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朔：拒绝迷惘，让民企精
神永不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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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 | 秦朔 

 

一段时间以来，尽管中央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和“三个没有变”（见

文末注 1），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

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但在多因素并发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还是

遭遇了极大压力，民企尤其如此。 

越是风雨交加时刻，越要相互体谅，相互鼓励，同舟共济，共谋出路。

这本是不争的道理。遗憾的是，这几年的社会舆论，尤其是被流量法则和

流量经济绑架的社交媒体，充满了对民营经济和企业家的发泄与抨击，似

乎当下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他们都难辞其咎。 

按照新发展理念，民企过往的一些发展方式需要调整；民企特别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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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者，也有责任更多考虑新形势下社会的新要求。但这些都不应导向对

民企的价值与作用的否定。而且中央讲得非常清楚，要实现 14 亿人共同富

裕，必须脚踏实地、久久为功，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

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确处理增长和分配关系，把“蛋糕”

切好分好。 

但社交媒体上，把做“蛋糕”的民企当成剥削者加以讨伐的声音是相

当普遍的，甚至有知名学府的经济学教授也说，“如果一个老板真的有本

事，百分之一二的股权就代表着极大的财富了。为什么不与别人共点富贵

呢？”这种想法很朴素，民企自觉回馈社会也值得倡导，但如果其含义是

化私为公，再来一次“公有化”，就完全违背了宪法中“国家保护个体经

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公民的合法的私有

财产不受侵犯”的规定。 

但类似声音和情绪，在社交媒体上络绎不绝，畅通无阻，很多民企因

此不能不陷入迷惘，以至“润”成了今年的一个热门词。 

如何看待民企的作用？民企的未来在哪里？还要不要毫不动摇鼓励、

支持、引导他们的发展？不久前我来到福建泉州晋江，希望用活生生的事

实进行回答。 

 

为什么是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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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晋江是中国县域民营经济的典型。 

民营经济在全国具有“56789”的特征，而在泉州这个 2021 年 GDP

超万亿（1.13 万亿）的地级市则是“78899”（72%的税收，83%的 GDP，

87%的研发投入，92%的城镇就业，97%的企业数量），在晋江这个 2021

年GDP接近3000亿（2986.41亿）的县级市更是达到了“99999”（95.3%

的税收，91.2%的 GDP，96.3%的技术创新成果，95.1%的城镇就业，93.6%

的企业数量）。 

晋江因民营经济而生，因民营经济而兴，县域经济竞争力多年来名列

全国前五，社会发展文明有序，城乡环境美丽和谐。 

其次，晋江是民营经济内生进化的典型。 

总有一些人或明或暗地觉得，民企的发展少不了跑冒滴漏、歪门邪道。

晋江的民企发展史证明，民企主要是坚持市场化导向，坚守实体经济定位，

爱拼才会赢奋斗出来的。某些民企在某些历史阶段确实有过这样那样的问

题，但不是不可以进化与超越。晋江民企是从简单粗放到内涵发展、集约

发展、创新发展，不断升级进化的。 

晋江陆域面积 649 平方千米，以占福建 1/200 的土地创造了 1/16 的

地区生产总值，连续 28 年保持福建县域经济首位，目前拥有超过 26 万户

市场主体、50 家上市企业、42 个中国驰名商标，涌现出安踏、恒安、盼

盼、劲霸、柒牌、九牧王、利郎、七匹狼等一大批行业领头羊，汇集了“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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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伞都”“体育之都”“拉链之都”等十余个国字号称号于一身，打

