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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在福建的实践探索及理论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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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福建工作的十七年半期间，习近平始终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经济沿着正

确方向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目的，立足当时福建实际情况，辩证把握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主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地方实践，提出许多富有前

瞻性的观点和创新举措，构成其经济思想框架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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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结

晶，也是他长期主政地方工作实践的经验总结与理

论升华。研究习近平在闽工作期间的丰富经济实践

和理论探索，可以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初期实践和理论演进脉络，

也有利于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

想进行全方位深入学习。

一、在福建工作期间的初期实践

学习研究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的经济实践探

索，应当放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背景中

去追寻。
( 一) 厦门实践 ( 1985－1988 年)

1. “自由港”的早期实践。1985 年 6 月，习近

平来厦门工作。厦门是习近平到福建工作的第一站，

当时自由港在全国是新鲜事物，没有先例可循。习

近平来厦门后率先研究探索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

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厦门开放战略没有完全照搬国

际通行的自由港模式，而是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分

三步采取渐进式思路推进，建设 “自由港型的经济

特区”: 第一步，在厦门岛内象屿建立保税仓库区

进行试验; 第二步，把保税仓库区升级为自由贸易

区; 第三步，在自贸区基础上探索在局部区域实现

自由港的某些功能。

习近平设计的厦门开放路径是从保税区到自由

贸易试验区，再到自由港的渐进式变迁路径，这既

符合世界自由港建设发展规律，又体现中国渐进式

改革和梯度开放特点，有效推动厦门扩大对外贸易

和经济跨越发展。这是对中国特色自由港发展之路

的最初探索与实践之一，通过保税区建设，探索从

货物开放贸易到服务开放贸易的渐进式路径，以强

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方式逐步

复制推广到全国各地，推动我国贸易发展模式转型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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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税利分流，“放水养鱼”激活国有企业。“税

利分流”是习近平当时众多经济改革措施之一。厦

门港务局是当年负责运营厦门港的国营企业，全厦

门仅有的两台桥吊都在这家企业，但使用率很低，

一台桥吊年工作量只有香港的四分之一，而且维护

成本又高。通过数次现场调研、广泛咨询相关领域

专家意见后，习近平发现问题所在: 这家企业长期

处在微利或微亏状态，没有能力再投资，配套设施

不齐全、基础运力不够，缺乏标准化流程环节。这

也是当时厦门大多数国营企业面临的问题。当时国

家对国营企业统一实行利改税，对国营企业按所有

权征收的利润改为征税，税收与利润混在一起，既

不能体现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权责利关系，也不

利于企业自身的资本积累，无法调动企业投资积极

性。针对这一情况，习近平率先对厦门港务局开展

税利分流试点改革行动，只收取企业所得税，其余

部分留在企业扩大再生产，放宽企业经营自主权，

极大调动企业和职工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企业经济

效益明显好转。在习近平的直接领导下，厦门在全

国率先出台税利分流具体措施，全市 66 家财政预算

内国营企业实行税利分流、税后还贷，大大增强了

企业积极性。

3. 科学整治，保护生态环境。在经济转型过渡

时期，人们最为关注的主题是如何快速发展经济，

忽略了如何兼顾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当时厦门鼓

浪屿、万石山风景区等随处可见挖沙取土、取石，

原本郁郁葱葱的山顶成了 “疥疮头”; 大量城市污

水直接流入筼筜湖，湖水变得黑乎乎、臭烘烘，鱼

虾白鹭绝迹。环境污染事件频发，生态保护形势堪

忧。“能不能以局部的破坏来进行另一方面的建设?

