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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叶子申
新一批厦门综合改革试点经

验向全国推广，其中包括要素市

场化改革、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方

面的创新举措和典型经验。近

日，记者采访了解到，我市开展船

舶“不停运办证”改革、实行就业

服务“一件事”集成改革、优化航

运全链条综合服务等创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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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

成效持续释放。

“不停运办证”改革惠企
从前，一个月才能办好船舶

转籍手续，现在最快一个工作日

就能办好，厦门海事局在制度上

的改革创新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

的发展“红利”。

厦门联创方舟海运有限公司

是首批享受到“不停运办证”改革

红利的本土船运企业。2024年3

月，在厦门海事局工作人员协助

下，该企业所属运营船只“方舟

33”在一天内完成了所有权证、国

籍证书等数十种证书办理，顺利

完成船舶转籍。“一个窗口就能办

理相关手续，流程简化了、时间缩

短了。旧证失效、新证未发期间

船只不得不暂停营运等问题迎刃

而解。”企业负责人蒋新君说。

记者从厦门海事局获悉，开

展船舶“不停运办证”改革，主要

是破解船舶转籍各证书“逐项办

理、互为前置”耗时较长、“旧证失

效、新证未发”需暂停营运问题，

在海船转籍登记“不停航办证”基

础上实行“不停运办证”，推行服

务性预审、容缺办理等举措，形成

海事、水运、船检三部门同步受

理、同步出证的平行并联办理模

式。制定个性化服务方案，船舶

在国外可当日完成转籍手续与证

书出证。

政策改革便企利企、发展成

果见行见效。“此举为船东节约大

量时间和资金成本，船舶转籍办

证时间从28个工作日压缩至8个

工作日内，最快当日完成，平均每

船节约成本160万元。”据厦门市

海事局介绍，截至2024年 9月，

已完成66艘船舶“不停运办证”

工作。

我市优化营商环境的另一个

改革试点经验，是优化航运全链

条综合服务。据悉，厦门港口管

理局创新“平台+服务”机制，推

动福建丝路海运运营有限公司打

造“丝路海运”国际航运综合服务

平台，促进航运全要素数据的共

享、集成和应用，实现货、车、船、

港实时联结以及全物流链实时跟

踪监测，航运经营主体贸易往来

更加便利高效。目前，厦门港已

与广西北部湾港、新加坡PSA国

际港务集团等海运航线港口、航

商实现数据互联共享。

同时，聚焦航运企业融资难

问题，厦门港口管理局创新建立

厦门港航第三方公益性评价体

系，推行“信用+科技+金融”模

式，引导企业将信用记录“盘活”

