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晋
江
经
济
报
》

官
方
微
信
公
众
号5

2025年4月10日 星期四 编辑_陈青松 张清清 校对_黄青稚 设计_柯伟仁 电话0595-82003110

2024年，晋江经济结构持续优
化，产业动能澎湃。全市三次产业
结构优化至 0.6∶60.3∶39.1，第二产
业增加值达2199.42亿元，同比增长
9.1%，成为经济增长核心引擎。其
中，工业领域表现突出，全年全部工
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8.9%，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7%。分行业
情况看，鞋服产业增长12.1%、纺织
产业增长 12.6%，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激增 49.4%，为高质量发展注
入澎湃动能。

经济的良好发展态势直接带动
了居民收入的增长。2024年，晋江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57672元，
同比增长5.9%。其中，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68353元，增长5.2%；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6710
元，增长7.0%。城乡居民人均收入
比值为 1.86，比上年缩小 0.03。城
乡收入比进一步缩小至 1.86∶1，比
上年缩小0.03。

不断增长的收入让不少购房者
增添了购房的底气。在晋江从事电
商行业的李先生表示：“这几年晋江
的经济发展大家有目共睹，我的收
入也随着行业的发展稳步提升。原
本担心买房后会面临较大的经济压
力，但现在收入稳定增长，让我觉得
买房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晋江城
市发展越来越好，未来房产也有一
定的保值增值空间。”

经济产业持续向好 人口红利不断释放

从统计数据看楼市新变化

■低容积契合改善购房需求
拍卖资料显示，此次出让的 P2025-17

号地块，位于陈埭镇庵上村、洋埭村，土地面
积 63032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居住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二类城镇住宅）、商业服务业
用地——商业用地（零售商业），土地使用年
限分别为住宅 70年、商业 40年。

值得关注的是，该地块规划经济技术指
标优势明显：1.0＜容积率＜1.4，10%＜建筑
密度＜30%，绿地率≥30%，起叫价 47000 万
元，增价幅度为 100万元的整数倍。

业内人士表示，低容积率预示着未来将打
造低密度高品质住宅，契合当下改善型购房需
求。

■多项配套加速推进
晋东新区地处泉州湾畔，规划面积约 25

平方公里，是晋江融入泉州环湾发展的主要板
块，也是泉州海丝新区五大重点区域之一。其
定位极为明确，旨在打造泉州环湾城市制高
点，构建集“体育+产业+生活”于一体的“中央

活力区”，聚焦智能制造、专业市场、楼宇总部、
体育商贸等四大功能，全力塑造具有强大区域
竞争力的产城融合转型样板区。

近年来，晋东新区建设成果斐然。
交通网络上，沿海大道、双龙路、鞋纺大道

等骨干道路交织，形成了环泉州湾的高效交通
网络，实现海陆空联运，成为串联泉州、晋江、
石狮三地的黄金枢纽。正在施工的晋新路快
捷化改造工程计划 2025年年底竣工，泉州首
个跨江隧道——晋江隧道也已进入实质性推
进阶段。

教育资源日益丰富，晋江一中晋东校区
（完中校）一、二期地块已由晋江文旅集团竞
得，正在进行设计单位招标工作；晋东实验小
学基本完成方案设计，可研、选址及用地预审
工作稳步推进。

医疗配套高端升级，由安踏集团和敏基金
会出资 20亿元捐建的上海六院福建医院（福
建和敏医院）预计 2026年上半年建成使用。
该院设置约 1000张床位，围绕“大专科、小综
合”定位，着力建设国家创伤区域医疗中心等

“四个中心”。

生态环境方面，第二体育中心公园、滨海
公园及泉州市“蓝色海湾”环绕周边，晋江市第
二体育中心已成为热门网红打卡地，举办多场
明星演唱会、海丝泉州国潮文化节和各类体育
赛事，吸引大量游客。

产业发展迅猛，安踏产业园和三斯达鞋纺
园加速建设，有力带动区域经济，实现商业与
产业协同共进，让晋东新区成为宜居宜业宜商
之所。

■增加改善型住房供应
从房地产市场视角来看，P2025-17号地

块的出让对晋江房地产市场意义重大。
业内人士表示，在市场供应层面，尽管晋

江房地产市场持续发展，但优质地块供应相对
稀缺。该地块的推出，将丰富市场房源类型，
特别是高品质住宅产品的供应，满足不同层次
购房者的需求，缓解改善型住房供应不足的现
状。

在市场信心方面，优质地块的成功出让往
往是市场积极的风向标。晋东新区本身的巨
大发展潜力，加上地块自身优势，有望吸引品
牌开发商入驻，提升市场对晋江房地产市场的
信心。

此前，晋东新区出让地块时，龙湖、保利、
建发等知名房企积极参与竞拍，充分彰显了市
场对该区域的高度认可。此次地块出让，将吸
引更多开发商目光，推动市场活跃度提升。

