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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2023经济“成绩单”出炉
2023年泉州经济运行态势持续向好，全市地区生产总值12172.33亿元，按不变

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4.8%

海都讯（记者 黄晓燕）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记者
从泉州市人社局了解到，

“2024年泉州市招聘导航
4.0版”日前发布，导航图
精准“导航”泉州近期的线
上线下招聘会 300场 8万
个岗位，精准化服务企业
用工和求职者就业，助力
企业用工“开门红”。

据介绍，今年泉州将
有针对性实施春节稳岗、
留岗、节后返岗和招工，
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助
力企业发展。2024 年春
节前后计划举办 300 场
招聘会，包括百场线上招
聘会、百场线下招聘会、
百家名企展播 3 大类招
聘会，组织 2500 家企业
参与招聘，提供 8 万个岗
位，力争达成就业意向
2.5万人。

1 月到 3 月举行线上
招聘会，其中 60场综合线
上招聘会，包括开设“线上
招聘超市”，开展退役军人
专场招聘会、残疾人专场
招聘会等特定群体专场招

聘会；27场农民工线上招
聘会；36场高校毕业生线
上招聘会，包括“空中视频
双选会”和直播带“岗”网
络“云聘汇”活动。

线下招聘会根据不同
企业需求开展行业、中小
微企业、紧缺工种专场招
聘会，组织“公共就业服务
进校园”、乡村招聘大集等
定向招聘活动。针对企业
急需招聘需求，开展“即时
快招”现场招聘活动，提供
招聘、面试“一站式”快办
服务。

今年还举行百家名企
新春招聘展播活动，面向
市内外展示泉州政企风
采，吸引更多劳动力及人
才来泉求职就业，更好服
务泉州市企业用工。

此次升级推出 2024
年泉州市招聘导航4.0，招
聘者、求职者可扫描二维
码查看全市线上、线下招
聘安排及泉州名企展播，
进行简历投递、视频面试、
互动交流等。二维码可同
步导航到现场招聘会。

泉州招聘导航4.0版上线
精准“导航”300场招聘会，提供

8万个岗位，助力企业用工“开门红”

海都讯（记者 马俊杰）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有限公司获悉，2月 4日，漳
州至汕头高铁（以下简称漳
汕高铁）开工建设，本次开
工活动分别在广东省汕头
市、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设
会场。项目建成后，将进一
步完善我国“八纵八横”高
铁网沿海通道。

漳汕高铁位于福建、广
东省境内，线路起自福厦高
铁漳州站，经福建省漳州
市，广东省潮州市、汕头市，
接入汕头站。线路全长约
175 公里，设计时速 350 公
里，共设漳州、漳浦、东山
县、诏安南、饶平南、汕头等
6座车站，其中漳州、漳浦、
汕头站为既有车站，其余为
新建车站，建设工期4.5年。

国家发改委批复漳汕
高铁可研总投资 400.3 亿
元。到2028年，沿海高铁通
道福州至广州段将实现贯
通。届时，广州东至福州南
的高铁运行时间将缩短至4

小时以内，从泉州乘高铁抵
达广州，全程耗时不到 3个
小时，而从厦门乘高铁可快
速直达广州，全程耗时 2个
多小时，比现在要节约近一
半的时间。

漳汕高铁是国家“八纵

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海通道
的重要组成部分，路网地位
十分重要。漳汕高铁建成
后，与福厦高铁、广汕高铁
连接，将进一步完善区域路
网结构，密切东南沿海地区
交流联系，便利沿线人民群

众出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同时，也将有利
于拓展粤闽经济带，深入落
实海丝战略；构建沿海铁路
新通道，完善国家高铁路
网；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
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漳汕高铁开工建设
到2028年，沿海高铁通道福州至广州段将实现贯通，届时，

从泉州乘高铁到广州，全程不到3个小时

2023年，泉州召开文旅经
济发展大会，启动十“泉”十美
文旅消费季系列活动，全年第
三产业增加值增长5.7%，连续
9 年增幅超过第二产业，对
GDP增长的贡献率达50.9%。

批零住餐全面向好。全
年全市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
增长 7.4%，增速居第三产业

