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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福建，简称“闽”,因境内有福州、建州两府，各取其首字而得名，省会为福州。地处

中国东南沿海，介于东经 115°84′~120°67′，北纬 23°51′~28°37′之间。东隔台湾海峡与台湾相

望，西、西北与江西接界，西南与广东相连，东北与浙江毗邻，陆地平面形状似一斜长方形，

东西最大间距约 480 千米，南北最大间距约 530 千米。全省大部分属中亚热带，闽东南部分

地区属南亚热带。土地总面积 12.4 万平方千米，海域面积 13.6 万平方千米。陆地海岸线长

达 3752 千米，位居全国第二位；海岸线曲折率 1∶7.01，居全国第一位。森林覆盖率居全国

首位

一、福建概览

（一）自然地理

福建境内峰岭耸峙，丘陵连绵，河谷、盆地穿插其间，山地、丘陵占全省总面积的 80%

以上，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地势总体上西北高东南低，横断面略呈马鞍形。因受

新华夏构造的控制，在西部和中部形成北（北）东向斜贯全省的闽西大山带和闽中大山带。

两大山带之间为互不贯通的河谷、盆地，东部沿海为丘陵、台地和滨海平原。

陆地海岸线长达 3752千米，以侵蚀海岸为主，堆积海岸为次，岸线十分曲折。潮间带

滩涂面积约 20万公顷，底质以泥、泥沙或沙泥为主。港湾众多，自北向南有沙埕港、三都

澳、罗源湾、湄洲湾、厦门港和东山湾等 6大深水港湾。岛屿星罗棋布，共有岛屿 1500多

个，平潭岛现为全省第一大岛，原有的厦门岛、东山岛等岛屿已筑有海堤与陆地相连而形成

半岛。

福建靠近北回归线，受季风环流和地形的影响，形成暖热湿润的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热量丰富，全省 70%的区域≥10℃的积温在 5000~7600℃之间，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年平

均气温 17~21℃，平均降雨量 1400~2000毫米，是中国雨量最丰富的省份之一，气候条件优

越，适宜人类聚居以及多种作物生长。气候区域差异较大，闽东南沿海地区属南亚热带气候，

闽东北、闽北和闽西属中亚热带气候，各气候带内水热条件的垂直分异也较明显。

福建水系密布，河流众多，河网密度达 0.1公里/平方公里。全省河流除交溪（赛江）发

源于浙江，汀江流入广东外，其余都发源于境内，并在本省入海，流域面积在 50平方公里

以上的河流共有 683条，其中流域面积在 5000平方公里以上的主要河流有闽江、九龙江、

晋江、交溪、汀江 5 条。闽江为全省最大河流，全长 577千米，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575.78

亿立方米，流域面积 60992平方公里，约占全省面积的一半。由于属山地性河流，河床比降

较大，水力资源丰富，水力资源蕴藏量居华东地区首位。

（二）自然资源

1、水资源

主要河流有闽江、晋江、九龙江、汀江。由于降水丰沛，全省河川年径流量达 1168亿

立方米（闽江水量超过黄河）。多数河流落差大且水流湍急，水力理论蕴藏量达 1046万千瓦，

可装机容量 705.36万千瓦。沿海平均可利用的潮水面积约 3000多平方千米，可供开发利用

的潮汐能蕴藏量在 1000万千瓦以上。

陆地海岸线长达 3752千米，居全国第二；海岸线曲折率 1∶7.01，居全国第一位。曲折

的海岸线形成大小港湾 125个，其中深水港湾 22处，可建 5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的天然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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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东山湾、厦门湾、湄洲湾、兴化湾、罗源湾、三沙湾、沙埕港等 7个，重要的海港有福州

