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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素有福建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之称，，丘陵面积丘陵面积
达到达到8080%%以上以上，，为全国之最为全国之最。。由于平原较少由于平原较少，，耕地耕地
贫乏贫乏，，再加上长期处于海防前线再加上长期处于海防前线，，新中国成立之后新中国成立之后
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福建都属于经济发展相对落福建都属于经济发展相对落
后的省份后的省份。。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 7070年来年来，，福建人民充分发福建人民充分发
挥敢拼实干精神挥敢拼实干精神，，使福建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使福建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
省份迈入先进行列省份迈入先进行列，，从交通闭塞之地变成通达世从交通闭塞之地变成通达世
界的便捷之地界的便捷之地，，从海防前线变为改革开放前沿从海防前线变为改革开放前沿，，从从
当年的贫困之地成为如今的小康富裕之省当年的贫困之地成为如今的小康富裕之省，，从生从生
态底色好提升到绿色发展强态底色好提升到绿色发展强，，走上了一条机制活走上了一条机制活、、
产业优产业优、、百姓富百姓富、、生态美的高质量发展道路生态美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经济社会大跨越

作为中国最早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省份之一，
福建省坐拥台、侨、海等多重优势，联结闽三角、辐
射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发达经济圈，近年来更是实现
综合实力稳步提升、经济发展翻天覆地的变化。
GDP 从 1952 年的 12.73 亿元跃升到 2018 年的
35804亿元，增长2812倍，占全国比重由1.9%提升
到4.0%，经济总量从全国后几位提升至2018年的
第 10 位。人均 GDP 从 1952 年的 102 元提高到
2018 年的 91197 元，增长 893 倍，位居全国第 6
位。财政实力不断增强，全省财政总收入从 1952
年的2.20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5045.43亿元。

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建经济以农业为主，1952
年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 65.9∶19.0∶15.1，到 1978
年，调整为 36.0∶42.5∶21.5。改革开放后，福建加
快产业调整步伐，到2018年三次产业结构比例调
整为6.7∶48.1∶45.2，基本形成了农业基础稳固、工
业生产能力全面提升、服务业全面发展的格局。
农林牧渔业内部结构日臻完善。工业结构向中高
端化调整转换步伐加快，电子、机械、石化三大主
导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纺织、食品、石材、水暖等传
统行业部分企业工艺技术装备达到国际或国内先
进水平，福州新型显示、福州新型功能材料、泉州
集成电路、宁德新能源汽车、莆田新型纺织功能材
料等新兴产业集群加快发展。服务业逐步成为经
济发展的主要支撑，现代物流、金融服务、旅游三
大主导产业加速发展，信息服务、健康养老、文化
创意、科技服务等蓬勃发展，平台经济、分享经济、
体验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

同时，所有制结构呈现多元化。福建非公有
制经济从无到有迅猛发展，成为拉动经济快速增
长的重要力量。2018 年，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
24311.37亿元，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8.6%，占
GDP 的比重连续 7 年保持在 67%左右，2018 年为
67.9%；规模以上工业中，非公经济增加值占比为
86.5%；非公经济类型单位在岗职工占比从 1984
年的0.3%提高到2017年的75.1%。

交通运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官”，新中
国成立 70年来，福建省交通发展日新月异。据不
完全统计，1949 年，福建全省公路里程只有 1853
公里，至 2018年，仅高速公路总里程就达 5155公
里，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9倍。1956年福建铁路里
程只有354公里，到2018年铁路运营里程达3509
公里，铁路路网密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在航
运方面，形成了以福州、厦门国际机场为主，晋江、
武夷山、连城等中小机场为辅的干、支线机场相结
合的空港体系，开通国内外航线 100 多条。沿海
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从1949年的29.69万吨增加
到2018年的56130.82万吨，增长了1890倍。

铁路彻底改变了福建交通闭塞的局面，促进
八闽大地与全国各地联通对接，为经济社会发展
注入了强劲动力。

1957 年 4 月，连接江西鹰潭和福建厦门的鹰
厦铁路全线通车，福建迎来了第一条出省铁路通
道。1998年，峰福铁路全线贯通，福建打开了第二
条出省铁路通道。

2009年9月，温福铁路通车运营，福建正式进
入动车时代。2010 年，福厦铁路的开通，拉近了
福建省内福州、厦门两个主要城市的时空距离，两
地间人员交流更加密切。

2012年，龙厦铁路建成通车，闽西革命老区迈
入“动车时代”。

2013年，向莆铁路开通，打通福建连接内陆腹
地的通道；厦深铁路通车，东南沿海铁路大通道贯
通，构建起闽东南和珠三角的“黄金走廊”。

2015年，合福高铁通车，福建跨入“高铁时代”。
2018年12月通车运营的南龙铁路，与合福高

铁以及杭深、龙厦铁路一起形成高等级快速铁路
环状通道，使福建省内连接地市快速铁路环线封

“口”成形，福建省内各地人员往来更加密切，进一
步助力福建省内产业布局及旅游产业升级，带动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绿色”为底促发展

生态资源是福建最宝贵的资源。至 2018年，
福建省森林覆盖率达 66.8%，连续 40 年保持全国
第一。同时水质、空气质量、森林覆盖率等关键性
指标持续优化，2018年全省12条主要河流Ⅰ类至
Ⅲ类水质比例达 95.8%，9 市 1 区空气优良天数比
例为 97.6%，PM2.5浓度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三分之
一，生态美成为福建发展的突出优势。

