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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
机械电子商品交易

会 （简称台交会） 是两
岸“机电第一展”。第十八

届台交会将于 4 月 12 日至 15
日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组

委 会 日 前 在 福 州 召 开 新 闻 发 布
会，介绍筹备情况。

更大 更全 更专业

据介绍，第十八届台交会展览面
积 8 万平方米，设有机床、橡塑机
械、工模具、光电、工控、木工机
械、印刷设备、工程机械等八大专业
展区。同期举办第六届中国 （厦门）
国际工程机械展、2014
海峡两岸名特优商品展。

从展览方面看，本
届 台 交 会 呈 现 三 大 特
点： 一是组展成效优于
往 年 。 已 确 定 展 位 数
3800 多个，超过往年同
期 ， 老 展 商 占 八 成 以
上；台湾企业参展热情
持续提升，台湾企业展
位数已超过600个。

二是行业龙头企业
齐聚。全球最大的数控
机床制造商之一美国哈
斯、全球最大的压铸机
制造商香港力劲、世界
知名的加工机床制造商
日本沙迪克、机床生产
制造商山崎马扎克等上百家国际知名
展商悉数参展。

三是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组委
会对展区设置进行进一步优化，不断
提高展览的专业性。为广大客商参观
洽谈提供方便。

两岸名士齐聚论剑

邀请两岸专家学者和业界知名
人士，就两岸经贸热点和产业

合作进行研讨，历来是台交
会的亮点。今年，组委

会将策划推出一系列
论坛研讨活动，

比 如 举 办
2014

海峡两岸经贸论坛和系列专
业论坛，构建业界新技术推广平台。

海峡两岸经贸论坛是台交会重要
活动之一，2014 海峡两岸经贸论坛
主题为“两岸自由贸易园区的合作与
共赢”。届时，国家商务部、发改
委、厦门市、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协会
等领导和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董
事长詹火生、台湾电电公会理事长郭
台强、台北世界贸易中心董事长王志
刚等台湾工商团体负责人将联袂登台
演讲，论道两岸自由贸易园区建设。

项目对接效益看得见

本届台交会将结合两岸市场需求
和投资趋势，推出海峡两岸投资贸易
对接会等多个项目对接活动。

一是海峡两岸投资贸易对接会。

该活动首次由组委会与台湾电电公会
共同主办，旨在为台湾采购商、投资
商与大陆厂商、项目方之间提供高效
对接与合作平台。预计将有 30 家台
湾采购商、投资商和100多家大陆供
应商、招商方进场对接。

二是“2014 两岸照明采购对接
及信息发布会”。该活动将邀请金砖
五国及中东各国的数十家采购商参
会，与台交会参展商以及100多家国
内厂商进行采购洽谈对接，

三是精品项目路演活动。本届台
交会将重点围绕“机械电子”项目主
题举办两场精品项目路演活动。还将
首 次 举 办 “2014 闽 商 赴 台 上 市 峰
会”暨项目路演、“两岸农业交流对
接会”、“酒行天下专场对接会”等专
题对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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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图看，福州是个狭长盆地，水量充沛的
闽江穿境而过，曲折的海岸线形成诸多良港和海
岛。西有闽清闽侯，北有连江罗源，东南有福清
长乐，构成一个开着口子的大圈。

这些原本山水阻隔的区域，形成一个有机联
动的经济圈，扎根在闽江口。

经过多年的开发建设，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
的格局基本形成，圈的主体是城市群、港口群、
产业群，其中工业加快向以江阴、罗源湾为重点
的“南北两翼”集聚。联通各方的陆海空交通形
成“铁公机港”大网，将“群”与“点”密切勾
连。

“圈”起的金三角

闽江口经济圈依托的中心城市福州，张力在
扩大。旧城在改造提升，“只做减法，不做加
法”；新城在加快拓展，重点建设了金山新区、鼓
山新区、上街大学新区等，现正快速推进马尾新
城建设，马尾从单一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向宜居宜
业、开放现代的新市区转变。这个“圈”里的县
域经济也冒出“小小龙”，福清、长乐、闽侯进入
全 国 百 强 县 （市）、 福 建 省 经 济 实 力 十 强 县

