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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B_BA_E7_9C_81_E5_c31_38089.htm 省政府近日下发关于

“十一五”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现代流通业发展的规划，提

出到“十一五”末，全省连锁经营企业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的30％左右，批发零售业和餐饮业增加值及从业人

员分别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和总就业人口的11％。 规划提出

，从转变流通业增长方式，加强闽台商贸合作，构建社会主

义新农村流通网络等10个方面，采取一系列促进措施，全面

落实流通业发展。主要包括： 构建大流通格局。培育一批大

型贸易机构、商品交易市场、物流企业，鼓励跨国集团和全

国性大企业在我省设立总部或地区分支机构，建立采购中心

和物流中心，各级政府可给予适当补贴； 积极发展电子商务

。流通企业构建信息化系统，随计算机一并购进的软件计入

固定资产，单独购置的作为无形资产管理； 做大做强一批流

通企业。全省重点培育20个大型商贸集团，认定一批省级流

通龙头企业，并对其发展项目给予重点支持； 培植流通企业

自主品牌。开展流通企业分等定级和服务名牌评价认定工作

。对服务品牌和商业贴牌产品品牌，工商部门将其列入驰名

商标、著名商标的认定范围，质监部门将其列入各级名牌产

品的评选范围，外经贸部门将其纳入国家及省级“重点培育

和发展的出口品牌”扶持范围。鼓励流通服务企业申请注册

商标； 加强闽台商业和物流业合作。把沿海主要批发市场建

成两岸商品双向流通集散地，推动省内流通企业到台湾地区

办展经商。整车运输台湾农副产品按照运输本省地产同类产



品享受过路过桥费优惠政策； 规划还就重视发挥供销合作社

作用、保障流通企业合理用地等方面提出了积极的措施。 相

关新闻 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由来与发展 21世纪来临之际，福建

与全国一样，开始了新一轮的发展。面对区域经济已成为推

动各地经济发展重要手段的新形势，福建需要找准自己的战

略定位。 福建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优势和特色：面对台湾，毗

邻港澳，是两岸三地（闽、台、港澳）的连接点；北承长三

角，南接珠三角；全国著名侨乡，有1000多万爱国爱乡的侨

亲旅居世界各地；拥有港口优势，全长3000多公里的海岸线

，分布着不少天然深水良港⋯⋯在上述优势中，对台优势更

显突出，且是其他地区不可替代的。闽台两地语言相通，人

缘相近，血缘相亲，自然生态条件十分相近，80％的台湾同

胞祖籍在福建。这一切，使福建成为台商投资大陆的首选之

地。 经过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通过认真缜密的研

究和论证，在2004年初召开的福建省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

时任省长卢展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建设“对外开

放、协调发展、全面繁荣的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构想。

这一新定位，深化了对福建省情的认识，延续了近年来福建

发展战略思路，凸显了福建区位特点和对台优势，着眼服务

全国发展大局和祖国统一大业，得到全省人民的赞同和支持

，很快在全省形成共识，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中央领导

对福建提出的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构想给予支持。2004年7月

，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关于建设海峡西

岸经济区的考察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要求有关同志对建

议“予以认真的阅处”。 2004年9月初，江泽民在闽视察期间

，欣然挥笔写下意味深长的题词：“建设对外开放协调发展



全面繁荣的海峡西岸”。 至2005年初，在“海西”概念提出

后短短的一年中，中央领导吴邦国、贾庆林、曾庆红、黄菊

、吴官正、李长春、王兆国、刘云山、吴仪、周永康、贺国

强等，分别来闽视察，进一步了解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情

况，并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有力支持。2004年8月上旬，中共福

建省委七届七次全体会议在福州召开。会议研究了“树立和

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这一主题，并

讨论了《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纲要》和有关配套政策意见

。2004年11月初，《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纲要（试行）》由

省委正式颁发。 《纲要》指出，海峡西岸经济区是以福建为

主体，涵盖周边区域，对应台湾海峡，具有自身特点、自然

集聚、独特优势的区域经济综合体。其发展目标是：立足祖

国统一大业，着力推动福建以及周边地区作为一个充满活力

的经济板块加速崛起，成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前沿平台，

两岸三地交流合作的重要地区，形成区域制造业中心、现代

物流中心、科教文化中心，最终成为中国经济重要增长极。 

《纲要》提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主要任务是构建九大

支撑体系：竞争力强的产业支撑体系，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支

撑体系，统筹协调的城镇支撑体系，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支

撑体系，外向带动的开放支撑体系，和谐社会的管理协调服

务支撑体系，互利共赢的协作支撑体系，可持续的生态支撑

体系，安全可靠的防灾减灾支撑体系。 2005年10月11日，党

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发展”写入全会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

年规划的建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