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十一届人大三次

会 议 文 件 (十 三 )

关于马尾区２０２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及２０２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２７日在马尾区

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马尾区发展和改革局

各位代表:

受马尾区人民政府委托,现将马尾区２０２３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２０２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提

请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请区政协委员和

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２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２０２３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三年新

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在区委正确领导和区人

大监督指导下,全区上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来闽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

开展 “三敢三创”“项目攻坚增效年” “工业提振” “三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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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专项行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效,宜居宜业现代化马

尾建设迈出新步伐.预计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５０％;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１２７％;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增长１８５％;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１４５％;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７０％;

出口总额增长５４％;实际利用外资６０２１万美元;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长４５％;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６５％.

与年初区人代会提出的全年预期目标相比,预计一产、建筑

业、固投、社零、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出口总额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８项指标高于或等于

预期.但受外部复杂环境和经济形势影响,其余经济指标增幅将

不同程度低于预期 (详见附件).

(一)构筑创新绿色双引擎,持续赋能高质量发展

１培育壮大创新主体.２０２３年规上企业 R&D经费投入强

度预计达３５％,位居全市前列,提前实现 “十四五”规划目

标.新增福光等１５家省级以上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米立科

技等９家省级科技小巨人企业,亿泰康、小知大数医生等２２家

企业入选省创新型中小企业名单.星海通信、飞毛腿动力２个项

目获评省技术创新重点攻关及产业化项目.

２提升创新平台效能.引导企业搭建具备核心竞争力的技

术平台,星云股份入选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海电运维等３

家企业入选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时代星云等３家企业获批

省级新型研发机构,新大陆科技等３家企业获评市级企业技术中

２



心.立足华为云创中心等服务平台,推动百思奇时代教育等６家

企业１０款产品加入鸿蒙系统适配认证.海峡高创园数智中心、

阡陌星创天地分别被认定为市级众创空间和星创天地.

３加快创新人才集聚.人才强区建设不断推进,新增认定

高层次人才４５５人,引进培育高技能人才１０００人,吸引２１２９名

高校毕业生来马尾就业创业.推动福夏科技、东泽医疗团队申报

第四批省产业领军团队,遴选３人申报国家级高层次人才,６人

申报省引才 “百人计划”.出台 «关于进一步加强区级科技特派

员工作的五条措施»,９人入选年度省级科技特派员.

４促进绿色循环发展.引导万德电气等企业实施自愿性清

洁生产,福人木业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中日达等４家企业获得

省级、市级节能和循环经济专项扶持,吉利帝豪、卫蓝之旅等３

家企业获得新能源汽车销售补助.鼓励企业错峰用电,中铝瑞

闽、大通新材料等１１家企业获得节假日期间连续生产企业用电

奖励.

(二)发展特色新兴产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５三大产业链群化发展.拥有省级工业龙头企业８家和省

级工业龙头培育企业２３家 (居全市第３),培育形成新一代信息

技术、新能源储能和预制菜等三大产业集群.积极抢占新能源产

业赛道,用户侧新型储能产业集群以全省第一的成绩入选国家级

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时代星云智慧储能产业园实现一期厂房

部分建成投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蓄势赋能,累计聚集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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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２５６家,联东 U 谷福州物联网产业园正式投用.预制菜

产业蓬勃发展,组织企业抱团参加CFIE上海国际食材展等７项

全国性大型展会,获评２０２３年全国预制菜产业基地百强第七名,

被授予 “中国水产品预制菜之都”等荣誉称号.

６现代服务业动能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新增３

家多式联运规上企业,新大陆科技、网龙等１１家企业入选市级

软件龙头企业,总数居全市第一.新增新大陆支付、慧翰微电子

２家总部企业,总部企业数位居全市第二.商贸零售业创新转

型,精心打造茶山铁路驿站和船政夜市,举办首届马尾汽车文化

旅游节暨汽车走廊推介会,名成海峡水产品交易中心荣登 «中国

商品市场综合百强»榜单.推动中国首个折叠渐进式多维体验剧

«最忆船政»实现公演,以 “一台戏”带活 “一座城”,打造福州

文旅新名片和新引擎.推进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中交冷

链福州智慧产业园建成投用,源洪冷冻食品园等一批项目加快

建设.