福建省通过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探索生
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促进机制，探索以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不断释
放生态红利，将绿色化作福建发展最好的“底色”。

多年来，福建坚持绿色发展，对占全省县（市、
区）总数 40%的 34 个县（市、区）和南平、龙岩、三
明、宁德、平潭 5 地市取消了 GDP 硬性考核，把考
核重点放到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贯彻落实新
发展理念和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上。创新绿色发展
机制，进行生态区位商品赎买改革，完成赎买23.6
万亩，实现“社会得绿、林农得利”。实施全流域上
下游生态补偿制度，仅闽江、九龙江、鳌江、汀江四
条流域的补偿资金就达55亿元。同时开展排污权
交易、绿色金融、用能权有偿使用等系列制度创
新。坚持环境保护优先，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
大保卫战，生态福建、清新福建已经成为现实。

“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山清水秀是
福建的最大资源和资产，也是福建最宝贵的形象
和品牌”。为此，福建全省坚决守好生态底线，决
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通过国家生
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推动调结构、优布局、强产业、
全链条，促进传统粗放式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向
绿色低碳转变。截至2018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
增长 13.9%。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福建全省生产
总值比重 45.3%，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50%，成
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柱。

区域协调“齐步走”

福建既面向广阔海洋，又背靠崇山峻岭，区域
发展极不平衡。为此，推进闽东北、闽西南两大协
同发展区建设，是坚持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的重
要举措，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深化山海
协作、推动城乡统筹的“福建方案”。从2018年开
始，福建省委、省政府快速部署、提高站位、积极作

为，着力抓好协同发展区规划编制、项目实施、信
息沟通、事务协调、调查研究等工作，目前两大协
同发展区建设开局快、起步稳、态势好。

2018 年两大协同发展区共梳理出 149 个项
目、总投资约1.45万亿元，其中筛选出重点协作项
目 53 个、总投资 6969 亿元。截至 2018 年底，149
个协同区重大项目进展顺利，累计完成投资约
1854 亿元，投资完成率 118.1%。2019 年筛选闽
西南协同发展区重大协作项目 101 个、总投资
12507.8 亿元；闽东北协同发展区重大协作项目
136个、总投资11027.77亿元。

目前，两大区域协作成效显著。基础设施方
面，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对接，厦漳同城
大道、南三龙铁路等项目建成投用，福厦客专等一
批项目加快建设，莆田—福州长乐机场城际铁路

（F2 线）、厦门轨道交通 6 号线及漳州角美延伸段
等跨区域重大项目前期工作加快推进，立体交通
网络逐步完善；产业配套协作方面，闽东北协同区
围绕上汽集团宁德基地、宁德时代新能源动力电
池生产基地等龙头项目加快建设；社会事业方面，
目前两大协同发展区已有 26个县（市、区）建立基
础教育帮扶机制。省协和医院平潭分院建成使
用，福州儿童医院牵头76家医院组建“闽东北儿科
联盟”；生态协同保护方面，推进闽江、九龙江等重
点跨市流域综合治理，闽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
态保护修复试点有序推进，区域环境污染联防联
治、生态环境设施共建共享进一步加强。

新中国成立 70 年特别

是改革开放以来，福建成功

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

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

大转变，国民经济发展实现

历史性飞跃，一个更加现代

化和美好的福建正在变为

现实。

改革开放之前，福建省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发展速度

缓慢。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

了福建生产力，有力推动了福

建经济发展。1979年至2017

年，福建GDP从74.11亿元增

长到32292.09亿元，年均增长

率为12.3%；人均GDP从300

元增长到82960元，年均增长

率为10.9%。可以说，在全国

所有省份当中，福建是改革开

放受益最大、进步最快的省份

之一。

福建之所以取得如此令

人瞩目的成就，一是通过改

革发展民营企业，为经济发

展注入强大活力；二是通过

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

经济高速发展。

得益于改革的持续深入

推进，福建民营经济异军突

起，探索出一条以“晋江经

验”、泉州模式为代表的民营

经济发展道路。值得一提的

是，福建民营企业注重品牌

效应，涌现出了“恒安”“安

踏”“七匹狼”等知名企业，代

表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方向。

发展外向型经济也是福建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

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福建抓住中央建设经济特

区、沿海开放城市、福建自贸试验区及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等政策机遇，通过内联外引的方式引入大量外

商投资，同时大力发展对外贸易。

目前，福建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我们在看到过去70

年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要认清其面临的新一

轮严峻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福建未来经济建设

应从以下3个方面着眼：

继续深化改革，壮大民营经济。既要构建公平

的政策环境和竞争机会，完善市场监管体系，消除民

营企业行业壁垒，开拓民营经济新的增长点，又要进

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抓住人工智能浪潮，大力发展数

字经济，促使民营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充

分利用国家建设福建自贸试验区以及大力推动“一

带一路”的契机，推动商事制度改革，保证外资平等

使用生产要素、享受同等国民待遇及法律保护，全方

位扩大对外开放。

建设“大双城”，努力成为全国经济版图中的重

要一极。与长三角、珠三角等超大城市圈相比，以福

建为主体的海峡经济区尚需强化规模效应。因此，

福建要增强厦门、福州的中心城市实力，发挥龙头带

动作用与示范作用，通过建设“大厦门市”“大福州

市”，即“大双城”的方式成立城市群，进而形成规模

效应，以此壮大海峡西岸经济区实力，促使其成为中

国经济版图中的重要一极。

（作者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亚南经济研
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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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三江口风光。 王少敏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