我自己认为是很清楚的，厦门是不能以这种代价来

换取其他方面的发展。”这是时任厦门副市长的习

近平在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

( 1986 年 1 月 10 日) 。紧接着，习近平到现场查看

情况，迅速作出部署: 首先，封锁岛内沙场和非法

采石场，派宣传队伍上山下海细致宣传，加强公安、

城管、城建监察大队等队伍建设; 其次，组建专家

组进行厦门资源开采论证，研究科学开采方法与开

采计划，制定方案建议提交人大审议; 最后，针对

筼筜湖污染问题创新性提出 “清洁、美化、治理”

方针政策，多渠道筹措排污费和技改资金，以空前

力度加大环保投入，保护生态环境。

( 二) 宁德实践 ( 1988－1990 年)

1. 摆脱贫困，交通先行。1988 年 6 月，习近平

调任宁德地委书记。当时宁德交通闭塞，经济发展

严重滞后，经济总量在全省九地市垫底。全地区有

6 个贫困县，是全国 18 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

被外界称为“沿海地区黄金地段的断裂层”。宁德

贫穷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位置偏僻、基础设施落后，

全市只有一条 104 国道。习近平来到宁德后，深入

调查研究，先从解决交通瓶颈入手，提出搞汽车专

用线，将点状的县串成一线，打通南接福州、北抵

苍南、直达温州的闽东商贸物流大动脉。

2. 立足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习近平在闽

东的一个战略思维是因地制宜发挥资源优势，提出

“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大力扶持当

地特色农业发展。如发展贝类、鱼、藻类等规模养

殖，培育壮大晚熟荔枝本地品种，提升古田、寿宁

食用菌和茶叶品质等。工业上打破 “无电办啥工

业”“无工业办啥电”的禁锢，支持福安县利用当

地传统茶叶贸易渠道发展商贸物流产业，利用乡贤

资源鼓励寿宁人到广东办超市等。这些精准高效的

措施对立足资源禀赋切实打好脱贫攻坚战，具有十

分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3. 开拓林业产业富民新途径。习近平在 《闽东

的振兴在于“林”———试谈闽东经济发展的一个战

略问题》一文中指出: “在闽东这样一个贫困地区，

山林资源是一个重要的优势。”“林业有很高的生态

效益和社会效益，比如森林能够美化环境，涵养水

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实现生态环

境良性循环等。从特殊的意义上理解，发展林业是

闽东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1］正是在他非凡的智慧

和创新的发展理念指导下，宁德开始绘制一幅兴林

富民蓝图，从 1988 年起推行荒山绿化植树造林。同

时习近平高度重视林业制度建设，建立完善林业责

任制，健全林业经营机制，致力谱写振兴宁德林业

新篇章。如今，宁德群山翠绿、瓜果飘香，竹产业、

花卉苗木、生态旅游等有力支撑广大群众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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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福州实践 ( 1990－1996 年)

1. 科学谋划“3820”工程，为福州擘画发展蓝

图。1990 年 4 月，习近平从宁德调任福州市委书

记。经过前期充分调研论证，1992 年他亲自主持福

州“3820”工程规划研究，制定了 《福州市 20 年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方案，科学谋划了福州 3

年、8 年、20 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步骤、

布局、重点等，构建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战略布局。

在习近平主政的近 6 年时间里，福州的经济总量从

1990 年的不足 100 亿元增长到 1996 年的近 600 亿

元，社会民生方面得到长足发展，为全面发展的实

践认知树立了地方发展样本。

2. 力推国有企业股改上市，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习近平主政期间，福州的经济改革措施和力度

前所未有，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在习近平的直接

领导下，一批国有企业成功完成股份制改造。比如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总公司 ( 现为 “三木集

