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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推出521项创新举措，其中全国首创
126项，5个案例成为全国自贸试验区最佳
实践案例，30个改革试点经验被国务院发
文复制推广

主要行业增加值七年多来年均增长
14.8%，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出口总
额年均增长20.2%。累计新增企业约
4.7万家，企业数为挂牌前的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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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自贸片区

勇闯“蓝海”马力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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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系列珍藏特刊

厦门这十年

特C01

精彩蝶变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成立七年多来，

创新引擎马力全开。（本报记者 黄晓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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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老外贸”还记得，以前报
关手续繁琐，不仅要准备一大堆报
关材料，还费时费力，要在多部门
之间来回跑。自从有了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让数据多跑路，企业
少跑腿”，节省了人力成本和费用
支出，通关时效性大幅提高。

七年多来，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建设不断升级，从1.0版到3.0
版，实现“三级跳”，累计上线各类
应用系统和功能模块70多项，对
接政府部门、金融机构、港航公共
服务单位、企业系统110个，直接
服务企业9600余家。口岸业务不
仅覆盖厦门全口岸，更复制推广到
泉州、漳州、龙岩等周边地区，业务
办理实现“一个窗口、一个平台、一
次申报、一次办结”。

这是厦门自贸片区聚焦并解
决改革难点痛点的鲜活案例。向
开放要活力，以改革促发展。七年
来，厦门自贸片区每年都制定创新
试验任务，定期调度组织实施，形
成创新举措，先后推出了521项创
新举措。

获得69项国家部委支持的先
行先试政策；中山大学发布的自贸
试验区制度创新指数排名，厦门自
贸片区连续两年位列全国67个自
贸片区的第五位……不做政策优
惠洼地，做制度创新高地；不做地
方“自留地”，做国家“试验田”。七
年多来，厦门自贸片区诞生了126
项全国首创改革成果。不管是对
标国际最高标准搭建的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还是“一照一码”登记
模式；不管是“关检一站式查验平
台+监管互认”，还是海关公证电
子送达系统，都为厦门自贸片区永
无止境的创新写下生动注脚。

象屿综合保税区
2020年5月20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厦门象屿

保税物流园区整合优化为厦门象屿综合保税
区。同年 12 月，厦门象屿综保区正式挂牌验
收。2021年，象屿保税区、象屿综保区持续重点
发展国际集拼、跨境电商和保税加工等业务，两
区进出口全部实现正增长。在海关总署近日公
布的2021年全国137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发展
绩效评估结果中，厦门象屿保税区质量效益全国
综合排名第一位。

海沧港综合保税区
去年5月12日，海沧港综合保税区顺利通过

验收，成为继厦门象屿综合保税区之后、厦门第
二个封关运作的综合保税区。海沧港综合保税
区的前身是厦门海沧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是
对外开放层次更高、政策更优惠、功能更齐全、通
关更便捷的特殊开放区域之一。2021年，海沧港
综保区进出口额394.09亿元，同比增长30.78%。

厦门空港综合保税区（筹）
作为厦门空港综合保税区（筹）首个开工项

目，厦门航空产业启动区于今年1月开工，释放了
厦门空港综合保税区（筹）规划建设加速的信号。
正在规划建设中的厦门空港综合保税区（筹）位于
厦门翔安机场片区内，规划面积为280.7万平方
米。在产业规划上以临空产业为主导，聚焦航空
维修制造、国际物流与分拨、商务商贸服务等临空
产业，鼓励扩大与金砖国家合作，重点支持做大做
强全球一站式航空维修中心，打造区域性的国际
物流分拨中心，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
科教研发等高新技术产业，着力建设具有重要影
响力的临空产业体系和智慧园区。

●航空服务：建成全球重要一站式航空维修
基地，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

●供应链创新与应用：打造中国 (厦门) 供
应链科创中心，入选全国十大供应链创新与应用
示范城市。

●跨境电商：建成线上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
台、线下“一区多园”的一体化跨境电商生态圈。

●集成电路：创建国家“芯火”双创基地，聚
力打造中国芯。

●金融服务：获批新型离岸国际贸易和贸易
收支便利化试点城市。

●两岸“三创”基地平台：率先建设海峡两岸
青年创业基地，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文化贸易与服务：蝉联国家文化出口基地
功能区类第一名，打造“文化出海”创新高地。

