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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厦门立足“台”字建设特区，利用“台”字发展特区，围绕“台”字发挥特区优
势，厦门对台工作形成了以加速特区建设拓展对台工作、发挥对台优势促进特区建设
的良好态势。厦门在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中先行先试，成功创造诸多“第一”，厦台贸易
合作显著增长、厦台人员往来和各界交流持续扩大。厦门将继续做好“通、惠、情”三篇
文章，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

本报记者 詹文
一湾浅浅的台湾海峡，挡不住两岸同胞的骨肉亲

情。
厦门与台湾有“五缘”之亲。这座全国唯一因“台”

而设的经济特区，牢记使命，始终走在大陆对台交流合
作的第一线、最前沿。

党的十八大以来，厦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执行中央、省委对
台工作决策部署，践行“两岸一家亲”的理念，以两岸同
胞福祉为依归，努力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为建
设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全方位推进高质量
发展超越和两岸融合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十年来，厦门在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中先行先试，以
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进行了许多探路性、试验
性、开拓性的实践，成功创造诸多“第一”。在大陆首创
向台湾青年提供公租房，推动大陆惠台措施落地实施；
首创游客自发包租游艇直航金门模式；率先探索实行负
面清单管理模式，推动台湾地区商品经中欧(厦门)班列
出口；成立大陆首家台商基金合伙型企业“台商海峡两
岸产业投资基金（厦门）合伙企业”；成立大陆首个台湾

地区有关规定查明研究中心、首个两岸消化病学研究联
合实验室和台湾地区标准化（厦门）研究中心……一套
行之有效的对台交流合作的“厦门经验”与“厦门模式”，
展现出厦门在两岸交流合作中的担当作为和历史性贡
献。

十年来，厦门全力打造两岸经贸合作最紧密区域、
两岸交流交往最活跃平台、两岸直接往来最便捷通道、
两岸同胞融合最温馨家园、台青就业创业最优渥热土、
惠台政策落实最全面城市。十年来，厦台贸易合作显著
增长、厦台人员往来和各界交流持续扩大。如今，约12
万台胞常住厦门，这座城市已是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
的“第一站”。

十年春华秋实。站在新起点，立足全国大局，厦门
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厦门经济特区建
设40周年贺信重要精神，牢记“促进两岸融合发展”这
一使命，解放思想、守正创新，继续做好“通、惠、情”三篇
文章，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
全力打造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核心区、引领区，在促
进两岸融合发展上再立新功，为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做出
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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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厦台胞不断增加

十年来，厦台人员往来和各界交流持续扩大。如今，约12万
台胞常住厦门，这座城市已是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的“第一站”

台商台企踊跃来厦

●十年来，厦门始终以最前沿姿态拥抱前来的台商台胞，不少台企
在厦门投资经营多年，不仅自身取得良好发展，也带动了区域内产业的
整体提升，成为厦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

●厦门引进友达、宸鸿等20多家台湾百大企业，台企工业产值约
占厦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4

●厦门自贸片区累计注册台企近1000家
●截至2022年8月，厦门累计批准台资项目9519个

十年来，厦门以闽南文化为纽带，持续创新交流方式，重点打造海峡

论坛、工博会、文博会等50 多个大型两岸交流活动

其中，海峡论坛已成功举办 14 届，累计超过13万名台胞参

与，成为两岸民间割不断的纽带，成为规模最大的两岸交流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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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厦门科学把准形势，果断把握综改试验区、自贸片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城市、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多重优势叠
加的机遇，陆续出台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的若干措施、打造台胞
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的若干措施和金融、教育、农业等多个领域
的惠台利民政策

●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惠台“大礼包”，一个个帮助台企转型升级再
腾飞的暖心政策，让两岸同胞对“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有了更深刻
的切身体验、更积极的主动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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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台礼包实实在在

两岸交流活动热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