团” ) 历史包袱较轻，业务相对纯粹，企业经营班

子有活力，被选为最早的股改对象，经股改上市后，

公司各项经济指标大幅度增长，既解决了资金问题，

又解决了国有企业 “一股独大”、治理结构不合理

等诸多问题。经过改制探索后，其他国有企业陆续

进行股份制改革。福州福发发电设备公司 ( 现简称

“闽福发” ) 、福州天宇电气公司 ( 现简称 “天宇电

气” ) 等国有企业股改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相关

劳动就业、薪酬制度、干部人事选聘等规章制度逐

步规范，企业和员工的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效益

逐渐好转，最终陆续成功上市。与其他省会城市相

比，当时福州市属国有企业上市数量最多，涉及行

业也最广。

3. 筹建首个由地方政府全资投资的现代化国际

机场枢纽。作为省会城市，福州在 90 年代早期没有

民用机场，只有一个小型军民两用机场，年吞吐量

只有 140 万人次，既无国际航班，也无盲降设备，

恶劣天气无法飞行。福州空港交通问题直接影响对

外开放交流，习近平来福州后于 1991 年初提出建设

现代化大型机场构想，得到福建省委、省政府领导

和福州市干部群众的拥护与支持。但当时国家没有

安排福州机场建设项目专项投资，建设资金不到位，

习近平创造性提出由地方筹资建设新机场的思路，

形成立项报告。1992 年 6 月中央批准同意，1993 年

元旦开始建设，长乐国际机场于 1997 年 6 月正式营

运。长乐国际机场从构思、规划、组织设置、团队

选拔、设计策划、资金筹措、建设等，均由习近平

亲自作出决策，参照当时国际现代机场的规划设计，

保证 20 年内不会落后。从原来只有军民两用小机场

到拥有区域门户枢纽机场的蜕变，不仅极大促进福

州的经济发展，也为海峡两岸的深度融合发展发挥

了极其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 四) 福建省实践 ( 1996－2002 年)

1996 年至 2002 年，习近平先后任福建省委副

书记、省长。在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间，他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真抓实干，抓住历史机遇，为福建

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历史性贡献。

1. 以“数字福建”率先探索信息化创新发展。

上世纪末，“数字化”“信息化”还属于科技前沿概

念，习近平高瞻远瞩，以非凡战略家眼光谋划福建

信息化发展，提出福建省要走数字化与智能化相结

合的信息化建设之路。对全省信息化建设最为薄弱

的农村地区，财政给予了重点支持，实施村村通电

话工程。这些举措充分发挥出通讯基础对经济发展

的倍增器作用，促进福建信息产业数字化纵深发展，

这也是运用信息技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早期实践。

2. 以林权改革为突破口，解除生产力约束。产

权制度改革是经济改革的重点，也是难点。习近平

在闽工作期间十分重视产权制度改革探索，以林权

制度改革为试点，探索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2］。在习

近平的积极推动下，福建省率先在全国进行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着重从林业产权、经营权、处置权、

受益权四个方面入手，2006 年又率先推进完善综合

配套改革，增强林农积极性，焕发传统林业新活力，

林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福建重点林区基本做到

“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实现 “国家得绿，林

农得利”目标［3］。

3. 以 “晋 江 经 验”树 立 县 域 经 济 发 展 样 本。

1996 年到 2002 年期间，先后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

省长的习近平七下晋江，下基层、进企业、访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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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次调研，2002 年 6 月，习近平从晋江发展的

实践中提炼出“晋江经验”，并于同年 8 月和 10 月，

分别在《人民日报》和 《福建日报》上发表文章，

总结了晋江经验对福建经济发展的六个启示，提出

“六个始终坚持”和 “处理好五大关系”的 “晋江

经验”［4］，强调要始终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引导

和服务，妥善处理有形通道与无形通道之间的关系;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同时，要妥善处理高新技

