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福建省突出抓龙头、铸链
条、建集群。205 家省级龙头企业实现产
值 8093.95 亿元，增长 18.6%。培育形成
主营业务收入超百亿元企业 37家，产值超
500 亿元产业集群达到 16 个。服务业持续
发 展 ， 实 现 增 加 值 9525.49 亿 元 ，增 长
8.3%，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 39.6%。金融
业增加值增长 13.3%，积极发展消费金融和
新型消费业态，信息消费规模达 2650 亿
元，增长 19%。实现旅游总收入 2707.62 亿
元，增长 18.4%，新增 A 级以上景区 53 个。
创新驱动战略再现新成效。新设立国家和
省级新兴产业创投基金，新增 5个国家地方
联合创新平台、141家高新技术企业、126
家创新型企业、2 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2 个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全年发
明专利授权量增长 16.5%。

这一年，福建省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改革不断深化。政府机构改革稳步推
进。积极推行省级行政权力清单制度，
省级保留行政审批事项仅为 310 项，省级
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减少为 19 项，外商
投资项目由全面核准改为以备案为主管
理方式。通过加快工商登记制度改革，
企 业 登 记 前 置 许 可 项 目 现 在 仅 保 留 17
项，新登记企业数增长 71.1%。在基础设
施、社会事业、特许经营等领域推出了
122 个项目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建设运营，
32 个项目开展 PPP 试点，17 个项目开展
省级政府购买服务试点。

这一年，福建省外经贸发展水平有新

提升。全省出口 1134.6 亿美元，增长 6.6%。
在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全省核准备
案对外直接投资额27.7亿美元。中国（福建）
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设立。福建省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实际利用东盟投资增长
69.8%，中国—东盟海产品交易所开业。实际
利用台资 11.9 亿美元，增长 10.9%，10 家台
湾百大企业、行业龙头在福建增资扩产。平
潭综合实验区新增台资项目 154 项，宸鸿
科技（平潭）建成投产，台湾创业园投入运
营，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开业。

这一年，福建省以落实国家支持福建
省加快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各项支持
政策为依托，持续推进“四绿”工程，完成植
树造林 163.9 万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56
万亩。通过实施宜居环境建设行动计划，深
化“点线面”攻坚，实施城市“三边三节点”
项目 235个，整治村庄 1085个，创建美丽乡
村示范村 110 个。在全省开展节能减排低
碳发展行动，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实施细则责任分工方案，23 个城市空气平
均达标天数比例为 99.3%。

这一年，福建省农业继续保持了平稳
发展，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 4.5%，粮食总
产量 667 万吨。通过建立耕地保护激励机
制，推进农村土地整治，新增耕地 11.9 万
亩；通过实施千个现代农业重点项目，加快
发展设施农业，新增设施果蔬基地 11.6 万
亩、省级以上现代林业示范基地 18.3 万亩、
省级现代渔业产业园区 20 个，农作物良种
覆盖率 97.3%。“一区两园”建设完成投资

62.5 亿元，增长 25%；通过推进农业产业化
经营，428 家省级以上重点龙头企业销售收
入达到 2131.68 亿元。通过创新农业生产经
营体系，培育发展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 62
家、土地托管合作社 56家，成立土地流转服
务信托公司 9家。新增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
点县 25个，总数达 28个。

这一年，福建省在教育领域扩大优质
教育资源覆盖面，开展农村薄弱学校“委托
管理”试点，促进教育公平，新增 108 所公
办幼儿园，增加 3.3 万个幼儿学位和 7.3 万
个中小学学位，学前三年儿童毛入园率
96.9%，92.6%的义务教育学校基本实现标
准化。城乡居民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实现
转移衔接，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增
加到 2053 元，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省定标
准提高到 70 元。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惠及
88.61 万人，农村低保省定标准提高到家庭
年人均收入 2100 元。基本实现了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和村卫生所基本药物全覆盖，新增
床位 8630 张以上，常住人口每千人床位数
4.33张，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得以全面实施。

