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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福建坚定不移地发展开放型经济，取得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积累了重要的

经验。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内经济步入新常态发展，福建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必须

立足现状，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新形势，主动融入国家开放发展战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开放，以创新为驱动，

提高质量增强效益，实现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突破，积极创建全方位、高水平、深层次的开放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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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 “改革开

放”这一伟大战略决策， “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词之一。2017 年，中共十九

大报告明确提出要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强调 “中 国 开 放 的 大 门 不 会 关 闭，只 会 越 开 越

大”［1］。开放发展成为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福建作为沿海省份，

是实行改革开放的先驱之一。四十年来，福建依托

国家开放政策，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推动改革开放

向宽领域和纵深化发展。当前世界经济转型发展和

国内经济新常态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福建面临重

大改革任务和发展对外开放新目标。因此，福建要

在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立足现

状，认清形势，把握全局，合理利用各方资源，更

加主动去迎合开放发展的需求。

一、改革开放四十年福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实

践回顾

( 一) 福建开放型经济发展取得的历史成就

福建开放型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 1979－1991 年

的起步阶段、1992－2000 年的快速发展阶段、2001－

2011 年的全球化全面提升阶段以及 2012 年以后的

新一轮开放阶段［2］。四十年来开放型经济成为福建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使福建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取得了巨大成就。

1. 开放型经济强势推进，迅猛发展

福建开放型经济发展迅猛，外贸和外资发展均

取得显著成效。一是对外贸易飞速发展。福建进出

口额从 1978 年的 2. 026 亿美元增加 到 2017 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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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10. 31亿美元，增长了 843 倍。出口从 1. 90 亿美

元增加到 1 049. 34 亿美元，增长了 551 倍。进口从

0. 12 亿美元增加到 660. 97 亿美元，增长了 5 507

倍［3］; 二是引进外资大幅提升。1979 年福建实际利

用外资仅 83 万美元， “三资”企业总共不超过 100

家，到 2017 年实际利用外资达 85. 77 亿美元［3］; 三

是对外投资和交流合作取得突破进展。1980 年福建

对外承包工程及劳务合作仅 113 万美元，到 2017 年

发展为 20. 22 亿美元。2017 年对外直接投资金额

16. 66 亿美元［3］。这两项“走出去”业务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均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现代产业体系逐

步建立和完善

福建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工业化进程取

得巨大进展，服务业比重显著提升。1978 年三次产

业结构比重为 36. 1∶42. 5∶21. 4，2017 年演变为

7. 6∶48. 8∶43. 6［3］。外贸和外资结构的不断优化带

动整体经济结构优化，对全省工业经济和服务业发

展的支撑和拉动作用十分突出。福建着力构建以高

新技术产业为主导、先进制造业为支撑、高端服务

业为方向的现代产业体系，开放型经济在其中起了

极大的促进作用。

3. 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福建 经 济 飞 跃 式 发 展。1978 年 全 省 GDP 为

66. 37 亿 元， 居 全 国 第 22 名， 2017 年 增 长 为

32 298. 28亿元，居全国第 10 名; 人均 GDP 从 273

元增长为 82 976 元，排名从全国第 23 名跃升为第 6

名;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从

1978 年的人均 371 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39 001 元，农

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 137. 54 元增加到16 335元［3］。

( 二) 福建开放型经济发展现状

1. 对外贸易方面

贸易规模总体呈增长态势，但增速明显下降。

2012－2017 年福建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从 9 843. 58 亿

元增加到 11 590. 78 亿元，增长了 17. 75%。其中出

口额从 6 175. 68 亿元增加到 7 114. 08 亿元，增长了

15. 20%; 进口额从 3 667. 90 亿元增加到 4 476. 70

亿元，增长了 22. 05%［4］。2012－2017 年货物贸易进

出口增速下降明显，2015、2016 年均为负增长，详

见表 1。

表 1 2012－2017 年福建货物贸易发展情况

Tab. 1 Development of Fujian’s trade in goods from 2012 to 2017

年份
进出口额

( 亿元)

增速

( %)

出口额

( 亿元)

增速

( %)

进口额

( 亿元)

增速

( %)

机电产品

出口占比

( %)

