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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激荡，砥砺廿载。“晋江经
验”给福建产业发展留下了难以磨灭
的印记。

20年间，面对工业总量偏小、传
统产业占比较高、产业结构有待优化
的现实，福建广大干部群众牢记嘱
托，一以贯之地贯彻落实“六个始终
坚持”和“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的科
学理念和工作方法，紧紧咬住实体经
济不放松，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
实基础。同时，不断优化产业结构，
加大创新支持力度，营造创新生态环
境，激发创新创造活力，走出一条有
福建特色的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时光的标尺记录下福建发展的
刻度——20年，福建地区生产总值连
跨4个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台阶，从
2002年的 4467.6亿元增长到 2021的
4.88万亿元，居全国第8位，人均GDP
跃升至全国第4位。福建全部工业增
加值达到1.78万亿元，工业总量也从
十名开外升至全国第6位。

守正创新
引领传统产业高新化

位于晋江的华宇织造智能化生
产车间，几百台经编设备飞速运转。
走近一看，经编机上方“藏”着多双

“眼睛”——足足13个摄像头，实时监
控生产流程。

这是华宇与高校合作研发的经
编视觉检测系统。“它能从高速运转
的2万根纱线中精准定位一根异常纱
线，数据通过 5G网络快速反馈到终
端平台。”华宇经编事业部生产负责
人陈雪梅说。

探访这家创立于20世纪末的“老
企业”，随处可窥见“未来工厂”的影
子——智能排产让800台设备的排产
一两个小时搞定；5G温湿度管控系统
确保车间温度维持在 26~28摄氏度
间，避免过热导致疵点和断纱；通过
智能找布系统，客户“以图搜图”，在3
万多种面料款式中一秒就能找到“心
头好”……

华宇并非个案。在晋江采访期
间，记者看到数字转型、科技赋能正
让一批深耕传统产业数十载的福建
民营企业一改低端化群像。

传统制造业，是福建经济的重要
支撑，尤以鞋服、纺织、食品等民营轻
工产业优势明显。可长期以来，这些
产业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所占
份额相对较低，迫切需要转换动能。

在产业布局初步完善、产业链
条基本成型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动
能转换？

“始终坚持立足本地优势和选择
符合自身条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经济
发展，做大做强做优实体经济。”“始
终坚持在顽强拼搏中取胜，坚持改革
创新不停步。”……

既“实实在在、心无旁骛做实
业”，又重视创新、舍得投入，这是“晋
江经验”的核心内涵之一，也是福建
传统产业历久弥新、充满活力的精神
密码。

守正创新，向存量要增量。近年
来，福建深入实施数字经济领跑行
动，积极引导企业实施数字化、智能
化转型，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推动生
产工艺、设备、产品向“新”改造，制造
业从低端供给向中高端供给转变。

追逐“新四化”，福耀玻璃实现了
大规模定制生产智造转型，不断拓宽
一块玻璃的“边界”，智能全景天幕玻
璃、可调光玻璃、抬头显示玻璃、超隔
绝玻璃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不断提
升；突破新技术，青拓集团打破国外
壁垒，自主研发的“手撕钢”厚度仅
0.03毫米，可弯曲折叠 20万次以上，
可应用于柔性显示屏、柔性太阳能组
件等高端领域……

智能搬运机器人、AR远程辅助操

作、机器视觉检测、数字孪生系统……
行走于福建制造业企业，可见数字技
术对传统制造模式、生产组织方式和
产业形态进行“再造”已蔚然成风，大
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赋能效果日益显现。截至去
年底，福建两化融合贯标、达标企业数
分列全国第3位和第2位，逾5万家企
业上云上平台。

另一方面，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
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向新模式、新业
态要发展新动能，福建传统产业蹚出
一条条发展新路。

信泰集团是一家专业从事鞋服
纺织新材料、可穿戴产品的研发设
计、生产和销售服务的企业。早在
2015年，企业就开启了数字化转型升
级之路。截至2021年，集团90%以上
的业务已可通过线上实现。如今，集
团顺势剥离 IT部门成立万物智联公
司，联合华为公司成立了工业互联网
孵化中心，向当地的行业中小企业输
出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向服务型制
造企业进发。

龙马环卫以“装备+服务”双轮驱
动，推动公司环卫服务收入超过装备
制造；泉工股份从售后服务延伸出服
务型制造，大幅提高市场竞争力；莆
田双驰鞋业积极开展个性化定制、柔
性制造，实现按需生产、即时发货，成
为业界新宠……

