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晋江市，安踏集团企业博物馆展

厅入口处，一块展板静静伫立。“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实体经济，把好产品

质量关，创立自己的品牌，实实在在、心无

旁骛地做实业，这是本分。”

2001 年，晋江鞋博会。时任福建省省

长习近平来到安踏展厅，叮嘱企业，一要把

好产品质量关，二要创立自己的品牌。安

踏集团董事局主席兼 CEO 丁世忠对当时

的情景记忆犹新。

2019 年 3 月，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

来 到 人 大 福 建 代 表 团 参 加 审 议 时 指 出 ，

做 企业、做事业不是仅仅赚几个钱的问

题。实实在在、心无旁骛做实业，这是本分。

总书记的话语深深刻在民营企业家丁世忠

脑海里。

从晋江 1400 多家运动品牌中脱颖而

出，从最初的鞋作坊成长为媲美耐克、阿迪

达斯的国际运动品牌，而立之年的安踏，一

路如何走来？

世界那么大
也想去看看

2021 年 12 月，安踏集团的 30 岁生日

庆祝会。庆祝会的举办地选在了安踏总部

982 创动空间。

这个数字编码的名字取自安踏创立后

的第一款爆品——编号 982 的运动鞋。这

款 鞋 畅 销 多 年 ，是 安 踏 品 牌 营 销 的 第 一

步。安踏品牌由小变大、从国内走向国际

的路，就是从 982 开始的。

选择在出发的地方庆祝 30 岁生日，是

安踏人的不忘初心。

中国的运动品牌发展绕不开一个地

名——安踏的老家晋江。这是国内最大

的 运 动 鞋 服 生 产 基 地 ，被 誉 为“ 中 国 鞋

都”。消费者耳熟能详的特步、匹克、乔

丹、鸿星尔克都发轫于此。

1987 年，丁世忠 17 岁。鞋作坊里的

小 青 年 没 有 茉 莉 花 也 没 有 雨 季 ，但 有 着

梦想。

他想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带着父亲借给他的 1 万元和 600 双精

挑细选的鞋，丁世忠在福州火车站排了一

晚上队，买了张 46 块钱的站票只身前往

北京。

仗着闽南人“爱拼敢赢”的闯劲和吃苦

耐劳的性格，丁世忠开始北漂生活。

初到北京，丁世忠每天背着鞋往商场

里跑，见人就问要不要买鞋。一个月后，一

家商场的负责人被丁世忠的韧劲打动，腾

出了一个柜台让他试试。

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600 双鞋

很快销售一空。“卖完结账，卖不掉全退”的

兜底销售模式让丁世忠一步步把专柜开到

了西单、王府井等知名商场，成功打开了首

都销售渠道。

北京的经历，给了丁世忠第一桶金，也

启蒙了他的创业和品牌意识。

1991 年，丁世忠怀揣北漂赚来的钱回

到晋江，和父亲丁和木、哥哥丁世家一起，

踏出了独立创业的第一步。他们开设的制

鞋作坊门口挂出了“安踏”的标志。按父子

三人的想法，这个名字寓意着“安心创业、

踏实做人”。彼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

断深入，耐克、阿迪达斯等国际知名体育品

牌已陆续进军中国市场。与它们相比，初

生的安踏品牌还很弱小。

20 世纪 90 年代的国产运动品牌翘楚，

毫无疑问是李宁。1990 年，“体操王子”李

宁创立了以自己名字为商标的体育运动品

牌。自 1992 年起，李宁连续四届奥运会成

为中国奥运代表团的领奖装备赞助商。凭

借个人的超高影响力和可以被工薪阶层接

受的定价，到 1995 年，李宁已牢牢占据了

国内运动鞋服市场的半壁江山。之后虽然

遭遇到耐克、阿迪达斯等国际品牌的冲击，

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李宁一直稳坐国产

运动品牌头把交椅，也一直是晋江品牌们

追赶的“标兵”。

永 远 知 道 自 己 是 谁 ，自 己 应 该 做 什

么—— 聪 明 的 人 如 此 ，聪 明 的 企 业 更 是

如 此 。 通 过 分 析 ，安 踏 确 定 了 自 己 的 目

标 消 费 群 体—— 普 通 大 众 消 费 者 ，也 坚

定了自己树立大众品牌的方向。这个理

性 而 明 智 的 定 位 ，帮 助 安 踏 在 成 长 初 期

避 开 了 与 耐 克、阿 迪 达 斯 以 及 李 宁 等 高

端 品 牌 在 市 场 的 正 面 交 锋 ，也 为 安 踏 专

注于占领大众市场奠定了基础。

1999 年 ，丁 世 忠 出 任 安 踏 公 司 总 经

理，就在这一年，安踏迎来了 30 年发展史

上的一次重大战略决策。“那时我正在哈

尔滨出差，从报纸上看到乒乓球运动员孔

令辉拿到世界冠军。我感觉他形象特别

好，就想：如果我们可以请他做广告，一定

能出‘奇兵’。”丁世忠说干就干。

（下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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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踏 出 江
本报记者 薛志伟 刘春沐阳

