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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当前，
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引领下，福建再次扬帆起
航，肩负更重使命，驶向更高目标，全力打造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

“海外福建人”成重要纽带

改革开放以来，一批批福建人走出国门，福建也
因此成为新华侨华人最多的省份之一。

“一带一路”建设，核心要靠人，“一带一路”建
设，华侨华人是当之无愧的先行者、见证者和实践
者。

目前，华侨华人已经融入到“一带一路”沿线国
和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据统
计，仅东南亚就有1000多万祖籍福建的华侨华人。此
外，还有与东盟关系紧密的两岸三地闽籍人脉资源。

“海外福建人”的总数不比现有福建人口少，这是福
建最大的优势，将成为促进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社
会、文化和人民深度融合的重要纽带。

“走出去引进来”取得成效

整合后的厦门、福州、湄洲湾三大港口的货物吞
吐量均已超过亿吨，通过进一步加大对港口等基础设
施建设的支持，加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在港口、码头、航线等方面的合作，福建将建成海丝
重要交通枢纽。

在“引进来”方面，借助“9·8”投洽会、“5·18”
海交会、东盟博览会、亚欧博览会等重点展会，推介
投资环境。成功举办了“共建海上丝绸之路”专题论
坛，这是全国第一个与国家部委联办的海丝论坛，福
建也成为第一个与国际组织联办海丝论坛的省份。此
外，福建还分别与新加坡、印尼、泰国、马来西亚、
韩国和日本等举办了投资项目专题推介和对接会，一
批重大合作项目已取得进展。

在“走出去”方面，组织企业出国参加多场推介
活动，指导福建企业赴沿线国家设立中国 （福建） 工
业园区，推进在柬埔寨设立中国 （福建） 工业园区、

在肯尼亚设立中国 （闽非） 经贸合作区
等。建设海丝核心区“走出去、引进来”
取得了初步成效。

深化与海丝沿线的海洋合作

积极拓展与沿线国家海洋合作。目
前，中国-东盟海产品交易所已于 2014 年
11月上线开业，并将在东盟10国设立分支
机构，其中与泰国、印尼已进入具体谈判
环节。新加坡国际发展局率新加坡企业来
闽考察，扩大与福建省海洋合作。

福建正努力应发挥优势，积极承接台
湾产业转移，推动台企落户福建，落实好
ECFA 及后续协议，融进台湾各种生产要
素，生产出更优质的产品，拓展海丝沿线
市场，实现闽台互利双赢。

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为福建与海丝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投资、人员往来
提供优质服务；积极推动通关便利化措施
覆盖全省现场口岸；积极推进福建省电子
口岸建设，建设关检等部门共管共建、符
合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通关一体化平
台；打造电子商务平台，服务对外贸易。

取消34个县（市）GDP考核

福建生态文明建设起步早、力度大。2001 年，时任
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亲自担任福建省生态建设领导小
组组长，开始了福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生态保护工
程，前瞻性地提出了建设“生态省”的战略构想。

2002年，习近平在福建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
建设生态省的战略目标。当年8月，经原国家环保总局批
准，福建成为全国首批生态省建设试点省之一。此后，福
建的生态省建设构想迅速推进。

2014 年，福建取消了34个县（市）的GDP考核，在全
国率先对各县（市、区）开展了林业“双增”目标年度考核，
将森林覆盖率作为各地生态保护的重要指标，并建立起森
林资源保护问责机制，对责任主体实行一票否决。

森林覆盖率冠居全国

10多年来，福建生态省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
现在的福建，节能降耗水平和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始

终保持全国前列，特别是66%的森林覆盖率，连续 37年
冠居全国，有力推进了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治理、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生态补偿等，打造了“清新福建”品牌，为
建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4 年3月，福建省省长苏树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处理好推动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系，要有先进的