７两业融合成效显著.时代星云智能化新能源及储能装备

制造等３个项目入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标杆项目,盛

博电子远程协同 APP等２个项目获批省工业互联 APP优秀解决

方案.新大陆支付入选国家第五批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辅布司

入选示范平台 (共享制造类),全区拥有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和

示范平台１３家,数量位居全市第一.

８特色农业健康发展.推进琅岐种业基地建设,建成琅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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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种展示评价基地、省种苗创新基地,全年共开展近３０００个

品种的农作物新品种种植与展示.推行 “龙头企业＋家庭农场＋

农户”产业发展模式,３家企业入选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打造全市首个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示范

项目,新增市级乡村振兴四星级村１个,市级乡村旅游精品示范

村１个.

(三)坚持项目为基,有效推进城市品质提升

９招商引资提速增效.深化 “招商强化年”专项行动,推

动粤浦科技福州科创中心等６１个项目落地.第六届数字峰会

报送签约项目２０个,总投资１３７３亿元.引进闽都基础设施投

资基金 (５０亿元),马尾基金小镇已集聚１３５家私募基金管理人

和４６４只私募基金,累计基金规模１８２１亿元,其中投向我区实

体项目１１９５亿元.推动国航远洋发行６６４亿元融资项目,建

造６—８万吨级干散货运输船舶.

１０项目攻坚扎实推进.开展 “项目攻坚增效年”专项行

动,实施联东 U 谷马尾智能制造产业园等重大项目１４９个,

完成投资２４２７９亿元.９个省级、１３０个市级重点项目全年预计

完成投资２１亿元和２１０亿元,分别超序时进度１７３个和１５９

个百分点.强化资金要素支持,４个项目获得中央预算内投资补

助,１１个项目获得省级奖补资金,开发区产业园区基础设施提

升工程 (一期)等７个项目获得专项债资金额度６６５亿元.

１１城市建设有序推进.推进交通枢纽建设,加快轨道交通

５



２号线东延线一期工程建设,完成福州机场第二高速公路马尾段

项目土地征迁等前期工作.完善市政配套设施,新改扩建济安东

路、铁南东路二期等７条市政道路,建设供水管网２公里,新建

改造雨、污水管网３１公里,市政燃气管道５４９公里,完成老旧

小区改造１５１万平方米,新增保障性租赁住房１６３７套.出台

“两江四岸”环境提升工作方案,优化城市景观布局.

(四)改革释放新动能,开放迈出新步伐

１２重点领域改革持续推进.推动法治建设改革创新, “企

业破产行政司法协同改革”“立审执联合破”全链条工作机制成

为全国、全省首创.深化医疗卫生体系改革,推动分级诊疗,推

进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对我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行基本药

物零差率销售补偿办法.深化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制定 «２０２３

年度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工作要点»和重点改革事项清单.

１３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全面推进营商环境新一轮改革,出

台 «马尾区建设现代化一流营商环境工作方案 (２０２３—２０２５

年)».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改革,全区营商事项

平均承诺时限压缩到法定时限９９８％以内,“一趟不用跑”事项

占比９３１％,实现８６７８％审批事项可在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在

线申请.深化信用体系建设,开展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引导企业

开展信用修复工作.

１４开放水平全面提升.旅检口岸 VR物联网应用等３项自

贸区创新举措取得全国首创.提高马尾口岸通关速度,“云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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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首份出口检验检疫证书,通关全省首票 “内河运费扣减”享

惠货物.提升对外经贸便利化水平,引进全市首支合格境外有限

合伙人基金,办理福州自贸片区首笔大宗商品离岸转手买卖进口

业务,全省率先开展原油贸易境外人民币结算业务,累计金额达

２７８亿元.

１５对台合作愈加紧密.支持优你康光学等台资企业做大做

强,加快优你康二期项目 (总投资１５７亿元)前期工作.推动

“两马”航线顺利复航,“吉顺１０号”完成首个往返航班,成为

全市首条复航的 “小三通”客运航线.推动 “福马共同家园”建

设,邀请马祖县政府、马祖酒厂、马祖村长协会来访交流,就

“两马”客货运航线建设、乡村休闲农业对接等议题进行交流协商.

