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朔：兼收并蓄终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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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 | 秦朔 

厉以宁先生 2 月 27 日去世。1993 年，我随反映广州改革开放 15 年

的电视专题片《南方的河》摄制组到厉先生家中采访，当时我负责打电话

联络，采访是时任新华社记者的王志纲老师做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厉先

生，30 年前的事了。 

过去就很喜欢厉先生写的诗词，最近回看，觉得更能体会其中的意涵。 

他在 1955 年大学毕业时的自勉中写道：“兼收并蓄终宽阔，若谷虚

怀鱼自游。”在 1980 年改革初起时写道：“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

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 

在1981年游青城山时写道：“缓流总比急流宽”“疏导顺情国自安”。

在 1996 年为《转型发展理论》一书出版写道：“边城集镇荒丘，大山沟，

多半见闻来自广交游。下乡怨，下海恋，下岗忧，了解民情不在小洋楼。” 

脑子里想着这些诗词，对眼前看到的一些经济、产业现象，也有了新

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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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为生产性创新和高质量发展鼓与呼，做过很多相关调研和报道。 

与此同时，我也写过《高质量发展与低门槛创业可否同行？》等文章，

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超大规模且各地差异很大的经济体，如同金字

塔，固然需要高大上、高精尖、高科技的东西在最上面引领，也需要与 14

亿人日常生活紧密关联的大量制造活动、服务活动作为基座。 

我反对那种动辄就把传统产业视为低端的观点和做法，认为很多传统

产业乃是基础产业，是永远存在的。传统不是落后，恰恰要去传承，只是

如何不断提升其品质、水平的问题。也有的传统产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

如绿色环保方面有欠缺，确需升级，但这也有一个过程，不能操之过急。 

就说农业，很传统，就没有高科技吗？有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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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中国人爱吃鸡，但白羽肉鸡的种源长期全部依赖进口，国家每

年需要的种鸡量大致为五六千万套。实现种源自主，就要突破关键技术。

去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已经成立了白羽肉鸡研究中心，他们自主育成的几个

白羽肉鸡的新品种也通过了国家审定。 

种猪也有类似问题。我国本土种猪的市场占有率只有百分之几。2020

年国家进口种猪超过 2 万头，主要来自法国、丹麦、英国、加拿大等国。

引进一头种猪，加上运输费、隔离费等，平均要 4 万元左右。要解决这一

“猪芯片”的问题，需要足够的技术投入、政策保障和专业人才支撑。 

我国在杂交水稻、紧凑型杂交玉米的育种上国际领先，但蔬菜种子的

差距就很大。过去有所谓“外国种子论粒卖，国产种子论斤卖”之说，说

的就是两种种子间的差别。 

还有农业机械的问题。《瞭望周刊》前年刊文，援引江苏大学收获装备

研究院执行院长李耀明的观点，指出“我国农机与欧美日有近 30 年差距”。

教育部等编制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预测，到 2025 年，农机人

才缺口将达 44 万人，在“中国制造 2025”十大重点领域中缺口比例最高，

超过 60%。为何缺口这么大？一个原因是，“招生的时候，不少家长、学

生听到‘农’字就摇头”。 

人们之所以“闻农而避”，是不了解农业也大有可为，比如可以走一

二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之路，即日本、韩国所说的，把农业做成“六次产业”。

这里的关键是延伸产业链，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创意设计、价值提



 

 - 5 - 

升，实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等等。 

中国式现代化，是方方面面的现代化。农业、工业、服务业都要现代

化。如果脑子里只装着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区块链、元宇宙等等，

政策都向这样的高地倾斜，忘了农业也是科技大显身手的舞台，是非常偏

颇的。 

兼收并蓄终宽阔。高质量发展也是协调发展，均衡发展，不能顾此失

彼，厚此薄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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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中，很多地方还是习惯在产业规划和产业发展中追风口，赶新

潮，“喜新厌旧”，甚至不顾自身条件，一窝蜂而上，最后留下一地鸡毛，

而本地原有的基础产业因为不受重视，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科创是当今重大主题，每个地方都应该用科创思维审视自己，让科创

成为带动现有产业发展的内生力量。但这不等于，每个地方都要去搞硬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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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和先导产业。 

以生物医药产业为例，对各地政府工作报告的不完全统计显示，全国

已有 29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将医药制造业、生物产业列为优势产业、优

先发展产业等，399 家国家级产业园区（国家级高新区 169 家，国家级经

开区 230 家）有超过一半将生物医药作为重点发展方向。 

其实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很不容易。生物医药产业是苏州的“一号产

业”，苏州是全国的第一梯队。前不久我到苏州学习交流，得知 2022 年

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实现了规上工业产值 2188 亿元，企业超过 3800 家，其

中规上企业 569 家，市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 39 家，上市企业 32 家，苏州

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集群入围了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BioBAY）2006 年从苏州工业园启航，17 年沿

着一个方向前进，一张蓝图绘到底，才有了今天的地位。尽管如此，如果

单看产值，苏州 2022 年工业总产值为 4.36 万亿元，生物医药产业只占 5%

左右，相当于苏州的沙钢集团 2021 年营收（3028 亿元）的 72%。 

苏州经济发展水平很高，有很强的实力先行投入，“一号产业”坚持

了 17 年，目前的产值也不算大。全国那么多地方都要搞生物医药产业，基

础、条件、场景、耐心，都做好准备了吗？值得好好想想。 

各地也很热衷半导体行业和人工智能，估计也有类似的情况。 

对战略新兴行业，有选择性地进行政策倾斜，是必要的。但一定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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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求是，要有度，更不能教条化，“唯此为大”，对其他产业产生排斥性

的心理。 

例如我们的资本市场，对能体现新动能的科创企业有巨大支持，对传

统行业则缺少感情。创业板就曾提出，“农林牧渔、农副食品加工、采矿、

食品饮料、纺织服装、黑色金属、电力热力燃气、建筑、交通运输、仓储

邮政、住宿餐饮、金融、房地产、居民服务和修理等传统行业，原则上监

管层不支持属于上述行业的企业申报创业板上市”。当然创业板也支持

“传统产业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深度融合”，但对“传统”

二字天然带有偏负面的看法，是明显的。 

这么多行业，原则上都不能申报创业板，到底合不合理？ 

在注册制背景下，只要企业合法诚信经营，有持续发展能力，能为投

资者创造价值，为何不能放宽尺度？ 

更何况，这些行业里的很多企业，在价值链的不少环节中对科创的运

用也很广泛，可以说他们是科创型的农林牧渔企业、农副食品加工企业、

食品饮料企业，等等。为什么不能用新眼光去看待他们呢？ 

国家提出要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大量和衣食住行相关的消费品生产企业，能不能也为他们广开上市之门

呢？ 

前一段我曾向一位交易所的同志请教，对消费品企业上市为何这么苛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29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