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等理论主张。在 “晋江经

验”的启示下，县域经济成为福建省经济发展的一

个重要着力点，从全国林改第一县武平县，到水土

治理的红色样本长汀县，福建省探索出多个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典型。

二、经济思想理论演进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了 17 年半，福建是其经济思

想的重要孕育地。他在福建工作时期的经济理论探

索，为我们学习研究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演进提供

了一个丰富视角。

( 一) 理念层面: 新发展理念的内涵扩展

习近平经济思想之所以能够如此深刻揭示当代

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他的经济思

想理论逻辑蕴含着能够引领时代的发展理念。改革

开放初期，一部分人对经济增长的认识停留在物质

层面，认为 GDP 是评价地区发展的唯一重要指标，

较少关注自然和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重新审视与

思考部分地方政府单纯的唯经济增长发展观。1995

年 4 月，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对全面发展的内涵作出阐述， “发展不仅是

速度的加快、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整个经济、

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全面进步”，既体现出发

展速度快与慢的辨证，也包含了质与量的协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

就，这是值得我们自豪和骄傲的，也是世界上很多

国家羡慕我们的地方。同时必须看到，我们也积累

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成为明显的短板，成为人民

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比如，各类环境污染呈

高发态势，成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 ( 2016 年 1

月 18 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5］。从

福建实践到党中央，习近平科学梳理经济发展与生

态保护之间的逻辑关系，强调 “生态问题归根到底

是经 济 发 展 方 式 问 题”，这 两 者 之 间 没 有 必 然 的

“排斥逻辑”。保护生产力的根本前提是保护生态环

境，发展生产力的根本路径是改善生态环境。除此

之外，新发展理念的内涵从经济生产方式的五个维

度辩证阐明了相互之间的联系，即 “创新发展”阐

明了发展动力的来源， “协调发展”解决发展不平

衡与不充分的问题， “绿色发展”关乎人类可持续

发展的问题，“开放发展”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

“共享发展”强调发展成果由人民公平共享，力求

消除贫富差距、各主体公平发展的问题。新发展理

念科学回答了当代经济学中 “如何生产、怎么发

展”的问题，其理论演进生动地反映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经济思想深化演绎的过程。

( 二) 目标层面: 以人民为中心经济思想的深化

习近平经济思想最核心的问题是发展 “为了

谁、依靠谁”，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

第一次记者见面会时向世人旗帜鲜明亮出了施政目

标———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直接表达共产党的价值取向或政治实践目标，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富国富民、人民利益至上的核心

追求。“为谁生产” “生产什么”，习近平始终把握

住符合时代特征的人民真实需求以及在需求方面的

变动趋势，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依

靠人民、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不同

发展阶段，需求的层次和结构是不同的。在改革开

放初期，就业和温饱是最主要的民生需求。 “使人

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利益……使人民群众的

经济收入、社会福利和物质生活条件不断得到相应

提高，过上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生活。”［6］这是时任福

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对那个时代作出的最准确最有

温度的呼应，朴实阐述折射出当时人民群众最真实

的期盼。

随着物质财富积累，闲暇娱乐、健身旅游、医

美康养、优质居住环境等越来越被人们所期待，习

近平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立足增强人民的

获得感与幸福感，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

次的需求变化，创新发展模式、业态，实现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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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口顺利转换。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叠加严重贸易

保护主义的情况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我们要

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

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

通、消费各个环节”［7］，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思

路。从学理性来看，国内大循环指经济社会再生产

活动的整个过程，从投资到生产，再从分配到流通，

最后到消费，这几个环节周而复始地循环，并且是

以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循环的起点和终点。这跟以往

“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需驱动型经济循环有

根本区别，更加强调加大对内开放力度，通过改善

营商环境提升生产率，努力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最

终构建超大规模市场。这正是习近平以 “人民为中

心”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人民的需求是新发展格

局的起点和基础。

( 三) 实践层面: 政府与市场辩证关系的再认识

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

程，如何正确认识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的作用、

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长期困扰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部分学界观点认为

社会主义经济只有保持高度的计划调控，各微观经

济主体才能在大系统里有序合理运行，全面否定市

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机制; 另外一部分观点则盲目信

仰和鼓吹西方自由市场主义，主张市场原教旨主义

和“纯”市场改革化路径，全盘否定政府宏观调控

和产业政策等。习近平基于福建工作积累的经济管

理实践和深厚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清醒

认识到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改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有机结合的重要性，在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期间，

