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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设立平潭综合实验区是福建省委根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
见》精神做出的重大决定，也是福建省进一步实施“大开放”战略，着力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对台合
作先行先试，加快形成两岸体制机制衔接区，为两岸和平发展大局服务的重大战略举措，是中央领导
把海峡西岸经济区建成“科学发展之区、改革开放之区、文明祥和之区、生态优美之区”的殷切期望
，对福建省加快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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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良好的资源禀赋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平潭综合实验区建立与发展的重要标
准。
平潭综合实验区开放开发有着优越的基础条件：一是对台区位特殊。
平潭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东临台湾海峡，是祖国大陆距台湾最近的海岛县，也是扼守台湾海峡和闽
江口咽喉之间的&ldquo;海上走廊&rdquo;，太平洋西岸国际航线南北通衢的必经之地。
当前，平潭综合实验区基础设施建设已日益完善。
随着平潭海峡大桥、渔平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车，使平潭与内陆地区连为一体，扩大了经济腹地。
二是特色资源丰富。
平潭综合实验区的自然生态环境与台湾相似，土地资源充裕，港口岸线资源多样，旅游资源独特，海
洋生物资源，风能和潮汐能资源异常丰富。
三是具有良好的历史文化基础。
平潭是福建古人类通过&ldquo;陆桥&rdquo;进入台湾的最早通道之一。
距今7000多年的平潭&ldquo;壳丘头文化遗址&rdquo;与台湾&ldquo;大坌坑文化&rdquo;、金门&ldquo;富
国墩遗址&rdquo;属于同一文化类型。
平潭与台湾澎湖、广东南澳并称为&ldquo;三山之目&rdquo;，同属台湾海峡的海防要塞，曾经是我国
东南沿海地区对台贸易和海上通商的中转站。
平潭与台湾民众结缘历史悠久，民间交往频繁，平潭乡亲在台湾中南部有广泛的影响力。
改革开放以来，平潭率先设立&ldquo;台湾渔民接待站&rdquo;，接待的台轮和台胞人数位居全国各地
台轮停泊点前列。
随着两岸经贸合作交流不断扩大，平潭与台湾已建立起比较稳定的贸易、文化和劳务合作关系。
四是经济基础初步具备。
平潭经济发展总体比较平稳，已形成以渔业为主导，水产加工、砂石加工、船舶修造、风力发电等行
业比较协调发展的产业体系。
　　第二，平潭综合实验区开放开发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成为两岸共同开发平潭的最大民意基础。
ECFA本着平等协商、互利双赢、互谅互让的原则，兼顾到了台湾中小企业和弱势产业利益，得到了
台湾广大中小企业和中南部民众的广泛认同。
建设两岸人民共同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把平潭打造成为&ldquo;两岸人民合作建设、先试先行、科学
发展的共同家园&rdquo;，已成为两岸民众最大的期盼。
因此，建设平潭综合实验区，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无论从政府层面还是民间层面都寄予了很高的期
待，把平潭建设成为两岸人民的共同家园具有深厚的民众基础。
　　&hellip;&hellip;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平潭综合实验区开放开发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