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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红利加快释放，企业强势集聚，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经过8年的建设发展，厦门自贸片区制度创新
蹄疾步稳，成为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实践热土。作为推进深层次改革的前沿阵地，厦门自贸片区以开放促改
革、促创新、促发展，探索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联通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勇当改革创新
“排头兵”。

▶繁忙的厦门港区。
（本报资料图）

厦门自贸片区
已经成为营商

环境创新试点的重要窗
口，中远海运厦门远海
码头是其中的积极参与
者，更是受益者。

这8 年来，厦门自贸片区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不断促进通关便利化，提高通关效

率，为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作
出了应有贡献。厦门远海码头也因此成为间
接的受益方，受到客户青睐，货运量不断攀
升，迎来更多发展机遇和红利。

——吴朝阳

依托厦门自贸片区更大的空间和舞台，中国
网基地将探索以科技创新推动文化金融

发展，以金融发展助力文化科技创新，不断丰
富优化业务布局，深化海峡两岸融合发展，

并始终与厦门自贸片区同频共振，助力其
成为全国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

——谢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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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厦门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汤海波
图/厦门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黄晓珍

中国网文化科技金融融合示范基地（以
下简称“中国网基地”）携手厦门自贸片区、湖
里区打造的“海峡两岸大湾区总部基地”将于
下个月落成，今年还计划投资建设“国际传播
大厦”，促进文化与城市融合，助力讲述新时
代“厦门故事”。

中国网文化科技金融融合示范基地副主
任兼秘书长谢金明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在
厦门自贸片区良好营商环境的驱动下，中国
网基地得到源源不断的推动力，将积极发挥
总部基地效应，实现高质量发展。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网基地是经由中国
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批准成立，集文化、科
技、金融、贸易为一体的综合产业项目。2019
年，中国网基地首度“牵手”厦门，设立其“福
建基地”；如今，它与厦门自贸片区深度联手，
推动创新升级。

谢金明说，依托厦门自贸片区更大的空
间和舞台，中国网基地将探索以科技创新推
动文化金融发展，以金融发展助力文化科技
创新，不断丰富优化业务布局，深化海峡两岸
融合发展，并始终与厦门自贸片区同频共振，
助力其成为全国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

“中国网基地在厦持续深耕，离不开厦门
自贸片区的鼎力支持和促成。”谢金明表示，
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建立了“绿色通道”，为
项目量身定制更优惠、更具有吸引力的税收、
人才引进、创新奖励等多项优惠政策，协助项
目协同好市场、政府、企业之间的关系，还专
门召开对接会，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介绍
当地政策、业务以及融资的发展趋势。

周到服务只是一方面，厦门自贸片区的
改革思路、创新举措，令中国网基地看到更多
未来发展潜能。谢金明说，厦门自贸片区坚
持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展示出极高的创
造性和包容性，未来希望持续从产业发展需
要出发，从解决企业经营问题出发，全方位推
动政策方面的创新，并利用其全国联动优势，
为片区内企业、项目打造面向全国乃至全世
界的经营发展平台，协调更多优质资源。

在中国网基地的规划里，今后将在文物
艺术品展览、艺术品鉴定交易、文化产业投
资基金、文化股权、投融资服务等方面持续

发 力 ，通
过金融产品
的优势，促进
文化产业高质
量发展。

“ 讲 好 中 国 故
事，传播中国声音”——
走进中国网基地位于厦门
国际航运中心的办公驻点，墙
上几个大字分外醒目。

“文化是中国网基地的根与魂，
当然，文化与金融、科技的融合是新时代
重要的发展方向，一切衔接科技+金融链条的
创新动作，都是为了推动传统文化‘活’起
来。”谢金明告诉记者，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
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增强中
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中国网基地将始终秉
持着初心，以科技创新的形式传播传统文化，
通过数字经济赋能文化艺术，有效促进文化
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让文化“走”出去，向世
界讲述好厦门故事、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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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 1日，经国务院正式批复同
意，厦门象屿保税区与厦门象屿综合保税
区整合优化为新的厦门象屿综合保税区，
整合优化后的综合保税区规划面积0.64平
方千米。这标志着厦门所有海关特殊监管
区域均已转型为综合保税区。

综合保税区是目前我国开放层次最
高、优惠政策最多、功能最齐全、手续最简
便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厦门象屿保税区
是中国首批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在2021年
度全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发展绩效评估
中，厦门象屿保税区“质量效益”全国第一。

去年7月，中山
大学自贸区综合研
究 院 发 布“2021—
2022 年度中国自由
贸易试验区制度创
新指数”，厦门自贸
片区位列参评的 54
个自贸片区的第 5
位。在这一榜单中，
厦门自贸片区已连
续两年名列前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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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中国网
基地的根与魂，

