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图谱】2024年福建省重点产业规划布局全景图谱（附各

地区重点产业、产业体系布局、未来产业发展规划等）

中商情报网讯：福建省，省会福州，位于中国东南沿海，东北与

浙江省毗邻，西北与江西省接界，西南与广东省相连，东南隔台湾海

峡与台湾省相望，陆地总面积 12.4 万平方千米。福建省位于东海与

南海的交通要冲，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呈“依山傍海”态势，境内

山地、丘陵面积约占全省总面积的 90%；地跨闽江、晋江、九龙江、

汀江四大水系。

一、 福建省产业发展现状

1. 生产总值

初步核实，2023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54355.10亿元，比上年增

长 4.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3217.66 亿元，增长 4.2%；第二产

业增加值 23966.43 亿元，增长 3.7%；第三产业增加值 27171.01 亿

元，增长 5.2%。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2. 发展概况

福建省县域产业链已具备相当规模和比较优势，成为福建省经济

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有力支撑，成为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特色亮点。

全省 83个县域中，县（市）52个，区 31个。从 2022年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规模看，晋江市为 5607.9 亿元，约占全省的

10.0%，居全省首位。全省县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平均规模

为 678.2亿元。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二、 福建省产业体系情况

1. 福建省产业体系

福建省深入推进先进制造业强省、质量强省建设，做大做强电子

信息和数字产业、先进装备制造、石油化工、现代纺织服装、现代物

流、旅游六大主导产业，提档升级特色现代农业与食品加工、冶金、

建材、文化四大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生



物与新医药、海洋高新五大新兴产业，打造“六四五”产业新体系。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2. 福建省各区县主导产业

福建省优化以“两极两带三轴六湾区”为主架构的空间开发战

略格局，以主要河流为廊道、主要山脉和海岸为屏障的生态安全战略

格局，以三条特色现代农业产业带为主体、永久基本农田为基础的农

产品安全供给战略格局。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三、 福建省产业布局

1. 以先进制造业集群带动县域产业链



以打造国际先进、国内领先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为目标，围绕中心

区域和重点县域，一体推进招大引强、招新引优、招群引链，促进重

点产业链锻长板、补短板、强弱项、升能级，促进产业集群横向集聚

与纵向协作，带动相关县域融入集群发展生态圈。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强强联合”发展路径如图所示：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2. 推动“区域协同”，壮大一批特色产业

聚焦特色产业规模化发展，统筹用好产业资源，加强产业区域性

集聚，培育区域性产业链龙头，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县域产业向高端化、

深加工方向发展，带动其他县域差异化、特色化、协同化发展，深入

推进跨县域产业链条建设。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区域协同”发展路径如图所示：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3. 推动“一二三产融合”“产城融合”，因地制宜发展当地产业

充分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加强县域发展环境建设，优化

县域产业资金、资源、人才、科技要素配置与资源整合，按照“宜农

则农”“宜茶则茶”“宜游则游”“宜商则商”的思路，推动一二三

产业协调发展、融合发展。

支持县域发展“工业+”。对于具有一定工业基础，并可积极发

展生态农业、特色旅游等产业的县域，如惠安县、石狮市、福鼎市、

安溪县、涵江区、仙游县、永春县、南靖县、德化县、永定区、光泽

县、屏南县、顺昌县、周宁县、政和县、永泰县等，以“工业+”为

核心，突出当地特色优势资源，在促进当地工业发展的同时，推进工

业与旅游、文化、健康、商贸等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县域特色产业基

地。

鼓励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针对不适合大力发展工业的县域，应

根据主体功能定位，高效配置现有资源，推广“农业+”“旅游+”“商

贸+”“金融+”等模式，培育具有当地区域内涵特色的相关产业。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路径如图所示：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四、 福建省重点产业发展规划

1.加强规划和政策引导

把做大做强做优制造业作为长期坚持的工作重点，研究制定推进

县域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培育县域先进制造业集群等政策措施，

着力补短板锻长板强基础，促进县域产业链迈向中高端。

2.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把提升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突出抓好创新平台建设、强

化科研攻关、培育人才队伍、推进成果转化，着力强化县域产业链发

展创新支撑。全面提升企业创新能力，鼓励龙头企业牵头建立创新联

合体，开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

3.加快数字化转型

把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作为提高产业链发展水平



的重要抓手，不断培育壮大县域产业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全面实施

《福建省工业数字化转型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 年）》，支持各

地出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配套政策措施，在产业集中度较高、产业基

础好、转型任务重的县域率先开展数字化转型试点示范，分行业、分

领域培育一批标杆企业，促大企业自主转、帮中小企业加快转。

4.促进产业绿色低碳发展

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落实于推进县域产业链发展的全过程、全链

条、全领域，着力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紧扣强度压降、存量挖潜、

增量优化，指导县域落实省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和重点行业碳达

峰行动。

更多资料请参考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福建省产业链招商及投资研

究报告》，同时中商产业研究院还提供产业大数据、产业情报、行业

研究报告、行业白皮书、行业地位证明、可行性研究报告、产业规划、

产业链招商图谱、产业招商指引、产业链招商考察&推介会、“十五

五”规划等咨询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