对以上观点专门撰文论证驳斥，指出这些研究探讨

的视角都将社会关系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没有正

视社会经济活动的普遍性规律和生产关系在经济运

行中的反作用，忽略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关系所决

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与经济循环和危机的内在联系，

对资本主义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

制的因素视而不见等［8］。他提出必须充分发挥两个

方面的优势，即“要使之能够像发展资本主义生产

那样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将市场经济

与社会主义有机地融为一体”［9］。至于二者如何有

机融合? 习 近 平 2002 年 在 总 结 “晋 江 经 验”的

“六个始终坚持”和 “处理好五大关系”的论述中

进行清晰阐释，他科学指出正确处理好建设新型服

务型政府与发展市场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严格依

法限定政府自身权利边界，积极服务，弥补市场失

灵，尽可能发挥好市场机制作用。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更加系统而全面深化对市

场与政府关系的科学辩证认识。十八届三中全会上，

他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全面打破思想顾虑，一方面为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扫清障碍，另一方面强

调政府要更加积极作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

的又一个重大突破，充分反映了习近平对市场与政

府辩证关系的理论新高度，突破了现代西方经济学

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关于政府与市场的狭隘认识，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开拓性探索，极

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 四) 空间层面: 对外开放的拓展

社会内部和外部交往是生产力发展存在的条件，

交往的广度和深度决定着一个民族或国家所创造出

来的生产力能否持续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在闽工

作期间，习近平对外开放的思考主要聚焦于扩大对

外贸易与引进外资，提倡通过提高产品质量、技术

水平，想方设法打通国际市场，多层次、多渠道利

用外资。在资金短缺阶段，除了自身努力外，还要

善于吸收别国资金、技术和管理，这是早日摆脱贫

困和跨越发展的关键手段。

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今世界大势和中国对外

开放的新形势? 习近平用四句话进行了精辟阐述:

“尽管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但

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呼声不

容忽视，国际关系民主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

流。” “尽管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涌现，

但捍卫和平的力量终将战胜破坏和平的势力，安全

稳定是人心所向。”“尽管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

义、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有新的表现，但 “地球村”

的世界决定了各国日益利益交融、命运与共，合作

共赢是大势所趋。”“尽管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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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不时沉渣泛起，但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不竭

动力，不 同 文 明 交 流 互 鉴 是 各 国 人 民 共 同 愿 望”

(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十七专题) ［10］。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不仅深刻把握世界大势及中国对

外开放新趋势，而且高瞻远瞩提出要以 “互利共

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为新时代开放的目标，

整合对外开放战略，在实践中深化与世界各国的开

放合作，提升开放安全边界，在安全基础上集合各

方利益“最大公约数”，积极完善现行全球治理制

度安排，改良和维护国际贸易规则，提升对外贸易

质量。随着对外开放空间维度的丰富，相互协同追

求“互利共赢”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体现国内人

民各种利益的协调兼容，也涵盖世界各国人民利益

的共享增长。习近平坚持秉承互利共赢原则推进世

界各国各地区开放交往，2014 年外交经济会议上，

他提倡以合作共赢为基本原则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

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平等协商追求 “互

利共赢”，折射出更加包容共享的新时代开放观。

三、启示和理论意义

面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新形势、新问题，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的经济实践和理论探索为我

们提供了重要参考和行动指南，对中国经济能否顺

利跨越三大关口、推动高质量发展有重大现实意义。
( 一) 一以贯之的群众观点

群众路线是党长期坚持的优良传统，是唯物主

义历史观的一个具体反映。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

平作出“为官一场，造福一方” “使人民群众不断

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等论述，研究

制定的经济政策目标直接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紧密

联系，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解决最突出的矛盾和问

题上，这些均生动体现了习近平鲜明的人民立场。

如“吃菜难”是上世纪 90 年代福州群众反映突出

的问题之一，由于经常刮台风、发大水，蔬菜供给

紧张，百姓最大的民生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时任

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直面民生痛点，通过一系列

“菜篮子工程”建设，彻底解决福州市民 “吃菜难”

