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春涌动逐梦奔跑 扩容提质 聚成城
集美区全力领跑跨岛发展接力赛，建设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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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这十年

壮丽图景

亮 点

▶
集美新城夜景璀璨，

集美新城核心区入选国
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
费集聚区。（本报记者 林
铭鸿 航拍器摄）

新业态

▶

作为中国医疗界的
“顶流”，华西医院出川入
闽、来到厦门，在集美布
局打造国内一流的集医
疗、教学和科研为一体的
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
图为四川大学华西厦门
医院。（本报记者 张奇
辉 航拍器摄）

新资源

●入选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科
技创新百强区、新型城镇化质量
百强区

●入选全市唯一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

●入选全市唯一全国青年发展型
县域试点区

●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获批省级推进两岸融合发展县
域集成改革试点区

●厦门（集美）闽台研学旅行基地
获颁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集美产业引导基金跻身母基金
全国百强榜单

●集美营商环境评估总指标多次
在全市位列第一

●集美学村获批省级“历史文化
街区”

●集美新城核心区入选国家级夜
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金砖未来创新园落户软件园三
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集美区深入贯彻新发展
理念，秉承习近平总书记为厦门擘画的“提升
本岛、跨岛发展”蓝图构想，大胆改革创新、锐
意开拓进取，书写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画
卷。图为集美新城。 （林志杰 摄）

集美区大力推进青年发展友好型
城区建设，全方位构建有利于青年创
新创业、就业生活、学习教育、健康成
长的友好“生态系统”，辖区人口中14
周岁至35周岁的青年人口占比超过
45%。 （林志杰 摄）

▶

日益繁忙的软件园三期
是全市最大的软件信息服务
空间载体，目前累计注册企业
已超过8500家。（本报记者
张奇辉 航拍器摄）

▶

十年来，集美城市建设不断扩容
提质，商业配套也进一步升级，更加便
利宜居。图为世茂广场。（林志杰 摄）

▶

更青春

本版文/本报记者 应洁
上个月，坐落于集美新城腹地的四川大学华

西厦门医院开始试运营。作为中国医疗界的“顶
流”，华西医院出川入闽、来到厦门，在集美布局打
造国内一流的集医疗、教学和科研为一体的三级
甲等综合性医院。10年前，集美人大概不太敢想：
像这样在全国都数一数二的医院，居然来到了自
己的“家门口”。

四川大学华西厦门医院的落地投用，是集美
跨岛发展“非凡十年”的一个缩影。党的十八大以
来，集美区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秉承习近平总书
记为厦门擘画的“提升本岛、跨岛发展”蓝图构想，
大胆改革创新、锐意开拓进取，书写了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新画卷。

经济实力实现跃升。十年间，集美经济总量
从不到400亿元到接近900亿元，形成机械装备、
电子信息、商贸物流、文化旅游等重点产业链群，
加快布局新能源汽车、储能与智慧电网、产业数字
化等新兴战略前沿产业，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
值超过1200亿元，软件园三期累计注册企业超过
8500家，杏林湾基金聚集区基金管理规模突破
1500亿元。

城市建设扩容提质。借助跨岛发展的东风，集
美新城“十年集聚成城”，马銮湾新城建设拉开框
架，集美东部新城高标准起步，尚柏奥莱、云城万科
里、世茂、IOI商场等大型商业体相继开业，同集路
商业带、厦门北站商圈、集美新城核心商圈快速崛
起，让高品质的吃住行、娱购游在集美触手可及。

人口优势日益凸显。作为全市第一的人口大
区，集美区常住人口已突破107万，其中14周岁至
35周岁的青年人口占比超过45%，当前，集美正在
推动建设“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区”，深化产城学人融
合，加快把人口优势转换为人才红利、发展红利。

文化内涵不断丰富。集美区大力传承弘扬以
嘉庚精神及华侨文化、闽南文化、学村文化为内涵
的“一精神三文化”，持续举办海峡论坛两岸特色
庙会、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等高规格品牌活
动，建成投用嘉庚艺术中心、闽南戏曲艺术中心、
市图书馆集美新馆、集美人文馆、星巢越中心、厦
门影视拍摄基地等一批文体设施，人文集美的城
市品牌进一步擦亮，城市氛围更加温馨宜居。

民生事业蓬勃发展。聚焦百姓最关注的教
育、医疗等关键领域，集美加快补短板惠民生，“高
位嫁接”省、市优质教育资源，省教育学院附属集
美实验学校正式挂牌，厦门外国语学校集美校区、
华侨大学集美附属学校、华锐双语学校顺利开办，
四川大学华西厦门医院、市妇幼保健院集美院区
等落地开花。

对台交流走向深入。作为全省唯一的两岸融
合发展县域集成改革试点区，集美以力度最大的
惠台利民政策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的“第
一站”，加快建设两岸融合发展集成服务示范区，
厦门（集美）闽台研学旅行基地获颁国家级海峡两
岸交流基地，全省首个区级台胞警务服务站、全省
首条台港澳同胞办税绿色通道率先在集美开通。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嘉庚故里的集美人将
始终牢记“跨岛发展”的嘱托，全力领跑跨岛发展
接力赛，推动集美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示
范区建设迈上新台阶，为努力率先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而不懈奋斗，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更宜居

更创新

民生改善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12年：33759元
2021年：60252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12年：16394元
2021年：36200元

小学和中学班级数
2012年：1302个
2021年：2367个

经济增长
全年地区生产总值（GDP）
2012年：369.14亿元
2021年：876.00亿元

财政总收入
2012年：59.18亿元
2021年：148.79亿元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2012年：692.84亿元
2021年：1290.31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012年：76.82亿元
2021年：225.02亿元

城市更新
常住人口数量
2012年：70.1万人
2021年：107.8万人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2012年：85.6%
2021年：90.3%

全区城区建设用地面积
2012年：60平方公里
2021年：80平方公里

第二产业产值
2012年：220.46亿元
2021年：448.41亿元

第三产业产值
2012年：146.17亿元
2021年：424.24亿元

三次产业结构
2012年 0.61∶60.38∶39.1
2021年 0.4∶51.2∶48.4

公园数量
2012年：17个
2021年：55个

（主要数据来源：集美区统计局）

数 据 集美十年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