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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民营经济发轫地之一，晋江企业97%以上是民营企业，其产值、税收、就业岗位占比均超九成。在“晋江经验”引领下，民营经济成为晋江最大特色、最大优势。当前，民营企
业作为科技创新、技术推广应用和产业升级的主体，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和优势，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动能。今起，本报推出专栏“向‘新’向‘绿’，产经记者调研
行”，走进晋江优势产业，深入挖掘报道各个产业在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科技新动能、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实现传统产业新提升等方面的举措和成效。

时光回溯到20年前，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丁
世忠的年纪正与如今的丁仁豪相仿。“晋江人的创
业血脉相通。”丁仁豪说。

2005年，丁世忠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就袒露
决心：我们不做中国的耐克，我们要做世界的安踏。

时光荏苒，20年过去，当年“夸下的海口”已
经照进现实。

上个月，美国达拉斯的安踏欧文一代发售现
场，安踏为了欧文粉丝排队方便，租下了发售现场
干道，整齐布置的紫色路面上，排满了前来抢购首
发的人群。

“从来没有在美国看到这么多老外排队买一
双中国球鞋。”在发售现场，自媒体博主、Sole
Stage中美潮流品牌主理人夏嘉欢说，“虽然发售
价是 125美元，但是在二级市场这双鞋可以卖到
200美元以上，国产球鞋能够在美国有二级市场
也算是里程碑了。”

徐阳表示，“未来安踏将用全球化的资源、全
球化的文化、全球化的团队，这种资源包括物流等
一系列中后台，最重要的是用全球化视野，实现全
球化事业。”

361°也迈出了全球化步伐。
上个月，361°“触地即燃联队”圆满结束了为

期5天的美国之行。这是361°首次将自主 IP赛事
带至海外。在此期间，361°宣布其海外电商网站
（www.361sport.com）正式上线运营，成为全球消
费者了解 361°产品的新窗口，标志着 361°品牌国
际化战略的进一步完善。

从去年签下新科NBA冠军中锋、MVP级球员
约基奇开始，361°在国际篮球市场的知名度上升
到了另一层次。

361°品牌管理中心总经理郑业欣表示：“约基
奇的加盟是集团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不仅
可以带来广泛的市场价值，也将显著提升品牌的
地位与形象，拓宽 361°在篮球领域的影响力，为
品牌发展注入新动能。”

如今，晋江体育品牌从晋江走向中国，从中国走
向世界，靠的不只是产品力、品牌力，更靠渠道力、市
场力。

不只是简单的产业朋友圈扩容。在世界大市
场上，产业的转移和升级已经不同于上世纪的逻
辑，而背靠中国大市场就是晋江体育用品品牌出
海的“最大底气”。

赖世贤说，“希望中国企业勇敢走出去，凭借
14亿人口的大市场、众多高素质人才和企业家，
以及完整的产业生产集群，还有广阔的海外市场，
我们只要积极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坚定地走
高质量发展道路，未来必将更加美好！”

产业链向新向绿、根深叶茂，让晋江成为体育
品牌的根系所在。

赖世贤说，“虽然安踏已经发展成为全球化的
体育用品集团，但我们的根在泉州。正是在‘晋江
经验’的指导下，安踏从晋江走向全国，从中国走
向世界！”

在晋江体育用品企业奔向国际化赛道上——

“黑科技”“含绿值”成为“必答题”
本报记者 柯国笠 董严军

“科技”“新绿”的春天，晋江吹响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号角。4月，晋江市企业创新发展大会、首届科洽会、鞋（体）博会接力举行；
同一时间，以安踏、特步、361°为代表的体育用品品牌，率先交出了亮眼的营收年报，绿色科技、高质量、国际化成为关键词。

立足晋江，放眼全球，向新求质，向绿向新——更大的舞台、更高层次的竞争已在眼前。当下，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促进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奔往国际化的全新赛道上，提升“黑科技”、提高“含绿值”已成为晋江体育用品企业的“必答题”。 无论是SORA、AI大模型，或是大数据、新

材料，在全球范围内，新生产要素层出不穷，也
加速了各行各业的变革、淘汰。

面向世界大市场，更快的发展节奏、更高的
发展要求，也给晋江体育用品行业带来新的考
验。

市场大浪淘沙，有个朴素的规律：能者上、
强者胜。过往几年，国内体育用品行业的发展
现象表明，越有科技投入、面向绿色可持续的企
业，越有广阔的发展未来。

先行者已经验证，科技与绿色是公认的必
答题。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体育产
业也将成为科技产业、绿色产业。

这不只是必答题，也是首选题。
在体育用品市场上，有科技力的企业多是

“百年好店”，而绿色环保可持续，则是面向未来
的大趋势。科技硬实力就是“老店”的秘密，而
绿色可持续则是“长红”的关键。

在4月科技“春风”的吹拂下，更多的晋江
体育用品品牌抓紧行动起来。

遵循发展逻辑，引导主动求变，在“晋江经
验”的指引下，面对这个首选题、必答题，晋江体
育用品品牌在晋江体育产业的国际化征途上必
将写下更好的答案。

是必答题，也是首选题

上周末，在第 24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安踏
集团公布了一组数据：截至目前，累计专利申请量
超4400件，有效专利持有量超2500件。