晋东新区将出让“明星”地块
业内：增加好房子供应 提升市场信心

我省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新规
7月1日起施行

本报讯 日前，《福建省房屋使用安全管理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经省人大常委会会议
表决通过，将于2025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
对房屋使用安全责任、防范、鉴定及危险房屋
治理和处置等方面进行规范。

《条例》明确，房屋所有权人是房屋使用
安全责任人。房屋所有权人与房屋使用人、
管理人不一致的，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
定外，房屋所有权人不得以与房屋使用人、
管理人之间的约定为由拒绝承担房屋使用
安全责任。

针对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违法违规行为，如
擅自拆除或变动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条例》
加大对这些危害房屋安全行为的查处力度，明
确规定损坏或者擅自拆除、变动房屋基础、梁、
柱、楼板、承重墙、外墙等建筑主体、承重结构
等 8类危害房屋使用安全的禁止行为，要求乡
镇、街道加强房屋使用安全日常巡查，规定省
政府相关部门建立房屋安全信息系统，做到

“一房一档”，为房屋使用安全动态监管提供信
息化保障。

考虑到我省房屋建筑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尤其是石头厝、红砖厝等传统民居较多的情
况，条例认为不宜采取“一刀切”的管理模式，
应“因房制宜”，要求政府部门要根据房屋的建
成年代、承重结构类型等因素，为存在安全隐
患的房屋制定改造、修缮等指导意见，实施差
异化分类管理。

2025年度中央财政
支持实施城市更新
行动启动

本报讯 日前，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联
合发布《关于开展2025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实施
城市更新行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根
据《通知》规定，两部门将通过竞争性选拔，在大
城市及以上城市中评选不超过20个城市，主要
向超大特大城市及黄河、珠江等重点流域沿线
大城市倾斜。中央财政按区域对实施城市更新
行动城市给予定额补助。

继 2024年中央财政开始对部分实施城市
更新行动城市给予定额补助后，2025年中央财
政继续支持城市更新行动，评选城市数量不仅
从去年的15个增加至“不超过20个”，支持对象
也从“地级及以上城市”调整为“大城市及以上
城市”。

在资金支持领域上，《通知》规定，中央财
政资金支持城市更新的样板项目建设和机制
建设 2 个方向。其中，城市更新重点样板项
目包括城市地下管网更新改造、城市生活污
水处理“厂网一体”建设、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设施提升改造等。中央财政资金还将支持历
史文化街区、老旧小区、口袋公园、绿地开放
共享等既有片区更新改造，加强消费型基础
设施建设。

《通知》要求，各城市要突出本次城市更
新的重点内容，聚焦城市老城区，集中打造
城市更新的样板项目，形成样板片区。《通
知》还提出，力争通过三年探索，城市地下管
网等基础设施水平明显提升，生活污水收集
处理效能进一步提高，老旧片区宜居环境建
设取得明显成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
式和经验。

建发国际：
去年合约销售额
约1033.6亿元

本报讯 日前，建发国际集团发布截至
2024年12月31日的2024年度业绩公告。公告
显示，该集团及其合营企业及联营公司实现归
属于本公司股东权益的累计合约销售额约
1033.6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25.1%。同期，
归属于股东权益的累计合约销售建筑面积约为
504.8万平方米，同比减少约24.3%。

数据显示，2024年，该集团实现物业开发
现金回款共计约人民币 1357.4亿元，总收益约
为人民币 1429.9亿元，同比增长 6.4%。其中，
物业开发业务收益约为人民币 1386.2亿元，同
比增长 6.5%。权益持有人应占利润约为人民
币48.0亿元，同比减少4.6%。基本每股盈利为
人民币2.38元。

在财务状况方面，该集团资产总值为人民
币 4124.8 亿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3099.8 亿
元，资产净值为人民币 1025.0亿元。该集团主
要从事物业开发、物业管理及其他相关服务业
务，其中物业开发收益为人民币 1386.2亿元，
物业管理及其他相关服务收益为人民币 4.36
亿元。

本版由本报记者陈青松采写

楼市聚焦

日前，晋江市统计局发
布《晋江市2024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下
简称《统计公报》）。《统计公
报》显示，2024 年晋江经济
社会发展持续稳中向好，全
市地区生产总值（GDP）达
3647.4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2%。

与此同时，晋江房地产
市 场 也 呈 现 出 积 极 的 变
化。从《统计公报》数据来
看，尽管全年房地产开发投
资和商品房销售面积比上
年下降，但从市场的实际表
现及购房者和业内人士的
反馈来看，市场正逐步释放
积极信号。

随着市场的发展和购房者需
求的转变，晋江房地产市场的产
品结构也在不断优化。

一方面，改善型住房供应增
加，大户型、高品质的住宅项目
受到市场青睐。这些改善型住
房在户型设计、小区配套、物业
服务等方面都进行了升级。如
位于晋东新区某改善型楼盘，不
仅采用了大平层设计，拥有宽敞