（市），闽侯、罗源进入福建省经济发展十佳县。
“圈”的形成与壮大，源自大开放催生的开发

建设，催生了一批支柱产业，诞生了“大家伙”，
捷联电子，液晶显示器全球产量第一；长乐，全
国最大的纺织化纤产业基地；福耀玻璃，全国最
大的汽车玻璃生产出口基地……当下这个经济圈

更加活跃，“园港联动”推动转型——海西高新技
术产业园、海峡软件新城、可门港工业园区、福
清江阴港区、罗源湾港区……福州已形成3个千亿
产业集群、4 家百亿企业，工业结构由“轻”向

“重”转变。
由福州国际招商月演变升格的“海交会”，加速

了经济圈的生成和提升，对福州发展居功至伟。每
届海交会，均签订一大批央企、外商、民企投资项
目。

这个金三角，最大的亮色当数各具特色的园
区。在这里，“公办、民办、侨办、联办”的园区都有，
它的作用不限于工业生产，而是成为招商引资先导
区、主导产业聚集区和城市建设样板区。

以开放的眼光看闽江口，圈还连着圈。福建师
范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郭铁民认为，闽江口
进一步提升“圈”的竞争力，还要主动开放三个圈，
一是主动对接平潭综合试验区的开放，二是利用福
建省出台的“福莆宁同城化”，使区域更大，资源更
丰富，劳动力更充裕，项目更多，三是扩大海峡经济
圈，积极承接台湾新一轮产业转移和新兴产业合
作。

蓝色经济是“圈”里一个新亮点。福州海域总面
积与陆地相当，有海岛800多个，福州市紧紧抓住福
建全省建设海峡蓝色经济实验区的机遇，全面启动
建设闽台（福州）蓝色经济产业园，它地处福州东南
部、兴化湾北岸，规划总面积约65平方公里。园区将
积极争取、主动承接台湾高端临港工业和海洋新兴
产业，高起点建设滨海城市新区和蓝色经济密集

区，5年内将投入200亿元，逐步完善基础配套设施。
预计2020年园区产业增加值达420亿元以上。

“圈”的内生动力正在强化。福州市市长杨益民
认为，在更高起点上加快建设闽江口金三角经济
圈，当前要加快构建与开放型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产
业体系，推动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的转变，从单个
单点项目引进向产业链整体招商转变，培育一批新
的经济增长极。

“群”聚闽江口

这个金三角圈里分布的，是星罗棋布的产业集
群。

福州的12大工业园区，到“十二五”末累计完成
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的 66%，开发区及园区的
集群效应，已经显现。

洪宽工业村，著名侨领林文镜在家乡创办的全
国第一个侨办工业村，因台资企业集聚，被称为“台
湾村”。台湾机电园、铝产业园、综合工业园等园区，
成为承接台湾产业转移的集聚地。100多家企业“群
聚”在一个村里，是福州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一个
缩影。

“一区七园”的福州高新区，已将福州生物医
药和机电产业园、福州软件园并入，2012年工业
总产值600多亿元。经过20多年的发展壮大，培
育和引进了新大陆、星网锐捷、华映光电、福建
晶体、瑞芯、上润等一批高新技术龙头企业。

拥有深水良港的江阴半岛，港口、产业、城
市建设同步推进。江阴工业集中区当年是两个
倒闭的盐场，现已形成五大临港产业的雏形。
其中福州市重点打造的化工新材料专区，是福
建四大化工园区之一，目标是年产值千亿的产
业群。

福州保税港区是全国唯一直通铁路的保
税港区，记者现场所见，这一带滩涂填海正在长
出新地，深水码头一片繁忙。2013 年前 9 个月，
集装箱吞吐量达 60万标箱，国际物流完成 13亿
美元的贸易额。令人兴奋的是，国务院批准在此
设立汽车整车进口口岸，催生一个新而时尚的业
态。港资的银河国际汽车园总投资近50亿元，正在
变营运边建设。银河国际董事陈躬标告诉记者，他
们经营汽车进出口的整个链条，立足福建，覆盖华
东华南，方法是先在全球采购汽车，顾客在展示厅
选中车辆，可立即订货，报关、上牌照、交保险、税务
及金融服务，都可代办，顾客买进口车，就像到了国
外的汽车超市。