理念、科学的机制、坚定的信心和严格的监管。保护生态
不是喊出来的，要下决心肯‘出血’、敢‘割肉’。”这充分
展现了福建对加快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明晰思
路和坚定决心。

数据显示，2013年，福建省23个城市平均达标天数
比例为99.5%，12条主要河流水质常年保持为优，去年水
域功能达标率 98.4%。

地方决策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4 年 4 月，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支持福建省深
入实施生态省战略，加快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若
干意见》，使福建省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务院确定的
全国第一个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这是继2009年国务院出
台《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
之后，福建再次获得国家级政策扶持，意味着福建省于
2002年开始实施的“生态省”战略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专家认为，《意见》提出了支持福建省深入实施生态
省战略、加快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主要目标、重
点任务和重大政策，将全面推动福建深化改革，促进福
建进一步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有机统一。

苏树林表示，《意见》是对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成就
的肯定，也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
标志着福建的生态省建设由地方决策上升为国家战
略，福建今后将迎来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机遇。

对外释放政策红利

目前已全岛封关运作的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成
为全国面积最大、政策最优的特殊监管区域，并拥有

“实验区+自贸区”的政策叠加优势。据平潭综合实验
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经过 5 年多的开放开发建
设，平潭投资软硬环境已明显改善，“我们要牢牢把握
发展良机，发挥自身区位和政策的独特优势，让平潭
这个‘闽台合作的窗口、国家对外开放的窗口’发挥
更大作用。”

让政策释放最大红利。平潭邀请专家举办各种政
策解读会，让相关部门负责人学深、学透、用好、用
足相关政策；举行各种政策和新闻发布会，向海内外
推荐平潭政策红利，吸引大批境内外企业入驻。

实验区着力策划、论证、储备一批重大招商项
目，健全动态管理，构建“储备一批、洽谈一批、签
约一批”的良性发展态势，筛选入库项目376个，促成
一大批重点项目签约。在招商过程中，强化招商签约
项目跟踪服务，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解决项目评
估、引进、落地等过程中的问题，促进项目尽早落地。

成为闽台合作窗口

平潭将拓展台湾海峡通道，实现“海峡号”、“丽
娜轮”两艘客滚轮常态化运营，增加旅客运送量和台
货、邮件运输量；进
一步活跃免税交易市
场，增加平潭台湾免
税市场台湾企业入驻

量和销售额；制定出台具体扶持政策，成立两个基金
和一个担保公司，鼓励台湾青年前来平潭台湾创业园
创业；规划建设一批通用厂房和金井湾台湾生活区，
吸引服务企业入驻平潭台湾高新技术产业园。目前，
在平潭就业生活的台胞已有千余人，近200名台生在平
潭就学，台企增加到296家。

与此同时，加快旅游项目转化、开工建设，按照
国际旅游岛标准，提升旅游配套基础设施、服务质
量、营销策划等，进一步与国际旅游接轨。

抓住“一带一路”机遇

随着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推进，越来越多国际
贸易企业抢滩平潭，人流、物流、资金流汇聚，平潭
将用好对台小额贸易、跨境电子商务试点等政策，提
高对台贸易额，扩大进出口规模。

要加大房地产政策扶持力度，从4月8日起，平潭
对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作出部分调整，贷款额
度、首付比例等都有较大变化，将推动平潭房地产稳
步健康发展。

在自贸区工作方面，平潭提出41项试验项目和137
条试验措施，今年推行 34 项试验项目和 82 条试验措
施，推动平潭朝自由港方向发展。平潭还将抓住“一
带一路”建设机遇，突出对台特色，面向国际市场，
打造好“两个窗口”。

简政放权提高效率

“企业注册 3 小时办结，这是平潭独创的一项举
措。”平潭片区行政服务中心主任卓华彬说。“更快
速”成为平潭企业最直观的感受，“更便捷”则是厦门
释放的政策红利。

