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 建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
闽工信建议〔2023〕57号

答复类别：C类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省十四届人大
一次会议第 1532 号建议的答复

庄稼祥代表：

《关于支持泉惠石化园区落地新型漂染项目的建议》（第

1532 号）收悉。感谢您对我省印染产业发展的关心支持。该建议

由我厅会同省发改委、生态环境厅及泉州市人民政府办理，现将

有关情况汇总答复如下：

一、已开展的主要工作情况

（一）在推动印染产业发展方面。近年来，我省持续推动印

染产业改造提升、转型升级，取得较好成效。一是做大产业规模。

我省印染产业营收约占全国的 1/7，印染布产量约占全国的 1/10，

规模体量居全国前三位。产业集中在石狮、晋江、长乐等地，以

针织印染企业居多、规模较大，常规面料整体品质较好，基本能

够满足纺织服装产业发展需要。二是做优产业配套。推进泉州、

福州等地染整重点项目建设，其中连江可门绿色纺织产业园入驻

企业 11 家，预计 2023 年底前全面建成投产，规划年产面料 25

万吨，配套我省运动服、男装等中高端面料需求；晋江安东后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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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产业园计划引进高端后整理企业 15 家，预计 2023 年 10 月全

面完工，达产后预计年产值 6亿元，可提升我省面料后整理能力。

三是做强产业集群。泉州是我省最大的纺织服装产业集聚地，印

染产业规模约占全省 2/3 以上，年产成品面料约 150 亿米。从生

产情况看，泉州现有印染企业的 COD 总排放量 2354 吨，低于排

污许可证 7907 吨的排放限值，产能释放还有较大空间。产业集

中在晋江东海垵、安东园和石狮大堡、五堡、锦尚等 5个集控区，

拥有凤竹、向兴、海天、华宝、通亿等一大批行业重点企业。

（二）在全省印染产业布局方面。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

于全省石化等七类产业布局的指导意见》（闽政〔2013〕56 号）

精神，泉惠石化园区所在的湄洲湾南岸重点发展石化、船舶工业。

该文件对印染产业布局明确提出，“缺水或水质较差地区禁止新

建印染项目”“集中建设印染产业园。重点在石狮、晋江、长乐、

漳浦、尤溪、永安等纺织集聚区的现有印染集中区推进行业转型

升级”等意见。我厅会同省直有关单位出台的《关于印发福建省

印染行业转型升级指导意见的通知》(闽工信消费〔2018〕40 号)

中明确提出“尚未规划建设印染集控区的区域，不再新上发展印

染生产项目”。目前惠安县及泉惠石化园区均未纳入我省印染产

业重点集中区布局规划，且泉惠石化园区因发展石化产业对水资

源需求量较大（湄洲湾石化基地规划项目实施后园区新增总用水

量将达 48.92 万立方米/天）。若再发展印染产业项目，势必加

剧惠安县和泉惠石化园区水资源紧张状况。

（三）在泉惠石化园区发展规划方面。泉惠石化工业园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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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两基地一专区”石化产业布局重点组成部分，是我省打造

石油化工、现在纺织服装万亿级支柱产业的重要载体。园区成立

于 2005 年，2012 年获批省级开发区，规划面积 33.2 平方千米，

已落户中化泉州、中仑塑业等 30 多个上下游产业链项目。经省

政府研究同意，省发改委于 2022 年批复《福建省湄洲湾（泉港、

泉惠）石化基地总体发展规划（2020—2030 年）》，支持泉惠石

化园区重点发展化纤产业链，可延伸发展 PTA-聚酯产业链和己内

酰胺-尼龙 6产业链。规划至 2030 年，泉惠石化园区将成为湄洲

湾石化基地炼油、乙烯、芳烃生产的主要集聚区之一，形成以化

纤制造为特色、化工新材料和精细化工为两翼的临港石化产业基

地。因此，在该园区内布设印染专区，既与现行的湄洲湾（泉港、

泉惠）石化基地总体发展规划不相适应，也将挤占石化产业用地，

造成产业混杂、造成安全环保风险。

二、下一步主要工作

下一步，我厅将会同有关地市、部门，认真吸纳您的宝贵意

见建议，补短板、强弱项、锻强链，加快推动印染产业转型升级。

一是加大对泉州市相关工作指导力度。推动泉州加强印染产

业和惠安县发展需求的衔接协调，引导惠安县在符合泉州产业发

展规划及相关法律法规、印染行业准入要求的基础上，科学谋划、

依法开展泉惠石化园区布设漂印染专区规划修编，提升高端染整

加工能力。

二是补强高端染整环节。针对我省高端染整面料加工能力不

强的结构性短板，组织开展专项调研梳理，研究推动我省印染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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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转型升级相关措施。推进连江可门绿色纺织产业园、晋江安东

后整理产业园等染整重点项目建设，培优扶强染整龙头骨干企

业，引进优质后整理企业，丰富我省高端面料供给。

三是推进存量改造提升。持续推动石狮、晋江、长乐、尤溪

等印染集聚区加快技术改造、工艺优化、链条延伸，加快绿色发

展，“增产不增污”，最大限度发挥我省印染产业优势。加强区

域协作配合、产业互补，支持印染企业会同上下游开展跨地市供

需对接、原料集采，统筹推动我省印染产业高质量发展。

再次感谢您对我省印染产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希望您继续

关注我厅工作，在今后的工作中，如有新的建议意见，请及时与

我们联系、沟通。

领导署名：翁玉耀

联 系 人：郑成

联系电话：0591—83613733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3年4月25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省人大常委会财经工作委员会，

泉州市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办公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