港、厦门港、泉州港等。沿海大于 500平方米的岛屿 1321个（其中有居民岛屿 98个），居

全国第二位，占全国的 1/5。

2、矿产资源

福建省属于环太平洋成矿带中的重要成矿区之一，矿产资源比较丰富。已知矿产 116

种，其中金属矿产 53种、非金属矿产 63种，发现矿产地 4836处（含矿床、矿点及矿化点）。

截至 1990年底，全省已探明储量的矿产有 80种，其中能源矿产 2种，金属矿产 33种，非

金属 42种，地下水及地下热水、矿泉水 3种。磷、石膏以及陆地上的石油、天然气等为短

缺的矿产。

3、生物资源

野生动物资源。全省已记录分布的野生脊椎动物有 1686种，约占全国的 30%，其中：

鸟类 550多种（含亚种），兽类 150种（含亚种），两栖类 46种，爬行类 123种，鱼类 817

种（其中文昌鱼纲 1目 1科 3种、圆口纲 1目 1科 1种、软骨鱼纲 11目 25科 63种、硬骨

鱼纲 24目 152科 750种）。已定名昆虫 10000多种，全国昆虫共 33目，福建除缺翅目和蛩

蠊目外有 31个目。列入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2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137种；列入

福建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有 79种。鸟类中有 85种是在福建首先发现并命名的，沿海湿地

分布有水鸟 12目 28科 194种，约为全国水鸟种数的 71.6%；属于福建特有的有白背啄木鸟、

橙背鸦雀、挂墩鸦雀、赤尾噪鹛、黄冠绿啄木鸟、小山蛙等；列入中日候鸟保护协定鸟类有

205种，占全部种类的 90.3%；列入中澳候鸟保护协定鸟类有 70种，占全部种类的 86.4%。

野生植物资源。全省分布有高等植物 4703种，约占全国的 14.3%，其中蕨类 382种、

裸子植物 70种、被子植物 4251种；其中兰科植物有 60属 119种 6变种。此外，有苔藓 361

种、真菌 486 种。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有 52 种，其中：国家Ⅰ级 7 种，国家Ⅱ级 45

种；列入福建省第一批地方重点保护珍贵树木的有 25种。全省可供开发利用的野生植物达

3000多种。

4、森林资源

福建的森林覆盖率为 65.95%，居全国首位。拥有 1.15亿亩的森林面积，每年吸收的二

氧化碳超过了全省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一半，全国六大林区之一。有的已辟为自然保护区，

如三明莘口格氏栲保护区、建瓯万木林保护区、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漳江口红树

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福建林区可分为中西部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和东部亚热带季风雨林

区。

（三）行政区划

福建省辖 1个副省级市、8个地级市，共包括 28个市辖区，13个县级市，44个县（含

金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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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县级以上行政区划一览表

设区市 县（市、区）

福州
鼓楼区、台江区、仓山区、马尾区、晋安区、闽侯县、连江县、罗源

县、闽清县、永泰县、平潭县、福清市、长乐市

厦门 思明区、海沧区、湖里区、集美区、同安区、翔安区

莆田 城厢区、涵江区、荔城区、秀屿区、仙游县

三明
梅列区、三元区、明溪县、清流县、宁化县、大田县、尤溪县、沙县、

将乐县、泰宁县、建宁县、永安市

泉州
鲤城区、丰泽区、洛江区、泉港区、惠安县、安溪县、永春县、德化

县金门县、石狮市、晋江市、南安市

漳州
芗城区、龙文区、云霄县、漳浦县、诏安县、长泰县、东山县、南靖

县平和县、华安县、龙海市

南平
延平区、建阳区、顺昌县、浦城县、光泽县、松溪县、政和县、邵武

市武夷山市、建瓯市

龙岩 新罗区、永定区、长汀县、上杭县、武平县、连城县、漳平市

宁德
蕉城区、霞浦县、古田县、屏南县、寿宁县、周宁县、柘荣县、福安

市福鼎市

注：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辖平潭县，其行政区域与平潭县重合，行政管理方面与 1

个副省级城市和 8 个地级市并列。平潭县行政区划仍隶属福州市，实际由福建省平潭综合实

验区管辖。

（四）人口结构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福建省常住人口为 36894216人，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 2000

年 11月 1日零时的 34714835人相比，十年共增加 2179381人，增长 6.28%，年平均增长率

为 0.61%。

2015年末全省常住人口 383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33万人。全年出生人口 53.13万人，