如今，靠“创”和“闯”杀出生路的
福建传统产业在求新求变中经历着
美丽蜕变，为“晋江经验”的传承和发
展注入了坚实力量。

谋篇布局
聚力高新产业集群化

20年来，在“晋江经验”指引下，
福建各地都在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
布局，向着构建多元发展、多点支撑
的现代产业新格局坚实迈进。在这
一过程中，招大项目、引好项目成为
重要抓手。

福建省委书记尹力指出，要招大
引强，积极争取国家重大项目布局，
着力引进落地一批发展前景好的龙
头项目，带动产业链延链成群，增强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在晋江经济开发区内，记者走访
了一家“不起眼”的企业——胜科纳
米。这家企业不生产任何产品，但拥
有行业最尖端的独立第三方检测实
验室，在业界享有“芯片全科医院”的
盛名。

“随着集成电路行业的发展，器
件越来越小，封装工艺、晶圆制造工
艺却越来越复杂。我们能为集成电
路全产业链企业提供分析测试服
务，包括失效分析、材料分析和可靠
性分析等，帮助他们解决研发过程
的问题，提升成品良率。”胜科纳米
（福建）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乔明
胜说。

胜科纳米是集成电路检测领域
的行业领军者，其落地与否亦是一地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晴雨表”。乔
明胜坦言，选择晋江，看中的就是当
地完整的集成电路产业链。事实上，
实验室投用半年多，营收也远超预
期。

已在传统产业领域做得风生水
起，为何还甘冒风险进军新兴产业？

“处理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
统产业的关系”，是“晋江经验”的重
要内核。用先进技术去提升传统产
业，通过做大高新技术板块来调优产
业结构，这是晋江在面对产业发展瓶
颈时的“解题思路”。

2016 年以来，在福建省委省政
府支持下，晋江把握国家重大战略
机遇，引进落地了一批具有行业影
响的集成电路龙头企业，带动集聚
51个总投资超 700亿元的全产业链
项目，同时吸引项目、技术、人才、资
金等资源沿链聚合，产业从无到有，
生态日臻成熟。

龙头引领，产业铸链！“十三五”
以来，随着百亿龙头成长计划、千亿
集群培育计划在福建持续生根、发
芽、开花、结果，一个龙头引领有力、
链条上下贯通、集群高效协同的高新
产业发展格局在八闽大地悄然形成。

身处昔日“产业断裂带”的宁德，
如今正演绎一个“金娃娃”带动一个
千亿产业的生动实践。

走进宁德时代全球“灯塔工厂”，
可以充分感受到全球顶尖的制造工
艺魅力。在这里，平均每 1.7秒下线
一个锂离子电池电芯，每20秒装配成
一个电池模组。去年，这一锂电新能
源巨头拿下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五
连冠”。

围绕主导产业、优势产业，我省
各地鼓励支持龙头企业牵头建立产
业协同体系，让“月亮”与“星星”相融
共生。如今仅在宁德，围绕宁德时代
就集聚了上汽、邦普、杉杉、一汽、厦
钨、天赐等行业巨头和一批围绕动力
电池产业链的零部件生产、装备制
造、产品检测的中小企业就近配套。

不到10年时间，福建以动力电池
生产制造为核心，带动钢、铝、铜等新
材料、动力装置、装备制造等上下游
产业，形成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
圈。沿着《“电动福建”建设三年行动
计划》设定的“轨道”，福建新能源汽
车全产业链正向“到 2022年产值超
2800亿元”的目标高速飞驰。

数据显示，“十三五”以来，福建
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实现倍增，全省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从 2015年的 2035
家增加到 8500余家。全省已强势崛
起 21个超千亿的产业集群，比“十三
五”初翻一番。

2021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
建考察时强调，“在加快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上取得更大进步”。立足省
情实际和比较优势，福建提出做足数
字经济、海洋经济、绿色经济、文旅经
济四篇文章，显示了对资源禀赋的重
新审视和优势再造。

围绕“四大经济”，“十四五”期
间，福建提出重点布局新一代信息技
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生物
与新医药、节能环保、海洋高新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七大重点领域。加快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产业链供应
链自主可控能力。福建“产业优”将
迈出崭新步伐。