高新技术

产品占比

( %)

2012 9843. 58 8. 6 6175. 68 5. 4 3667. 90 14. 6 36. 19 14. 32

2013 10486. 43 8. 6 6594. 17 8. 9 3892. 26 8. 2 35. 31 14. 58

2014 10902. 95 4. 8 6969. 24 6. 6 3933. 71 1. 9 35. 62 13. 26

2015 10511. 00 －3. 5 7013. 24 0. 6 3497. 76 －11 35. 55 12. 96

2016 10351. 56 －1. 2 6838. 87 －2. 2 3512. 69 0. 7 34. 89 12. 06

2017 11590. 78 12 7114. 08 4. 1 4476. 70 27. 5 36. 38 14. 05

数据来源: 2012－2017 年《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出口商品 结 构 不 断 优 化，贸 易 对 象 多 元 化 发

展。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有较高技术含量和附加

值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占据半壁江山。2017

年机 电 产 品 出 口 占 比 36. 38%， 比 2016 年 增 长

8. 6%;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 14. 05%，比 2016 年

显著增长 21. 4%［4］。从贸易对象来看，福建对金砖

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市场的出口比重不

断提升，且增速较传统市场快。2017 年福建对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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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欧盟、东盟出口 1 441. 7 亿元、1 263. 3 亿元和

1 209. 5 亿元，增长 8. 8%、5. 4%和 7. 2%; 对金砖

国家 ( 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 出口 130. 6 亿

元、125. 1 亿 元、110. 3 亿 元 和 61. 6 亿 元，增 长

127. 9%、31. 4%、39. 1%和 45. 2%; 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出口2 210亿元，占全省出口总额的 31. 1%，

增长 2. 4%［4］。

服务贸易发展良好，离岸服务外包发展迅猛。

2012－2017 年福建服务贸易额由 126. 67 亿美元发展

到 217. 42 亿美元，增长了 71. 64%，年均增长 11. 41%，

远超同期货物贸易年均 3. 32%的增速。离岸服务外

包 发 展 迅 猛， 接 包 合 同 执 行 金 额 由 2012 年 的

53 459. 44万美元发展到 2017 年的 195 585. 42 万美

元，增长 265. 86%，年均增长 29. 62%［4］。

2. 资本国际化方面

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2012－2017 年福建实

际利用外资额逐年递增，增速越来越快。2017 年实

际利用外资 85. 77 亿美元，比 2016 年增长 8. 2%，

比 2012 年增长 35. 33%［4］。利用外资结构方面，制

造业比重略高于服务业。

对外投资与合作情况。近年来福建企业积极

“走出去”，2012－2017 年对外直接投资额除 2017 年

有较大回落外，均保持高速增长。2012 年对外承包

工程完成营业额 4. 98 亿美元，劳务人员合同工资

5. 29 亿美元，到 2017 年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11. 32 亿美元，增长 127. 31%，劳务人员实际收入

总额 8. 90 亿美元，增长 68. 24%［4］，详见表 2。

表 2 2012－2017 年福建资本国际化发展情况

Tab. 2 Development of capital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Fujian from 2012 to 2017

年份
实际利用外资额

( 亿美元)

增速

( %)

服务业利用

外资比重 ( %)

对外直接投资

实际金额

( 亿美元)

增速

( %)

2012 63. 38 2. 2 41. 21 5. 31 －

2013 66. 79 5. 4 45. 86 6. 36 19. 77

2014 71. 15 6. 5 35. 48 13. 77 116. 51

2015 76. 84 8. 0 42. 21 22. 53 63. 62

2016 81. 95 6. 7 41. 19 54. 66 142. 61

2017 85. 77 8. 2 33. 36 16. 66 －69. 52

数据来源: 2012－2017 年《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 与全国及其他沿海省市的比较