本版文/本报记者 吴晓菁 通讯员 周莹
2015年4月21日，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以下

简称“厦门自贸片区”）正式挂牌成立。这片43.78平方公里的土地
开始了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全新实践，成了撬动厦门新一轮改革开放
的支点。

“自贸试验区就像是一片巨大的蓝海，机遇和挑战并存，但我深
信，我们将成为厦门自贸片区制度创新和发展的受益者。”作为企业
代表，厦门申悦关务科技集团公司董事长李韪见证了厦门自贸片区

挂牌的那一瞬间。回忆挂牌那天的场景，他至今仍记忆犹新。
“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备案”的管理新体制，极大释

放市场活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大幅提升通关效率；营商环境实
现跨越式提升，较挂牌前上升46位……七年多来，厦门自贸片区在
解放思想、积极探索中不断大胆试，大胆闯，让越来越多像李韪这样
的企业家有了满满的获得感。厦门自贸片区的创新引擎马力全开，
一大批制度创新成果为推动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提供了“厦门经
验”。

改革创新、法治先行。厦门自贸
片区自挂牌伊始，就顺应自贸试验区
建设需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
革。

2016年9月，厦门自贸片区在全
国各自贸片区中率先立法，正式实施
《厦门经济特区促进中国（福建）自由
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建设规定》。《规
定》不仅创造性写入了改革试点和先
行先试政策，固化改革创新的先进经
验和重要成果，还明确建立宽容改革
失误的工作机制，允许试错，宽容失
败，为改革创新营造宽松氛围，为先行
先试者提供持久稳定的法治保障。

七年多来，厦门自贸片区发挥法
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设立厦门自贸
片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率先全国成
立厦门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和国际商事
仲裁院，建立厦门港航调解中心、厦门
自贸片区调解工作室等机构，首创“海
关公证电子送达”……片区公共法律
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值得一提的是，海丝中央法务区
自贸先行区自2021年11月揭牌以来，
立足片区产业实际，强化顶层设计，突
出国际商贸、海商海事、知识产权、金
融等特色，为企业织密法律防护网。

率先全省出台针对法务产业、母
基金等专项扶持政策；打造国际法务
运营平台和知识产权要素保障集聚
区；积极引进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
决组织（厦门）代表处等国际组织、国
家级仲裁机构、外国法律服务机构，以
及被多家国际权威评级机构评定为第
一梯队的国内头部律所……片区法治
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持续提
升，为企业“走出去”提供系统完善的
法务环境保障和精准具体的法务服务
支撑。

近日，一批从荷兰鹿特丹港口退回的家
用设备、服装鞋帽，抵达厦门港海天码头，从
抵港到提货不到一天时间，这批货物就已退
回至位于海沧港综合保税区的逆向物流仓
库。这意味着厦门自贸片区跨境电商商品
不仅“出得去”，还“退得回”。

自挂牌以来，厦门自贸片区坚持对标国
际先进，率先推动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根据最新统计结果显示，
厦门关区进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分别为26.83
小时和1.32小时，同比分别再压缩5.59%和
13.73%。厦门机场口岸5月进出口整体通
关时间同比分别再压缩8%、23%，位列十大
沿海空运口岸第一位。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引凤来栖，厦门自
贸片区成了稳外贸稳外资的主阵地。七年
多来，厦门自贸片区外贸进出口持续飘红。
统计数据显示，厦门自贸片区贡献了厦门市
三成以上的外贸进出口。

以“海上世界”为核心，厦门自贸片区精
心打造自贸国际商务区，将为吸引更多企业
落地生根、增强企业“走出去”发展壮大的信
心，提供更高水平的国际化高端要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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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丝中央法务区自贸先行区海丝中央法务区自贸先行区。（。（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奇辉张奇辉 摄摄））
在海关总署近日公布的在海关总署近日公布的20212021年全国年全国137137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发展绩效评估结果中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发展绩效评估结果中，，

厦门象屿保税区质量效益全国综合排名第一位厦门象屿保税区质量效益全国综合排名第一位。（。（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黄晓珍黄晓珍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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