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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民营经济呈
现“七七七八九”的贡献
格局，即民营经济贡献
了全省 70.6%的税收、
约70%的GDP、70%以上
的科技创新成果、80%
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
94.7%的经营主体数。
如何深入实施新时代民
营经济强省战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加快民营经济转型升级步伐？

在2月6日举行的助力民营企业转型
升级专场新闻发布会上，福建省发改委党
组成员、副主任张文洋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表示：福建省已出台一系列支持民营经济
创新发展的政策举措，优化营商环境，引
领民营经济创新步伐。主要举措有：

一、鼓励民企成为创新主体。近年
来，福建省先后出台了

《福建省关于推动民营经
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
快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的

通知》等一系列支持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
政策措施，民营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提
升，研发投入持续增加，全省超1.2万家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7200多家科技型中
小企业、3100多家科技小巨人企业中民
营企业均占90%以上，民营企业牵头设立
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67 家，占比达
85.9%。

二、引领民营企业产业集群发展。在
福建省产业集群建设中，民营企业发挥了
重要强链作用，如宁德高端储能产业集
群，带动引进杉杉科技、卓高新材料等近
百家产业链上下游民营企业落地。为鼓
励工业企业向园区集聚发展，提高要素资

源配置效率，增强园区政策功能优势，近
期省发改委会同省工信厅、财政厅、商务
厅等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了《关于鼓励企
业入园进区的若干措施》，对符合条件的
单个先进制造业项目投产奖补资金额可
达到50万至1000万元，为民营企业集群
化、集约化发展提供了更好条件。

三、加快民营企业绿色转型。支持民
营企业参与各地区省级以上园区减污降
碳环境治理等重要工作，去年底，积极推
进绿色经济重点产业项目产融对接，完成
签约逾800亿元。

四、推进民企数字化转型。支持民营
企业参与打造区域特色明显的数字产业

集群；2023年培育遴
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创新企业350家，其中

“独角兽”10家、“未来
独角兽”87家、“瞪羚”
253 家；开展 2024 年
度省数字经济重点项
目遴选，培育一批具有
示范性、引领性的产业

数字化转型项目，积极扩大民营企业数字
化投资；在第七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期
间，将举办数字中国创新大赛数字智造赛
道，为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展示交流
平台。

张文洋透露，下一步将继续做好创新
引领、绿色发展、数字化转型三篇文章，鼓
励支持民营企业申报污染治理和节能减
碳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助力民营企业绿
色转型。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培育引进
一批具有产业链控制力与根植性的链主
企业、龙头企业，推动集聚区主导产业向
中高端迈进，为做强做优做大民营经济和
数字经济注入新动能。 （林璐）

深入实施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 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福建召开助力民营企业转型升级
专 场 新 闻 发 布 会

闽清县塔庄镇梅坪村热
闹非凡。由一批海外归国留
学生历经 3 年努力打造的

“中国归谷”一期项目近日全
面完工开业迎客。“中国归
谷”集数字乡村、教育板块、
乡村旅游、医疗康养、休闲研
学等于一体，一期对外开放
的项目包含云舟公社、归谷
剧场、民宿餐饮、露营基地
等。

梅坪村位于大山深处，
此前，村中大多数年轻人都
去了大城市，梅坪村一度成
为“空心村”。2020年，以留
学生黄泽廷为代表的 40多
名海归青年走进梅坪村，摸
索适合当地的新业态，打造
了“中国归谷”项目。

（林春长/文 石美祥/摄）

观察

本报讯 2023年，中国人民银行
福建省分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福建省分
局充分发挥货币信贷和外汇管理政策
效能，持续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
度，为福建经济回升向好创造适宜的货
币金融环境。至2023年末，福建省本
外币各项存款余额8.10万亿元，本外
币各项贷款余额8.24万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11.1%和8.2%。

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副行长
江涛介绍，从贷款主体看，企事业单位
为贷款增长的主力军。截至 2023年
末 ，全 省 企 事 业 单 位 贷 款 余 额

