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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对民营经济发展重镇福建
泉州来说，是个不平凡的年份。泉州市
完成生产总值5250亿元,其中民营经济产
值占比逾九成。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达 2460 亿元,同比增长 13.4%,而在 4278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民营企业达4206
家，占了大头。

面对这样的成绩单，人们在问，泉
州民企的动力源泉来自哪里？

作为福建省民营经济综合配套改革
试验区，泉州孕育着纺织服装、鞋业、
石材、石化、水暖卫浴、食品饮料等 20
多个产业集群，有一支具有敏锐的市场
嗅觉、爱拼爱赢、抱团发展的民营企业
家队伍，引领泉州民企不断发展，成就
了“泉州制造”的产业传奇。

“创新是泉州民营经济发展最核心的
动力！”泉州市市长郑新聪表示，泉州民
营经济能够持续健康发展，主要是近年
来泉州市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了
改革，着力解决了妨碍持续健康发展的
体制机制问题，特别是推进了金融改革
试验区和民营经济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建
设，为打造泉州民营经济升级版注入了
新动力。

降低民间资本投资门槛、消除投资
壁 垒 是 泉 州 市 改 革 创 新 的 又 一 重 招 。
2013 年新春伊始，泉州就举行民企产业
推介对接会，将基础设施、农业、社会
事 业 等 领 域 的 一 批 项 目 向 民 企 开 放 。
2014 年初春，泉州市又展开了国家级电
子商务基地、服务外包基地、海西民营

经济总部区和区域性物流中心及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的设立与培育。如
今，全市拥有省级创新型企业 25 家、省
级创新型试点企业 75 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 400家，泉州民企活力再现。

泉州的民营企业从设立之初，就具
备了现代股份制的雏形。多年来，在股
份合作制强势发展过程中，泉州民营企
业及时总结经验，扩大股份合作范围，
把股份合作机制引入“嫁接”外资、山
海协作、城乡联营等，发展多成分、多
层次、多形式联合经营的企业，创造出
合股经营型、中外合资合作型、横向联
合型、折股经营型等多种类型的股份制
企业。

改制上市使泉州民营企业建立起了

更加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
构，由此带来的融资效应、管理效应、
资本平台效应、人才效应和财富效应等
更是不可估量。

创新没有止境。近年来，一批泉州
民企还引入“外脑”，助力跨越。安踏、
恒安、柒牌、盼盼等一批行业标杆企
业，相继引入麦肯锡、波士顿、埃森
哲、韬睿惠悦等全球顶级咨询公司推动
管理创新，无论是品牌还是销售业绩，
均出现了大幅提升。

正是一次次的突破与创新，扫清了发
展“路障”，使得泉州民营经济具有源源不
断的活力。创新引领下的泉州民营经济不
断突破一块块坚冰，破浪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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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福建北部山区的永林竹业有限
公司利用当地丰富的竹材资源，研发出以
直径小、壁薄中空的竹子为原料,生产出
幅面大、强度高、不变形板材的热压机械，
使竹材综合利用率提高到 80%以上，节约
能耗 30%以上。公司承担了多项国家星
火计划和省区域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福建星海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承担的
省科技重大专项“北斗二代卫星导航核心
器件与终端的研制及其产业化”，在关键
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其导航定位、系统
集成等方面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在海洋渔

业、气象等行业部署了 100 多个终端，并
在车联网等领域得到应用。

政府制定政策、企业担当创新主体
是福建省一以贯之的方向。以福建省饲
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为实施主体，
由 18 家联盟成员单位、70 多名研发团队
成员完成的“环境友好型饲料关键技术集
成及其产业化开发”经过 3 年的研发和市
场检验，整体水平已领先国内同类研究项
目，3年间新增产值 36.3亿元。

为了进一步推动企业成为自主创新
主体，福建省突出以企业技术创新需求为

导向的立项机制，积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企业创新提供服
务，引导创新资源向龙头企业集聚。凡是
产品技术开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工程化研
究项目，原则上由企业牵头组织实施，鼓
励企业积极参与和承担原创性技术和行
业共性技术项目研究。2013 年省级科技
项目中，由企业牵头或为主承担的除自然
科学基金外的项目经费占总经费比重达
到 75.1%，目前全省 89.5%的研发投入由
企业完成。全省依托企业建设的 272 家
省级以上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 33 家

企业重点实验室，推出了 614 项省级重点
技改项目，形成了“创新投入——政策支
持——再投入”的良性循环。

为了解决创新所需的高层次人才，福
建省陆续引进了一大批符合产业需求、产
业化前景强的创新团队，特别是“创新团
队+创新项目”的捆绑式整体引进，在较短
时间里就突破了科研成果转化难的问
题。去年 12 月，18 个团队、79 名个人以及
23 名国家“千人计划”人选再度成为福建
省第三批引进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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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内很多企业，宁愿花一大笔钱买设备，也

不舍得加大投入搞研发；宁愿花高价钱买进口设备，

也不支持国产“首台套”。这种现象之所以频频出

现，关键在于创新文化和创新氛围缺乏，大量的资金

都投向了房地产和资本市场。

过去我国承接了很多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这

些产业有些在发达国家已经处于衰退期。而我国承

接了产业转移以后，很多行业在技术上并没有太多

的更新和突破，造成这些产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低

水平的恶性竞争，进而导致企业效益的恶化。

当前，我国面临着产业结构不合理、部分行业产

能严重过剩的问题。产业结构和产能过剩问题，本

质上都与技术创新密切相关。美国的制造业回流，

并不是要回归到传统产业上，而是依靠新兴技术的

支撑，重新构建制造业的新优势。如果企业能对传

统落后的产能进行技术升级和改造，就能焕发新的

活力。

政府应当进一步利用好税收杠杆，引导企业把

更多的精力转移到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上来。同

时，要对新技术的孵化给予更多的支持，提高科研人

员的社会地位，重视首台套技术应用，积极搭建公共

的科研信息服务平台，让市场的科研技术供需双方

更加高效地衔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

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政府要积极做好政策引导，使“无形

的手”发挥更大的作用。

2013 年，福建省推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倍增发展计划，组织实施了 137 项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重大项目，推进重点产业关键技术研

发和科技成果转化，在汽车玻璃深加工、自动化 IAP 技术平台应用、海洋生物加工等领域取得多项重要成果。2013 年福建省战略性新

兴产业增加值达 1850 亿元，同比增长 25%；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预计达 3100 亿元，同比增长 13.7%，占 GDP 比重达 14.1%，成为福建经

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市场价值导向、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推进

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等，“福建制造”正在向“福建智造”稳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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