死亡人口 23.32万人。从性别结构看，男性人口 1949万人，女性人口 1890万人，总人口性

别比为 103.12（以女性为 100）。从年龄构成看，15周岁以上至 65周岁以下（不含 65周岁）

的人口 2892万人。65 周岁及以上人口 324万。从城乡结构看，城镇常住人口 2403万人，

乡村常住人口 1436万人。

二、历史人文

福建是文化大省，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在闽越文化基础上，融合中原文化、海外

文化形成的，兼具山林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特点，又有着显著的区域差异性。

福建又有“八闽”之称，南宋时福建设 l府 5州 2军，共计 8 个，故称“八闽”。福建

有“歌舞之乡”之称。山文化、水文化与海文化的熏染，使山歌和渔歌在福建民歌中占有重

要位置。劳动号子、唱诗、小调、舞歌、斗俗歌曲、儿歌、生活音调等民歌也异彩纷呈。福

建曲艺音乐有 20余种形式，其中南曲（也称南音）影响最大、最古老，被称为“活的音乐

历史”和“音乐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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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遗产

目前，全省共有七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名录，其中包括南音、妈祖信俗、

中国剪纸（漳浦、柘荣）、中国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闽南民居）共四个项目入选“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中国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入选共

两个项目入选“急需保护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福建木偶戏传承人培养计划》入选

“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实践名册”，是我国迄今在国际非遗保护三个系列上获得大满贯的唯

一省份。全省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30项，国家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09人，设立了我

国第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及国家级客家文化（闽西）

生态保护实验区。同时，省政府公布了五批共 490个省级非遗名录项目和三批共 552位省级

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并设立了一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即湄洲妈祖文化生态保护

实验区）。九个设区市均已建立市级项目名录，大部分县市区也建立了县级名录。纳入市、

县两级管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 1300多项。省政府从 2011年开始，安排专项经费对

60岁以上的省级传承人给予每年 3000元的传承资助。全省文化部门登记在册的传承基地近

120个，未登记在册（由相关企业单位内部组建）的传承、传习基地和展示点约 200个。省

级以上的代表性传承人约有三分之二落实了传承场地等基本的传承条件，并开展传承活动。

（二）地域文化

1、湛卢文化

湛卢文化像一颗璀璨的明珠在瑰丽多彩的八闽文化艺术宝库中熠熠生辉。她凝聚着历代

松溪人民的智慧和才能，闪烁着鲜明的民族特色，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并以其丰厚的历

史内涵和形象生动的魅力，历经岁月的风雨而不泯，始终保持着旺盛不衰的生命力，成为中

华民族文化遗产中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2、妈祖文化

妈祖短暂的一生虽未留下什么著作，也谈不上有什么思想体系，但她的热爱劳动、热爱

人民、见义勇为、扶危济困、无私奉献、高尚情操和英雄事迹，却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并形成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妈祖牺牲之后，人们就按自己的愿望和理想，进一步把她

塑造成为一位慈悲博爱、护国庇民、可敬可亲的女神，其目的仍是为了化育子孙后代和弘扬

民族精神。

妈祖信俗又称娘妈信俗、娘娘信俗、天妃信俗、天后信俗、天上圣母信俗、湄洲妈祖信

俗，是以崇奉和颂扬妈祖的立德、行善、大爱精神为核心，以妈祖宫庙为主要活动场所，以

庙会、习俗和传说等为表现形式的中国传统民俗文化。妈祖信俗由祭祀仪式、民间习俗和故

事传说三大系列组成。

（三）传统艺术

1、彭坊刻纸龙灯

彭坊刻纸龙灯流传于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童坊镇的彭坊村一带，其起源于公元 1751年，

由彭姓第十五世祖的彭景周将泉州剪纸艺术、花灯艺术融合在当地龙灯上，并加以创新组合

而形成。彭坊刻纸龙灯融合了龙图腾文化、刻剪纸文化、花灯文化、客家文化等多种文化于

一身，传承至今已有 13代，有多达两百六十余年的历史。彭坊刻纸龙灯的现代传承人陈世

义已年近 90，其将龙头、龙尾、龙身制作的技艺分别传授给张廷玉、彭慕周、彭慕喜、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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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勤、彭慕星、彭玉生等，另有彭慕和等也从祖上继承了彭坊刻纸龙灯制作技艺。现今每年