舒适的居住空间，还配备了智能
化的社区管理系统、高端的健身
休闲设施及 24小时贴心的物业
服务。该楼盘销售人员介绍：

“我们项目自开盘以来，销售情
况良好，主要客户群体是对居住
品质有较高要求的改善型购房
者。他们追求更好的居住环境、
更优质的服务，我们的产品正好
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另一方面，针对刚需购房
者，也有不少开发商推出了小户
型、低总价的住宅产品。这些产
品面积适中、功能齐全，价格相
对亲民，为刚需购房者提供了更
多选择。在晋江工作的胡女士
刚刚购买了一套小户型住宅，她
表示：“作为刚需购房者，我的预
算有限。这种小户型住宅总价
低，首付和月供压力都在我的承
受范围内。而且房子的位置也
不错，周边配套设施也在逐步完

善，很适合我这种刚参加工作不
久的年轻人。”

业内人士表示，晋江房地产
市场在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政
策优化及产品结构调整等多方
面因素的推动下，正呈现出积极
变化。尽管目前市场数据仍有
部分指标处于下降态势，但从购
房者和业内人士的反馈来看，市
场信心正在逐步回升，未来晋江
房地产市场有望实现持续稳定
健康发展。

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晋江也积极落实各项政
策。从信贷政策来看，金融机构
对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给
予支持，同时也降低了购房者的
贷款利率和首付比例。

晋江一家股份制银行的信贷
经理表示：“现在首套房的贷款利
率相比之前有了明显下降，首付
比例也降低了不少，这大大减轻
了购房者的负担。而且对于一些
信用良好、收入稳定的购房者，在

贷款审批上也更加高效便捷。”
在购房补贴等方面，晋江也出

台了相关政策鼓励居民购房。例
如，对特定人才、符合条件的购房
者给予一定的购房补贴。这一政
策吸引了不少人才扎根晋江，也刺
激了部分潜在购房者的入市。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政策的
持续优化调整，对稳定市场预期

起到了关键作用。晋江房地产业
内人士认为，政策的利好让购房
者看到了市场的积极信号，之前
一些持观望态度的客户，现在也
开始主动咨询房源信息，市场的
活跃度明显提升。而且政策对房
地产企业的支持，也让开发商有
更多的资金和信心投入项目建设
中，提升产品品质。

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晋
江常住人口成功突破 209 万大
关。城镇化率攀升至 70.95%，创
下历史新高。多年来，晋江的人
口总量在泉州各县（市、区）中始
终名列前茅，每年稳定增长 1万
人，形成了独特的人口增长模式，
为晋江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提供强
有力的支撑。

在交通方面，2024年年末，
公路通车里程2511.64公里，陆域
公路网密度为 387 公里/百平方
公里，是全国公路密度网平均水
平的6.9倍，位居全国前列。泉州
晋江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突破
884.2万人次，同比增长 31.5%。
便捷的交通网络，让城市的各个
区域紧密相连，也提升了不同地

段房产的吸引力。
在教育医疗方面，教育医疗资

源持续扩容，全市在校生超40万
人，学前三年入园率维持 99.7%
高位；三级公立医院增至3家，医疗
床位达7877张，卫技人员超万人，
医疗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优质的教育和医疗资源，向
来是购房者重点考虑的因素。市
民陈女士就表示：“为了孩子能有
更好的教育环境，我们打算换一
套学区房。晋江这几年在教育资

源的投入上很大，新的学校不断
建成，教学质量也在提升，这让我
们这些家长很放心。而且医疗资
源也越来越丰富，对于老人小孩
来说，住得离好医院近一些，心里
更踏实。”

此外，晋江在生态环境建设
上也成果显著。市区绿化覆盖
率 44.05%，城乡绿地率 40.29%，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5.6平方米。
环境优美的居住区域，成为不少
改善型购房者的心仪之选。

居民收入提升
增强购房底气 城建加速推进 提升房产吸引力

产品结构优化 满足多元需求

政策持续调整 稳定市场预期

买房是件大事。不少买房人是第一次购房，对于买房这件大事的很多常识都不是很了解。为了解答这些购房者的疑问，本报《楼市周刊》
特地开通“购房课堂”栏目。每期，我们精选一个话题，邀请业内人士与您分享，让您少走弯路，买到满意的房子。

购房课堂

4月28日，晋江将公开拍卖今年首宗地块。备受瞩目的
是，该地块位于晋东新区，是一宗临湖看海的“明星”地块。

这一消息在晋江房地产市场引发广泛关注，该地块的出
让不仅是晋东新区建设进程中的关键一步，更将增加高品质
住宅产品的供应，满足不同层次购房者的需求。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