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6 / A7城市读本2025年4月15日 星期二
编辑：刘虎 设计：叶志鹏 校对：林维曦

官方微博@海西晨报 官方微信 haixichenbao 太阳网www.sunnews.cn 新闻热线 8080000

产业转型发展是经济增长的

重要引擎。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

坚持改革创新与产业功能培育相

结合，将改革举措嵌入到特色优

势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培育发展

中，创新打造重点平台，破解产业

发展难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厦门太古飞机工程有限

公司，工人正在紧锣密鼓地对飞

机配件进行细致检测。这里已

建成国内重要的全球一站式航

空维修基地，成为全国最大的二

手飞机融资租赁集聚区，形成了

以飞机结构大修为龙头，以客改

货、公务机整装、发动机维修、部

附件制造与维修、航空技术培训

为辅助的“一站式”航空维修产

业格局。

厦门自贸片区牵头推动进口

航材免征关税政策，有力支持我

国航空维修企业抢占全球航空维

修市场。在全国首创跨关区调机

维修业务，改变了以往维修飞机

只能从境外空机直接往返厦门维

修的做法，允许维修飞机可载运

客货进境后，再来厦门维修，有效

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2024年

厦门航空维修产业实现营收同比

增长33%，进境维修飞机数量和

货值居全国第一。2024年厦门

自贸片区新增融资租赁引进的飞

机数量同比增长160%，创历史

新高。

值得一提的是，厦门太古翔

安新机场维修基地项目正在建

设，预计2025年年底前基本竣

工。届时，一座能容纳12架宽体

飞机及6架窄体飞机的巨大民航

飞机维修机库将成为全球单体规

模最大、跨度最长的飞机维修

机库。

而在厦门跨境电商产业园，

亚马逊、虾皮、大健云仓、梦西石、

易达优送等一批头部企业纷纷入

驻，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成效明

显。园区建筑面积10.5万平方

米，整体定位为集商务办公、运营

支持、圈层构筑等于一体的跨境

电商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及供应链

运营基地，目前累计注册企业

1079家，累计引进注册资本金近

40亿元，打造出线上综合服务平

台+线下“一区多园”相辅相成的

跨境电商生态圈。该产业园已入

选商务部评选的“国家电子商务

示范基地”和工信部评选的“国家

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

地”，是福建省内跨境电商要素聚

集度高、服务要素齐全的跨境电

商全产业链综合服务平台，跨境

生态圈及公共服务体系位于全国

前列。

取样查验、蒸汽灭菌、精细挑

毛……在厦门自贸片区海沧园区

的东南燕都产业园内，一双双巧

手灵活地在燕盏间穿梭，将那细

丝般的金丝燕毛逐一挑拣出来，

仿佛是在雕琢珍贵的艺术品。“我

们的总加工能力达到650吨，相

信很快就能引进其他国家的进口

毛燕。未来，随着毛燕进口量的

加大，园区的加工能力和产能也

会进一步加大。”东南燕都（厦门）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骆义宁

介绍，得益于厦门自贸片区先行

先试机制为企业发展营造了良好

的营商环境，目前产业园累计吸

纳了32家生产型燕窝企业和68

家贸易型及其他企业入驻，初步

形成了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

的燕窝产业集聚区，是全国最大

的燕窝产品深加工基地，也是全

国最大的毛燕进口和指定加工基

地。全国近八成的进口毛燕是从

厦门口岸进入。

站在新的历史坐标，当时代

的浪潮拍打着鹭江两岸，当发展

的东风拂过鹭岛，厦门自贸片区

正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勇立潮头

的魄力、敢为人先的姿态，朝着更

高的目标破浪前行。

十年磨一剑，剑指深蓝；扬帆

启新程，驶向未来。

奋进十载风华正茂 勇立潮头再启征程
厦门自贸片区挂牌十周年媒体采风活动举行，探寻片区在制度创新、对外开放、两岸融合、产业发展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

