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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叶子申

创新混合产业用地供应、构

建知识产权行刑衔接协同保护机

制、推行工业产品“质量问题清

零”标准和监管体系……当前，新

一批厦门综合改革试点经验正在

向全国推广。记者近日采访获

悉，这些厦门综合改革试点经验，

均在改革推进中形成了较为成熟

的实践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常态化

制度安排，具备向更大范围复制

推广的基础和条件。

[要素市场化改革]
创新混合产业用地供应

车辆往来穿梭、桩机抓紧施

工，这个冬天，厦门岛外翔安南部

片区工地一派火热的建设图景，

工人抢抓序时进度，全力推进项

目建设。

据悉，翔安南部片区率先在

全省范围内尝试新型混合产业用

地成片综合开发模式，其中的A1

组团/新兴科创产业园项目总用

地面积约27.9公顷，规划总建筑

面积约63.1万平方米，土地用途

包括软件研发、保障性租赁住房、

商业、社区运动场、公交首末站

等，建设面向临空航空、绿色能源

新材料、生命健康、新一代信息技

术等产业类型。

“未来，这里将以软件研发产

业空间为核心，同时配套公寓、商

场、体育场地等生活空间。”翔安

南部片区开发建设指挥部相关人

士表示，新型混合产业用地成片

综合开发模式，创新地将第四代

通用厂房、软件研发、中试车间进

行混合布局，支持软件研发、工业

制造等多领域产业用地与商业租

赁、公寓及供电设施等配套用地

同宗混合出让。这种模式能将产

业与生活功能紧凑安排在同一区

域内，实现产业链生态集约高效

布局、产城一体混合开发建设。

记者从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获悉，近年来，我市聚焦“规

划融合、用途混合、空间复合”，在

全国率先探索增加混合产业用地

供给，建立不同产业用地类型灵

活转换机制，打通存量低效用地

用途转换路径，促进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截至2024年第三季度，

已有19宗用地项目以混合产业用

地方式供应，土地面积约39万平

方米，建筑面积约124万平方米，

有力促进了产业转型升级、低效

用地盘活和土地综合开发利用。

[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多元共治保护知识产权

前不久，中国外商投资企业

协会副会长、品牌保护委员会主席

专程来到厦门，向思明区人民检察

院赠送品牌保护委员会“2022-

2023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

例”牌匾，感谢该院在办理一起回

收ABB工矿自动化产品翻新后销

售案件过程中的积极作为。

在这起案件中有一个核心争

议点——销售“二手翻新”工矿产

品算不算侵权？怎么判断是合法

翻新，还是违法侵权？为补强这

份事关罪与非罪的关键证据，承

办检察官多次走访相关机构与企

业，邀请专业机械工程师现场拆

解，并结合专家意见审查判断全

案，最终确认所谓“二手翻新”工

矿自动化产品为多种废旧零件和

杂牌产品拼装而成，并不具备其

宣称的原装正品的功能，实质上

属于假冒行为。

这起侵权案件高效快处，得

益于厦门多元共治的知识产权协

同保护机制——此次其被列为科

技创新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试点

经验之一。2023年4月26日，厦

门市检察院推动思明区检察院会

同相关部门设立“知识产权协同

保护中心”，探索机制改革创新，

将检察履职“一元”辐射至与行

政、侦查、审判、执行“多元”协同，

形成“检察+行政+N”的工作格

局。在协同保护工作机制加持

下，厦门率先打破“区域、部门、层

级”的限制，使知识产权认定职能

分散、数据壁垒、标准不一以及协

同不足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据

了解，该中心成立以来，厦门市相

关单位建议行政机关移送涉罪案

件数较中心成立前增长了4倍，成

功办理福建省首例知识产权刑事

附带民事案件、首例行政公益诉

讼案。

