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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随着《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
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
见》的出台，以及《中共福建省委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贯
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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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的实施意
见》发布，吹响了加快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响亮号
角。

作为对台工作前沿，福建始终怀着特殊感情、带着特
殊责任在两岸融合上探索新路。如何激活两岸经贸合作
新动力，吸引更多台企台青来闽投资兴业、筑梦圆梦？日
前，福建省委统战部就用一场“同心·半月座谈”，以政策
推介、项目路演、产融对接的方式，为台企台青拓展融资
渠道，助力融资供需“双向奔赴”。

银企对接

释放6亿融资大礼包

“这个‘金服云’平台，是有偿服务还是无偿服务？”福
建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海联会会长王永礼作为座谈
主持人，一开场就为台企台青“谋福利”。

福建省金融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郑青现场答疑，她表示，“金服云”是福建省重要金融基础
设施平台，该平台助力惠企政策“精准对接”，将“看得见”
的政策转化为“够得着”的产品。目前该平台已入驻234
家金融机构，有719项融资产品。符合条件的台商台企，
可以通过平台免费发布融资需求，和大陆企业一样享受

同等金融待遇。
福建省海联会副会长、香港宏创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长蔡建四，专程驱车从香港赶到福州参会。本次对接，省
海联会倡议的“福海联创”基金，由他与港澳闽籍代表人
士俞凯、李圣根、施人玮、张源、颜丽园6人共同捐资600
万元，发起成立，将给予符合融资准入条件的台企台青
1%贴息补助，撬动的贷款规模达6亿元，以持续性金融赋
能支持台企台青布局新产业新项目、开拓新领域新市场，
助力两岸经济融合。

“两岸同胞同祖同根，血脉相通，文脉相通，没有任何
理由，不携手发展，不融合发展。”蔡建四表示，基金的成
立，旨在集聚资金，引入台企台青发展的资本活水，帮助

台企解决融资难的问题。
当天，共有来自福州自贸区农业银行、福建海峡银行、

兴业银行、香港宏创投资、福建棋桐企业咨询公司、香港麦
家荣律师行、老鹰基金、七匹狼控股集团、福建大有文化有
限公司、厦门橡果创业投资等金融机构与知名创投机构
的12位代表参会，与21家台企台青“正面交锋”，从32

个融资项目中，物色有意向的项目。

官方“做媒”

撮合资本与项目“联姻”

“把资金需求和用途讲清楚，穿鞋
带帽的话，咱就不说……哪一位先开
个好头？”在随后的路演环节，主持人
带着双方直奔主题。

来自福建七善德斋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的主理人高睿旸率先发言，他想
为自己主营的一款素食烘焙面包寻求
线上渠道推介，希望能达到年营业额
5000万的小目标。

这款符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面包
引起不少在场投资方的兴趣，“产品可
否大规模生产？成本是多少？”“如果
能在价格上和产品组合上多做一些调
整，会让消费者有更大的选择空间。”

“我想通过养牛这件事，引入台湾
精致农业的理念，带动乡村振兴发
展。”准备在漳州诏安月港湖建设观光
生态牧场的何仁湘，毕业后就到大陆
工作，已近10年。此次他想寻求有意
向的资方，为新项目助一臂之力。

乡村振兴是近年创业投资的“新
蓝海”，福建的青山绿水更是厚植乡村
振兴的沃土，吸引越来越多的台青“深
耕”其中。当天还有多位从事“乡建乡
创”项目的台青代表到场寻求融资。

自称“小馒头”的曾乐福，来福州
已8年。2018年，她带领8名台湾青
年来到闽清，开启乡建乡创之路。今
年，她又与闽清雄江许下 15年之约，

以“小镇运营”的身份继续留在雄江。并将名字从曾芝颖
改为“曾乐福”，寓意“乐在福建”。她诚恳地对创投代表
说，“我的融资需求是350万，用于乡村振兴运营，希望可
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她的介绍引起福州自贸区农业银行行长林少伟的注
意，他现场表态：“你的项目，我们有兴趣，线下可以对
接。”

“我们的师资力量都来自台湾，部分教材还申请了专
利，还承办多次两岸艺术游学活动。”2012年，带上所有
身家来到泉州石狮创业的台湾布拉格艺术机构总经理潘
春鸣，2024年想开设分校和成立进口钢琴翻新整修厂
房，他希望可以获得现场资本的青睐。

福建省新联会创投分会常务副会长、福建大有文化
有限公司董事长余昌鸿抛出了橄榄枝：“如果是用于店面
装修，我不建议找金融资本，如果是在进口钢琴方面有资
金需求，我这边可以满足。”

现场你来我往，“双向奔赴”者达成合作意向，如沐春
风。

据了解，“同心·半月座谈”这个平台自成立以来，已
多次围绕“产融对接”举办相关沙龙、路演活动。此次为
台企台青牵线搭桥，正是省委统战部聚焦省委、省政府中
心工作、深化拓展“三争”行动的又一务实举措。

“海联”赋能

助力两岸融合发展

福建是广大台胞最主要的祖籍地，80%的台胞祖籍
地都在福建，闽台民众有着天然的可以肩并肩唱《爱拼才
会赢》的亲近感。

“我们想让孩子了解，为什么我们两岸同根同源，为
什么我们两岸一家亲！”来自福州纽沃普教育信息咨询公
司的负责人表示，想了解台企贷款相关政策，希望能为新
建的两岸青少年研学基地的推广贷款。

有问题直接讲，有需求直接提。福建省委金融工委
副书记谢建潮在现场给各位台企台青加油鼓劲，“金融机
构非常渴求好项目，一直都在寻找好项目对接，希望大家
畅所欲言。”针对现场参会者提出的台企贷款、货币往来
及汇率政策问题，他回应道，“相关问题，我们后续会积极
推动，台胞的金融需求满足，永远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福海联创”基金负责人表示，做年青人的工作，做创
新创业的工作，就是做未来的工作。省海联会还有更多
代表人士，愿意扶持年轻人的创新创业，愿意参与到两岸
融合发展的事业中来，为台胞台企“加油鼓劲”，做台企台
青发展的“智囊团”和“合伙人”。

高效直接的对话让参会者放下心防，大家畅所欲言，
纷纷表示，祖国大陆有着广阔的市场和无限的商机，希望
能带动越来越多的台青来大陆，一起共创项目。

不少人会后还意犹未尽，三五结伴互留联系方式，深
入交流彼此看法。

回首过去的一年，福建省新设台资企业2117户，实
际使用台资72.8亿元，台胞来闽3万多人次，举办各类
涉台活动280场……一串串数字表明，福建已成为两岸
民间交流最活跃、两岸同胞情感最温馨家园、两岸经贸合
作最紧密的区域之一。

当前，福建正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民营经济强省、人
才强省、区域协调发展等战略，两岸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
日趋完善。此次活动，不仅帮助台企台青更好扎根福建
这片“发展沃土”，实现合作共赢，也是新一届福建省海外
联谊会在践行“两岸一家亲”，助力两岸融合发展上的积
极作为。省海外联谊会负责人希望更多台企台青抢抓两
岸融合发展的历史良机，扎根大陆创新创业创造，赢得新
发展新未来。

二月寒尽，三月春暖。八闽大地春芽浮绿、万物复
苏，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已然来临。 （韩惠彬）

这场座谈会，助力台企台青来闽筑梦圆梦

▲活动现场 （陈川 摄）

▲福建省重要金融基础设施“金服云”平台介绍服务台资台企政策。
（李思怡 摄）

▲台企台青代表路演介绍融资项目现场 （韩惠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