当然，文化与金融、科技
的融合是新时代重要的
发展方向，一切衔接科
技+金融链条的创新动
作，都是为了推动传统
文化“活”起来。

文/厦门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林钦圣
通讯员 陈虹

图/厦门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协云
“厦门自贸片区已经成为营商环境创新试

点的重要窗口，中远海运厦门远海码头是其中
的积极参与者，更是受益者。”说起厦门自贸片
区，厦门远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商务总监吴
朝阳忍不住先分享了一个好消息——4月1日
起，全国五省市实施启运港退税政策，其中厦
门海沧港区、厦门东渡港区被纳入3个离境港，
厦门港成为19个启运港和经停港之一。新政
切实“盘活”出口企业资金流，进一步拉动厦门
港出口量，助推厦门外贸发展。

吴朝阳盛赞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厦门
自贸片区发展的8年，正是厦门远海码头经历
快速发展的8年。”他说，依托厦门自贸片区优
质的服务功能、厦门港优越的口岸政策，这8年
来，码头吞吐量增长近3倍，并逐步成长为一个
集“内外贸、集装箱、散杂货、供应链服务”为一
体的综合性码头。

据悉，今年3月，厦门新增对台海运快件货
运航班，就是从远海码头起航前往金门的。吴
朝阳说，厦门远海码头从原来单一集装箱装卸
作业码头，成功建设了海沧保税港区汽车整车
口岸平台，拓展整车进口、整车出口拆装箱业
务，通过内外贸兼容的优势，实现了集改散保
税转口业务，如今依托供应链平台和铁路专用
线的建设，将进一步提高码头的运营管理能力
和整体服务能力。

谈起汽车整车口岸平台，吴朝阳仍然记忆
犹新。厦门远海码头具备口岸保税功能，车商
进口车辆经过一线报关后可进入场站的保税
库区。这意味着车辆监管期间，车商可进行汽
车商业展示，并根据市场反应和终端销售情况
对保税车辆进行后续申报放行，灵活资金调
配，有效缓解成本及通关压力。

从2017年12月底汽车整车口岸平台试运
营，到2018年 10月累计实现整车进口1000
辆，再到2020年6月实现单月到港破千辆，仅

用了两年半时间。吴朝阳说，这与厦门自贸片
区管委会、海沧口岸海关、码头、车商和物流报
关企业的勠力合作密不可分。

“立足厦门自贸片区，我们不仅能够积极
融入产业发展生态圈，还能把握‘一带一路’建
设机遇，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吴朝阳说，早在
2017年，远海码头就有20万吨级的船舶停靠，
一举刷新当时码头靠泊最大集装箱船的纪
录。目前，20万吨级集装箱船码头停靠已经是
常态。这背后，离不开厦门口岸率先通过“单
一窗口”实现100%申报的政策推动。各方申
报手续简化，减少费用，降低成本，缩短了
通关时间，码头自然而然迎来更多利好。

在吴朝阳看来，厦门自贸片区拥
有世界一流的集装箱深水港口设施
和配套条件，是东南国际航运中心
核心功能区。厦门远海码头
坚定不移发展航运物流、口
岸进出口等临港产业，不断
吸引产业集群，提高港区
综合优势。目前，远海
码头深入海沧保税港
区的铁路线正在筹建
中，将以港口为枢纽
牵动内陆腹地和海
外市场，成为物流
供应链上的重要节
点。

优良的营商环
境，进一步提升了
发展能级。吴朝
阳表示，在未来，远
海码头将继续利用
厦门自贸片区的区
位优势和码头仓
储、铁路运输线，拓
展码头延伸服务，向
港口综合物流服务商
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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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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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以来，厦门自贸片区

累计推出创新举措553项，

全国首创126项；厦门国际贸
易“单一窗口”等5个典型案例
成为全国自贸试验区最佳实践

案例，占全国8%；国务院6批
143项改革试点经验中，厦门经

验占21%，推广落实率达到

98.6%。

厦门自贸片区统筹政策扶持
体系，强化叠加组合发力，2022年
出台国际贸易、进口酒、航空维修、

集成电路等12项稳经济、促发展
政策，落实各级稳经济大盘政策及
接续措施，兑现2021年、2022年市
区两级疫情防控期间扶持政策

4501.6万元，各类有效期内政

策累计兑现达9.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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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自贸片区吸
引了大批企业入驻。
至 2022 年，厦门自贸
片区累计新增注册企

业48815家、注册资

本 8286.68亿元，

累计注册外资2287
家、合 同 利 用 外 资

989.2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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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厦门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吴晓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