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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福 建 省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党 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提高效率、提升效能、

提增效益，勇担使命，狠抓落实，全方位推进高质

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新突破。

建设创新型省份

每隔一段时间走进位于福州高新区的中国

东南（福建）科学城，都会感受到这里的变化。作

为福州市建设创新型省会城市、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而谋划的重大计划和举措，目前，中国东南

（福建）科学城多个项目已基本完工或将于年内

完工并投入使用。

伟兴有限公司 5G 通信配套设备及基础配电

设备生产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30 亩，包括厂房、

办公楼、产品研发楼和数字化多功能立体仓库

等。项目建成后将引进自动化安装生产线 30

条，打造高效、高速通信设备及基础配电设备生

产基地；福建晟哲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用

地面积 28.12 亩，项目将投入 3 条机加工生产线、

2 条冷作生产线和 4 条装配线，预计年产液晶面

板自动化设备 600 台、新能源电池检测设备 60

台、其他自动化设备 50 台，以及设备配套产品

750 套。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

标，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

经济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我们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福建省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孟芊表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福建坚持建设创新型省份，着

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不断向纵深延

展，科技创新持续赋能高质量发展。

针对创新资源薄弱、科研投入不足等痛点，

福建大力建设各类创新平台，通过对制约产业发

展的“卡脖子”技术和孕育新兴产业的新技术研

究 攻 关 ，加 快 推 进 福 建 创 新 链 和 产 业 链 协 同

发展。

孟芊表示，福建以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

创新平台体系布局逐步完善，推动设立省创新研

究院，建设光电信息、能源新材料、生物制品等

6 家省创新实验室，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

新能源等重点领域推动设立省级及以上工程研

究中心（工程实验室）128 家、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71 家，新增数量居全国前列。

福建加快打造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石

油化工、现代纺织服装等万亿元级支柱产业，重

点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生物与新医药、智能化高

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万亿元级产业集群加

速形成。福州市新型功能材料、厦门市新型功能

材料、厦门市生物医药及莆田市新型功能材料

4 个集群纳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

程。2021 年福建省有 18 家企业入选中国 500 强，

6 家企业入围世界 500 强。

构建产业新体系

7 月 12 日，位于福建泉州泉港石化园区的中

化学天辰泉州 60 万吨/年环氧丙烷项目正式启

动建设。该项目总投资 66 亿元，采用国际先进

技术，具有环保、能耗低等优势，将对泉州石化碳

三、碳四产业链起到强链补链作用。在位于三明

永安市的埔岭汽车工业园区，总投资 20 亿元的

中国重汽集团福建海西汽车有限公司项目也正

在如火如荼地建设。

产业是经济之本，在稳定经济大盘中发挥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产业稳则经济稳。党的十

八大以来，福建沿着“产业优”的发展方向，科学

统筹稳增长、调结构、增动能，推进产业基础高

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

竞争力，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三次产业比

重 从 2012 年 的 8.1∶52.1∶39.8 调 整 为 2021 年 的

5.9∶46.8∶47.3，初步形成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

务业为主体、特色现代农业为基础的现代产业

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福建工业加快向中高端

迈进。福建省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张

文 洋 表 示 ，福 建 全 部 工 业 增 加 值 从 2012 年 的

8711 亿元增加到 2021 年的 17788 亿元，高技术

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从 2012 年

的 9.4%提高到 2021 年的 15.3%。质量效益稳步

提升，2021 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综合

指 数 为 375.14 点 ，创 历 史 新 高 ，实 现 利 润 总 额

4353.3 亿元，为 2012 年的 2.15 倍。电子信息产

业“增芯强屏”取得突破，机械装备产业加快智

能化、高端化升级，石化“两基地一专区”集聚

发展，京东方、上汽宁德、厦门联芯、古雷炼化

一体化一期、中化乙烯等一批重大项目陆续投

产。福建省产值超千亿元产业集群达 21 个，营

收超百亿元企业突破 50 家，宁德时代动力电池

出货量连续 5 年排名全球第一位，福耀玻璃荣

获中国质量奖，青拓不锈钢、恒申己内酰胺等

产品产量居全球前列。

补强产业链的同时，福建还坚

持优化升级，着力提升产业发展层

级，实施培优扶强龙头企业和千家

企业增产增效行动，制定电子信息

等 8 个行业行动计划。当前，福建

省培育形成产值超千亿元产业集群 20 个，规模

超百亿元工业企业 47 家，千亿元企业 2 家，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221 家，国家级制造业

单项冠军企业（产品）27 家。

增强民营经济活力

不久前，第七届世界闽商大会在福州举行，

1200 多位闽商从世界各地回到故乡参会。大会

共征集签约项目 198 项，计划投资 3586 亿元，50

个总投资达 1731 亿元的重大产业项目在会上签

约。厦门恒兴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柯希平表示，

福建举办此次世界闽商大会，充分说明了福建对

民营企业的高度重视。

民营经济是福建省经济的最大特色与优势

所在，已成为福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创

新创业的主体力量和社会财富的活水源泉。数

据显示，福建民营经济总量占全省三分之二以

上，全省近 70%的税收、70%的科技成果、80%的

就业岗位、90%以上企业数都是由民营企业贡献

的。2021 年福建省民营经济增加值 3.38 万亿元、

增长 9.6%，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 69.3%，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达 82%。