为了能更好地评价福建开放型经济发展现状，

将福建与全国及其他沿海省市作横向比较。2017 年

福建对外贸易规模在沿海五省一市中倒数第一，仅

占全国的 4. 17%，与排名靠前的广东、上海、江苏

等相差甚远; 外贸依存度与全国水平接近，在沿海

五省一市中仍处于靠后位置; 外资依存度全国第四

名，实际利用外资额仍处于末端。可见，与其他沿

海省市相比，福建开放型经济发展仍有进一步优化

的空间，详见表 3。

( 三) 福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经验总结

1. 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以改革促发展

对外开放这一开创性的决策运用到实践中必须

不断转变传统观念，突破思维定势，探索新路径。

厦门是福建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城市，然后是福州

等沿海城市。1988 年厦漳泉闽南三角地区开辟为沿

海经济开放区，1992 年龙岩、三明、南平等三个山

区城市对外开放，形成海峡西岸经济区。各种开发

区、投资区、实验区的建立，都是解放思想、大胆

探索的结果［5］。在开放发展的实践中，福建有力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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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各项改革，创新涉外经贸体制，使经济运行更符

合市场规则，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

2. 抢抓机遇，主动调整战略

福建紧跟国家步伐，抓住每一次契机，推动开

放型经济不断跨上新台阶。在改革开放初期，福建

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凭借地域优势和劳动力

成本优势，扩大出口，打开良好的开放局面; 福建

抓住中国加入 WTO 的机遇，积极融入全球化，着

力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取得突出进展; 在国际金融

危机爆发后，福建主动调整战略，着力推动 “走出

去”，鼓励本土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

3. 先行先试，先实验后推广

福建灵活利用国家给予的优先、放宽政策，在

经济特区土地成片开放，台商投资区、两岸农业合

作实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建设中都先行一步，

并不断累积经验，把较为成熟的改革举措向更大范

围推广，使对外开放稳步推进。

4. 强化组织协调，聚合生产要素

福建各级政府积极发挥主导作用，推动各类载

体平台建设，形成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台商投资区、物流园区等各类开放园区。一些重点

开放区以优越的区位条件、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良好

的政策环境，成为吸引外资的重要载体，促进资本、

技术、管理、服务等大量生产要素快速积聚，发挥

了龙头、窗口、辐射作用，促进设备制造、特色化

工、电子信息等产业迅速发展壮大，形成福建开放

型经济发展的特色和优势。

5. 充分发挥侨台优势，凸显福建特色

福建沿海近台，是全国著名的侨乡，是台湾人

民重要的祖籍地。福建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取得的

成就与海外华侨尤其是众多的闽籍台胞的作用密切

相关。海外华侨和闽籍台胞对福建发展开放型经济

的特殊作用直接表现为密切的直接投资和经贸合作，

并形成 “以侨引台”“以台引外”的侨、台、外互

相促进、联合发展的开放模式。

二、福建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新形势和

新思路

当前，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复杂深刻的变化，福

建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必须准确把握新形

势，以新的思路来应对开放型经济的转型发展。

( 一) 福建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面对的新

形势

1. 全球经济曲折复苏，世界格局重新调整

自 2008 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至今已有 10 年，

但全球经济仍未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尤其以美国、

欧盟、日本为中心的发达经济体发展速度明显下降。

然而，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持

续上升，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不断增大，成为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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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7 年福建与全国及沿海五省一市的比较

Tab. 3 Comparison of five coastal provinces and one city in China in 2017

地区
货物贸易进出口额

( 亿元)

占全国比重

( %)

外贸依存度

( %)

实际利用

外资额

占全国比重

( %)

外资依存度

( %)

