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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海峡西岸蓝皮书——《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报告》从2006年起编写，2010年是第四本。
几年来，蓝皮书紧紧围绕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开展深入研究，跟踪发展进程，探究政策措施，对海峡
西岸经济区的形成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解读与阐述，引起了国内外经济学界和各级党政部
门的广泛关注，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
　　2009年5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这是党中央、
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从而，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战略从地方决策上升为中央决策，从区域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全国发
展大局中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在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中的重要作用更加凸显。
《意见》的出台，进一步明确了海峡西岸经济区肩负的使命、努力的方向、前进的动力，海峡西岸经
济区建设站在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目前，福建省委省政府正带领全省人民，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握《意见》出台的重大历史机
遇，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凝心聚力、乘势而上，努力建设科学发展之区、改革开放之区、文
明祥和之区、生态优美之区。
　　新的形势对编写好海峡西岸蓝皮书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必须从更高站位、更大视野、更新角度
、更深层次上加强对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研究，既全面、充分反映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发展现状，又对海
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提出建设性的对策建议。
基于此，从2010年起，海峡西岸蓝皮书重点依托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整合的研究力量进行编
写。
作为服务福建省政府决策的咨询研究机构，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近年来围绕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
开展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形成了一批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为编写好蓝皮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我们将在前三本蓝皮书的基础上，整合内外力量，持续跟踪研究，着力开拓创新，把海峡西岸蓝皮书
做成有权威、有特色、有影响的品牌蓝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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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峡西岸经济区，是指以福建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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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5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海峡西岸经济区发
展战略从区域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本蓝皮书对过去一年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回顾与分析。
其中，总报告总结分析了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总体情况，并从一体化发展的角度提出了16条对策建
议；分报告详细分析了福建、粤东、浙南、赣东南等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与趋势；专题研究报告
则从优势工业、海洋经济、社会事业、生态文明、区域发展、对台金融合作等方面具体分析了海峡西
岸经济区的经济现状及变动趋势，并对海峡西岸经济区与全国其他经济区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全方位的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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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海西”战略顺应了台海局势的变化，在岛内引起了强烈反响。
海峡西岸经济区战略提出后，台湾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以及现任主席、副主席都来过福建，主要工商
团体和知名企业负责人大部分也来过福建，台湾其他党派也在研究“海西”，跟踪“海西”建设动态
。
萧万长在第一届海西论坛上、江丙坤在第二届“海西论坛”上、曾永权在第三届海西论坛上，都对建
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给予积极评价，提出以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为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的起点，开展两
岸交流合作的“农业经济特区”、“产业经济特区”、“文化经济特区”、“金融产业特区”和“两
岸共同市场”试点建设等建议。
近年来台商在闽掀起了新一轮投资热潮，台湾百大企业在闽投资已增加至40多家，台湾的机械、电子
、食品等企业纷纷迁移海西，其中世界第三、台湾第一大液晶显示器厂商友达企业独资设立的友达光
电（厦门）有限公司正式落户厦门火炬（翔安）产业区，标志着光电产业航母落户海西。
　　“海西”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促进了闽港、闽澳合作与交流，港澳特区行政长官对“海西”战略都
表示赞赏。
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曾荫权委托香港特区政府工商与科技局局长王永平参加首届海西论坛时表示，香
港将为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提供重要的资金来源和融资平台，共同推进闽港八大合作平台建设；时任
澳门特别行政区长官何厚铧认为，“海西”战略为澳门特区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澳门将积
极为海峡西岸经济区与葡语国家的经贸交流与合作提供服务，共同促进闽澳商务、中小企业、旅游文
化和服务业四项合作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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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峡西岸蓝皮书·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报告（2009）（2010版）》全面系统地梳理与分析海峡
西岸经济区的建设现状和发展趋势。
全方位比较研究海峡西岸经济区与全国其他经济区的发展情况。
研究提出了提升海峡西岸经济区竞争力的有效路径和推进区域一体化的对策措施。
多角度阐释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未来走向：打造中国经济新的重要增长。
盘点年度资讯，预测时代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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