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 40 个收入同比增长

前 2月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5%
本报北京 3 月 27 日讯（记者熊丽）

国家统计局 27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

年前 2 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

润总额达 11575.6 亿元，同比增长 5%，

增 速 较 去 年 12 月 份 回 升 0.8 个 百 分

点。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朱

虹表示，今年以来，工业经济稳定恢复，

企业利润小幅增长，工业企业效益延续

了去年以来的恢复态势。

今年前 2 个月，在工业生产加快、

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涨幅较高等因素

共同作用下，工业企业销售较快增长，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3.9%，高于去年 12 月份 1.6 个百分点。

在 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 40 个行业

收入同比增长。企业营收增长较快，为

企业利润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企业利润在较高基数上保持了增

长。多数行业实现利润增长，在 41 个

工业大类行业中，有 22 个行业实现利

润同比增长或减亏，其中有 15 个行业

利润增速超过 10%。企业资产较快增

长，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2 月末，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资产同比增长 10.4%，所

有者权益增长 10.7%。工业企业资产负

债率同比下降 0.1 个百分点，继续保持

下降趋势。

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金观平

今年前 2 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

口总值 6.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3%，外

贸表现整体比较平稳。在新冠肺炎疫情

起伏反复、国际形势变化、海运物流不畅

的形势下，这一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

但也要看到，制约我国外贸发展的问题

依旧突出，仍需采取切实举措保障外贸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当前外贸面临的形势复杂严峻，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及的需求收缩、供给

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依然突出。从

需求收缩看，全球疫情还在起伏反复，经

济复苏势头并不稳定。主要发达经济体

货币政策收缩，放大了外需市场不确定

性；从供给冲击看，原材料、大宗商品的

供应链瓶颈不仅没有缓解，在地区冲突

等因素影响下还有所加剧；从预期转弱

来看，缺柜、缺工、成本较高等问题持续

困扰外贸企业。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出台

系列举措，以解决外贸产业链供应链难

点堵点。帮助中小微外贸企业防风险、

降成本、增活力。针对中小微外贸企业

的实际困难，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协同

发力、靠前发力。比如，商务部办公厅

印发《关于用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

基金支持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通

知》，鼓励各地用好服贸基金等直接融

资手段，推动金融信保机构与服贸基金

合作开展金融服务创新，缓解外向型中

小企业融资难题。再比如，广州商务局

牵头多部门出台“促进外贸供应链畅通

若干措施”，提出 13 条直达企业需求的

政策措施，全力保障外贸进出口高效顺

畅运转。上海市则出台政策，从减轻进

出口企业负担、拓展进出口渠道、开拓多

元化市场和优化营商环境等 4 方面进一

步稳外贸。

当前，受全球疫情反复、地区冲突等

影响，人员往来和港口运行不畅，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问题十分突出，接下来，应进

一步采取措施稳外贸。

首先，要加大稳市场主体力度。进

一步发挥出口信保、出口信贷对外贸企业的支持作用，提高企业应对

汇率波动风险能力，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切实为外贸企业纾困解

难。同时，加快推动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进一步发挥跨境电商、

海外仓等出口渠道带动作用。

其次，切实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高质量培育外

贸转型升级基地、国家加工贸易产业园、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

范区等各类平台。实施好对外贸易畅通行动，有关部门共同发力，

努力畅通国际物流，推动航运企业与中小微外贸企业开展直客对

接，持续推进结算畅通。

再次，进一步开拓多元化市场。充分发挥贸易畅通工作组作

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用好已签署的自贸协定，指导企业精准开

拓国际市场。精心办好各类线上线下展会，加大对国家级国际营

销服务公共平台宣介力度，更好发挥重要展会和开放平台服务畅

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作用。

以政策的确定性帮助外贸企业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助力其爬

坡过坎、行稳致远。相信随着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落地，企业复工复产

将进一步加快，产业链供应链有望进一步稳定畅通。

编者按 思想源自时代，又驱动时代向着既定目标稳步前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的特点、规律，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一个具有原创性、突破性、时代性的科学系统的经济思想体系，在理论上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学，在实践中重塑了发展理念、动力结构、增长模式、发展战略，引领中国经济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今日起，本报将连续编