各行业之首；批发和零售业
增加值增长7.1%。

旅游收入突破千亿。全
年全市实现旅游收入1002.40
亿元，增长 68.9%；共接待旅
游人数8652.97万人次，增长
53.9%。

旅客出游人享其行。福
厦客专投入运营，全年全市铁

路旅客运输量增长124.2%；泉
州晋江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
672.37万人次，增长81.3%。

货物运输物畅其流。全
年全市铁路货物运输量增长
11.9%，机场货邮吞吐量增长
13.9%；邮政行业业务总量和
快递业务量分别增长 15.3%
和17.6%。

2023 年，全市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3.3%。

“二一一”产业链群基础
稳固。全年全市石化-纺织
鞋服产业链群规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 2.4%，建材-家居产
业链群增长 4.4%，机械-电
子产业链群增长5.8%。九大
千亿产业中，七大产业实现
正增长，其中纸业印刷行业
增长17.3%。

七成行业实现增长。全
年全市 36 个工业大类行业
中，25个行业增加值实现正增
长，行业增长面达到69.4%，比
上年扩大4.5个百分点。

高技术产业持续领跑。
全年全市规上高技术产业增
加值增长 6.7%，高于全市规
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3.4个百
分点。

绿色低碳转型加速。全

年全市太阳能电池（光伏电
池）产量增长 21.8%，连续 9
个月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规上工
业增加值增长134.0%。

先行指标态势良好。全
年全市全社会用电量增长
6.2%，全年最高用电负荷
1075万千瓦，其中，工业用电
量增长5.1%。全市非居民管
道天然气用量增长5.2%。

2月4日，记者从泉州市统计局获悉，2023年，泉州大拼经济、大抓发展，全力
“稳一优二强三”，深入实施“抓项目促发展”“抓城建提品质”系列专项行动，全市
经济总体稳步复苏，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向好。

根据统一核算结果反馈，2023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12172.33亿元，按不变价
格计算，比上年增长4.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3.9%；第二产业增加
值增长4.1%；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5.7%。三次产业比例为2.1∶53.2∶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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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大盘稳步回升 重点行业提振有力

第三产业提质增速 文旅市场蓬勃发展

传统市场稳健复苏 新兴消费提档升级
2023年，全市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6271.34 亿
元，比上年增长4.8%。

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
率提升。全年全市限额以
上单位新能源汽车零售额
增长 50.2%，占限上汽车
类零售额比重达 16.7%，
比上年提高6.1个百分点。

生活类消费保持活跃。
全年全市限上批零单位日用
品类商品零售额增长22.0%，
智能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零
售额增长13.7%，化妆品类
零售额增长12.3%。

线上消费方兴未艾。
全年全市限额以上批零单
位网络零售额增长13.0%；

限额以上住餐单位通过公
共网络实现的餐费收入增
长13.6%；限额以上住餐单
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客
房收入增长59.2%。

线下消费加快恢复。
全年全市限额以上便利店
零售额增长 15.1%，购物
中心零售额增长22.0%。

项目奋战见行见效 投资保持高位增长
2023年，全市固定资

产投资比上年增长11.5%。
项目投资落地见效。

全年全市项目投资增长
23.4%，拉动全部投资增长
15.2个百分点。泉港百宏
化学新材料、南北高干渠
等项目动工建设，新泉州
东站站前广场、通港东街
快捷化改造工程等项目投
入使用。

政府投资带动有力。
全年全市基础设施投资增
长32.3%，连续8个月增长
超三成。

实 业 投 资 扩 量 提
质。全年全市工业投资
增长 19.5%，拉动全部投
资增长 6.9 个百分点，对
全市投资增长的贡献达
60.0%；工业技改投资增长
13.7%，先进制造业投资增

长15.6%。
民生投资力度加大。

全年全市教育、体育、社会
工作等行业投资分别增长
74.7%、37.2%和22.0%。

建 安 投 资 拉 动 强
劲。全年全市建安投资
增长 18.9%，占固定资产
投资比重 73.5%，拉动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 13.0 个
百分点。

居民收入保持增长 城乡差距继续缩小

2023年，全体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49486 元，
比上年增长6.0%。

分城乡看，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60697

元，增长 5.1%；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29596
元，增长 7.3%，农村居民
收入增幅快于城镇居民
2.2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

入比值为 2.05，比上年缩
小0.04。全年全市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 31638 元，增
长6.5%，增幅高于收入0.5
个百分点。

漳州至汕头高铁开工建设（漳州市东山县开工现场） （杜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