(五)兜牢社会民生保障,不断优化生活环境

１６公共服务有效改善.推动医疗设施建设,打造全国首个

创新型 “物联网＋尿毒症”智慧医疗样板中心,推动马尾区医院

新院开工建设.统筹教育建设发展,推进马尾第二实验小学项

目、教育达标提升工程等项目建设,新增公办幼儿园学位５４０

个、高中学位５４００个,物联网产教联合体获评省级市域产教联

合体,组建１５个教育集团.完善养老服务保障,新增３家农村

幸福院,累计建成１７个社区长者食堂.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获评全省首批体育运动特色区.与福建新华发行 (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展文体旅农融合发展项目.

１７生态环境更加优美.深入开展污染防治攻坚,实施 “蓝
７



天、碧水、净土、碧海”四大工程,严格落实 “三线一单”生态

分区管控要求,严把新上项目环保准入门槛.全区空气质量综合

指数２３４,空气优良天数比例９８５％,空气质量在全市城区位

居第一.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医疗废物处置率均为１００％,集

中式饮用水源和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达标率均保持１００％.

１８社会保障网络愈加完善.兜牢民生保障底线,提高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至２５０元,为失业人员累计发放失

业金、失业补助金、物价补贴３６３３万元.全区城镇新增就业

９４８６人,其中失业人员再就业２４７４人,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

２１１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示范区工作入选人社部改革创新实践

案例.规范市场价格秩序,受理各类价格认定协助案件５７件,

办结率１００％.

总体上看,２０２３年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向好的良好

态势,大部分经济指标较上年有较大提升.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

识到,国内外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发展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不少挑战:一是经济新增长点拉动不足,投资

量大、带动性强的重点产业项目示范引领效应还未充分释放;二

是企业盈利水平下降,实体经济发展信心有所转弱,部分企业受

外部及行业影响,生产经营困难增大;三是服务业复苏放缓,受

各种超预期因素影响,居民消费意愿下降,消费市场持续低迷.

二、２０２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和任务

２０２４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５周年,是实施 “十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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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的关键一年.全区上下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做到 “三个更好统筹”,解放思想、攻坚克难、狠抓落实.要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以科技创新引领现

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提升教育、医疗、文化各个领域服务水平,努力推动全区高质量

发展再上新台阶,在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大局中作出更大贡献.

按照以上总体要求,２０２４年经济发展预期目标是:地区生

产总值增长６％,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４５％,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增长５５％,建筑业增加值增长９％,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

５％;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８％;一

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增长６％,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６％;

出口总额增长５５％;实际利用外资实现正增长;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长５％;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５５％.

为确保完成上述目标,重点要做好以下各项任务:

(一)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促进可持续发展

１支持企业创新赋能.持续实施高企倍增计划,开展高企

挖潜服务工作,建立潜力企业名单.加大对科技研发平台扶持力

度,加强国家级、省级重点实验室和新型研发机构等平台建设和

管理.深化 R&D 稳增计划,发挥政府引导作用,通过项目支

持,落实普惠政策,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企业创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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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动时代星云等企业创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指导腾景光

电、国光等企业申报国家重点小巨人企业.

２加强创新人才引育.坚持 “以产聚才、以才促产”,加快

各层次人才引进和待遇兑现,逐步完善人才住房保障体系,引进

培养大批高层次人才、专技人才和技能人才,推动产业链、人才

链深度融合.充分整合新大陆教育、华为云创中心、物联网开放

实验室等平台的人才实训资源,共建鸿蒙开发者创新中心,进一

步夯实人才培训服务体系.支持科技特派员助力四大经济发展,

提高科特派 “订单式”需求、“菜单式”供给对接精准度.

３实施绿色发展行动.积极构建绿色制造体系,推动统一

企业、星云股份等企业创建绿色制造,持续实施省重点工业节能

改造项目,充分挖掘企业节能潜力.加快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

促进多要素协同的绿色低碳发展,打造循环经济示范园区.加强

高品质绿色建筑建设,提高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水平,推动建筑能

效稳步提升.促进 “绿盈乡村”提档升级,打造 “绿盈乡村”典

型示范村庄和 “绿盈乡镇”.