发新华社系列述评，聚焦“美”“实”“效”“协”“共”五个方面的鲜明特征，为广大党员干部认识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学理体系、思想逻辑和丰富

内涵提供帮助。

从“美”字看为人民谋幸福的经济学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生动实践述评之一

发展为了谁？怎样发展？这是时代

之问的必答题。

2012 年 11 月 15 日，刚刚当选中共

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给出了铿锵有力的

回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

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指引新

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经济思想

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出发，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引领中国发展更加聚焦“美”，是

为人民谋幸福的经济学，在广袤大地绘

就美好生活、美丽中国、美美与共的高质

量发展画卷。

共享美好生活：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百姓欢迎的红啤梨、植物肉，智能咖

啡机，手术机器人，美妆“黑科技”⋯⋯第

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诸多更具

品质、科技含量更高的全球好物亮相，瞄

准中国百姓消费新趋势。

从 解 决“ 有 没 有 ”到 挑 选“ 好 不

好”——进博会的这一幕，正是新时代美

好生活的缩影。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出

发，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

小康梦圆，复兴气象激荡。

——美在追求生活品质的提升。

当社会生产不再落后，当温饱问题

得到解决，人们期盼更好的教育、更稳

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

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更舒适

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

“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

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习近平

总书记洞察深刻。

告别排浪式消费，我国居民消费结

构不断升级。人们青睐科技和文化含量

高、使用方便、看上去更美的产品；衣着

更注重品质，餐饮更注重健康，向往“诗

意栖居”，出行不再遥远⋯⋯一张张幸

福剪影，构成一幅努力创造“高品质生

活”的美丽图景。

——美在增强民生获得感的成色。

发展为了人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的根本立场。

“要从人民群众普遍关注、反映强

烈、反复出现的问题出发，拿出更多改

革创新举措，把就业、教育、医疗、社保、

住房、养老、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社会

治安等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好，努力让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

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进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构建覆盖全民的基本服

务体系，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制定民法

典保障人民合法权益，扎实推进平安中

国建设⋯⋯在公平正义阳光照耀下，人

人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近日，国际权威民调机构盖洛普发

布《2021 年全球法律与秩序报告》，中国

以 93 分名列第二，排名连续三年上升，

成为全球最具安全感国家之一。

——美在精神世界的日益丰盈。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满足人民过

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

精神食粮。

电影《长津湖》票房突破 50 亿元，

网红书店吸引年轻人“打卡”，更多公

园 免 费 开 放 ，特 色 博 物 馆 走 红 ⋯⋯ 各

地群众文化生活日益丰富，绚烂的精

神文明之花在全面小康的中国大地上

精彩绽放。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充满浓浓暖意。

建设美丽中国：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021 年，“大象旅行团”火了。

以此为主题的短片《“象”往云南》，

在 10 月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开幕式

上首映，让全世界看到一个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美丽中国。

环境美不美，生态好不好，攸关人

民福祉和永续发展。

曾几何时，雾霾频发、工厂污染、河

流黑臭⋯⋯2012 年，中国经济总量约占

全球 11.5%，单位 GDP 能耗却是世界平

均水平的 2.5 倍。

“ 如 果 经 济 发 展 了 ，但 生 态 破 坏

了、环境恶化了，大家整天生活在雾霾

中，吃不到安全的食品，喝不到洁净的

水，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居住不到宜

居的环境，那样的小康、那样的现代化

不是人民希望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

指出。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

就是幸福。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根 植 于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深 厚 底 蕴 ，蕴 含 对 生 态 治 理

需 求 的 深 刻 观 照 ，习 近 平 经 济 思 想 引

领中国开启了建设美丽中国的变革性

实践。

新理念指引美丽中国永续发展——

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绿色”成为新发展理念重要内

涵，“美丽”一词写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目标⋯⋯一系列顶层设计折射出中国

发展之变。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像保

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

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

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

产力”⋯⋯

掷 地 有 声 的 话 语 ，闪 耀 着 习 近 平

总书记关于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关

系的深邃思考。

新实践坚定走绿色发展之路——

沪苏浙交界处，河湖荡漾间，优美生

态基底上，占地 2400 亩的华为青浦研发

中心正加快建设。好风景里“长”出新经

济、高颜值变高价值⋯⋯热气腾腾的发

展实践，彰显绿色发展内涵。

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还老百姓蓝

天白云、繁星闪烁”；

深入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还

给老百姓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景象”；

全面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让老百姓吃得放心、住得安心”；

多措并举推动农村环境整治，“为老

百姓留住鸟语花香田园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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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厦门的安踏服装智能工厂。 （安踏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