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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潭不断探索实践、开拓创新、奋进跨越，以克
难攻坚、披荆斩棘的崇高志向和敢拼会赢、激情创
业的奋进精神推动“两岸同胞共同家园”建设，开
放开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回望平潭的发展轨迹，我们梳理出一些对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有借鉴意义的经验：

一是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编制规划。平潭
坚持“生态、低碳、智慧、开放”的原则，邀请国际一
流规划设计团队高标准编制各类规划，突出海洋、
海岛、海湾特色，严格控制建筑密度和高度，对各
类规划进行修改完善与提升。

二是大力完善基础设施。三年完成投资1000
亿元，到“十二五”末完成投资2500亿元以上，打造
综合立体、高效便捷的交通格局。全方位统筹解
决水资源紧缺、供电、道路、污水垃圾处理、垃圾焚
烧发电、一级客运站等问题；高标准规划建设大学
城、协和和海坛三甲医院等一批学校、医院以及市
民公园，加快建设平潭会议中心、喜来登等一批星
级酒店，努力营造一流营商、就业和生活环境；启
动建设国际森林岛，从2010年起连续5年每年植
树1000万株，全力打造美丽平潭。

三是探索创新机制体制。实验区“一办、二
部、六局”组建工作基本完成，扁平化、高效率、大
综合的行政管理体制初步建立。高标准建设行政
服务中心、国库支付中心、招标投标交易中心“三
个中心”，提高办事效率。

四是大力培育高端产业。重点发展高新技术
产业、现代服务业、海洋产业、旅游业和教育文创
等产业，构建低碳、智慧、生态、高附加值的高端产
业体系。

五是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去年以来，国家财
政部、税务总局、质检总局、工商总局、海关总署等
部委先后出台配套政策，省委省政府授予52项省
级审批权限和44项省级行政职权。

合作融合 奋进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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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先试，需要的是大胆创新。
正在建设的平潭坛西大道共

同管沟，高 3.2 米，可容纳城市排
水、电力、信息等六种管线，维修工
具车可在管沟内行驶，既能消除空
中飞线，又能有效避免对路面“开
膛破肚”。这种高标准公共管沟在
平潭有 120 公里，每公里投资最高
达7000万元。

平潭综合实验区规划局一位
负责人说，公共管沟代表了一种百
年规划的科学理念，而支撑这种理
念的，是平潭高超的资本运作和融
资技巧。

以国家和省补贴为启动资金，
平潭综合实验区巧妙盘活土地资
源，“把优质资源转化为资产，再把
资产转化为资本”，由此撬动社会
投资约1000亿元，使各项基础设施
建设突飞猛进——

平潭综合实验区设立的短短 3
年，两岸主通道快速打通，高速客滚
轮“海峡号”成功直航台中，现已运
送旅客近12万人次，并顺利开展了
货运，实现了从台湾到长三角、珠三
角 24 小时内交货；入岛第一通道
——平潭海峡大桥和福清渔溪至平
潭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平潭到福州
的车程从 3小时缩短到 80分钟；入
岛北通道——长乐至平潭高速路、
福州到平潭快速铁路及跨海公路铁
路大桥即将全线开工，计划2015建
成通车；岛内“一环两纵两横”等城
市主干道去年底基本形成环路；岛
外应急调水一期工程已建成通水；
开工建设闽江北水南调工程和岛内

雨洪水收
集 系 统 ；供 电 、道
路、城市立面改造、污水
垃圾处理、垃圾焚烧发电等市政
配套工程建设全面推进。

平潭的快速发展在台湾激起阵
阵涟渏：台湾各地都在争取开通至
平潭的海上直航航线；台北航运界
已启动台北港旅检大楼建设；不少
台湾人来到平潭创业就业。“两岸共
同家园”得到越来越多台湾人响应。

当然，平潭的很多工作还处在
“纸上”的规划阶段，就像一幅宏伟

的 画 卷 ，
才 刚 开 始 落

笔。共同规划、共同开发、共同经
营、共同管理、共同受益“五个共
同”如何实施？如何让台湾当局认
可，让民众接受，还需要一个很长
的实践过程。但是，随着平潭开放
开发的强劲态势日益显现，台商投
资平潭综合实验区已呈现井喷的
态势，相信经过不懈的努力，平潭
一定能成为媲美厦门的海峡明珠。

大事记大事记

2009年5月14日，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福
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明确
提出，在现有海关特殊监管区政策的基础上，进一
步探索在福建沿海有条件的岛屿设立两岸合作的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实施更加优惠的政策。

2009年7月底，福建省委八届六次全会作出
决定，设立福州（平潭）综合实验区。2012年 2
月，福州（平潭）综合实验区更名为平潭综合实验
区，升格为正厅级机构。

2011年3月，“加快平潭综合实验区开放开
发”写入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和国务院批准的
《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平潭开放开发上升
为国家战略。

2011年10月26日，福建省政府办公厅转发
了《省工商局关于提高工商服务水平的七条措
施》，决定在平潭试行“直接登记制”，实行“注册
资本零首付制”。

2011年12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
改委正式发布实施《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发展规
划》。在通关模式、财税支持、投资准入、金融保
险、对台合作、土地配套等方面赋予平潭比经济
特区更加特殊、更加优惠的政策。