我市另一个科技创新体制机

制改革试点经验是推行工业产品

“质量问题清零”标准和监管体

系。它通过创新“监管+技术”，

推动质量问题“清零”；创新“监

管+服务”，构建“1+N”市场服务

体系，建立质量安全监管和质量

技术帮扶衔接联动机制。

同时，还发布了《工业产品质

量技术帮扶与质量安全监管衔接

联动工作规范》团体标准，率先以

标准的方式推动质量技术帮扶与

质量安全监管衔接联动工作可实

操、可落地。

截至2024年第三季度，该团

体标准已在厦门8个行业、300多

家次企业试用，助力60多家企业

生产成本有效降低、38家企业生

产效率显著提高、100多家企业

产品质量明显改进，各级通报工

业产品生产领域抽查不合格产品

批次数同比下降15%。

[高水平对外开放]
创新进出口货物“查验分流”

在厦门象屿综保区海关卡

口，一批出口货物运达，系统迅速

自动识别运输车辆车牌并放行，

车辆顺利进入综保区仓库；海天

码头外，一批进口货物抵港、通

关、放闸后，很快被清点、装车、发

运……如今这一幕幕展现出厦门

口岸进出口通关的高效率。

这得益于我市的高水平对外

开放改革试点经验——创新进出

口货物“查验分流”模式。该模式

推行进出口货物“智能云分流”，

建立海关、机场货站、码头、厦门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货物分流信

息共享，实现免企业预约，码头根

据分流信息，需查验的集装箱直

接进入查验场，而无需查验的直

接装船或提离。这一模式有效提

升了厦门市进出口货物查验效

率。海运方面，进口货物从卸船

至到达查验场位时间平均压缩至

30分钟以内，压缩比例超90%；出

口货物减少装卸及运输作业次数

50%、压缩作业时间近90%。空

运方面，查验效率提升25%，实现

企业无感查验。

我市另一个高水平对外开放

改革试点经验是实施新能源车快

速出海全链条集成服务。厦门海

事局实施新能源车快速出海全链

条集成服务，通过优化船舶查验

管理流程、创新监管流程、完善海

运标准等形式，保障船舶到港“零

等待”作业、离港“零延时”验放，

有效破解了滚装船运力不足等问

题。据厦门海事局介绍，得益于

这些举措，我市新能源汽车整车

出口通关效率提高50%以上，单

航次为相关新能源客车节约海上

运输成本300多万元。截至2024

年第三季度，厦门港新能源汽车

出口突破11万辆。

同时，我市还以标准创新推

动集装箱式锂电池储能系统出

海，有效破解超重、超大型锂电池

创新产品缺乏海运技术规范的问

题，大幅减少相关物流成本，吸引

一批龙头企业选择厦门港海运出

口锂电池新产品。截至2024年9

月，已保障61个航次、1553台储

能集装箱由厦门港安全出运。锂

电池成为厦门口岸出口金额最大

的单一产品。

在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方

面，我市还构建国际法务运营全

链条服务新模式，包括建设“国际

法务运营”平台，提供一体化全链

条法务服务保障，实行“秘书处+

基地管理”双重运营管理等模

式。截至2024年第三季度，国际

法务运营平台聚集了包括国际商

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全球首个

代表处、“海上丝路仲裁中心”等

115家服务机构，累计提供各类服

务超过4470件。

晨报今起推出系列报道，聚焦新一批厦门综合改革试点经验全国推广

标准创新促集装箱式锂电池出海

2024年12月31日，国家发展

改革委公布《关于推广借鉴上海

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

试点创新举措和典型经验的通

知》，在全国推广厦门13项、上海

浦东11项、深圳8项综合改革试

点创新举措和典型经验。此次

厦门在全国推广的13项综合改

革试点经验，全面覆盖要素市场

化改革、科技创新体制机制、高

水平对外开放、优化营商环境、

社会事业和空间治理五个方面。

今起，晨报推出系列报道，

生动展示这13项综合改革试点

经验，坚定改革信念，凝聚改革

共识，增强改革自觉，弘扬改革

精神，奋力开创厦门各项事业改

革发展崭新局面。

厦门创新实施新能源车快速出海全链条集成服务，新能源汽车整车出口通关效率提高5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