型中普遍
的艰难与坚守，反思与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