3 月 26 日，福建自贸区厦门片区率先试行“一照
一号”登记制度。“将原来由市场监管、质监、国地税
3个部门分别审批发放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
税务登记证进行整合，统一发放营业执照。”自贸区有
关负责人介绍，“一照一号”登记制度的实行，大大简
化了审批环节，最大限度地减轻企业负担。

“3小时办结”的快速与“一照一号”的便利，折
射的正是福建自贸区改革创新的不懈努力。4 月 21 日
福建自贸区挂牌当天，22 项自贸区改革创新举措出
炉，至此，福建自贸区标志性改革措施已达30项。

对台优势更加明显

翻看福建自贸区的实施方案，“率先推进与台湾地
区投资贸易自由化”“推动两岸金融合作先行先试”
等，被明确列入自贸区的“任务清单”，带有鲜明的对
台特色。

福州片区在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上探索合作新模
式，着眼打通台湾现代服务业对接通道，打造两岸服
务贸易示范区；厦门片区实施涵盖东南国际航运中心
海沧港区和两岸贸易中心核心区；平潭片区进一步培
育台湾免税商品市场，培育平潭至台湾本岛的海上直
航航线，率先试行台车入闽常态化，着力打造“闽台
一日生活圈”……

福建自贸区有关负责人表示，根据总体实施方
案，福建自贸区已确立 88项机制创新试验项目，其中
对台项目20项，确立98项扩大开放试验项目，其中62
项仅对台开放。

分批推广创新举措

福建自贸区日前通报3个片区先行先试阶段性创新
成果。其中，全国首创18项、复制并拓展4项、复制9
项。目前，复制推广方案正在研究制订，将分批、分
期推广这些创新举措。

全国首创 18 项举措包括企业设立实行“一表申

报”制度；企业注册实行“一照一码”登记制度；实
行商事主体名称“自助查重、自主选用”制度；实行企业
联络地址登记制度；试点推行“一掌通”移动税务平台；
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内进口原产台湾药品等简化审
批手续，快验快放；大力支持发展非银行金融业务和对
台离岸业务；企业设立实行“一章审批、印章即刻、当日
办结”的服务模式；除国家禁止、限制进口的商品外，区
内进口原产于台湾的工业品简化手续，对平潭与台湾之
间进出口商品原则上不实施检验，检验检疫部门加强事
后监管；对台湾地区输入区内的农产品、食品等试行快
速检验检疫模式；对台企试行“台商协会总担保制度”；
平潭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试行“先放行、后报关”模
式；对台湾进口水果实施“边抽样检验，边上架销售”模
式；允许台湾地区机动车在临时牌照有效期内多次自由
进出平潭；采信台湾认证认可结果和检验检测结果；打
造两岸移动互联网联盟，创新两岸冷链物流市场合作机
制；授予福建检验检疫局审批平潭进口台湾水生动物检
疫；对原产于台湾的预包装食品、化妆品实施“快审快
核”的审核模式。

福建自贸区机制创新项目多福建自贸区机制创新项福建自贸区机制创新项目多目多

福建“四区”建设新态势
——来自福建自贸区、海丝核心区、平潭实验区和生态文明示范区的报道——来自福建自贸区、海丝核心区、平潭实验区和生态文明示范区的报道

2014 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科学把
握发展大势，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统筹施策，改革创新，推动结构调整有新
亮点，改革开放有新突破，民生保障有新
进展，反腐倡廉和作风建设有新成效。一
年多来，福建紧紧抓住这一重大历史机遇
及中央对福建加快发展的支持，坚持稳中
求进、好中求快，保持比全国高一点的有
质量、有效益的增长速度。同时，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平潭综合实验
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等“四区”建
设；着力做大产业龙头，打造升级版产
业；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着力保障和
改善民生；全面推进依法治省，全面从严
治党，加快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
富、生态美的新福建。

本版今天推出专题报道，介绍福建
“四区”建设中的一些部署与举措，展示福
建“四区”建设风生水起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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