元宵节，各家各户仍自行制作龙灯，作品争奇斗艳，使龙身装饰的刻纸艺术不断发扬光大。

2、漳台大鼓凉伞舞

大鼓凉伞舞始创于闽南漳州，后传至台湾的一种不用器乐伴奏的民间舞蹈形式。在《台

南县志》中就有弄鼓花的记载：“两人一对手，一人持凉伞，一人抱大鼓，伞打回旋，大鼓

双面打，边打边舞，另有打锣手三、四人围住大鼓，边打边舞。因其状天真浪漫，爽然欲醉，

又名“弄鼓花”，而“弄鼓花”即福建漳州一带的“大鼓凉伞”，在台湾今称为“跳鼓阵”。

3、莆田铜雕技艺

莆田传统铸铜工艺源于远古时代，兴于宋，盛于明清，长期以来，薪火相传。在商周时

期，宋、元、明、清时期，各寺院庵堂的佛像、神像和菩萨像的传统铸造广泛采用大型铜铸

品。官家、富贾的建筑饰件也广泛采用铜类金属制品。小型铜类金属制品还成为人们普遍使

用的艺术品和实用品，甚至是把玩的娱乐品，都极具丰富的传统表现力。到了明清和民国时

期，铜金属铸件生产已经以分散的家庭作坊，散落在莆仙各村落，其中秀屿的东庄尤多。

4、东山南音

南音，亦名“南曲”、“弦管”、“南管”、“南乐”，为我国“四大古老乐种”之一，是两

汉、晋、唐、两宋等朝代中原移民把音乐文化带入闽南地区，并与当地民间、戏曲音乐融合，

同时吸收宋词、南戏、元杂剧的元素，形成了具有中原古乐遗韵的文化表现形式。至今，南

音的曲牌仍留有唐代大曲的痕迹，被称为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

三、经济发展

（一）综合实力

2016年，全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全省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一系

列工作部署，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新常态，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稳”

的基础上再发力，在积蓄“进”的力量上真抓实干，在巩固“好”的势头上有创新，全省经

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

初步核算，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8519.15亿元，比上年增长 8.4%。其中，第一产业

增加值 2364.14亿元，增长 3.6%；第二产业增加值 13912.73亿元，增长 7.3%；第三产业增

加值 12242.28亿元，增长 10.7%。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由上年的 8.2∶

50.3∶41.5调整为 8.3∶48.8∶42.9，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 1.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为 52.8%。

全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2927.99亿元，比上年增长 9.3%，增幅比上年回落 8.1个百分

点。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4295.22 亿元，可比增长 6.6%。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2654.78亿元，同口径增长 7.0%。全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287.41亿元，增长 7.1%，

增幅比上年回落 13.9个百分点。

（二）三大产业

1、第一产业

全年全省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4155.68亿元，比上年增长 3.7%，增幅比上年回落 0.2

个百分点。其中，农、林、牧、渔业产值分别增长 3.0%、4.0%、3.4%和 4.6%，农林牧渔服

务业产值增长 5.8%。全年粮食总产量 650.87万吨，比上年减少 10.23万吨，下降 1.5%；园



厚职教育事业单位招聘网（www.kaosydw.com）整理，更多资料可访问网站或关注微信公众号

8

林水果产量 761.60万吨，增长 2.3%；茶叶产量 42.68万吨，增长 6.1%；食用菌产量 118.19

万吨，增长 13.4%；肉蛋奶总产量 269.36万吨，增长 4.6%；年末生猪存栏下降 7.8%，出栏

增长 0.7%；水产品产量 767.98万吨，增长 4.6%。

2、第二产业

全年全省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11017.39亿元，比上年增长 7.6%，增幅比上年回落

1.1个百分点。从累计进度看，一季度、上半年、前三季度增幅分别为 7.7%、7.8%和 7.8%。

分轻重工业看，轻工业增长 7.2%，重工业增长 8.0%；分经济类型看，国有企业增长 4.6%，

集体企业增长 1.7%，股份制企业增长 9.1%，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 5.1%；分三大门类

看，采矿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8.1%，制造业增长 8.0%，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增长 0.2%；38个行业大类中有 15 个增加值增幅在两位数以上；三大主导产业完成工业