党的十八大以来，福建省持续推动民营经

济转型升级，增强民营经济活力，为全方位推

进高质量发展超越提供了有力支撑。福建省

工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福建省相继

推动出台加快民营企业发展 25 条、支持民营企

业改革发展 21 条等系列政策措施。2021 年以

来又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出台《关于支持民营企

业加快改革发展与转型升级的实施方案》《福

建省加大力度助企纾困激发中小企业发展活

力的若干意见》等。这些政策文件从优化发展

环境、拓宽融资渠道、强化龙头带动等方面提

出 扶 持 措 施 ，有 力 推 动 了 民 营 企 业 健 康 快 速

发展。

福建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提出，数字经

济、海洋经济、绿色经济、文旅经济，是福建发展

的比较优势所在，要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其

中，数字经济排在首位。福建民营企业以创

新为引领，加快智能化、工业化、现代化改

造升级，已成为数字创新的重要主体。

七匹狼积极建设数字大中台，整合全

链条管理平台。安踏、正麟高纤等品

牌 和 纺 织 企 业 纷 纷 布 局 智 慧 工

厂、工业互联网项目，新材料、

新 技 术 得 到 广 泛 应 用 ，科 技

创新产品比例大增，让生产

降 本 增 效 。这 些 都 是 数

字经济提升实体产业

品 牌 竞 争 力 的 生

动案例。

“一区多园”协同发展
本报记者 刘春沐阳

福建以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再上台阶

本报记者

薛志伟

刘春沐阳

图图①①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福州丹诺西诚电子科技有限公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福州丹诺西诚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内司生产车间内，，工作人员加紧生产汽车电子零部件工作人员加紧生产汽车电子零部件。。

谢贵明谢贵明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②② 位于福建宁德的宁德时代生产车间位于福建宁德的宁德时代生产车间，，AGVAGV 小车在搬小车在搬

运物料运物料。。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图③③ 航拍福建厦门的地标建筑双子塔航拍福建厦门的地标建筑双子塔。。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不久前，厦门海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举办

了以“百 G 海辰，千亿芯光”为主题的锂电二期奠

基仪式，对外公布签署新西兰新能源项目——

250 兆瓦/500 兆瓦时光伏储能项目开发，并与东

方日升（双一力储能）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锂电二期项目如期开工建设，对我们开展

规模化生产建设，强化储能电芯生产交付能力有

重要意义。”厦门海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王鹏程表示，厦门政府重视新能源产业战略布

局，海辰落户厦门火炬高新区以来，得到了贴心

的前置服务，这坚定了海辰开拓发展的信心。整

个海辰产业园建成后，不仅要力争成为厦门储能

行业的“拓荒牛”，还要在新材料、智能制造领域

通过以商引商，努力起到强链延链补链的作用。

海辰储能锂电二期项目的开工建设使厦门

火炬高新区同翔高新城片区新能源产业集群再

添新动能。作为我国首批国家高新区，厦门火炬

高新区承担着为厦门城市拓荒开路的重任。从

1990 年在厦门湖里小东山起步，到本岛东部，再

到岛外翔安产业区、软件园三期、美峰创谷，再到

陆域纵深的同翔高新城，厦门火炬高新区形成了

“一区多园”协同发展大格局。

“我们始终牢记高新区为国家高科技产业创

新发展探路的使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紧盯科技发展战略前沿，打通从源头培育、成

果转化、企业孵化到产业成长等创新链各环节，

推动产业高端化集群化发展，着力建设创新驱动

发展示范区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厦门火炬高

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赖建州表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厦门火炬高新区围绕建设

“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目标，

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推进园区高质

量发展。过去 10 年，厦门火炬高新区工业总值从

2012年的 1775.08亿元增长到 2021年的 3453.8亿

元，增长 94.5%；营业收入从 2012年的 1881亿元增

长到 2021年的 4530亿元，增长 141%；2012年上市

企业10家，2022年上市企业达到23家⋯⋯

如今，厦门火炬高新区集聚平板显示、计算机

与通信设备、电力电器、软件与信息服务、半导体与

集成电路五大主导产业。其中，平板显示、软件与信

息服务、计算机与通信设备三大产业已成为千亿

元级产业集群。戴尔、天马、友达、宸鸿、冠捷等企业

支撑作用明显。重大项目密集落地，先后引进天马

6代 AMOLED、中创新航、海辰储能、厦门时代、天

马 8.6代新型显示等一批重大产业项目，有效增强

了产业发展后劲。新能源新材料、大数据与人工智

能、物联网和工业互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初具

规模，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全国双创示范基

地，10 年来，厦门火炬高新区国家双创示范基地

4 次获国务院办公厅督查激励，电子信息（光电显

示）产业示范基地连续 3 年获评国家新型工业化

产业示范基地最高等级五星。厦门火炬高新区创

新创业的良好生态不断优化，一系列平台载体为

加速创新孵化、推动新模式新业态提供了土壤。

作为第一批入驻的企业，1999 年在厦门软

件园一期成立的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

公司与火炬高新区的发展同频共振。公司董事

长滕达说：“随着火炬高新区‘一区多园’建设发

展，美亚柏科也实现了从小到大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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