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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商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及其对青年的影响
——以福建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视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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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闽商是我国传统的十大商帮之一，闽商精神是闽
商文化的内核，其在推动福建省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福建省青
年创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笔者以福建省大学生创新创业
的视角，分析闽商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及其对青年的影响，提出
福建省大学生继承发扬闽商文化的传播策略：充分利用台湾优
秀资源、从文化创意产业着手创新、网络红利为创业助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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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商，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广义的闽商指的是祖籍为
福建、浙江南部、广东潮汕等地，如今在海内外从事商业活动
的人员。狭义的闽商指的是籍贯为福建省，在海内外从事商业
活动的人员。本文指的是狭义概念的闽商。

闽商是我国传统十大商帮之一，闽商文化融合了闽南文
化、中原文化、海洋文化、海外文化等，具有强烈的闽商精
神内核，共享一致的语言、风俗、习惯、信仰等行为外延的集
体。

闽商兴盛于唐代中期，崛起于宋代，繁荣发展于元代。我
国宋代著名政治家苏轼曾赋：“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
元代福建省泉州港和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上最大的
贸易港口。闽商在明清时期逐渐衰弱，20 世纪初至今，闽商
又逐渐发展壮大，在海内外享有声誉。从海外看：从“华侨旗
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到“2010 全球华商富豪500 强”当中
前20 名闽商就占据7个席位，[1] 闽商在海外发展虽然常面临
政策壁垒等因素，但他们艰苦创业、发愤图强，创造了一个又
一个商业成功。从国内看：恒安集团、七匹狼事业有限公司、
安踏集团、福建永辉集团等都是闽商创立，在国内享有盛誉
的商业集团。

地域文化是一个地区共同的文化传承、风俗习惯、价值
观念与精神内涵等的集合，其中，商帮文化是地域文化重要
的组成部分。闽商之所以取得这些成就，与闽商文化的精神
内涵分不开。在2004 年召开的第一届世界闽商大会上，福建
省委、省政府将闽商精神概括为“善观时变、顺势有为，敢
冒风险、爱拼会赢，合群团结、豪侠仗义，恋祖爱乡、回馈桑
梓”。[2]

闽商文化作为具有强烈特点的地域文化，对于该地区青
年产生了深远影响，进而影响到青年创新创业的实践，作为一
种精神力量反作用于现实。笔者从福建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
角度出发，研究闽商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及其对青年的影响问
题。

一、闽商文化在福建省大学生创新创业中的传承问题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营造无疑给中国经济发

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变化，在这个创新主导的时代当中，大学

生创业团队成为了活跃的一个群体。作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体系的主干，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培育体系中发挥着关键作
用。

2015 年7月，福建省教育厅发布深化福建省高校创新创
业教育改革十六条措施，以进一步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些措施包括设立省级专项资
金、建立多种办学模式、保障学生创新创业等方面。[3]

课题组对福建省闽籍大学生创业者进行问卷调查，分发
问卷1000 份，回收923 份有效问卷。通过对“创业者重要的
素质”多选项进行问卷调查，再把各项加总，计算出福建省
闽籍大学生创业者对于各项素质重要性的排序。通过数据分
析，发现：“创新能力”与“勇于拼搏”是创业者最为看重的，
“把握机会”“共享合作”反映了福建省大学生对于创业者在
行业内注重看准时机，并懂得分享资源、互利共赢。选项权重
排名第三梯队的“感恩回馈”和“热爱家乡”表明了新时代的
大学生懂得感恩，回馈社会的良好品德。（表1）

如上所述，福建省大学生创业者认为的创业者重要的素
质中排名前列的六个选项——“创新能力”“勇于拼搏”“把
握机会”“共享合作”“感恩回馈”“热爱家乡”等，分别对应
了闽商精神中的“善观时变”“爱拼会赢”“顺势而为”“合群
团结”“回馈乡梓”“恋祖爱乡”等，由此可见，闽商文化在福
建省高校大学生创业群体中得到了传承。

二、福建省大学生传播传承闽商文化的策略
笔者走访福建省各大高校发现，不少高校创业者存在对

创业风险预估不足，选择的创业领域风险大，创业初期就面
临困难；大学生社会阅历欠缺，社会资源不足，在市场环境
下难以开展商业活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环节缺失，福建省
大学生在创业环节缺乏专业知识指导等问题。为了解决福建
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当中面临的不足，可以从闽商文化传播传

表 1 创业者重要的素质（N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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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的角度出发，从闽商创业过程当中汲取经验，为现实提供
决策参考。