增加值 3744.42 亿元，增长 10.0%，其中，机械装备增长 11.0%，电子信息增长 10.6%，石

油化工增长 8.6%。工业产品销售率 96.52%，比上年下降 0.23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出口交货值 7322.72亿元，比上年增长 4.1%，增幅比上年提高 2.3个百分点。

2016年 1-11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2334.59亿元，同比增长 19.2%。

在 38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7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1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 6.15%，同比提高 0.63个百分点；资产负债率为 52.68%，

同比下降 0.88个百分点；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 86.45元，同比降低 0.16元。

3、第三产业

全年全省进出口总额 10351.56亿元，比上年下降 1.2%，降幅比上年收窄 2.6个百分点。

其中，出口 6838.87 亿元，下降 2.2%；进口 3512.69亿元，增长 0.7%。进出口相抵，顺差

3326.18亿元。全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81.95亿美元，增长 6.7%。

全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现增加值 1685.18 亿元，比上年增长 7.3%。公路通车

里程 106756.53公里，比上年增长 2.1%。其中海西高速公路网通车里程 5019.78公里，增长

0.4%。铁路营业里程 3196.5公里，与上年持平。

全年接待入境游客 680.79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15.1%。其中，接待外国人 254.12万人

次，增长 18.6%；台湾同胞 267.20万人次，增长 12.2%；港澳同胞 159.47万人次，增长 14.7%。

在入境旅游者中，过夜游客 611.48万人次，增长 18.3%。国际旅游外汇收入 66.26亿美元，

增长 19.1%。全年接待国内旅游人数 30864.30万人次，增长 18.1%；国内旅游收入 3495.21

亿元，增长 24.9%。旅游总收入 3935.16亿元，增长 25.3%。、

四、风景名胜

据统计，福建现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世界自然遗

产与世界地质公园泰宁，世界地质公园宁德白水洋、太姥山、白云山，以及海上花园温馨厦

门、温泉古都有福之州、海上丝路文化泉州、朝圣妈祖平安湄州、成功起点光辉古田、滨海

火山日出东山、东海麒麟神奇平潭等独具特色的旅游品牌。

福建现有 8座中国优秀旅游城市、6个国家 5A级旅游景区、18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8个国家地质公园、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3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9个国家森林公园、

85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 座历史文化名镇、16个全国历史文化名村。自然保护区、

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的面积占全省土地面积的 8%，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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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风景名胜区

1、福建土楼

福建土楼，因其大多数为福建客家人所建，故又称“客家土楼”，集居住和防御功能于

一体。这些独一无二的山区民居建筑，将源远流长的生土夯筑技术推向极致。、福建土楼主

要分布在地势险峻，人烟稀少的闽西南地区。这里一度野兽出没，盗匪四起。世界文化遗产

的 46座福建土楼由六群四楼组成，即永定县初溪、洪坑、高北土楼群及衍香楼、振福楼、

南靖县田螺坑、河坑土楼群及怀远楼、和贵楼、华安县大地土楼群。世遗土楼中最古老和最

年轻的均在初溪土楼群，直径 66米的集庆楼已届 600“高龄”，直径 31 米的善庆楼则仅有

30年历史。其中二宜楼位于华安县仙都镇大地村，它是我国圆士楼古民居的杰出代表，素

有“土楼之王”“国之瑰宝”之美誉，它以规模宏大、设计科学、布局合理、保存完好闻名

遐迩，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泰宁丹霞

泰宁丹霞是青年时期丹霞景观的典型代表，是中国东南诸省中丹霞地貌面积最大的地区

之一，拥有举世罕见的“水上丹霞”、“峡谷大观园”、“洞穴博物馆”三大奇观；地质遗迹十

分丰富，是研究中生代西太平洋活动大陆边缘地质历史构造演化的理想场所。

3、武夷山

武夷山位于中国东南部福建省南平市。武夷山的自然风光独树一帜，尤其以“丹霞地貌”

著称于世。九曲溪沿岸的奇峰和峭壁，映衬着清澈的河水，构成一幅奇妙秀美的杰出景观。

武夷山遗产区包括四个保护区：西部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56527公顷），中部九

弯流生态保护区（36400公顷）、东部武夷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7000公顷），与汉代的遗址

