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化“双创”孵化园生产忙

据新华社讯 国家统计局12月15日发布数据
显示：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1%，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货物进出
口总额同比增长1.2%。

1至11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

增长2.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27945亿元，同比
增长 7.2%，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3%、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19.5%。货物进出口总
额同比持平，国民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生产供给稳中
有升，市场需求持续改善，转型升级扎实推进。

前11个月福建省民营外贸进出口额破万亿元

11月份国民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福建日报》讯 记者从厦门海关获悉：厦门海关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福建民营外贸进出口
额10466亿元，同比增长5.4％，创同期历史新高，占
同期福建省外贸总值的58.4％，同比提升3.1个百
分点。其中，出口7632.9亿元，同比增长2.9％；进
口 2833.2亿元，同比增长 12.8％。民营企业进出
口规模呈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成为福建今年前11
个月外贸的突出亮点。

据厦门海关有关负责人介绍，福建省民营外贸进
出口主要呈现三个特点：机电产品出口增幅较大。
前11个月，共出口机电产品3050.8亿元，同比增长
28.1%。其中，锂离子蓄电池、太职能电池、电动载人
汽车等“新三样”表现突出，共出口1140.2亿元，同

比增长65.8%；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91.2
亿元，同比增长164.3%。

大宗商品进口增速较快。前11个月，能源、金属
矿及矿砂等大宗商品进口 1179.8亿元，同比增长
37.6%。 机 电 产 品 进 口 369.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5%。纸桨及纸制品99.4亿元，同比增长52.8%。

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出口平稳增长。前11
个月，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出口5165.4亿元，
同比增长9.1%。其中，对福建省最大贸易伙伴东盟
进出口2300.3亿元，同比增长5.9%；对俄罗斯、印
度尼西亚、阿联酋进出口快速增长，进出口值分别为
297.7亿元、473.9亿元、140.3亿元，增速分别达
55.6%、38.2%、17.6%。 （郑璜 洪睿航 黄忠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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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侨乡福州，向“新”续
侨缘，汇聚侨资、侨智、侨力。福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统战部部长陆菁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福州自古
开放程度高，是全国重点侨乡。如今，有430多万榕籍乡
亲分布在全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大海外侨胞和
归侨侨眷拥有独特的人脉、人才等资源优势。

与印尼合作项目达54个，总投资989.1亿元，园区
商贸服务类市场主体已达593家……自获批以来，中印
尼“两国双园”中方园区——元洪投资区以侨招商、以情
招商。目前，福建宏港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与印尼马龙佳
集团、半溪科技与印尼圣爵集团等企业已明确合作意向。

中印尼“两国双园”中方园区等一批涉侨产业协作新
平台正成为福州对外经贸合作的突出亮点。福州新区元
洪功能区相关负责人指出，元洪投资区以侨连“桥”，将充
分利用侨务资源，发挥中印尼两国在资源禀赋和产业优
势方面的互补性，构建更加紧密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推

动中国与印尼经贸人文合作交流迈上新台阶。近期，中
方园区已成立经贸对接小组，多次赴印尼拜访华侨，共商
发展；邀请50多名华侨华人返乡考察，并与印尼三林集
团达成互引100个项目的合作意向。

改革开放45年来，福州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去
年地区生产总值达1.23万亿元。福建农林大学经济与
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戴永务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侨资、
侨智、侨力成为福州经济发展的巨大优势。侨资侨力在
示范带动更多外商来华投资发展，引进先进管理经验、市
场理念和技术设备，促进福州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促进福州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
点。位于福州市鼓楼区的“海丝”跨境新零售产业园，已
覆盖7个国家，形成5个产业带，拥有海外工业园、物流
园、电商园、海外仓等，总产值超百亿元。

当下，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状况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华侨华人新生代的科技文化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有许

多是知名科学家，特别是“侨二代”群
体和海外留学生群体，具备年轻、受教
育程度高、国际化视野良好等优势，是
中国未来发展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
福州积极搭建侨智成果应用交流平
台，已连续 3年开展“好年华聚福州”
活动，依托“赴闽网”发布海外人才岗位需求，实现福州与
海外人才供需的精准对接、良性互动。

新政策新举措优势持续释放，推动涉侨营商环境不
断优化。目前，福州已出台了《福州市持续推进稳外资工
作若干措施》等一系列稳外资政策举措，首创了对外贸易
经营者备案和原产地企业备案“两证合一”、海关业务预
约等新模式，推出了入境“八简办”服务等新举措，推动侨
资项目更快“走进来”、更好“落下去”。2022年以来，福
州累计引进落地17个侨资项目，合同外资共计5.31亿
美元。 （龙敏 来源：中新网）

侨乡福州向“新”续侨缘 汇聚侨资侨智侨力

《福建日报》讯 近日，市场监管
总局出台《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
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
示范区的若干措施》（简称“七条措
施”），聚焦标准、计量、认证认可领
域，促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共通，
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建设提供
有力的政策保障。“‘七条措施’有利
于破除两岸经济融合发展的技术标
准障碍，促进两岸经贸深度融合，鼓
励更多台湾同胞在闽投资兴业，并为
探索建设两岸共同市场打牢基础。”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张
文生说。

“七条措施”提出，支持福建建设
两岸标准共通服务平台，打造线上与
线下相结合的全国性两岸标准共通
研究、交流、服务、融合的大平台，并
在重点行业领域拓展深挖共通标准
实施路径。“有利于台湾同胞的公共
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因两岸标准
差异较大导致贸易互通受阻的金融、
水产等领域，以及两岸各自具有竞争
优势的电子信息技术、农产品、服务
业、新能源等领域，将是两岸之间常
态化开展标准化交流与合作的重点
领域。台湾同胞也可同等参与各级
各类标准制修订。”张文生说。

此外，“七条措施”提出将组建两
岸行业标准共通专家人才智库，打造
一支既熟悉两岸经贸关系，又懂标准
化知识和专业技术的复合型人才队
伍，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提供
持续助力。

“七条措施”中的一大亮点是，支
持福建先行探索建立两岸认证认可
对话合作机制，采信台湾认证机构有
关认证结果，将有效简化试点台湾商
品进口流程，降低企业成本。

“先期拟选取‘家用和类似用途
设备、电子产品及安全附件、车辆及
安全附件、儿童用品’等四大类产品
中的‘电热水器、电饭锅、多用途打印
复印机、摩托车乘员头盔、玩具’等五
种产品的部分商品开展试点，在平潭
对台小额贸易市场内销售。根据试
点情况，逐步调整扩大试点采信的商
品品类和销售范围，推动实现‘一张
证书、两岸互认’。”省市场监管局标
准化处处长归洪波对记者谈道。

“大陆互联网成长得非常快速，
这部分认证互认之后，将是两岸共同
的一个事业圈。”台胞许真真在福州
从事互联网营销人才培训工作，“我
期待着台湾学生在大陆考取的互联
网营销师证书，以后也能在台湾获得
认证，有用武之地。” （林智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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