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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的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沃土，更是企业“招得来”“留得住”的必要条件。自2015年挂牌以来，处处涌
动着改革创新因子的厦门自贸片区锚定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示范区，率先全国各自贸试验区参照世界银行发
布的指标体系，对标新加坡等国际一流经济体，查找差距和短板，加快打造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便利化的一
流营商环境。

接下来，公司将
紧抓厦门自贸

片区一系列稳外贸政策
利好，积极在粮食贸易
方面发力，力争将厦门
港打造成东南沿海重要
的大宗商品集散分拨和
加工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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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激烈的竞
争，传统的管理

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
的要求，物流企业需要
向数字化方面变革，通
过数字化打通业务服务
的最后“一公里”。

在厦门自贸片区改革创新、试验先行的
驱动下，厦门港口及相关经济产业将

得到源源不断的推动力，保持旺盛的发展活
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梁水波

得益于厦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行动以
及厦门自贸片区持续出台的扶持政策，

越来越多的进出口企业把厦门口岸当作第一
选择，作为物流企业，我们是直接受益者。

——叶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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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厦门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徐景明 谢嘉迪
图/厦门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黄晓珍

从梁水波办公室窗户向外望，码头堆
场一侧，有两个分体式的小型仓库。“不要
小看它们，一年能做十几万票，支撑着超
过2000家中小企业的生产运作。”厦门港
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
理,厦门港务贸易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
董事长梁水波说。

这是厦门港专门为小件、散件货物提
供的拼箱仓库——并不是每一家进出口
加工企业，都有大批量货物装满集装箱，
因此，零散货物要集中在此，拼箱发运。
20年来，港务物流运作的这个拼箱仓库保
持正常运作，今年它迎来了一次创新。

“之前，进口分拨的货物，要先去港区
内提箱，再申请出码头、拆箱分拨，整个过
程可能要花费一天半的时间。今年年初，
在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的大力支持下，拼
箱仓库开通了直通卡口，可以实现卸船直
提，只要半天的时间就可以实现卸船到
库，然后拆箱分拨、极大地提高了通关效
率。”梁水波介绍。

实现卸船直提到拼箱仓库直接分拨，
需要实现更高水平的全流程监管。为此，
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给予大力支持，比如，
在设备增设方面，就扶持超过200万元。

类似的开放创新举措层出不穷，梁水
波以“电商快线”为例：去年，在厦门自贸
片区管委会和厦门海关的支持下，港务物
流在综保区内建立了跨境电商仓库，之后
携手码头集团和船公司，先后开辟了厦门
到马尼拉的电商快线、到金门的快线。“厦
门到马尼拉电商快线，仅靠泊厦门港和菲
律宾马尼拉港两个港口，海运时间被压缩
到极限的2天，全球少见。其效率比空运

稍慢一些，运费仅为空运的四分之一，深
受客户欢迎。”梁水波说。

这充分展现出厦门港与时俱进、不断
优化营商环境的努力：近年来，贸易碎片
化趋势明显，更多的个性化、定制化跨境电
商产品，对物流运输的时效要求越来越高，
厦门港推出的“电商快线”，充分发挥地理
优势和自贸片区政策优势，显著提升了厦
门港口乃至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

不妨从经营数字中观察这种竞争力的
变化：2015年自贸片区挂牌之初，厦门港务
贸易的财务营收36亿元，2022年，这个数
字已经变为197亿元。

今年第一季度，厦门港务贸易
相关业务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比
如，在煤炭、金属、粮食、塑料
化工等大宗商品贸易方面，
增长达到两位数甚至三位
数。梁水波说，接下来，
公司将紧抓厦门自贸
片区一系列稳外贸政
策利好，积极在粮食
贸易方面发力，力争
将厦门港打造成东
南沿海重要的大宗
商品集散分拨和加
工基地。

“我们相信，在
厦门自贸片区改革
创新、试验先行的
驱动下，厦门港口
及相关经济产业将
得到源源不断的推
动力，保持旺盛的发
展活力，实现高质量
发展。”梁水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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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幸运，这八年来享受自贸红利，企
业业务增长速度稳定，稳居厦门报关行的头
阵。”走进厦门旭盈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旭盈物流”），总经理叶熙第一时间分享了
最新数据。

旭盈物流的办公室位于厦门自贸片区国际
航运中心。叶熙说：“2015年厦门自贸片区成
立后，公司就搬过来了，搭上了厦门自贸片区这
辆‘快车’后，企业也驶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数据最有说服力。近三年来，旭盈物流的
经营收入不断提升，每年营业额保持20%以上
的增长速度。2022年公司报关业务超过14
万票，是厦门自贸片区揭牌前的三倍，位居行
业前三。