一年之前，这两个数据分别约为 3000件和
1800件。这样的创新速度超过了许多科技互联
网公司。

一双鞋也能有这么多专利？鞋服能有什么
“黑科技”？这是多数普通人的刻板印象。然而，
以安踏、361°、特步等为代表的中国体育品牌以事
实说话。

产品是了解消费者感知的一线端口，也是观
察国产品牌变化的最好窗口。

在过往，耐克和阿迪达斯两大国际运动巨头
在中底技术上持续领跑。耐克的 Zoom、React等
中底技术和阿迪达斯的Boost、Ultraboost中底技术
创造了许多经典鞋款，两大品牌至今仍受益于此。

而如今，爱好跑步的消费者发现，原本国际品
牌只用在超过 1000元的高端跑鞋上的超临界发
泡技术、碳板，近年来，被国产运动品牌普及到
500元甚至 200元段的产品上，实现了“科技”惠
民，让大众用更少的钱体验更好的科技。

“中底技术是顶级专业运动鞋的‘金字塔尖’
技术。”安踏集团运动科学实验室副总监郑志艺
说，在运动鞋服行业这么多年，他亲历着国产体育
品牌产品的“科技值”加速攀升的过程。

这背后，是安踏、特步、361°、中乔等国产运动
品牌在科技上加速“内卷”的结果。

内卷之下，国产品牌已成为科技“玩家”。现
在，安踏“氮科技”、特步“160X”家族系列跑鞋科
技、361°“CQT碳临界科技”、中乔“巭科技”等，已
经覆盖专业跑者和普通跑步爱好者等不同层次人
群，携手创造品牌和消费者的PB。

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张庆
认为，兼具高品质、高颜值、个性化、高性价比的国
货正在崛起，成为市场的主流。伴随着我国在电
子、化工、纺织等领域的不断创新突破，中国体育
用品行业高质量发展步伐明显加快。

不只是中底科技，实现领先的核心是品牌在
研发、科技上不遗余力地投入。近三年，国产运动
品牌研发投入金额持续创下新高。

以安踏为例，去年，安踏集团花 16亿元搭建
了由全球五大设计研发中心、70多所高校及科
研机构、250多位国际专家、3000多家供应商共
同参加的“全球开放式创新生态网络”。网络
中，涵盖国内体育用品第一家国家级运动科学实
验室，成立行业首家院士工作站和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

“我们每天有超过 1个专利在运动科学实验
室里诞生。”郑志艺介绍，“我们把一双鞋当成一个
科技产品去做，近十年投入超过60亿元推动研发
创新。”

过去几年，晋江成立全省首个县市级科创委，
出台科技创新政策，覆盖项目、人才、基金，鼓励企
业向创新要增量、向科技要效益，催动产业链向
新、向质。

安踏集团执行董事、联席CEO赖世贤表示，
“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传统产业，只有缺乏创新精神
的产业。”

一双鞋诞生背后的全链条，集成了多个“黑科
技”。不只在产品端，从设计到生产、从物流到门
店，以大数据、AI、机器人等为代表的新生产要素
正在催化着充满活力与生机的体育产业。

哪怕是小小的裁切车间，也有科技含量。近
三年，安踏集团累计申请智能生产技术专利超50
件。其中一项优化服装智能生产线的发明专利，
实现生产全流程串联，通过数智化生产系统和AI
系统自动分析生产数据，使生产周期缩短25%。

如果说“黑科技”打破的是消费者对
传统体育制造业的刻板印象，那么近年
来，国产运动品牌转向环保绿色的发展
模式，积极提升“含绿值”，则引领了新一
轮消费时尚。

上周，ANTAZERO“安踏 0 碳使命
店”在上海正式开业。这是中国鞋服行
业 第 一 家 由 权 威 机 构 认 证 、遵 循
PAS2060规范的碳中和店铺，也是安踏
品牌在新零售业态的一次“绿色”探
索。从概念启动、门店装修到展示售
卖，该新零售门店确保各个环节尽可能
减少碳排放量。

“该店所做的探索，就是希望把绿色
概念变成绿色增长动力。”安踏品牌CEO
徐阳表示。

不只是店铺本身，安踏已经有了“绿
色认证”的鞋服产品。其中，在售的安踏
新推出的“空气甲”专业跑步夹克与“马
赫 4代”竞速训练跑鞋，也已接受了碳足
迹的盘查计算与碳中和认证。以“空气
甲”为例，从设计层面使用再生材料，到
生产阶段大量使用清洁能源，该产品实

现了11%的减排。
通过技术创新，安踏集团不断提高

产品中环保材料的使用占比。数据显
示，2023 年安踏集团可持续产品占比
近 20%。此外，安踏集团积极推动可持
续包装，2023 年集团可持续包装占比
近 20%。目前，鞋服产品可持续包装使
用量 9157 吨，已回收再利用鞋盒 57 万
个、鞋头纸或包装纸 1800 万张，99.9%
的鞋类产品不使用塑料袋。