43066.31亿元，同比增长 11.68%，
全年增加4505.07亿元，占各项贷款
增量的 72.55%。中国人民银行福建
省分行还精准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
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主要包括：
落实金融支持福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工作意见，引导信贷资金加速流入制造
业领域，2023年末，全省制造业贷款
余 额 9314.4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7.22%。联合创设科技贷、技改贷，
支持技术流评估、投贷联动、供应链融
资等模式创新，截至2023年11月末，
全省累计发放科技贷304.89亿元、技

改贷259.42亿元，支持4292户企业
和442个项目。全省68个专项行动项
目贷款余额合计3791.81亿元，比年
初增长 34.6%；全省涉农贷款余额
2.04万亿元，同比增长13.18%。

2023年，福建省还用好用足多种
货币政策工具，助力实体经济发展。主
要措施包括：实施两次降准，释放可用
资金 301.5亿元；2023年末，全省再
贷款再贴现余额1291.2亿元，同比增
长18.8%，总量再创历史新高，再贷款
再贴现合计惠及市场主体近 10万余
户。 （木子）

本报讯 2月 1日，以“共建
有福之州 同创美好未来——共
话可持续发展城市未来”为主题
的论坛在福州举行，住建领域相
关专家学者齐聚一堂，通过交流
互鉴，持续巩固和扩大福州获得
首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
奖的成果，共商城市高质量可持
续发展的新模式、新路径。论坛
上，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石楠、中国科学院
大学人居科学学院院长吴晨、清
华大学教授毛其智、巴黎综合理
工学院原校长雅克·毕奥分别作
主题发言。

长期以来，福州市始终坚持
“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一张
蓝图绘到底。2023年，福州数字
经济规模突破7000亿元，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突破4000家；空气
质量排名全国重点城市第四；坚
持城市韧性和安全底线，推进城
区水系治理，谋划实施一闸一线、
一库三线工程，让市民喝上更好
品质的饮用水……福州正聚焦
山、水、城、人和谐共生，致力打造
开放包容、更加美好的海滨城市、
山水城市。2023年福州是中国
唯一获得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
海奖）的城市。

吴晨与福州渊源颇深，曾参
与福州城市规划与建设工作。会
上，吴晨围绕“迈向可持续发展的
城市复兴之路”作了主旨发言。他认为，城市发
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以后，大规模的增量建设
转为存量提质改造，从高速度变成高质量是毋
庸置疑的。从更长的维度来看，应该探索城市
更新的高级阶段。“我们要以人居科学的体系支
撑城市可持续发展。”吴晨说。

“去年11月8日在这里为祝贺福州市荣获
首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参加了一
次专家研讨会，当时围绕开放包容、永续发展的
主题研讨可持续发展理念，共谋可持续发展蓝
图。”再次来榕，毛其智带来“关于福州市可持续
发展的再思考”的讲话。他提议，要以“城市文
化复兴”为抓手，推动福州走向世界。“我希望在
最近几年能把三坊七巷首先送入中国世界文化
遗产名单，给‘讲好福州故事’创造一个更有利
的条件。”

福州市领导表示，未来福州将紧扣《福州市
可持续发展城市行动纲要》明确的目标任务，全
力推动13类43项主要任务落细落实落到位，
培育打造更多创造型、引领型的典型样板，走出
一条具有福州特色的、体现时代特征的城市可
持续发展之路。 （林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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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讯 我国高速铁路建设再
次迎来重要时刻。2月4日，漳州至汕
头高速铁路（以下简称漳汕高铁）正式
开工建设。

漳汕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

铁路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广东省
广汕高铁、福建省福厦高铁等共同组成
沿海大通道。项目位于福建省、广东省
境内，线路起自福厦高铁漳州站，经福
建省漳州市，广东省潮州市、汕头市，接

入汕头站。线路全长约175公里，
设计时速350公里，共设漳州、漳
浦、东山县、诏安南、饶平南、汕头
等6座车站，其中漳州、漳浦、汕头
站为既有车站，其余为新建车站，

建设工期4.5年。项目建成后与福厦
高铁、广汕高铁连接，密切东南沿海地
区交流联系，对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
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苏海森）

漳州至汕头高铁正式开工建设
设计时速350公里

闽 清 大 山 深 处
归国留学生筑就“中国归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