晨报记者颜司雅林舒凡袁晓敏

通讯员周莹

鹭岛春潮涌，“海丝”扬帆

时。今年，厦门自贸片区迎来挂

牌十周年的重要里程碑。这片深

植改革基因的开放高地，自诞生

之日起便将“立足两岸、服务全

国、面向世界”作为核心使命。十

年来，厦门自贸片区始终以制度

创新为核心，以高水平对外开放

为引领，以“大胆试、大胆闯、自主

改”的先锋姿态，在两岸融合发展

的蓝海中开辟航道，在主动服务

和融入国家战略的同时，在努力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为促进地方高质量发展创造

先行试点方面书写传奇。

在十周年这个特殊节点，一场

以“领航十年，创新不止步；链接全

球，自贸再出发”为主题的媒体采

风活动，犹如时光穿梭机，带人们

重溯这片改革开放“试验田”的蜕

变轨迹。媒体记者们深入厦门自

贸片区，探寻其在制度创新、对外

开放、两岸融合、产业发展等方面

取得的丰硕成果，聆听片区发展背

后的动人故事。

从“串联式”申报到一次性“并

联式”流程再造，由原来的数据孤

岛和纸质单证到现今的全程可视

化和电子化，这是厦门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在促进贸易便利化方

面实现“降本增效”的生动写照。

该“单一窗口”上线后推出超百项

应用服务，形成“通关服务”“物流

服务”“互联协作”等九大特色功能

板块，在全国率先建设航空货运电

子信息化平台，解决数据孤岛和纸

质单证问题，实现了空运进出口单

证电子化、物流全流程可视化。

作为厦门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的支线——海上运输“单一窗

口”于2024年12月正式上线。这

是创新“国际贸易+海上运输”模

式、深化数字口岸营商环境建设的

有益探索，也是全国首个港口间船

舶信息共享服务平台。厦门海事

局船舶监督处工作人员杨晨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这一“窗

口”可破解企业多头申报、重复填

表的问题，实现“一个窗口、一次申

报、一次办结”，实施口岸作业电子

化，能够极大地提高船舶进出港效

率、降低航运业运营成本，从而提

升海上运输和国际贸易的整体效

率，实现“降本增效”。

在厦门自贸国际基金港，资本

与产业实现“双向奔赴”。十年来，

厦门自贸片区充分发挥先行先试

优势，深入推进高水平改革创新和

对外开放，深化在跨境金融领域的

探索。厦门自贸国际基金港成立

后，积极打造面向全球的知名母基

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集聚区，

2023—2024年度获评全国自贸区

制度创新十佳。截至2025年3月

末，厦门自贸国际基金港已吸引经

中基协备案管理人145名，占全市

总数量的45%；经中基协备案基

金注册总规模超过1600亿元，占

全市总规模的31%。三大母基金

已批复有效期内子基金33只，子

基金规模超过620亿元，引导基金

投资实体项目超350个，其中支持

厦门本地项目34个，投厦金额逾

10亿元，基金招引入厦项目超90

个，累计为自贸片区引进企业注册

规模超180亿元。引进企业包括

商舟航空物流有限公司、厦门群曜

医疗以及国内头部宠物食品生产

商帅克宠物、全球领先的跨境两轮

车集团Keeway、知名台企旺旺集

团的在厦公司等。

挂牌十年来，厦门自贸片区承

担着为国家试制度、测压力、探新

路的重要使命，形成了一批独具厦

门特色的标志性首创经验、差异化

的做法或典型案例，为全国自贸区

的发展提供了“厦门经验”。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实现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关键举措。

在全球化浪潮中，厦门自贸片区坚持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引领，积极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凭借创新举措和独

特优势，打造了海丝中央法务区、“丝

路海运”国际综合物流服务平台及远

海全自动化码头等一系列关键支点，

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区域经济合

作与共同发展增添“厦门力量”。

吊装设备精准抓取货轮上的各

类集装箱，缓缓放置到码头上的无人

驾驶集装箱卡车上；码头上虽然车来

车往运转有序，却空无一人……这一

情景出现在厦门远海自动化码头。

记者了解到，作为全球首个第四代自

动化码头、中国首个拥有全部自主知

识产权的自动化码头和全国首个5G

全场景应用智慧港口，该码头以其智

能化、高效化的特点，提升了箱量和

经济效益，成为全球码头发展的标

杆。厦门远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林建喜表示，自

动化码头不仅可以节约人力成本、提

升作业效率，还可节省能源25%以

上、减少碳排放量16%以上。依托

自贸片区的政策优势和良好的营商

环境，厦门远海自动化码头在十年间

快速发展，形成了集集装箱、散杂货、

内外贸、供应链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

码头。尤其是与全国首条由自贸试

验区始发的国际班列——中欧（厦

门）班列成功衔接，“海丝”与“陆丝”

