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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艘满载集装箱的货轮进出繁忙，驶向全球各大港口；一件件商品搭乘中欧（厦门）班列前往“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厦门和金砖国家的经贸交流日益热络；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的“第一站”……挂牌
以来，厦门自贸片区以开放的心态，提高资源要素流动的便利化，从更高层面探索多层次、全方位、综合性
经济开放格局。

厦航下一步将
持续诚信经营，

保持良好记录，加强与
外汇局和相关银行的互
动，把握试点机会，围绕
提高经营利润和国际竞
争力做足文章，助力厦门
自贸片区高质量发展。

通过多次政策宣传和需求调研，厦门自贸
片区管委会等有关单位积极指导试点银

行运用政策对我司外汇收支业务实施个性化
管理和服务，实现了我司在外汇结算方面“降
成本、升效率、更便利”。

——陈松长

在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的支持下，海丝艺
术品中心顺应“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文

化出海”等实际需求，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艺
术品产业链平台，致力于成为中国新一代
艺术品产业平台运营商。

——连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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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故事

ZIMAO
YANGFAN 厦门自贸片区

建设8周年
特/别/报/道

厦门涌潮
自贸扬帆

XIAMEN
YONGCHAO

融
通
内
外
文
艺
扬
帆
出
海

厦
门
佰
翔
海
丝
盛
业
国
际
文
化
艺
术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
连
巍

创新
举措

当前，翔业集团
规划打造的“一

库三中心，一店一广场”
格局已初步形成。在市
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海丝
艺术品中心正积极申报
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

去年对金砖国家
进出口近200亿

近年来，厦门自贸片区
持续推动金砖创新基地建
设，先后打造跨境电商“金
砖国家精品馆”、海丝中央
法务区“金砖法务特色专
区”，搭建对接平台，服务项
目合作。2022 年 1 月至 12
月，厦门自贸片区对金砖国

家进出口 189.01亿元，

同比增长65.23%，促进
金砖合作走深走实。

文/厦门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吴晓菁

文/厦门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谢嘉迪
图/厦门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黄晓珍

22日-23日，一场文化盛宴即将拉开序
幕，千余件精美展品将在“盛世收藏——海丝
艺术品中心2023年春季古玩艺术品交流会”
集中亮相。“瓷器、玉器、书画，融通内外、博冠
古今；当代艺术、生活美学、文化创意，多元业
态在此交汇，一场助推文玩艺术品消费强劲
复苏的交流盛会即将到来。”掌舵企业八年，
每当有重要活动举办时，厦门佰翔海丝盛业
国际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连巍依然
为海丝艺术品中心释放的活力所震撼。

回忆起对其“初印象”，连巍记忆犹新：
2015年，厦门翔业集团进军文化产业，海丝
艺术品中心成功启动，其产业链平台模式、
文化生态圈理念得到了艺术品业界广泛认
可，政府、国家文化行业权威机构、行业协
会，还有诸多国内外艺术品商家，于仪式现
场签署协议，成为海丝艺术品中心首批合作
伙伴，共同激活了厦门乃至海西文化艺术品
市场新极点。

众多签约机构，不仅资质高、涵盖全产业
链，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海丝艺术品中心平台
的价值创造与聚合优势效应——背靠国内第
三大艺术资源聚集城市、海外艺术品回流重要
口岸，搭乘厦门自贸片区发展东风，海丝艺术
品中心这艘“文化风帆”，有了领航的底气。

万事开头难。在起步阶段，厦门自贸片
区管委会频出“金点子”，为海丝艺术品中心
发展关键期打开了窗口。2015年以来，根据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实施
方案》，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大力促进文化
产业在厦门片区的集聚发展，把文化产业放
在专业服务集群的首位，全面统筹、紧抓落
实。在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的支持下，海丝
艺术品中心顺应“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文化
出海”等实际需求，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艺
术品产业链平台，致力于成为中国新一代艺
术品产业平台运营商。

羲缘楼、海丝·佰艺里，一个个新个体先
后亮相；超九成开业经营率，汇聚中西绘画、
传统工艺、古董珍玩等多样化业态，构建符
合大众艺术消费需求的综合性艺术街区
……八年历程，海丝艺术品中心与厦门自贸
片区比翼齐飞：海峡两岸与香港地区200多

家 艺 术
机构、百
余位艺术
家及非遗传
承人在海丝艺
术品中心达成合
作，18个大类非遗
项目在此落地生根。

一串串亮眼数据、
一个个不凡成就，再度擦
亮了厦门自贸片区国家文化
出口基地“金字招牌”。在今年中
国文联批准建立的第二批“文艺两新”
集聚区实践基地名单中，厦门海丝艺术品
中心榜上有名。

“当前，翔业集团规划打造的‘一库三中
心，一店一广场’格局已初步形成。在市委
市政府的支持下，海丝艺术品中心正积极申
报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在连巍的眼中，
这是海丝艺术品中心接轨国际的又一尝试：

“未来，一个立足厦门自贸片区的国际性、全
品类艺术品展示收藏、交易贸易、文化旅游
消费平台即将闪耀‘一带一路’。”

文/厦门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谢嘉迪
图/厦门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黄晓珍