福州的机场在长乐，长乐市在不断完善滨海、
航空港、闽江口三大工业集中区的同时，重点推进
临空经济区的规划建设，2013年临空经济区可完成
工业总产值550亿元。

福清市较早把产业链招商和产业集群招商作
为重点，他们引进了韩国 LG 公司、台湾英业达集
团、台湾亿光电子等国际知名企业与香港冠捷投资
公司合资设厂，福清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如虎添翼。

闽侯县的“群聚”，如同众“星”捧月 。他
们抓龙头、铸链条、建集群，目前已培育了汽
车、机电两大超百亿产业集群。这里的东南汽车
城是海峡两岸同胞精诚合作的产物。2003 年，东
南汽车与日本三菱合作生产“菱帅”轿车，2006
年三菱汽车正式入股东南汽车。东南汽车还加强
与道奇、克莱斯勒等国际品牌的合作，积累了丰
富的造车经验与整车工艺，并导入 30余家具有国
际先进技术水准的汽车零部件厂，紧密环绕于东
南汽车主机厂周围。

在ECFA的背景下，福州围绕“海峡西岸先进
制造业基地”目标，提高开放型资源的集合力。
榕台合作也风生水起，海峡金融商务区引入了新
的金融业态，海峡电子商务基地也应运而生，福
州“先行先试，精彩可期。

“铁公机港”把榕“网”住

老一代福州人说起昔日的交通，曾发出“闽
道更比蜀道难”的感慨。一位农村妇女说，年轻

时她把鸡蛋送到镇上去卖，要挑着担子走一天的
路。“现在老家的公路修起来了，路通了，出门越
来越方便了。”

在闽东，以海空港、综合运输枢纽为依托，
以快速铁路、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为骨
架的“两纵三横”交通体系，打造成“畅行福
州”。

入闽投资 20 多年的福州市台
商协会会长蔡圣，最大感受
是交通基础设施的突飞猛
进。他说以前从福州
到上海要转火车，
现在有了动车、
高 速 路 ， 去
宁德原来4
小 时 ，
现 在

1 个
多 小
时。福州
作为省会城
市 与 全 省 各 地
十分通达，与台湾
也 形 成 “ 一 日 生 活
圈”。台商可以在台湾早餐
后去机场，下午两点福州公司上
班，晚餐回台北吃。“现在两岸航班因
为飞航情况报区还不是走直线，将来进一步
截弯取直，哦，那不得了的快！”

这是一个立体之“网”，福州相继建成开通了
温福、福厦高速铁路，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430
公里，基本形成了以福州为中心、覆盖全省的

“四小时交通圈”。在中心城区，宽8米以上道路达
870公里，福州地铁 1号线已全线动建。港口海运
方面，福州港被列为国家沿海 25 个主枢纽港之
一，现拥有生产性泊位129个，年货物吞吐能力突
破 1 亿吨，已开辟国际班轮航线 27 条。国内净空
条件最好的福州 （长乐） 国际机场，已开通航线
70条，通航国内外54个城市。

2013 年 9 月通车的向莆铁路途经福州市。此
前，湖南、江西的货物由于路途的原因，多数不
会选择福建的港口。有了向莆这条高速铁路干
线，形成“武汉南昌—福州与湄洲湾”的对外连
接大通道。福州一带的深水良港拓展了腹地，正
加快对接，争取江西等内陆省份更多的物流业务。

“铁公机港”联动，“速度经济”给福州带来
新的创业契机。

福州大开放福州大开放——

那些长大的那些长大的““圈圈”、“”、“群群””与与““网网””
本报记者 连锦添

闽江口一带形成耀眼的汽车产业集群，图
为落户福州闽侯县的奔驰商务车生产线。

陈建国摄

闽江口一带形成耀眼的汽车产业集群，图
为落户福州闽侯县的奔驰商务车生产线。

陈建国摄

来到闽北光泽县，最吸引人眼球
的是几乎每个村口都有几株风景树或
成片风景林。那数抱之围、遮天盖地
的老树是过去留下的“风水树”，那
稍小成片的则是近些年栽种的风景
树，统称风景林。