这一年，福建省开工建设保障性安居
工程 12.86 万套，基本建成 12.13 万套，均超
额完成国家下达任务。通过加大扶贫力度，
推进苏区老区发展，41 个县市纳入了赣闽
粤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23 个省级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加快发展，第四轮整村
扶贫开发有序推进，完成“造福工程”危房
改造 5 万户，解决了农村 262.2 万人饮水安
全问题，超过 20万人实现减贫。

在过去的一年里，福建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他们依托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点这一优势，在改
革开放以来与东南亚各国建立的稳定经贸关系基础上，
大力推动福建由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向东南亚沿岸国家的
深度合作。一个大鹏展翅、鹤舞霓裳的绚烂画面正在徐
徐展现在世界面前。

作为我国面向亚太地区的主要开放窗口之一，福建
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方面具有
独特的优势。泉州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海上丝
绸之路起点之一，福州长乐太平港是郑和七下西洋的重
要基地，漳州月港是明朝中后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
港。东南亚 2000 多万华侨华人中有 1000 多万人祖籍
福建，两地地缘相近、习俗相似、文化趋同，民间交流量大
面广。此外，福建产业基础完备，尤其是建材、纺织服装
鞋帽等产品在国际市场很受欢迎。东盟不仅是福建资源
型产品的重要原料来源地，而且是拥有近 6 亿人口的消
费市场，中东则是福建省矿产资源重要来源地。

近年来，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福建在基础设
施建设方面投入巨大。铁路、高速公路、港口、机场等
基础设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加速推动。与
东南亚各国的海洋合作取得了新的进展，福建出台了
加快远洋渔业发展的措施，推动在印度尼西亚等国合
作兴建了一批远洋渔业基地和渔业养殖基地；设在福
州的中国—东盟渔业产业合作及渔产品交易平台“中
国—东盟海产品交易所”已正式开业。福建省海洋渔
业厅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的企业、科研单位正在
商讨海洋与渔业科技交流、产品贸易、产业开发等事
宜，推动落实具体合作的项目。

外贸市场稳步拓展。近年来，福建出台了促进外
贸稳定增长 9 条措施等政策，从培育壮大重点出口行
业、支持开拓国际市场、培育出口品牌、拓展口岸货
源腹地、优化退税服务、改善通关环境、加大出口金
融支持力度、支持开展出口信用保险等方面给予支
持。组织企业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并成功举办了
中国 （泉州） 海上丝绸之路品牌博览会。双向投资促
进产业深度对接。福建省分别在新加坡、印尼举办福
建投资项目对接会；与泰国、马来西亚在省内联合举办
双向投资项目对接会，依托重大招商活动宣传“海丝”品
牌。通过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这一平台，福建成功
举办了“合作、发展、共赢——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专题论坛、“漳州味—东盟行”等活动。在这些活动
中，海上丝绸之路元素成为重要亮点。

人文交流逐年扩大。福建省商务厅负责人告诉记
者，除了经贸交流的进一步深化和提升，人文交流也是
福建与东南亚各国近年来着力推进的重要内容。福建与
东南亚各国间教育人才交流合作扎实推进，积极开展文
化遗产保护交流合作，成功举办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等。在泉州举办的首届中国阿拉伯城市论坛上，成立了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城市联盟”，中阿 5个城市签署了
建立友好城市意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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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福建省实现国内生

产总值24055.76亿元，增长9.9%；

公共财政总收入3828亿元，增长

11.6%；地方公共财政收入2362.29

亿元，增长11.5%；全社会固定资

产 投 资 18449.48 亿 元 ，增 长

18.8%；外贸出口1134.6亿美元，

增长6.6%；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71.1亿美元，增长6.5%；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30722 元，增长

