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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规划亮点和挑战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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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步入“十三五”，一张建设“幸福瑞安”的蓝图，正在徐徐展开。

昨日，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开幕，市长陈胜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十三五”的奋斗目标。同时，大会以书面形式下发了《瑞安市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以下简称《纲要（草案）》)。“十三五”是一个宏大的命题，集聚着无数微观而具体的期待。今后5

年，瑞安打算怎么干？再过5年，瑞安百姓的生活将是什么样？瑞安百姓和社会各界对未来的5年充满了期待。

“经济增长更强调质量和效益、民生改善将有进一步大动作、良好生态将更受重视，创新将得到更多鼓励和推动……”为此，本报记者专访市

发展和改革局相关负责人，对《纲要（草案）》中的重点内容进行了解读。

我市将用一系列指标，来支

撑“四个翻一番”和更高水平的全

面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的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7.5%以

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8 万

元以上。一方面国家宏观调控着

力点将从需求侧管理为主转向以

推动供给侧改革为主，在保持合

理的增长速度的同时，更加注重

结构调整，我们要努力在“加快”

上下功夫、在“转变”上求实效。

另一方面体现发展需要，在外部

环境变数较大的情况下，发展仍

然是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总钥

匙”，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对促进就

业、改善民生、保持社会稳定对我

们而言尤为重要。

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2%以

上。别小看这个 12%的数据，可是

相当高的一个增长率。这意味着，

“十三五”期间，要拉动经济增长，投

资仍然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纲要（草案）》中，有一系列

体 现 发 展 新 理 念 的 新 指 标 ：到

2020 年，互联网普及率 80%；每百

名老人机构养老床位数 5 张；城

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6000 套

（5 年累计数）；万元 GDP 综合用

水量 36.5 吨；全市河流水质Ⅰ-Ⅲ

类 水 质 断 面 比 例 大 于 75% ；

PM2.5 平 均 浓 度 小 于 等 于

40%⋯⋯

比如，每百名老人机构养老

床位数。瑞安人口在“十三五”期

间将达到峰值，人口老龄化趋势

明显，60 岁以上的人口约占 16%，

6 人中将有 1 位老人，养老需求及

服务大增，这意味着，全社会将更

加重视养老事业，养老投入将需

要更多“真金白银”。

比如，到 2020 年，城镇保障

性安居工程建设达 6000 套（5 年

累计数）。我市贯彻中央棚户区

改革，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保

障这一精神，这是首次明确提出

将其作为约束性指标。

过去，不少地方靠“规模扩张

式”，以土地为重要抓手，拉动投

资和工业。这次《纲要（草案）》将

新增建设用地量等约束性指标，

我们“十三五”期间，将通过节约

用地，提高单位建设用地产出率，

倒逼企业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

产业层次，促进转型升级。

此 外 ，万 元 GDP 综 合 用 水

量、全市河流水质Ⅰ-Ⅲ类水质

断面比例、PM2.5 平均浓度等，均

作为约束性指标贯彻落实。这些

约束性环境指标，要求更高更严

格，无不体现绿色发展的理念。

不管是这次的《纲要（草案）》，

还是《政府工作报告》，我市均把

“产城联动、赶超发展”作为发展主

题。“产城联动”，意味着一个产业、

一个城市紧密融合。“产城联动”是

手段，体现的是作为温州大都市区

核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瑞安

的发展既要增强城市对产业提升、

文化营造、人才吸引、生活服务的

承载力，又要借助产业优化升级促

进城市功能的培育，真正实现县域

经济向城市经济、都市区经济的转

型发展。

以瑞安经济开发区为例，它既

是产业大平台，又与城市一脉相连，

这在其他县级市乃至地级市中，并

不多见，更是为今后的联动发展奠

定良好的基础；万松东路和滨海大

道交界地带，是“十三五”产城融合

发展亮点区块，这里不仅是未来瑞

安城市型经济典型示范区，也是科

技研发、信息技术、人才孵化的“智

创空间”，必将描绘产城联动的大好

前景。

那么，为什么要定“赶超发展”