在环保科技材料方面，安踏打造了
一个分为四大类的可持续原材料矩阵：
再生、生物基、再生纤维素和可降解。
在咖啡渣、茶梗、宝特瓶上，安踏发现了

“绿色生意经”，推出了多款环保认证产
品，受到先锋消费者的欢迎。

不只安踏有这份“绿色成绩单”，特
步也跑出了自己的绿色赛道。

继 2022年发布首款低碳环保概念
跑鞋 360-ECO后，特步历时两年研发，
成功将生物基纤维推向大规模量产。
以 160X5.0男款限定“光合绿”为例，相
比传统原料，生物基占比超过 20%，每
双鞋可减碳 12.7g。而在服装上，特步启
动环保科技平台，推出聚乳酸风衣。
2023年，特步对聚乳酸含量为 76%的碳

足迹 T恤系列测算碳足迹，该 T恤比普
通棉质 T恤和普通聚酯纤维 T恤分别减
少约 47.7%和90.4%的碳排放。

特步集团董事局主席兼 CEO 丁水
波表示：“尽管未来仍有无限挑战，但我
相信，我们可以通过负责任的管理克服
挑战，建立可持续的未来。”

事实上，在国际资本市场和消费市
场，ESG已经成为全球通用“货币”，改写
着商业规则。

以“绿”赋能，为产业提质为企业塑
新，在“双碳”大背景下尤显重要。培育
绿色生产力，把“绿色基因”植入优势产
业，晋江未雨绸缪。

在 4 月举行的几场大会上，绿色
成为主旋律。近年来，晋江先后印发
《晋江市绿色经济产业发展工作方
案》《晋江市纵深推进绿色产业发展
行动方案》，聚焦减污、降碳、扩绿、增
效，加快制造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步伐，构建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
绿色制造体系。

从低碳鞋到植物衣，从空调服到环
保纱，在鞋与服之间，国产运动品牌以
可持续的全新发展理念，掀起绿色风潮
新时尚。

安踏、特步、361°、中乔、鸿星尔克……
晋江是世界闻名的运动品牌成长“孵化
地”。从鞋面到鞋底、从纱线到鞋垫，供
应商一应俱全，不出晋江就能做出一双
既有颜值、有科技更有质量的运动鞋。

“MADE IN JINJIANG”成为全球体育用
品出口的通行证。

一枝独秀不是春。在晋江，不只有
安踏、特步、361°等品牌企业，面对新起
的运动热潮和全新的运动消费需求，还
有越来越多的新品牌在晋江土壤上成
长起来。

在新兴社交平台小红书上，来自厦
门的设计师品牌恩力时成为“小而美”的
代表，受到年轻消费者的欢迎。

极具设计感，搭配清新蓝、柠檬黄、
渐变色等多巴胺配色，可拆卸鞋底

设计，鞋盒采用多种色彩涂鸦
的箱式结构，是“END⁃

LESS TME”品牌的

“流量密码”。
小红书潮流服饰行业专家陈曦透

露，在平台上，一些设计师品牌依托供应
链体系，搭配更新潮的设计，“尽管单价
高出许多主流品牌，但预售一天就卖出
了超过500双。”

ENDLESS TME品牌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近年来，上海、北京、杭州、广州
等地出现了不少设计师品牌，专注运动
户外板块，包括运动拖鞋、户外徒步鞋、
攀岩鞋、篮球鞋等产品，“很多都依托晋
江优质的供应链，来到这边都可以找到
需要的配套。所以我们做出的产品在品
质、质感上和大品牌没有区别。晋江是
运动品牌造牌绕不开的地方。”

对此，新品牌“五角心”创始人朱奎
银表示认同。这个在国际潮流品牌工作
过多年的设计师从上海来到晋江，发展
自己的品牌。他告诉记者，即使有地方
设计能力还不错，但其产品的制造和先
进工艺的实践完全要依托晋江
这个“神奇的地方”。

“ 来 晋 江 来 对

了，我们的供应链一下子打通了。我们
的品牌现在已经被70多位明星上脚分享
过。”

而对于本土创业者“左右力量”品牌
创始人丁仁豪而言，晋江的“运动基因”是
有别于其他城市优势产业的关键。丁仁
豪以专业篮球运动袜为切入点，以“专业
运动+颜值+新媒体”为三大关键能力，实
现了多个平台的爆发。今年，左右力量业
绩和品牌影响力还会往上冲。

不只是上述提到的品牌，球鞋圈的
拥趸常常发现，无论是热门篮球圈 IP打
造，或是相关鞋款合作都有晋江的足迹。

“我们配套了这些大品牌的热门篮
球鞋，同时有自己的年轻化设计、社群运
营能力。”丁仁豪说，“和左右力量一样，
许多自主 IP想要打造专业运动产品，就
会来到晋江，这里有可以依托的完善的
供应链和体育圈。”

立足晋江 放眼全球

“新兴品牌孵化地”

把鞋当成科技产品去做

“含绿值”已成新时尚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