完善配套
构建创新发展生态圈

10多年前，曾福泉在全球最大的
液体色母制造企业英国嘉洛斯集团
担任资深科学家。六年前，他站在晋
江三创园的路演台上略显腼腆地推
介新项目。如今，他已成为中国第一
家塑料液体色母公司——福建约克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相对于第一代色粉和固态色母
粒，公司自主研发的液体色母属于
第三代着色技术，也是目前国际上
最先进的技术，可以说填补了中国
在液体色母领域研发和应用上的空
白，可替代传统技术实现更简洁、高
效、环保、节能的材料着色，目前已
经应用于食品包装、纺织化纤等领
域。”曾福泉说。

作为创新高地，三创园为曾福泉
提供了孵化空间。五年间，不但免费
提供办公场地，还为他争取了人才扶
持、技术研发、设备补贴等相关政策，
对接当地引进的科研资源。如今，企
业已崛起为细分领域的专精特新“小
巨人”，与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建立合

作关系。
“围绕产业造生态，晋江近年来

投入近百亿元，用‘顶天立地’的标
准，打造一批‘国字号’高能级创新平
台，吸引创业者扎根于此，推动民企
加快‘数智转型’，赋予‘晋江经验’新
的时代内涵。”晋江市科技局局长蒋
家兴说。

无论是让传统产业“老树发新
芽”，还是让新兴产业“新芽成大树”，
都离不开肥沃的创新土壤。去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指
出，创新不问“出身”，只要谁能为国
家作贡献就支持谁。

毫无疑问，在福建，民营经济就
是创新主力军。他们也是福建发展
的特色、活力和优势所在。但民营
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通常又
被认为是国家创新体系中“较弱”的
一环。

如何让优势更优，弱势不弱？多
年来，福建“始终坚持加强政府对市
场经济的引导和服务”，坚持把创新
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围绕产
业链布局创新链，推动产学研深度
融合。

瞄准创新资源薄弱、科研投入不
足等痛点，福建大力建设各类创新平
台，首批建设的4家省级创新实验室，
专门面向光电信息、能源材料、化学
工程、能源器件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
域，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同
时，引导成立 71家国家企业技术中
心、128家省级工程研究中心，构筑起
企业创新的“最强大脑”。

陈豪团队是中科院海西研究院
泉州装备制造研究中心从国内外引
进的 19个团队之一。中心落地晋江
以来，团队围绕地方产业重大需求，
与当地民营企业联手攻关出一批“硬
科技”产品——自主研发的伺服电机
进入纺织、鞋服、智能装备等制造企
业，打破智能制造核心部件依靠进口
的困局；携手企业研发“工程机械变
速总成智能测功系统”，改变传统工
程机械产品性能检测模式，有效提高
了生产效率、产品质量……

针对民营企业科研人才不足的
短板，福建还不断加大力度，从重点
院校科研院所选任科技特派员，协助
企业科研攻关。目前，已累计为民营
企业选任工业领域科技特派员 6000
多名，在新材料、集成电路、信息技术
等领域为民营企业实施科技开发项
目超过1300个。

在福建，围绕为企业构建良好的
创新发展生态圈，政府的“有形之手”
和市场机制“无形之手”联合施力，各
项创新举措渐次落地——

实施企业研发投入分段补助，去
年累计为 3700多家企业发放研发投
入分段补助14.9亿元；面向中国发布
科技重大专项“揭榜挂帅”榜单，广邀
高校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揭榜”攻
关，直指解决“卡脖子”问题；提供“科
技贷”、科技保险、创新券、创新基金、
高新贷等全方位资金、政策扶持，加
速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孵化成形；出台
省级破除“唯论文”硬核措施，探索建
立人才双聘双跨、首席科学家等新机
制，不断释放创新活力……

支撑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战略
性新兴产业“智慧引擎”开足马力，福
建企业家们坦言，如今在福建创新门
槛越来越低、创新效率越来越高。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的20年，让
福建产业的家底不断厚实，也给了福
建持续精耕产业的决心和动力。“六
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好五大关
系”始终指引着福建在构建现代产业
体系的征途中跨越沟壑、继往开来。

如今，向着多元发展多点支撑的
产业发展新格局新目标，福建已再启
新征程，“晋江经验”也必将续写新篇
章。

汇聚前行力量 挺起产业脊梁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福建答卷（上）

□福建日报记者 潘贤强 林侃 戴艳梅

习近平同志在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和福建省省长的六年里七下晋江调研，于2002年为这座城市挥毫泼墨写下“晋江经验”。20年来，
晋江始终传承弘扬“晋江经验”，加快产业转型，成为福建县域经济的“领跑者”。

“晋江经验”脱胎于县域经济，但又不仅适用于县域经济。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福建代表团审议
时曾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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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江市三创园局部俯瞰图。本报记者 陈巧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