(二)提升产业现代化水平,增强发展韧性

４推进新型工业化.优化集群发展布局,推进飞毛腿电池

工业园四期、万洋科技众创城等项目建设,强化以链促群,构建

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生态,提升集群核心竞争力.积极培育新产

业新赛道,落实 “电动福建”计划,推动时代星云智慧储能产业

园、马尾新能源产业园等项目加快投产,支持星云股份、时代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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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等重点企业引领新能源储能产业发展.着力推动产业数字化智

能化发展,整合全区数字产业资源,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传统

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支持建设一批省级智能制造示

范工厂,引领带动更多企业机器换工、设备换芯、生产换线.巩

固提升支柱产业,“一业一策”实施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不断

拓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储能、水产品预制菜等产业优势,

大力实施技术改造升级工程,努力构建具有马尾特色的现代化工

业体系.

５提振服务业活力.加强政银企对接,培育消费金融等新

型金融业态.大力发展消费新业态,利用 “船政一台戏”等热

点,积极培育特色鲜明、业态多元、亮丽美观的城市消费新地

标.推动软件信息、现代物流、供应链管理、科创服务等生产性

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构建与先进制造业发展需求

相匹配、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性服务业支撑体系.

大力培育发展总部经济、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等经济形态,利用

海交会、广交会、进博会等重点展会,帮助企业开拓贸易市场.

６推动农业提质增效.积极推广增产增效 “五新”技术,

深化琅岐菜篮子基地建设,确保 “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发展

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力争新增市级家庭农场１家,市级产业

化龙头企业２家以上.延伸种业创新基地农产品 “产供销”环

节,筹办全国 “种业博览会”和 “种子双交会”,提升琅岐种业

产业核心竞争力.加快推进现代农业 (产业)园区建设,打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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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销服一体化的全产业链企业集群.

(三)强化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

７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用足用好国家部委及省、市赋予福

州自贸试验区的特殊政策,加快引进特色政策类项目.做好招商

项目跟踪服务,推动海能达新能源汽车电子、国瑞健康产业总

部、清铧总部等项目落地生效.推动央企中石化新星石油在马尾

区设立子公司,落地集光式光伏项目.推动省国企改革重组投资

基金、榕投水务基础设施基金落地,进一步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８加快重点项目攻坚.夯实项目前期工作,推进１０个省重

点项目和１３０个市重点项目建设,力争分别完成投资２２亿元和

１９５亿元以上,全年计划新开工项目５４个以上,竣工４３个以

上.加大技改攻坚,谋划生成实施省、市技改重点项目２０项以

上、总投资１０亿元以上.

９加强项目谋划储备.聚焦我区重点领域和补短板项目,

加强项目超前谋划,梳理符合国家、省资金补助和贷款投向的储

备项目,指导项目尽快完善各类前期要素,落实各项建设条件,

争取更多项目纳入中央预算内补助、专项债和特别国债范畴.做

大马尾基金小镇,积极探索 “基金＋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以

资本撬动重点企业、重点项目落地马尾.

(四)持续深化改革开放,打造营商环境标杆区

１０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发挥马尾船政教育发展集团作用,

深化教育试点改革工作.促进林业发展改革,深入实施松林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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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全面提升森林资源高质量发展水平.持续推动医改工作,大

力发展 “互联网＋医疗健康”项目,推进紧密型医共体建设.推动

国资国企改革,创新投融资方式,加大资产、资源盘活力度;开展

“国有企业内部审计提升年”行动,不断规范国资国企经营管理.

１１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规范设

置依申请行政权力和公共服务事项范围和类型,动态调整区级行

政许可事项清单.提升政务服务数字化水平,推进 “一网通办”,

逐步实现区、镇 (街)、村 (社区)三级事项进驻福建省网上办

事大厅,努力做到目录之外无审批.消除市场准入壁垒,严格落

实 “全国一张清单”管理要求,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加

快完善与负面清单动态调整机制相适应的审批、监管机制.维护

公平竞争秩序,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保障各类市场主体

依法平等使用各类生产要素和公共服务资源.