的问题。他利用闽江淤积冲击而成、土地平整肥沃

的琅岐岛建设福州菜篮子基地，扩大市区蔬菜供应，

积极培育壮大福州市蔬菜批发市场、水果批发市场、

生猪屠宰厂等基础商业配套设施，完善市场自发调

节功能，打通外地蔬菜入闽供销渠道，有效解决了

福州蔬菜短缺问题。
( 二) 尊重市场规律，坚持原则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充分展现出尊重市场

规律、坚持原则的特点。上世纪末，在汹涌澎湃的

改革浪潮推动下，沿海地区你追我赶，地方经济发

展流行“红灯论”观点，认为 “黄灯赶快抢，红灯

也可以试着闯一闯”。对此习近平多次强调，福建

不能搞这种“红灯论”，虽然都希望在改革开放大

潮中加快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但违反中央原则的事

情坚决不能做，一定要厘清政府的行为边界，弄清

楚“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尊重市场，坚持原

则，恪守规矩。
( 三) 强烈的创新意识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展现出持之以恒的勇

于创新精神，敢于打破主观偏见和传统思维束缚，

不断研究新情况，提出新见解，解决新问题，提出

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具有重大突破意义的思

想观点和实践举措。他率先在厦门实行企业税利分

流，在福州积极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做强做

优国有企业。他从晋江发展实践中提炼出极具前瞻

性的“晋江经验”，科学总结了晋江经验对福建经

济发展的六个启示，创新性阐释了 “五大关系”之

间的辩证逻辑和正确处理方式。 “六个始终坚持”

和“处理好五大关系”为解决今天问题提供了重要

参考和行动指南。当前经济下行叠加全球疫情严重

影响，唯有改革创新，心无旁骛发展壮大实体经济，

中国经济才能化危为机，迈上高质量发展之路。
( 四) 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

也是推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法论。上世

纪 80 年末，习近平就开始运用此策略与方法。当时

宁德发展落后，干部思想状况浮躁，急于求成，冒

进心态普遍较重。习近平对此高度重视，他冷静分

析指出，“治乱绳，不可急”［11］，在情况不明、心中

无数的时候急于做决策，容易违背科学，脱离实际，

造成重大工作失误，主张提高高科技核心技术水平、

科学精细化管理、追求低投入高产出的生产方式、

着眼内涵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等。这些观点在今天

看来仍具有超前的预见性和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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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理论源于实践，又进一步指导实践。我国经济

改革发展进程波澜壮阔、实践宏大独特、成就举世

瞩目，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潜力。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勇立改革潮头，紧紧围绕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时代课题，以马

克思主义政治家、理论家的深刻洞察力和敏锐判断

力，深刻总结了福建经济发展实践的经验，提出一

系列经济发展新理念、新观点，揭示经济科学发展

规律，丰富和发展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认识，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经济思想

奠定了重要的实践与理论基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解决当代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

科学理论指引，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行动指南。在新的历史阶段，必

须坚定不移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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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and Theory Evolution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during His Work in Fujian Province

YU Jianxiong
( Economics Teaching and Ｒesearch Department，Fujian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

Fujian Provincial Party School，Fuzhou 350001，China)

Abstract: During his working period of seventeen and a half years in Fujian province，Xi Jinping always insisted on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f economic work to ensure that the economy developed in
the right direction，adhered to the people －centered development thinking，and took emancipating and developing
productive forces as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Fujian province at that time，Xi Jinping
dialectically manag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regarded the reform of economic
system as a breakthrough，actively explored the local practice of develop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ut forward many forward － looking views and innovative measures，which forms the rudiment of his economic
ideological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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