形成了海陆联运的高效物流网络。

在全国首个以航运为主题的“一

带一路”国际综合物流服务平台内，

物流数据实时变化清晰呈现、对航线

运行实现全面监控，平台借助区块

链、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科技，整合

关检、港口、航运、贸易等多维度数据

资源，提供丰富的增值服务，建立

“货”“车”“船”“港”的实时联结，构建

起集装箱物流全程可视化生态。据

“丝路海运”国际联盟秘书长、福建丝

路海运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南介

绍，目前“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已达

132条，通达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

的145座港口。

厦门是“一带一路”重要支点城

市，凭借城市独特的海陆联运优势，

厦门自贸片区构建了“海陆丝”互联

互通枢纽，近年来重点打造“丝路海

运”电商快线和电商货运快捷通道，

开通至菲律宾、越南等“丝路电商”、

航空货运航线；打通厦门至沙特阿拉

伯多式联运通道；探索“跨境电商+

中欧班列+丝路海运”新模式，让跨

境电商货物搭乘厦门中欧班列发往

波兰，被国务院列为“全面深化服务

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最佳实践案例”。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离不开法

治化营商环境。近年来，中国企业在

“出海”过程中，因不熟悉当地法律、

政策而面临经营风险的情况时有发

生。为了让厦门自贸片区能发挥“引

进来、走出去”的“桥头堡”作用，

2021年片区管委会启动海丝中央法

务区自贸先行区建设。“入驻企业跨

境发展、出海业务拓展都需要国际商

法的支撑。”招商蛇口福建公司总经

理范鹏说道。

“法商融合是通过资源集聚产生

‘1+1＞2’的协同效应，构建全方位

法治生态，实现‘以法促商，以商带

法’。”海丝国际法商融合服务基地秘

书长蔡慧群表示，海丝中央法务区自

贸先行区发挥国际商贸、海商海事、

知识产权、金融等产业集聚资源优

势，构建起诉讼、仲裁、调解有效衔接

的纠纷解决机制。从优化纠纷解决

能力到创新法商融合服务，从深化改

革开放到扩大国际合作，海丝中央法

务区自贸先行区始终聚焦为高质量

“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提供更

优质的法治保障，为厦门市打造新发

展格局节点城市提供了有力支撑。

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是国

家赋予的使命。厦门自贸片区不

断探索试验、探路先行，加快推动

两岸应通尽通、能通快通，努力打

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的“第

一站”。

共享办公室、两岸交流会议

厅、专业直播间……在厦门自贸

智创互联台湾青年创业基地内，

众多怀揣梦想的台青会聚在这

里，火热的创业氛围扑面而来。

“自贸片区对刚入驻的台青台企

提供一系列扶持，便利台青台企

‘一站式’办理各类业务。”该基地

负责人、台青朱冠宇介绍，基地对

标国家级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

地，重点孵化生物医药科技、人工

智能技术等产业项目，对内导入

创业基金等服务，对外打通商务

资源，促进合作签约。在厦门自

贸片区创新政策的支持下，基地

正朝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自

2023年 12月正式成立以来，短

短一年多时间基地就吸引了57

家企业入驻。

无独有偶，为解决台胞台企

在大陆遇到的“疑难杂症”，厦门

自贸片区台商发展服务中心应运

而生，为台胞台企开辟专用的问

题解决通道。中心构建的“两岸

一窗”服务新模式，涵盖十大类服

务，以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内容

满足台胞台企在大陆学习、工作、

生活、展业的多元化需求，助力两

岸服务融合，实现涉台事务“一窗

通办”。该中心负责人陈现表示，

中心的建立是厦门自贸片区积极

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的又一项

创新实践。

十年来，厦门自贸片区围绕

两岸共同产业、共同市场和共同

家园，聚焦经贸畅通，加强两岸

产业链融合发展。厦门对台海

运跨境电商约占大陆对台海运

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量的40%，对

台图书进出口贸易量稳居大陆

首位。聚焦标准共通，着力解决

台湾地区商品和服务到大陆的

准入问题，片区内现有台企

1427 家 ，注 册 资 本 130.99 亿

元。大嶝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

场的食品享受“即报即检、优先

查验、优先检测”的便利通关措

施，2024 年该市场进口免税台

湾商品货值同比增长 142.7%。

聚焦台湾青年就业创业和工作

生活便利，落实同等待遇，片区

首创开展两岸航运人才培养试

点和台胞人脸信息金融服务，修

订出台《进一步促进台湾青年创

业就业的若干措施》。2024年，

厦门自贸片区新增 9家台湾青

年创业基地，目前厦门自贸片区

台湾青年创业基地实际入驻台

企达235家。

媒体记者走访“一站式”航空维修基地。记者陈理杰摄

增添经济合作发展“厦门力量”
对外开放

媒体记者走访海丝中央法务区。记者陈理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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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记者在“丝路海运”国际综合物流服务平台釆访。

记者唐光峰摄

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互通交流

筑牢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
产业发展

媒体记者在厦门跨境电商产业园釆访。记者唐光峰摄

打造国际贸易发展“厦门经验”
制度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