保护区（48公顷）是一个单独的区域。共计 99975公顷，缓冲区 27888公顷。

4、鼓浪屿

鼓浪屿原名“圆沙洲”，别名“圆洲仔”，南宋时期命“五龙屿”，明朝改称“鼓浪屿”。

因岛西南方海滩上有一块两米多高、中有洞穴的礁石，每当涨潮水涌，浪击礁石，声似擂鼓，

人们称“鼓浪石”，鼓浪屿因此而逐渐又名。因涨潮水涌，浪击礁石，声似擂鼓而得名。鼓

浪屿街道短小，纵横交错，是厦门最大的一个卫星岛之一。

鼓浪屿全岛的绿地覆盖率超过 40%，植物种群丰富，各种乔木、灌木、藤木、地被植

物共 90余科，1000余种。代表景点有：日光岩、菽庄花园、皓月园、毓园、鼓浪石、鼓浪

屿钢琴博物馆、郑成功纪念馆、海底世界、天然海滨浴场、海天堂构等。

鼓浪屿风景名胜区获得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最美五大城

区等荣誉。

5、清源山

清源山位于泉州北郊，故俗称北山；又因峰峦之间常有云霞缭绕，亦称齐云山。面积

62平方公里，主景区距泉州城市区 3公里。清源山是闽中戴云山余脉，峰峦起伏，岩石遍

布盎然成趣，多处胜景天成，为 572米，山脉绵延 20公里，象形岩石，千奇著名自然景区，

有“闽海蓬莱第一山”之美誉，为泉州四大名山之一。

6、南普陀寺

南普陀寺是中国古代建筑物之一，大雄宝殿石柱上有副对联："经始溯唐朝与开元而并



厚职教育事业单位招聘网（www.kaosydw.com）整理，更多资料可访问网站或关注微信公众号

10

古，普光被夏岛对太武以增辉。"这副对联将寺庙开基的年代和地理位置说得清清楚楚，那

就是说寺庙在唐朝就有了，距今也有 1200多年；寺庙对着南太武山，真是风水宝地。据说

该寺是唐代首先到岛上开发的陈氏族人所建，五代时，称泗洲院，宋初叫无尽岩，后该名叫

普照寺、普照院，元代至正年被毁，明洪武时重建，明末又毁于兵火，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

1684年，由统一台湾的施琅将军重建。因与浙江普陀山普济寺同观音菩萨，又地处普陀山

之南，故称南普陀寺，是目前国内僧人较多的寺庙。

（二）自然保护区

1、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福建省厦门市海域，总面积 33088公顷。2000

年 4月 4日经国务院办公厅正式批准设立，该保护区是在厦门市政府 1991年批准建立的厦

门文昌鱼保护区、福建省政府 1995年批准设立的白鹭保护区和 1997年批准设立的中华白海

豚保护区基础上合并建立的。为保护珍稀海洋物种设立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的主要物

种有：文昌鱼、中华白海豚和各种白鹭等。

2、将乐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将乐县西南部，距县城 56公里。这个国家级的自然保护

区属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6371公顷，全区平均海拔 800米，气候四季分

明，夏季凉爽无酷暑，冬有霜雪少严寒。龙栖山自然保护区保护区中亚热带森林植被生态系

统和自然景观；华南虎、金钱豹、云豹、黄腹角雉、白颈长尾雉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及其它具有巨大经济价值的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以及南方红豆杉等珍稀植物资源及保护区

内的生物多样性。

3、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福建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福建省永安市,地处福建省的中部。系南亚热带到中

亚热带过渡地带，居于福建省两大山脉——武夷山脉和戴云山脉中间，山体为戴云山西伸余

脉，属中低山地貌，海拔高 580m～1604.8m，境内千米以上的山峰有 22座，最高峰为天宝

岩，海拔 1604.8m。区内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是我国少有的一个物种基因库，为我国小区域

生物多样性较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为闽江的重要水源涵养林区。区内生态系统多样性十分丰

富，有 8个植被类型 39个群系，地带性植被为常绿阔叶林。重点保护对象是大面积天然分

布的长苞铁杉林、猴头杜鹃林、东南地区首次发现的泥炭藓沼泽。

4、福建深沪湾海底古森林遗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福建深沪湾海底古森林遗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暨福建深沪湾海底古森林遗迹于 1992年

