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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新网报道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总规划师
张文宪近日表示，瞄准扩内需和优供给的结合点，加快重
大交通、能源、水利、农业、环保、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扩
大科技和产业投资，加大社会民生领域补短板力度，巩固
投资增长势头，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持续增添动力。

张文宪表示，会同有关方面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着力
增强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发挥投资对稳住
经济大盘的重要作用。

在各项政策措施集中发力下，福建省投资延续良好
态势。2022年，福建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7.5%，增速高
于全国、领跑东部。张文宪介绍，基础设施投资和工业投
资成为拉动增长、提增质效的重要引擎，持续彰显发展新
动力，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5%，对全省投资增长贡献
率达47.7%；工业投资增长16.9%，对全省投资增长贡献
率达73.2%。

福建已出台一季度投资“开门稳”工作措施，细化15

条扩大有效投资具体举措，支持各地结合实际落深落细
落实，发挥政策效益。

张文宪指出，将推动重大项目加快实施，2023年度
福建省重点项目1580个，力争全年完成投资6480亿元
人民币；加快推进近期新开工的280个重大项目和在建
重点项目建设，聚力发挥重大项目压舱石作用，有效带动
全社会投资。

（龙敏）

今年实施重点项目1580个 力争全年完成投资6480亿元

福建为高质量发展添动力

据《福建日报》报道 2月10日，
泉州市与38家500强企业举行战略
合作专场活动和签约仪式。

据了解，参与签约的 38家 500
强企业，18家与泉州市政府签约，20
家与泉州下辖县（市、区）政府签约，
预计总投资2219亿元。其中，包括
世界 500 强 11 家、中国 500 强 14
家、中国民企500强7家。这些企业
的主导产业、优势业务，与泉州市建

设海丝名城、智造强市、品质泉州以
及实施“强产业、兴城市”双轮驱动高
度吻合。

近年来，泉州市委、市政府围绕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大力实施“抓
开放招商促项目落地”专项行动，突
出“重龙头、强品牌、铸链条”，把招商
引资作为一把手工程，集中力量“大
招商、招大商”，特别是着力加强招引
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中国民营

企业500强、中国新经济500强等权
威榜单的标杆企业、头部企业。

此次举办 500强企业战略合作
专场活动，将进一步推动泉州市招商
从量到质的转变，同时也可望以500
强“大块头”企业的布局落子，通过

“大手拉小手”、产业协作配套、产业
链分工等方式，引领泉州经济实现新
一轮腾飞。

（何金）

中国首条跨海高铁静态验收
福州厦门将实现“一小时生活圈”

本报讯 2月7日，记者从人行福州中心支行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2年，福建省社会融资规模增加
1.15万亿元，比上年多增1463.87亿元，社融增量创历
史新高。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7.29万亿元，同比增长
17.5%，增速创2010年以来新高并居全国首位，比全国
平均增速高6.6个百分点。贷款余额7.54万亿元，同比
增长11%，比全国平均增速高0.6个百分点，全年各项贷
款增加7479.03亿元。

2022年，福建省政银合力，扎实落实稳经济一揽子
政策和接续政策，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创

下多个历史新高，为全省经济大盘回稳向上提供了坚强
金融保障。

据介绍，2022 年末，福建省再贷款再贴现余额
1086.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0.51%，再贴现余
额中涉农、民营、小微三类票据占比达91.67%。此外，福
建省跨境贸易投融资便利化也取得阶段性成效。2022
年，全省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 8853.5亿元，创历史新
高，同比增长96.1%；跨境资金结算规模创历史同期新
高，福建省与RCEP成员国跨境收支总额932亿美元，涉
及企业1.7万家，同比分别增长11%和3%。 （木子）

福建省与RCEP成员国
去年跨境收支总额932亿美元

涉及企业 1.7 万家

中国首条跨海高铁—福（州）厦（门）
高铁近日进入静态验收阶段，标志着该
条高铁全线主体工程及其配套工程建设
已基本完成，距离线路开通运营更进一
步。

静态验收是是对工程建设、系统设
备等的第一次全面“体检”。铁路部门将
检查确认工程按设计完成且质量合格，
系统设备安装并调试完毕。福厦高铁建
成通车后，福州、厦门将实现“一小时生
活圈”，厦门、漳州、泉州等地形成“半小
时交通圈”，东南沿海城市群将串联起一
条“黄金旅游带”。

图为福厦高铁湄洲湾大桥。
（龙敏/文 项梁/图）

为进一步支持福建省消费市场回暖
提升，日前，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联合
福建银保监局出台《关于金融促消费工
作十条措施》，从支持居民住房消费、扩
大汽车及餐饮文旅消费、创新新兴消费
业态金融服务、优化消费金融产品和服
务体系等方面提出具体措施。

降低购房家装购车等方面
融资成本

在住房消费方面，稳妥实施房地产
信贷政策，支持居民住房消费。各银行
机构要合理安排个人住房贷款额度，优
化个人住房贷款业务流程，全力支持居
民首套住房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在省内
合格城市积极落实新发放首套住房个人
住房贷款利率动态调整政策，鼓励银行
机构合理下调个人住房贷款利率，降低
居民购房融资成本。鼓励金融机构围绕
智能家居、绿色家电、建材、家装等大宗
消费领域，设计专属中长期消费信贷产
品，重点加大家装家居家电等大宗消费
的信贷支持。

扩大汽车消费领域的金融支持方
面，要鼓励金融机构通过适当下调首付
比例和贷款利率、延长还款期限、提高审
批效率等方式，加大汽车尤其是新能源
汽车购置消费信贷支持力度。

强帮扶餐饮娱乐文旅等行业
同时，为进一步激活餐饮娱乐文旅

等服务业消费金融需求，要求加强对餐
饮、娱乐、文旅、零售等受疫情冲击行业，
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金融纾
困帮扶。支持银行机构对上述行业加大
票据融资支持力度，简化优化贴现手续，
降低贴现利率。鼓励探索开展旅游景区
经营权、知识产权以及文旅企业建设经
营用地使用权等质押贷款业务。持续发
展个人信用卡等短期消费金融业务，满
足“后疫情时代”餐饮、娱乐、文旅、体育、
康养、托育等接触型服务行业的复苏性
消费信贷需求。

优化分期贷款、消费贷
审批流程

措施要求进一步优化消费金融产品
和服务体系。鼓励省内银行机构专项安
排促消费信贷资金额度，加快推广、升级

“福商消费贷”“消费分期”等促消费金融
产品，实施免息、减息、提额等优惠政策，
提升消费金融服务。优化分期贷款、消
费贷审批流程，推广线上秒批系统和线
下T+1贷款快速审批机制，根据客户个
性化需求提供新型消费信贷服务。鼓励
省内银行机构配合地方政府开展“全闽
乐购”等促消费活动，聚焦前期受疫情影
响较大的服务性行业，加大消费金融优
惠让利，进一步降低消费交易及融资成
本。

（江海 来源：《福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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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家 500 强企业与泉州签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