9%；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650

元，增长10.9%⋯⋯

与这些数字相映衬的，是科

学发展、跨越发展的积极举措和

喜人成效

阅 读

提 示

在福州市的沙盘上，蔚蓝的水系迤
逦向东，蜿蜒汇入滔滔东海。密如蛛网
的立交桥、高架路像一条条毛细血管沟
通城市的静脉和动脉。当视线由四周高
山耸立的福州城区向东望去，一条大江
把这座城市引入一片豁然开朗的冲积平
原。这里就是初绽新容的福州新区。

福州市发改委负责人对 《经济日
报》 记者说，福州新区地处福建省主体
功能区规划的重点开发区域，也是福州

“东进南下，沿江向海”发展战略的主要
区域，范围包括马尾、仓山、福清、长
乐、连江、罗源等沿海、沿江 6 个县(市)
区的 28 个乡镇。新区规划控制范围约
986 平方公里，区位条件优越，港航设
施完善，产业基础坚实，文化底蕴深
厚，生态环境优美，具有较强的发展实
力和潜力。长远看，它将成为海峡西岸
经济区重要的产业集聚区、经济增长区
和改革开放先行区。福州新区定位于海
峡两岸深化合作交流主体区、生态文明
建设先行区、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示范
区、国家扩大对外开放新门户、海西经

济区现代产业高地、城乡统筹发展改革
试验区。到 2030年，新区开放开发将实
现重大跨越，进而形成海峡两岸交流合
作主体区，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影
响力显著提升，基本建成经济发达、社
会和谐、生态优美的现代化新城区，成
为带动区域发展的重要引擎。

随着福州新区建设大幕拉开，人
流、物流、资金流不断向这里集聚，以
马尾新城为核心、涵盖从江阴半岛到罗
源湾的福州沿江沿海开发地带的福州新
区正在加速崛起。

2014 年，福州新区启动的重点项目
建设达 300 个，总投资 7753 亿元，涉及
交通、能源、工业科技、城建环保、农

林水利、商贸旅游、社会民生等各个领
域，建设资金包含财政投资，国企、民
企、外资投资，社会民间投资等多种渠
道，全年完成投资超过 1000亿元。

位于新区的福州港是全国 25 个沿海
主要港口之一，也是对台直航试点口岸之
一，拥有闽江口、江阴、松下和罗源湾等4个
港区，生产性码头泊位达100多个，港航设
施完善，开展对外经贸合作条件得天独厚。

着眼于服务全省发展大局，福州市
提出要把福州新区建设成为海峡两岸深
化合作交流主体区，率先推动榕台商
业、通信、环境、旅游、娱乐文化等行
业扩大市场开放；构建便捷高效的直接
往来枢纽，推动两岸空中直航航线向内

陆省份和国际市场延伸，开辟福州港至
台湾本岛的客货滚装快捷走廊，实现新
区至台湾本岛海上客运直航常态化。

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杨岳
表示，福州市举全市之力，努力把福州
新区打造成为承接历史机遇的战略平
台、跨越赶超的战略支点，带动闽东北
一翼加速崛起，以促进实现“百姓富”
与“生态美”的有机统一。

“福州新区发展中，将强化环境保
护，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发
展，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促进绿色
发展，逐步构建低碳化、高附加值化、
高技术化的绿色产业体系。”福州市市长
杨益民说。

福州新区：

既要百姓富 也要生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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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福建的铁路、高速公

路、港口、机场等设施的建设速度前所未有；在

扩大外贸方面，优化退税服务、改善通关环境、

加大出口金融支持等政策持续优化；在人文交流

方面，积极开展文化遗产保护交流合作，成功举

办了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左图 图为福建省龙岩市

永定县土楼。

右图 图为福建省莆田市

的鲍鱼养殖场。

左图 福建省莆田市环境

优美的乡村。

中图 图为福建省平潭风

力发电场。

右图 福建省国际石材交

易中心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