的目标？尽管我市是全国百强县和

全省17强县（市）的稳定成员，但一

直处在中等偏下位置（分别在60位

和13位上下），而且这几年排位有所

后移，打个形象比喻：如果经济综合

实力的竞争是一场马拉松比赛，我

们已经有从第一方阵掉队的危险。

因此，作为争取率先转型、率先实现

突破的经济强市，理应提出更高要

求，通过转型、赶超发展，缩小与先

进县（市）的差距。

“十三五”时期，我市将以中

央“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产城联

动、赶超发展”为主题，着力打造

“活力开放的经济强市、魅力宜居

的品质之城、文明和谐的幸福家

园”，建成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

会。

摘

要

解

读

“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

总体目标是：提前实现“四个翻一

番”，建成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

会，奠定现代化建设的坚实基础。
摘

要

解

读

发展主题：产城联动、赶超发展

发展目标：建成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会

多年来，三大主导产业为瑞安

百姓所熟知，《纲要（草案）》提出，

依托现有特色产业，融入时尚的概

念，打造全新的一个主导产业——

时尚轻工产业，与原来的三大主导

产业并驾齐驱，升级为我市的第四

大主导产业。

时尚轻工产业，缘何能成为我

市主导产业，脱颖而出？

我市拥有休闲鞋、针纺、服装、

箱包、眼镜、家居用品等传统轻工

产业。这两年，这些产业瞄准现代

消费热点，将流行时尚元素与传统

轻工产业相融合，迸发出强大竞争

力和区域特色，并打造出时尚制造

产业集群。“推动工业设计向时尚

创意设计转型，注重开发与现代流

行元素紧密结合的时尚产品，引导

产品从低质到高质、从定牌加工到

品牌制造、从粗放式量产到个性化

订制转变。建立互联网拓市场促

发展的平台和渠道，推动制造方式

和营销方式变革”，这些，是时尚轻

工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解

读

此前，我市一直提的是打造“工

业强市”的口号，而“十三五”期间，我

市将打造“双强市”，发展“工业强市”

与“服务业强市”并举的现代产业体

系，将服务业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

链高端延伸，推动制造业由生产型向

生产服务型转变。

为什么要打出“服务业强市”口

号？“十二五”以来，我市经济结构进一

步优化，服务业GDP占比达50%以上，

这也是近10年来，三产比重首次超过

二产。三次产业结构实现“二三一”向

“三二一”的转变，由“十一五”期末的3.3

∶51.9∶44.8调整为“十二五”的2.8∶

46.5∶50.7。种种迹象显示，在制造业

加速转型升级的同时，服务业正以一种

全新的角色出现在发展舞台上。

服务业，是今后城市发展的重要

特征，是“十三五”期间我市发展城市

经济的另一大核心力量的重磅牵

引。“十三五”期间，我们要进一步诠

释服务业的“现代”内涵，着力做强新

型商贸、金融服务、现代物流、休闲旅

游和商务服务等五大服务业支柱产

业。具体的做法如建立现代物流中

心、打造汽摩配产业研发平台等生产

性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做好配套服

务。到2020年，物流业占服务业增

加值和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达

到35%和18%。

旅游业是服务业发展的又一大

重要载体，根据《纲要（草案）》，到

2020年，全市实现旅游总人次1100

万，旅游总收入120亿元，将比“十二

五”都有较大发展。

解

读

构筑“工业强市”与“服务业

强市”并举的现代产业体系，推动

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都市区经

济转型升级。
摘

要

以汽摩配、机械装备、高分子材

料等三大传统优势产业和六个特色

轻工产业为依托，延伸产业链、提升

价值链，打造四大主导产业集群，推

动产品从低到高、推动企业从小到

大，实现竞争力从弱到强。

摘

要

首次提出“双强市”：工业、服务业强市并举

三大主导产业升级为四大主导产业

今天的投入就是明天的产出。扩

大有效投资，是稳中求进的现实之举。

当前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

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促和谐的重要

时期，扩大有效投资是加快发展、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转型的有

力支撑，是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那么，投什么？实体经济是关

键。要牢牢把握主题主线的要求，加

大实体经济投资，为我市更长时期、

更高水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奠定坚实

的基础。

“十三五”期间，我市将围绕规划

实施和项目推进，创新土地、资金等

关键要素供给的方式方法，强化要素

保障：新增围垦用地1万亩左右；深化

低效用地再开发机制，争取盘活用地

1万亩以上；结合美丽乡村建设，推进

废弃矿山治理、农村土地整理，争取

腾出用地1500亩左右。争取通过省

重点项目、省级试点、特色小镇等途

径，新增用地指标5000亩以上。

解

读

“十三五”重大项目储备库项目

264个，总投资2267.2亿元，涉及“十

三五”期间投资1789.2亿元，申报国家

三年滚动计划项目约200个，涉及投

资约1000亿元。“十三五”时期，固定

资产投资总额预计达3000亿元。

摘

要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预计达 3000 亿元

扫一扫，看手机版“一

张图读懂（十三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