为什么旭盈物流受到企业青睐？甚至就
连深圳、义乌等地的企业也“舍近求远”选择旭
盈物流？叶熙给出答案：因为货物从厦门通
关，效率更高，费用更低，服务更好。

他举例说，以一批出口美国的货物为例，
从厦门搭乘“以星弗吉尼亚”轮，相比其他城
市，一个货柜可以节省1000美金以上，如果遇
到海关查验，不到半天就能完成，及时将货物
发出，15天可达洛杉矶。

叶熙口中的厦门至洛杉矶航线正是厦门
港为服务跨境贸易开通的首条电商快线。这
条快线不仅在时效上可以媲美深圳、宁波等城
市港口的跨境电商专线，在物流成本上也更
低。“我们可以提供最优的物流解决方案，实现
通关全流程的各环节紧紧相扣，有效降低企业
成本，让货物极速进出。”他说道。

2003年创业之初仅有几名员工，如今一
路发展，成为厦门拥有上百名物流专业人才的
企业，稳稳占据厦门报关企业“第一梯队”。旭
盈物流20年发展的历程，是厦门物流行业发
展的生动写照，也是厦门自贸片区营商环境不
断优化的最佳见证。他感叹道：“得益于厦门
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行动以及厦门自贸片区
持续出台的扶持政策，越来越多的进出口企业
把厦门口岸当作第一选择，作为物流企业，我
们是直接受益者。”

“请列出墨西哥最大的五个报关行。”在电
脑屏幕前，叶熙和员工正利用ChatGPT精准

抓 取
信 息 。
紧跟数字
化步伐，旭
盈物流今年
启动了Chat-
GPT 企业融合
项目。

实际上，旭盈物
流的数字化探索不止于
此。运营三年的视频号开
设“通关小课堂”等多个系列
节目，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传播
进出口通关知识，总浏览量超过30万
次；开通“i旭盈”微信小程序，提供客服咨
询、在线报价及物流进度查询等多种服务；打
造“数据仓库”，涵盖企业对接、智能关务等更
加全面的数字化服务功能。

身处厦门自贸片区，创新的基因已经深深
融入旭盈物流的“血液”中。叶熙说，面对激烈
的竞争，传统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
要求，物流企业需要向数字化方面变革，通过
数字化打通业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建设企业综合信息监管平台
整合市场主体及其纳税、金融、信用、电子

证照等信息，建设企业综合信息监管平台，对
片区5万多家企业实现全景画像。

今年4月，《厦门市2023年
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与优化港
口通关环境工作方案》正式印发
实施。该《方案》聚焦优化口岸
通关环境、提升港航服务质效、
推进口岸数字化转型、加快港口
绿色低碳智能发展、构建稳定透
明口岸环境等五个方面，明确
40项具体措施，进一步提升港
口通关环境，助力港口高质量发
展。

今年 2 月，《关于厦门港
2023-2024 年部分港口收费
标准的通知》印发，经由厦门
港（含漳州辖区港口）吞吐的
内外贸货物和进出厦门港的
国际国内航线船舶，今明两年
内可继续享受货物港务费和
引航费减免。预计今明两年，
我市每年继续为港口企业减
免成本超过 9000 万元，两年
累计约1.8亿元。

去年 12 月 1 日起，《中国（福
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商事
主体登记确认制试行办法》施行。
厦门自贸片区内的企业可以自主
选择是否使用登记确认制，选择登
记确认制的企业可以通过全程网
办办理注册登记，不用再提交股东
会决议、任免文件等过程性材料，
减少对本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内
部管理的干预，最大限度尊重企业
登记注册自主权。

亮彩
数据

通关时间压缩
2022年，厦门关区

进出口整体通关时间
分 别 为 24.34 小 时 和
1.09 小 时 ，同 比 压 缩

20.4%和 30.1%，
连续四年在“中国十大
海运集装箱口岸营商

环境评测”中获评最
高星级。

建设进口商品溯源平台
以建设数字自贸区为契机，整

合运用区块链等数字新技术，建设
厦门自贸片区进口商品溯源平台，
实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的数字化、精准链条监管。截至目

前，平台已对1600多万条数据，

生成560多万条有效进口商品溯

源数据，登记备案300多个溯源

主体，400多种溯源商品。

扫码看他们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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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港巨轮靠泊。
（本报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