全国 277900 100 33. 60 1310. 00 100 1. 06

福建 11590. 78 4. 17 35. 87 85. 77 6. 55 1. 79

上海 59690. 24 21. 48 198. 12 170. 08 13. 09 3. 81

山东 17823. 90 6. 41 24. 49 179. 29 13. 79 1. 67

江苏 40022. 10 14. 39 46. 57 251. 40 19. 34 1. 98

浙江 25604. 00 9. 21 49. 45 179. 00 13. 77 2. 33

广东 68155. 90 24. 54 75. 88 204. 91 15. 77 1. 54

数据来源: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五省一市) 》。



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国际经济格局的微妙变化，

使世界各国纷纷调整发展模式，寻求新的出路，世

界经济步入大调整、大转型时代。

2. 新一轮产业革命蓄势待发，世界经济增长动

能转换

全球经济的低速发展说明上一轮产业革命的动

能已近衰竭，难以继续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增长。以

大数据、互联网、云服务、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

技术即将引爆新一轮产业革命。在新旧动能的换挡

期，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准备抓住新一轮产业革命带

来的发展机遇，将新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发展新业态、新模式，组建新型产业

联盟，推动全球价值链不断深化。

3. 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汹涌，全球经

济治理失序

逆全球化浪潮兴起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并且

愈演愈烈，世界贸易的规模和增速明显萎缩，投资

限制和贸易壁垒加大，各国贸易摩擦加剧，区域经

济一体化进程受阻。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建立的全球

经济治理发展滞后，无法适应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和

力量对比发生的深刻变化，在推动国际贸易、国际

投资和世界经济稳定发展方面的作用减弱。

4. 国内经济新常态发展，传统开放优势逐步

丧失

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增长速度

放缓，发展方式从规模扩大转向质量效率提高。经

济增长速度和发展方式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经济结

构的变化，转型升级成为应对经济新常态发展的必

然选择。由廉价劳动力、丰富资源和政策红利形成

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正逐渐丧失，传统发展模式难以

为继。培育开放发展的新优势，是新常态下发展开

放型经济面临的紧要任务。

( 二) 福建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新思路

1. 实现“三大转变”，树立开放新观念

福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必须转变观

念加快树立新开放观。一是从以比较优势和要素禀

赋为基础参与国际分工的传统开放转变为以增强综

合竞争力参与更高水平国际分工的开放; 二是从以

商品国际流动为基础的开放转变为以生产要素国际

流动为基础的开放; 三是从以依靠政策激励的开放

转变为依靠制度创新的开放。

2. 抓住“三大机遇”，打造开放新优势

新形势下实现福建开放型经济的根本性转变，

要牢牢抓住“三大机遇”。一是要抓住国际产业分

工调整的机遇，突破福建在国际分工中长期固化在

价值链低端的局面; 二是要抓住国家 “一带一路”

机遇，打破福建长期对发达国家市场需求的依赖;

三是要抓住发展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机遇，以创新机

制体制赢得开放新优势。

3. 做到“三大注重”，开创开放新局面

福建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局面，抢占开放型经

济发展制高点，要做到 “三大注重”。一是要注重

定位开放新目标。福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其目标定位应该是增强国际竞争力、全球要素配置

力和对外开放影响力，以及提高开放型经济溢出效

益; 二是要注重把创新驱动作为开放发展的新引擎。

着力推动以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为核心的全方面创

新，增创开放型经济发展新动能; 三是要注重开放

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提升开放发展的质

量和效益，加快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布局合

理的新局面［6］。

三、福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的举措

( 一) 支持外贸产业转型升级，塑造以创新引

领的开放新优势

虽然外贸传统优势不断丧失，但人力资本日益

丰富，产业配套、制度和政策环境不断完善，为福

建外贸产业转型升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7］。福建应

在保持外贸稳定增长的前提下，保证 “优出优进”。

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升出口产品的品质和附加值，

提高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产品的出口，实现从传统

的低成本优势向以质量、服务和品牌为核心的综合

竞争优势的转变; 更加注重发展进口，借助首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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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契机，扩大进口，鼓励高技术、

先进设备和国内短缺资源的进口; 利用新一代信息

技术，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培育服务

外包、跨境电商、外贸综合服务等贸易新业态、新

模式，以不断涌现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参与

国际竞争，尽快塑造福建外贸新优势。

( 二) 推动双向投资提质增效，构建双向循环

的开放经济系统

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应该是 “引进来”和

“走出去”并重的双向循环系统［8］。一方面，福建

应积极利用外资新政策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加快引

进高质量外资，坚持引资和引智并举，引进外资向

产业链高端环节攀升、向研发设计和营销服务环节

延伸、向现代服务业领域发展。重点引进世界 500

强、台湾百大企业、行业龙头企业和跨国公司的地

区总部、研发机构、营销中心等。注重引进外资投

向资源节约、环保型项目，大力控制对高能耗、高

污染项目的投资; 另一方面，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引导企业稳健对外投资，支持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