2012年8月，福建省政府批复实施《平潭综
合实验区总体规划》。

平潭实验区横空出世平潭实验区横空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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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载建筑材料的卡车，穿
梭在渔村石头房子间的小路
上；20 多层高的村民安置楼，
耸立在新建的宽阔主干道旁。

平潭综合实验区发展研
究中心副主任蔡春说，实验
区启动 3 年来，共投资 1000
亿元，平均每天 1 个亿，注
册企业突破3000家，其中台
湾企业近百家，实验区规划
馆每天接待的台湾客商最
多时达十几拨。

一个沉寂多年的岛县，
过去的经济总量不敌邻县福

清县一个镇，能有今天这
样的发展，可谓得天时、

汇地利、聚人和。
2009 年 5

月，国务院出
台《关于支

持福建
省

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
干意见》，明确提出：“在现有海
关特殊监管区域政策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索在福建沿海有条件
的岛屿设立两岸合作的海关特
殊监管区域，实行更加优惠的政
策。”并指出要“探索进行两岸区
域合作试点”。

根据这一指示，2009 年 7 月，
福建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作出
了设立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决定，
努力把平潭建设成探索两岸合作
新模式的示范区和海西科学发展
先行区。

2011 年 11 月 18 日，国务院正
式批复《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发
展规划》。确定了实验区的发展
定位：以两岸同胞为主体，以合作
融合为目标，充分发挥平潭近台
区位优势，实施特殊灵活的对台
政策措施，创新体制机制，凸显平
潭在两岸交流合作和对外开放中
的先行作用，把平潭综合实验区
建设成为“两岸同胞合作建设、先

行先试、科学发展的共同家
园”，成为两岸交流合作的

先行区、体制机制改革
创新的示范区、两岸

同胞共同生活的
宜 居 区 、海

峡 西 岸
科 学

发展的先导区，成为幸福宜居、科
技之城。

之所以选择平潭，缘于其独
特的开放开发条件——

平潭岛陆域面积约 372 平方
公里，为全国第五大岛、福建第一
大岛，相当于香港本岛的 4 倍、厦
门本岛的2倍，可开发面积总计达
255 平方公里。平潭东与台湾新
竹仅距 68 海里，北距福州长乐国
际机场仅60公里。通过建设中的
合福铁路、渔平高速公路和平潭
海峡大桥等，将形成较完备的综
合交通体系。

历史上，平潭就是东南沿海
对台贸易和海上通商的中转站，
清咸丰年间被辟为福建省五个对
台贸易的港口之一。1978 年，平
潭在全国率先被批准设立台轮停
泊点和台胞接待点，众多台胞通
过平潭这个特殊的两岸交往交流
窗口，认识大陆、了解大陆、走进
大陆。

平潭拥有众多的避风良港和
深水岸段，可建优质港口数十处，
其中万吨级以上的就有十余处。
旅游资源景观独特、类别丰富；风
能和潮汐能优势明显，是我国新
能源试验岛和风能最佳区之一。
良好的自然条件和滞后的发展现
状，使得平潭具备了潜在的后发
优势。

诞生之日起，平潭综合实验区
就努力“赶考”，在体制机制创新上
先行先试、大胆探索，走出一条不同
寻常的路。

现在的平潭，就像上世纪 80 年
代的深圳。蔡春十分认同这种观
点，他认为，在某些方面，平潭比深
圳特区还要“特”。

平潭“因台而设，为台而兴，面
向世界”，为吸引台湾人到平潭生
活、就业，平潭从2012年2月起使出
了减税这一利器：符合条件的企业
减按15%的税收征收企业所得税。

另外，在平潭工作的台湾居民
涉及的个人所得税问题，暂由福建
省政府按内地与台湾个人所得税负
差额对台湾居民给予补贴，纳税人
取得的上述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
该个税政策在全国尚属首例。

15 家商业银行给予平潭 670 亿
元的总承贷资金，推动设立平潭银
行和产业基金，加快海峡股权交易
所的组建运行，吸引台湾金融机构
进入平潭。

国土资源部将平潭列为土地管
理改革综合试点，对实验区建设用
地给予单列审批。

国家财政部和福建省财政厅每
年共给予平潭14亿元的财力补贴。

在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司长范恒
山看来，平潭享受的优惠政策“是高
于特区的特殊政策”。其中“一线放
宽、二线管住、人货分离、分类管理”
的通关模式，目前只在珠海横琴新
区有，但因为平潭的面积更大，所以
更具有示范性。

平潭的“特”还体现在行政管理
体制，3年完成社会投资 1000亿元，
城市面貌一天一个样。这背后，推
动平潭开放开发全速前进的实验区
党工委、管委会，却是一个“人少得
可怜”的团队。实验区管委下设“一
办、二部、六局”，实现扁平化、高效
率、大综合的行政管理，大部门制集
中办公，有利于内部协调，真正体现
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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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

平潭，大陆距台湾岛最近的地区，
因对台渔工劳务输出量居全国县市之
首、分包全国隧道工程年产值超300亿
元而闻名。

两地隔海相望，相距68海里，地缘
相近，人脉相通。2009年以来，设立平
潭综合实验区（下称平潭）从动议、论
证、规划到实施，使这片曾经“孤悬”外
海的土地实现了由海防前哨到开放前
沿的华丽转身。同时也启示人们：一
旦找准实验区的定位，打破机制体制
的束缚，一定能点石成金，裂变出城市
发展的无穷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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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商在平潭综合实验区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