打开内部资金管理系统，只需一则支付
指令，即可与指定银行快速对接付汇业务。

“如今，我们平均每天能处理超50笔跨境支
付业务单据，相比以往，办公效率几乎翻了
一番。”在厦门航空有限公司规划财务部资
金结算经理陈松长的眼中，外汇业务办理效
率的全面提速，与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等部
门的倾力支持密不可分。

近年来，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与人民银
行厦门市中心支行、外汇局厦门市分局积极
开展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市场需求调研和
政策研究，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业务于
2021年在厦门实施，极大便利优质企业的贸
易外汇收支结算。陈松长表示：“通过多次
政策宣传和需求调研，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
等有关单位积极指导试点银行运用政策对
我司外汇收支业务实施个性化管理和服务，
针对性地开展帮扶和指导，精准满足企业实
际需求，实现了我司在外汇结算方面‘降成
本、升效率、更便利’”。

强化沟通、深度对接，长期密切合作
使企业与银行积累了信任与默契。在试
点银行厦门中行的推荐下，厦航凭借其多
年累积的良好合规和信用记录，成为我市
首批获得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资格
企业中的一员。

“这是对厦航诚信经营的高度肯定和鼓
励。获得试点资格的企业在市内试点银行
办理外汇收支结算免审单证，极大提高了
我们外汇收支效率。”陈松长表示，2021年
成为试点企业后，厦航在推荐银行的贸易
外汇收支办理更加便利——银行可凭厦航
网银提交的支付指令快速办理付汇，并免
于办理进口报关单核验手续，货物贸易超
期限等特殊退汇业务也可以直接在试点银

行办理,大幅节约企业准备单证的时间和
复印成本，加快资金周转速度，降低业务办
理“脚底成本”,提高了企业获得金融服务
的时效。

简单来说，如今厦航的跨境支付业务办
理更快了。“每笔业务单据处理时间由原来
的1-2天缩短至五分钟，极大提高了我司资
金支付效率，降低业务办理成本。”陈松长
说。

以一笔美元现汇支付的飞机航材款为
例，在贸易收支便利化之前，厦航财务需先
登录银行网银填写汇款信息，提交汇款申
请，并上传发票和关单等单据的影像资
料，单据量非常多，有时达到上百
份；银行人员收到付款指令后，也
需逐一审核影像资料后才能对
该笔跨境支付进行处理，耗
时耗力。在贸易收支便利
化之后，企业财务提交付
款申请，无需再上传影
像资料，银行人员可凭
企业网银提交的支付
指令快速办理付汇。

“厦航下一步
将在外汇局‘越合
规越便利’这一监
管导向下，持续诚
信经营，保持良好
记录，加强与外
汇局和相关银行
的互动，把握试点
机会，围绕提高经
营利润和国际竞
争力做足文章，助
力厦门自贸片区高
质量发展。”陈松长
说。

2021年 6月，厦门获批国家外
汇管理局新型离岸国际贸易试点城
市，成为全国仅有的5个试点省份
(计划单列市)之一。今年第一季
度，新型离岸国际贸易外汇收支达
34.21亿美元，同比增长39.3%，2018
年8月以来累计外汇收支达438.04
亿美元。去年离岸转手买卖结算居
全国第四名。

去年底，在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
研究院发布的“2021-2022年度中国
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十佳案例”
中，厦门自贸片区的新型离岸国际贸
易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入选。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领导
小组日前出台《福建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
实施方案》。据悉，福建省拟推动自贸片区
与拟扩新片区之间融合发展，在更大空间
范围共享政策、要素及资源，有效破解自贸
试验区建设面临的片区（区块）碎片化、资
源分散化、产业规模小、管理协调难等问
题，为扩区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这项工
作不只是某一个片区的内容，涉及福州、厦
门、漳州、泉州和平潭综合实验区。根据方
案，福建省还将推动完善厦门自贸片区与
金砖创新基地联络协调机制，吸引更多新
工业革命领域产业集聚，将金砖创新基地
打造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重要平台。

近年来，厦门自
贸片区管委会与国家
外汇管理局厦门市分
局合作，积极向上争
取贸易外汇收支便利
化试点政策，目前已
有宸鸿科技、厦门航
空公司等63家企业在
试点银行开展贸易外
汇收支便利化试点，
厦门航空公司以自有
外汇资金支付飞机经
营性租赁租金获得突
破并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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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厦门）班列
通达12个国家

作为厦门自贸片区着力打造的
重点平台，开行八年的中欧（厦门）班
列开启“加速跑”模式，越来越多的“中
国制造”经由班列走向世界各地。今
年1-2月，中欧（厦门）班列累计发运

17列、920个40尺大柜，货值4.64
亿元。目前，中欧（厦门）班列已稳定
开行中欧、中亚、中俄三条国际货运
干线，主要通达12个国家和34个城
市，形成跨越海峡、横贯欧亚、“海丝”
与“陆丝”无缝衔接的国际物流通道。

合同利用外资9.9亿美元
厦门自贸片区2022年合同利用外资9.9亿
美元、实际外资到资3.2亿美元，在全省三个
片区继续保持首位。

融媒
看点

▶ 2022 年
11 月 20 日上
午，厦门至明
斯克的中欧班
列首发。（本报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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