被国务院批准确立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坐落在素有“峙海金狮”之称的晋南名镇——福

建省晋江市深沪镇，以保护距今 7500多年的海底古森林、距今 9000—25000年历史的古牡

蛎礁遗迹及周边海岸带典型地质地貌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

海底古森林和牡蛎礁遗迹，对研究 2万年前的古地理、古植物、古气候及海陆变迁等具有十

分重要的价值。

5、漳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漳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漳江入海口，保护区总面积

2360hm2，为福建省最重要的湿地生态系统类型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区内丰富的浮游动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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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为 150多种鸟类、240多种水生动物和近 400种水生物提供了栖息和觅食的理想场所。是

以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濒危动植物物种和东南沿海优质、水产种质资源为主要保护对象的

湿地生态系统类型保护区。

（三）地质公园

1、福建泰宁世界地质公园

福建泰宁世界地质公园，位于福建省西北的三明市泰宁县，面积有 492.5平方公里，其

中丹霞地貌面积 252.7平方千米。由石网、大金湖、八仙崖、金铙山四个园区和泰宁古城游

览区组成，公园以典型青年期丹霞地貌为主体，兼有火山岩、花岗岩、构造地貌等多种地质

遗迹，是一个综合性地质公园。

2、宁德世界地质公园

宁德世界地质公园位于中国福建东北部的宁德市境内，坐落在太姥山脉和鹫峰山脉的群

山之中，由屏南县白水洋、福安市白云山、福鼎市太姥山三个园区组成，总面积 2639.443

平方千米。

3、福建漳州国家地质公园

福建漳州国家地质公园位于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前亭镇、龙海市隆教乡滨海一带，衬托

在蓝天、碧海、沙滩、绿林之中，集观光旅游、休闲度假、海上娱乐、寻奇探险、科学研究、

科普教育为一体，是一处回归大自然的综合性旅游度假区。

五、福建之最

（一）世界最狭长一线天——永安桃源洞

永安的桃源洞“一线天”是被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记录为“最狭长的一线天”的。永安桃

源洞一线天全国之冠、闽中之奇秀；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曾到此游览，并用“大、逼、远、

整”四个字高度概括其特点。

（二）世界最大直径桥梁桥梁桩基——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

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是国家重点工程福平铁路FPZQ-3标平潭海峡公铁两用跨海大桥

是新建福州至平潭铁路、长乐至平潭高速公路的关键性控制工程，是合福铁路的延伸、京福

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长乐副中心城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快速通道。是世界上第一

座真正意义上的公铁两用跨海大桥。

（三）世界上最古老、最大、最高土楼——永定土楼

永定土楼，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永定，是纯客家县，是福建拥有

最多的土楼的县，总共 23000多座。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奇的山区民居建筑，是中国古建

筑的一朵奇葩。其中，承启楼是福建土楼当中建筑规模最大的，2010年进入世界吉尼斯最

大土楼纪录。

（四）世界原址保存最古老最大海岸炮——厦门胡里山炮台

胡里山炮台位于厦门岛东南海岬突出部，毗邻厦门大学园区，三面环海，有着得天独厚

的自然旅游资源，景区系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家 4A级旅游景区，始建于清光绪二十年，

具有欧洲风格，又有我国明清时期的建筑神韵，历史上被称为"八闽门户、天南锁钥"。成为

了厦门旅游城市的名片和窗口，是厦门市重要的旅游景点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五）中国最长的海港大石桥——泉州安平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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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桥位于福建晋江安海镇，是我国现存古代最长的石桥，始建于南宋绍兴八年(1138)，

历时十四年告成。明清两代曾多次重修。该桥是中古时代世界最长的梁式石桥，也是我国现

存最长的海港大石桥。

（六）中国现存最大的道教石雕——泉州清岩山老君岩

道教老君造像为中国最大的道教石雕，位于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清源山风景名胜区主景

区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像高 5.1米，厚 7.2米，宽 7.3米，席地面积为 55平方

米。整个石像衣褶分明，刀法线条柔而力，手法精致，夸张而不失其意，浑然一体，毫无多

余痕迹。逼真、生动的表现了老人慈祥、安乐的神态，因而成了一种健康长寿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