（一）充分利用台湾优秀资源
闽商文化当中一个重要的特质是“善观时变”“顺势而

为”，海外成功的闽商都善于利用当地的有利资源为企业提
供支持。应该充分利用福建省的区位优势和闽台经济交往频
繁的时代特点进行创业。林其锬先生编著的《五缘文化与中
华民族复兴》一书中，强调五缘，分别是亲缘、地缘、神缘、
业缘、物缘。[4] 福建省大学生在与台湾地区人民的经济文化
交往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两岸人民在语言、风俗、饮食、信
仰等方面的相似性，建立起良好的交流沟通，进而共同发展
商业活动，促进经济合作与交流。

以厦门理工学院为例，厦门理工学院的潘阳同学在大学
三年级台湾学习交流期间受到台湾专家的启发，于大四回学
校期间着手开发一体化的LBS诱导的智慧型城市。该项目于
2016 年9月16日-18日参加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并获得银奖。[5]

海峡两岸一衣带水，台湾地区在市场拓展方面有赖于依
托大陆广阔的市场空间，大陆的商业活动也需要从台湾地区
借鉴学习相应的优秀经验。福建与台湾隔岸相望，为福建与
台湾高校的交流提供地理上的便利条件，福建省高校大学生
应该充分利用台湾地区的优秀资源，为创新创业创造有利条
件。

（二）从文化创意产业着手创新
“文化创意产业”代表一种文化创新创造思维与社会各

方资源结合生存的经济形态，即充分发挥文化创意在生产要
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

近年来，文化创意产业也很受大学生欢迎，作为创新创
业尝试的重要行业领域，不少优秀的作品和项目不断涌现。
课题组经过调研和对历届福建省大学生创业相关赛事参与
情况的数据分析发现：福建省的大学生创业团队当中，有超
过34%的学生从事的是文化创意行业。相较于需要高成本
投入和高风险的传统行业，文化创意型小微企业具有相对低
成本、高创新、高市场融合度等特点，更适合艺术、传媒等专
业的大学生自主创业。

建议福建省大学生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进行创新创业
活动：

1.传媒产业，包括：出版、录像、广播和电视与新媒体的
结合等；

2.创业设计，包括：广告设计、建筑设计、服装设计等；
3.创意设计，包括：表演艺术、音乐创作、视觉艺术等。
台湾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较为成熟，福建地区的高

校大学生可以充分学习借鉴台湾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先进经
验，为创新创业提供支持。如今大学生的文创企业产品也如
雨后春笋般步入各网络与实体商铺，逐渐占据每年福建海峡
多个地区的展销会平台，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海内外天使投资
者的目光，这有助于推动福建经济的发展。

（三）网络红利为创业助力
李克强总理在2015 年两会上倡导“互联网+”。“互联网

+”被作为政策推出来，是因为当前是“双创”时代，大部分
创新创业项目或多或少都与移动互联网相关。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2014 年9月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公开发出“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号召，“双创”一词由此开始走红。[6]

“互联网+”代表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即充分发挥互联网
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
网为基础设施和实施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福建省大学生
可以着眼于开发与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联系紧密的创新创
业项目。

大学生可以发扬闽商文化当中“顺势而为”的精神，开发
“网络软件及计算机服务”等领域。身为中国人民大学学生
的刘强东在校期间就关注计算机技术领域，利用课余所学的
编程技术与社会资源洽接，赚得第一桶金。他在创业之初就
从贩卖电子数码产品起家，在经历了企业规模扩大后，他毅
然决定把线下实体经营模式转变为线上销售，创造了京东商
城的前身——京东多媒体网。

从小微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的蓬勃兴起，再到互联网巨头
BAT发展体量呈几何数增大，互联网时代为我国企业的创
新发展创造了无数创业机遇。只要把握时代脉搏，抓好发展
机遇，就可以利用互联网的红利为福建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助
力。

三、结语
已有关于大学生创业的研究，存在研究没有与大环境紧

密结合；对国家政策层面、经济发展趋势方面关注不够；没
有从“互联网+”等新媒体角度切入；也没有与国家对大学生
创新创业的扶持力度以及福建省教育厅颁布的政策结合起
来等问题。

笔者从闽商文化的传播和传承的角度出发，指出福建省
大学生创新创业应该从地域优秀文化——闽商文化当中汲取
优点；闽商文化的传播和传承需要落实到青年创业者的行动
中。

笔者从国家政策与福建省政策的时代潮流出发，指出大
学生创业应该充分利用台湾优秀资源发展、从文化创意产业
切入、利用“互联网+”时代的网络红利等。课题组的研究对
福建省大学生在文化创意领域的实践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可
以推动大学生的创新创业发展，促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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