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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翔安区是福建省厦门市所辖的一个区，2003年10月19日翔安区正式挂牌成立，地处海峡西岸

经济区最前沿，位于厦门岛东部，东北与泉州市交界，南部隔海与厦门岛、金门岛相望，居

厦漳泉闽南&ldquo;金三角&rdquo;中心地带。

作为厦门市最年轻的、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行政区，翔安区是进出厦门岛的门户，经过过

去十多年的发展，翔安已初步实现了从起步最晚的经济弱区向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区转变、从

传统农业区向先进制造业为主的城区转变、从农村城镇向生态型滨海城市转变的&ldquo;三个

转变&rdquo;。  

GDP从建区时的22.4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781.79亿元，位列福建省各县（市、区）第21名；财

政总收入从1.17亿元增长到93.45亿元；规上工业总产值从25.73亿元增长到2021年达1700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从4.36亿元增长到777.65亿元，连续多年位居福建省各县（市、区）第一总

体来看，在宏观经济降温、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背景下，翔安区通过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切实加强企业服务,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等一系列举措，实现了经济稳中趋优的良好态势。  

翔安将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空间优势、后发优势和区位优势。根据美丽厦门战略规划的统一

部署，围绕厦门&ldquo;两个百年&rdquo;的发展愿景，努力打造美丽厦门之&ldquo;典范翔

安&rdquo;。&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翔安区将继续坚持产业发展和新城建设&ldquo;双轮

驱动&rdquo;、工业化和城市化&ldquo;两化并进&rdquo;，全速推进新店马巷、新城核心区、

内厝三片区和新圩、大嶝两城镇以及翔安大道一线的&ldquo;三加二带一线&rdquo;开发格局，

合理推动产业发展和新城建设。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厦门市翔安区投资环境市场深度分析与产业竞争格局报

告》共八章。首先介绍了翔安区的总体概况、经济发展等，接着分析了翔安区基础产业、基

础设施和重点产业的发展。随后，报告对翔安区主要行政区、主要功能区的投资环境做出全

面评估，并介绍了区内重点产业代表企业的经营状况，最后分析了投资翔安区的外部机遇和

相关政策。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福建省统计局、厦门市统计局、翔安区

统计局、翔安区经信局、中企顾问网、中企顾问网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

，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

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翔安区投资环境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翔安区相关产业

，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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