大企业 “走出去”，与东道国开展经贸合作、建立

战略联盟。鼓励效益好、经营灵活的中小企业在海

外投资设厂，实现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培育国

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 三) 坚持制造业与服务业开放并重，扩大对

外开放领域

福建当前开放型经济以制造业为主，服务业开

放相对不足，但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扩

大服务业的开放是必然选择。因此，一方面要不断

拓展深化制造业开放，从劳动密集型领域向技术密

集型领域拓展，从低端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深化，

实现“福建制造”向 “福建智造”和 “福建创造”

的转变，引领制造业开放的转型升级; 另一方面要

坚持扩大服务业开放，制定和完善服务业开放具体

规划，搭建平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导外资投

向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加强对国内外服务

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和相关信息的研究，借鉴经验，

结合自身发展，应对变化，稳步推动扩大服务业对

外开放，促进产业更加全面和均衡发展。

( 四) 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拓展对外

开放空间

为了应对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福

建需要在巩固与发达国家经贸关系的基础上，进一

步拓展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福建

应抓住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重点建设 21

世纪海丝核心区，充分利用 “9·8”投洽会、东盟

博览会等平台，加强与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

合作、海洋合作和文化交流，促进政策沟通、设施

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发挥资本、

技术和先进产能优势，加强优势产业领域的合作，

加快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园区; 探索在海丝沿线重要

节点国家和地区设立经贸联络处，进一步扩大经贸

交流; 加强港区、航线和联运通道建设，推动 “海

丝”与“陆丝”对接［9］。

( 五) 推进闽台经贸融合发展，争创对台合作

交流新特色

以国家对台大政方针为指引，持续深化闽台合

作，依然是凸显福建特色的重点方向。一是深化闽

台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合作，完善

与台湾行业协会、工商团体的对接机制，进一步发

挥台商投资区、台农创业园区的承载功能，促进台

资企业转型升级; 二是完善闽台互联互通合作机

制，拓展海空直航，推动增加两岸直航货运航线，

进一步提高 “三通”服务水平［9］; 三是支持台湾

青年来闽学习、就业和创业。探索建设台湾青年就

业创业基地、闽台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闽台青年

体验交流中心等，吸引更多台湾青年来闽; 四是推

动区域先行先试，支持平潭综合实验区对闽台经贸

融合模式进行创新，推进厦门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综

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加快建设融合融洽的共同

家园。

( 六) 深化自贸区改革开放，加快发展更高层

次的开放型经济

自贸区建设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安排的新探索，

为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福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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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国家赋予自贸区更大改革自主权的契机，不断

深化自贸区改革开放，持续推出各项制度创新举措，

与国际先进规则和标准对接，重点发展商务、贸易、

投资、金融等领域，并加快将成功经验向全省更大

范围复制推广。推动做大、做强福州物联网产业基

地、平潭国际旅游岛、厦门航空维修基地等重点平

台。建设两岸检验检疫合作试验区，扩大两岸检验

检疫数据交换、源头管理和口岸验放范围，提升

“三创”基 地 建 设 水 平，促 进 货 物、服 务、资 金、

人才在两岸之间更加便利的流动［9］。总之，积极探

索自贸区建设，持续推广建设成果，实现开放型经

济由政策性开放向制度性开放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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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Developing Upgraded Open Economy in Fujian

—Ｒeview and Prospect of Forty Years’Ｒeform and Opening－up

WANG Feilan

(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Fuzhou 350012，China)

Abstract: In the past 40 years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 up，Fujian has been developing an open economy

unswervingly，making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and accumulating important experience. At present，the world economy

is undergoing complex and profound changes，and the domestic economy has entered into the new normal. In order to

develop an upgraded open economy，Fujian must base itself on its current situation，deeply understand and accurately

grasp the new situation，an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integrate into the open strategy of the country. Moreover，it must

continue to deepen its reform and opening－up，pursu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its quality and

efficiency to make new breakthroughs in developing an open economy and create a new pattern of opening－up that is all
－directional，high－level and deep－rooted.

Key words: forty years’reform and opening－up; open economy; Fujian

( 责任编辑: 练秀明)

712018 年第 5 期 王斐兰 : 福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