光泽地处闽赣交界的闽北山区，
自宋朝建县以来这里就有建村栽树之
风， 谓之“风水树”。“风水树”树
种一般为樟、桂、银杏、榆、楮等，

寿命长、挺拔雄伟、枝叶茂盛，象征
着村庄兴盛。

“风水树”在村民心目中地位神
圣，有的每年还举行春秋祭树活动。
然而，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很多风水
树遭到砍伐盗卖，一些山林被乱砍滥
伐，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90年代3
次特大洪灾更带来空前劫难。

“要致富，去种树。”县里因势利
导，对乡村名贵树木登记普查，挂牌

保护。规划各村
风景林种植作为
乡村文明、建设
新农村的一项重要指标。村里村外掀
起了植树造林热潮，种植银杏、月
桂、香樟等珍贵树种作为风景林，山
上山下种茶种果，许多荒山变成了绿
洲。树林保护了生态，减少了洪涝旱
灾。山林发展了，一批木竹加工企业
应运而生，带动了乡村经济发展。

如今，一片片树林长势喜人，装
点着光泽的山水，造福着光泽的百
姓。在鸾凤乡饶坪村，村前长道两边
是绵延5公里的风景树。在李坊乡后
洋，数百株珍贵树木环绕村子周围。
这才真正是家乡的“风水树”，将给
村庄带来好运，给人们带来富裕。

从“风水树”到风景林
王建成

本报北京电（杨勇斌） 福建省委书记尤权日前率团参访了北京首家
两岸合资民营医院——北京宝岛妇产医院。

北京宝岛妇产医院是首家在北京注册登记、由两岸医疗机构合资兴
建的医院。参访团此次前往视察，有利于进一步发挥该院两岸医疗交流
平台优势，增强其规范化医疗管理能力，提升民营医院医疗品质。

近年来，我国不断放宽社会资本参与医疗机构的准入范围，福建与台
湾一水相隔，两岸间医学交流合作日趋频繁。据悉，福建省将进一步简化民
营医院审批程序，积极引进台资举办独资医院，重点发展大型民营医院。

福建省领导视察宝岛妇产医院福建省领导视察宝岛妇产医院

本报福州电（王永珍） 福建省日前出台 《关于推进海峡股权交易中
心建设的若干意见》，以进一步拓宽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增强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能力。《意见》从财政扶持、工商登记服务、拓展业务等方面提
出了多项扶持海峡股权交易中心建设政策。今年，省财政安排3000万元
资金，与海峡股权交易中心共同建立“小微企业发债增信资金池”，为小
微企业利用债务工具融资提供增信。

福建推进海峡股权交易中心建设福建推进海峡股权交易中心建设

经 历 一 个 月
的 年 修 之 后 ， 往
返 于 浙 江 大 麦 屿
— 台 湾 基 隆 的 大
型客滚轮 “中远
之星” 将于 3 月
22 日复航。届时
几 百 名 大 陆 游 客
将赴台踏春。

万 力
杨建彬摄

“中远之星”明日复航

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部
福建省政府新闻办公室

三坊七巷小黄楼

将成两岸人文基地
据新华社福州 3 月 20 日电

（记者林凯） 记者从福州市三坊七
巷管委会获悉，该市计划以重点文
保单位小黄楼为基地，推广海峡两
岸人文与教育交流活动，打造“人
文活动交流平台”、“素质教育推广
基地”、“体验历史时空剧场”。

规划中的“人文活动交流平台”
将以台湾中原大学为合作主体，推
动相关人文领域教学科研工作；“素
质教育推广基地”将联合台湾和大
陆各界协会，以海峡两岸文化交流
为主题，每年开展20至25次中华传
统文化经典、传统文学书画等讲座；

“体验历史时空剧场”计划推出《梦
回坊巷》剧目，在小黄楼长期演出。

重访沿海重访沿海1414城城··福州篇福州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