为信用资产，提高产业贷款可得

性，撬动金融资源流向港航产

业。截至2024年12月31日，“港

航信易贷”共为90家港航企业融

资30.91亿元。

“一件事”改革便利群众
广大企业职工在办理企业职

工退休业务时，可一次性选择医

保、公积金、卫健委等多部门的联

办事项。如此便利的惠民举措，

得益于我市创新推出就业服务

“一件事”集成改革举措。

该举措通过整合社会保险、

公积金等民生事项，推出企业招

录员工，企业与员工解除终止劳

动合同，失业、创业、养老保险和

医疗保险关系转接，企业职工退

休，申领社会保障卡等11个“一

件事”，为群众、企业提供全周期

全链条就业服务。

同时，打造“一件事”管理系

统，破解公安、税务、市场监管、医

保、公积金等26个系统部门数据

共享问题，实时开展各事项数据

交互。探索“直补快办”服务，通

过数据共享、大数据分析，精准匹

配符合条件的群众和企业，群众、

企业无须提交申报材料即可享受

政策和服务。

记者从市数据管理局、市人

社局获悉，厦门市通过实行“一件

事”改革，实现“一次告知、一表申

请、一套材料”，平均减材料69%，

全程网办率达92%，“一趟不用

跑”占比 98%，“即办件”占比

74%。“退休一件事”办理时限从

15个工作日缩短到1个工作日，

“医保在职转退休”实现“即申即

办”，33项高频服务“跨省通办”，

学历人才落户审核实现“零人工

秒批”，满意率达99.99%。

管用高效的医保支付是医保

改革最核心的领域。据了解，作

为国家DIP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示

范城市，我市积极推动“按病种分

值付费支付”制度创新，率先实行

门诊“医疗服务能力分值法”，将

二、三级医疗机构7625项门诊诊

疗项目及12类基层医师组日均

门诊量折算成分值，以分值量化

医务劳动价值，实现精准支付。

并率先实现住院按病种分值付费

全覆盖，形成贴近临床需求的

6458个住院病种组，同步引入反

映医技水平的“病例组合指数”

（CMI指数）开展动态调节，医院

收治患者疾病越重分值越高，引

导医院提升医技水平。

来自厦门市医保局的数据显

示，改革实施以来，我市已实现由

过程付费、数量付费向结果付费、

质量付费转变。住院患者CMI

标化例均费用下降5.1%、个人自

付比例下降2.2%，平均住院天数

下降 1 天，检查化验占比下降

2%。

压缩项目环评审批时限
在社会事业和空间治理方

面，我市还有两个创新举措聚焦

生态环境建设。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重组蛋白质

药物长效化研发、生产及销售的

创新型生物医药企业。不久前，

该公司蛋白质药物生产改扩建项

目顺利完成环评验收。“没想到，

环评审批进度比预期快了整整1

个月，这为我们开工建设争取了

非常宝贵的时间。”厦门特宝生物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激

动地说。

如何平衡高质量发展与高水

平保护的关系？近年来，厦门市

生态环境局持续推动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数字化这一创新举措，建

设“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应用系统平台。“该平台融入产业

布局及生态环境，汇聚207个要

素图层和107713条准入条件，形

成分区管控智慧内核，通过矢量

提取自动建模，构建智能研判体

系，自动生成生态环境准入意见，

实现信息共享、意见共商，有效辅

助项目决策。”市生态环境局表

示，该局推行智能审批，实现在线

受理、即时审查、智能审批、自动

考核，提供全流程高效智慧服务；

对接相关信息平台，自动采集在

线数据，拓展应用，实现排污情况

“在线预警”、违法行为“云端监

控”。

实施该措施后，厦门市项目

环评审批申请材料由15项变为5

项，且实现无纸化，减少审批时限

70个工作日—124个工作日，工

程建设项目整体审批时限压缩

27.5%。截至2024年9月，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应用系统平台共生

成生态环境准入意见11696条，

指导9832个项目进行布局优化

或调整工艺。

与此同时，我市还积极实施

排污监管全链条集成创新。“一方

面，推进入河排污口审批、入海排

污口审批、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排

污权核定、排污许可证核发5个

审批事项融合，横向打通环评与

入河排污口审批、入海排污口审

批3项审批业务，将排污口论证

纳入环评，企业只需一次论证、一

键提交，即可一证批复、多项办

结；纵向打通环评、排污权、排污

许可3个行政事项，将项目环评、

排污权等要求纳入排污许可证，

具体项目无需环评。”市生态环境

局介绍，该局还通过统一环评、排

污权、排污许可污染物排放核算

方法，打通数据汇集、共享、公开

的渠道等，建立基于排污许可证

的监管、监测、监督一体化工作方

式，强化执法监管体系。

据介绍，改革实施以来，企业

办理相关审批时限大幅缩短、执

法监管更加精准。截至2024年

第三季度，发放包含环评管理要

求、排污权确权等信息的排污许

可证1126份，节省排污权核定费

用、环评编制费用约4662万元。

通过政府收储排污权指标，腾出

绿色发展空间，为225个重点项

目和小微项目建设提供保障。

船舶转籍手续一个工作日办好
新一批厦门综合改革试点经验为企业带来“红利”、为市民带来便利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重组蛋白质药物研发、生产及销售。

特宝生物创新药物生产改扩建项目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