１２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全面落实 «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

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

干措施»,积极开展首创性和差异化探索,持续推出具有马尾特

色、含金量高的制度创新成果.推进跨境贸易服务,打造全省首

个跨境电商海空一体化全模式出口清关中心,支持电商企业 “走

出去”.深化 “海丝”沿线国家合作,鼓励水产冷链、跨境电商

企业运用直播等新型营销方式,拓展 “海丝”沿线贸易流通通

道,打造 “海丝”核心区水产贸易集聚区.

１３深化对台融合发展.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为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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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加快推进 “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促进 “两马”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推动琅岐对台码头和 “两马”航

线提档升级,恢复我区台轮停泊点和对台小额贸易业务.进一步

加强技术人才、货物进出、证照互认等环节交流合作,积极谋划

融合发展产业合作园区项目,支持优你康光学加快上市步伐.

(五)全面增进民生福祉,满足多元化需求

１４提升文旅服务效能.发挥文旅资源优势,发展船政游、

古厝游、闽江游、乡村游等一批特色文旅产品,推进中国船政文

化景区创建国家５A级旅游景区.进一步依托马尾、马祖两地自

身地缘优势,持续优化 “两马同春闹元宵”“两马”文体夏令营、

体育联赛、福州语童谣共唱等活动,积极谋划 “万人游”马祖、

亲情游船政及特色产品互销等活动,做旺 “两马”旅游航线,构

建 “两马”文体旅融合发展新格局.

１５优化医疗卫生服务.加快马尾区医院新院项目建设.积

极探索区总医院 “一院五区”管理模式,推动５个分院发展 “一

院一策一特色”医疗,带动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推进形

成 “首诊基层、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

系格局.做大做强区总医院 MMC１＋X模式和 “居家自动腹膜

远程实时监控”项目.进一步建立健全引才、吸才和留才体制机

制,加快推动医院编制动态管理.

１６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加快教育项目建设,推进教师进修

学校附属小学扩容工程等项目建设,推动马尾实验中学、马尾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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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学校等项目开工建设.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深化单一法人

集团化办学模式,合理统筹区域教育资源.完善教师阶梯式培养

模式,大力培养省市教学名师、学科带头人,完善名师工作室管

理机制,发挥名优骨干教师示范引领辐射作用.

１７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持续开

展 “马兰花”创业培训、互联网营销师培训,加大创业支持资金

扶持力度,落实好创业担保贷款、创业补贴等扶持政策.织密兜

牢保障网,加大低收入家庭认定工作力度,扩大保障范围,全面

推进低保边缘户家庭认定工作.完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骨干

网,推进城市嵌入式家园—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居家养

老服务站 (农村幸福院)三级三类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１８强化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

法治污方针不动摇,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打好蓝天、碧水、碧

海、净土四大保卫战.积极开展 “静夜守护”“城市扬尘”等专

项整治行动.巩固提升 “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成效,建立健全

散乱污整治长效机制.配合完成国家 “三线一单”减污降碳协同

管控试点工作.探索EOD模式,谋划生成一批生态治理与乡村

振兴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力争３年内成为文旅生态融合标杆.

附件:马尾区２０２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

２０２４年主要指标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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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马尾区２０２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及２０２４年主要指标预期目标

序号 指标名称
２０２３年预期
增长目标
(％)

２０２３年预计
完成情况
(％)

２０２４年预期
增长目标
(％)

１ 地区生产总值 ７０ ５０ ６０

２ 第一产业增加值 ３０ ４８ ４５

３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７０ １５ ５５

４ 建筑业增加值 ８０ １６７ ９０

５ 第三产业增加值 ７０ ３０ ５０

６ 固定资产投资额 １００ １２７ ８０

７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６０ ７０ ８０

８ 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６０ １８５ ６０

９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６０ １４５ ６０

１０ 出口总额 ３０ ５４ ５５

１１ 实际利用外资 ３０ ６０２１万美元 正增长

１２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６０ ４５ ５

１３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６５ ６５ ５５

区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秘书处 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２６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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