造出一个超两千亿（鞋服）、一个超千亿（纺织）、两个超五百亿（建材、

食品）、三个超百亿（集成电路、智能装备、医疗健康）的产业集群，这就

是民企从小到大、到强、到优的进化能力的证明。 

最后，晋江是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典型。 

岁月不会平白静好，背后有人遮风挡雨。晋江民营经济的发展，与服

务型政府是分不开的。改革开放之初，晋江既无特区政策优惠，又无国家

投资，当时县委、县政府冒着风险出台政策，支持民企自己干，大胆闯，

有问题就改，改了再闯，一路保驾护航。 

几十年来，晋江政府一届为一届打基础，一任接着一任干，因势利导

当好“引路人”，千方百计当好“推车手”，精准服务当好“服务员”，

从企业需求出发，坚持“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和

“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的“四到四办”服务理念，亲而有

度，清而敢为，而且富有前瞻性，不断创造条件引导民企上台阶，上层次，

上水平。 

置身晋江民企之中，我感到了三种力量，一是发自内心地感恩国家的

改革开放政策，二是相信国家会继续支持实实在在做实业、心无旁骛做主

业的民企的发展，三是自身要继续奋斗，绝不躺平。感恩、相信和奋斗，

是他们真实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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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上奋斗，在奋斗后回馈 

晋江地处福建沿海，土地贫瘠，1978 年人均 GDP154 元，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是“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的贫困农业县。 

但贫瘠的土地之下，深蕴着不甘沉寂的社会资本。泉州是宋元时期的

海洋商贸中心，闽越文化与中原文化在此汇聚，闽越文化有争强好胜的原

始冲动，中原文化有家族团结的礼仪规范，海洋文化则有“十户人家九户

侨”、漂洋过海下南洋的传统以及在陌生环境中与人合作、讲究契约等特

质。凡此种种，注定了一旦有政策的春风化雨，这里就会迸发出难以想象

的能量。 

1979 年，晋江安海镇后林村，25 岁的青年农民许连捷听到开放的消

息，对父亲说：“天不再下雨了，要下金子了。”许家多年来穷得连个睡

觉的地方都没有，三兄弟从小睡祠堂，夏天蚊子奇多，要把杂草点着了熏

蚊子。1979 年底，许连捷在村里办了一个服装加工厂。是为恒安集团之始。 

也是 1979 年，安海农民柯子江一边种着几分田，一边在务农间歇打

零工，替别人卖机械配件。听说厦门机械厂要扩大生产规模，寻找做加工

配件的协作厂，他灵机一动，想办法与机械厂的业务人员联系上了。对方

要来实地考察，他临时托人找到一个厂家，把考察应付了过去。等拿到委

托加工合同，立即召集熟悉的 24 位农民，一人出点钱，既是股东又是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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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一年不发工资，然后租厂，组织生产。是为晋工机械之始。 

“没钱，可以借；没厂，可以租；没人，可以请。”这是柯子江说的

话。后来被总结为晋江民企的“三闲起步”（闲房，闲钱，闲人），厂房是

农村的闲置房子，办厂钱不够就找亲戚朋友凑一凑，工人是村里的闲置劳

动力。 

1980 年农历六月十五，刚好 45 岁生日的英林镇农民洪肇明，拆下两

扇门板当裁床，踩着“大后架”脚踏车，开始创业。他家有 10 个兄弟姐妹，

他排行老二，因生计所迫，很早便扛起养家重担，除农活外还杀猪，卖水

果、芋头、化肥。他说：“以前卖化肥，1 袋才赚 1 分钱，1 天累死累活赚

不了 10 元钱，而卖 1 件衣服就能赚 10 元钱，1 天赚 200 元没问题。”是

为劲霸男装之始。他儿子洪忠信还是个小孩子，跟着父亲当跟班，父亲要

他去问问一块花布多少钱，他就赶快跑到市场上去。 

这样的创业故事，在晋江数不胜数。 

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兼 CEO 丁世忠说，晋江的企业家只要给一点空间，

就能够发光，只要给一条缝，就能见缝插针。他的父亲丁和木 1981 年变

卖了家中的稻谷、家畜等一切可以换钱的东西，又跟亲友借了点钱，跟他

人合办了一家制鞋厂。1991 年再次创业，办了自己的鞋厂，并正式注册了

“安踏”商标。 

现为劲霸男装董事长的洪忠信说，要读懂晋江经验，最核心的是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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